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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赞成。 ”小昌闯进来，从包

里掏出一听易拉罐说，“爷， 你喝过这

玩艺儿没有？ 你尝尝。 ”

韩世诚说：“亲孙不搭，尝尝吧。 ”

三爷接住了。小昌又打开一听说：

“奶，你也尝尝。 ”

三奶接住喝一口说：“烧，烧，我受

不了。 过去咱家没离过毛尖、龙井、碧

螺春，还真没喝过这东西。 ”

三爷开口了说：“没喝过东西，麻

就是麻，烧啥？ ”屋里有了笑声。

小昌说：“大伯， 俺听说文件下来

了， 养殖业专业户能在承包的土地上

搭棚种菜，养鸡养猪了。我刚才跟俺哥

商量了， 想把鸡圈挪到淇河岸边的河

坡地， 天高地广， 谁也不呛， 这多好

呢。 ”

韩世诚说：“今天我在乡里也见到

这个文件了，还领来一份。 ”

“挪吧，这是个法，我去跟石头做

伴，把鸡圈扎在咱那小园地。等以后下

了鸡蛋，哼———”

大家都笑了。

二十二

据说，韩家的先人曾与狐仙联姻，

为韩家门楼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有“苏坟”为证。

韩家的先人才貌双全， 闲时在河

边读书，忙时下地种田。 一天，他赶着

牲口在小园地犁地， 突然从东南角跑

进来一只狐狸， 一瘸一拐地来到韩家

先人面前作揖磕头， 先人看它的后腿

流着血，就把汗衫撕下一块给它包住。

这时， 从小园地的进口处又进来一个

人，骑着高头骏马，脚蹬皮靴，身穿绫

罗绸缎， 手拿弓箭， 一看就是富家子

弟。

狐狸一见那人进来， 吓得浑身颤

抖，钻在先人的怀中。

韩家先人蹲下来抱着狐狸的脖子

说：“我说俺这只狐狸的腿咋流血了，

原来是你打的！ ”

那年轻人说：“世上有喂狗喂猫

的，哪有喂狐狸的？ 咱到你村问一问，

如果有人说是你家喂的狐狸， 我再打

一只赔你。 ”说着就要拉弓搭箭，准备

再射。

韩先人忙用身体挡住， 换了商量

的口气说：“我这儿有三头牛， 你要哪

一头都行，放它一条生路吧。 ”

那年轻人看韩先人是个人物，狐

狸也不打了，扬长而去。 天黑下晌时，

韩先人问那狐狸：“你是回家， 还是跟

我走？”那狐狸看看他，跟着回家了。到

家后，韩先人给它洗洗伤口，上好药，

重新包好。 要它走，它还是不走。 第二

天它跟着韩先人来到小园地， 朝韩先

人点点头， 看了好几眼才一步三回头

地走了。

过了几天，太阳快落山时，一位天

仙般的女子从小园地口走进来说：“大

哥，请问往彰德府给哪走？ ”韩先人给

她指了指方向。

那女子为难地说：“大哥， 你看俺

一个女流之辈，天黑路远，能否到你家

借住一宿？ ”韩先人把她领到家，全家

人问长问短。 她说，家遭不幸，要到彰

徳府投靠亲戚， 看能不能找个婆家了

却终身。 家人有意把她留下， 给她一

说，她很乐意。

事隔多天，韩先人到河边晨读，来

到十字路口，一辆马车挡住去路。三匹

马膘肥体壮， 车上装了几个箱子和一

些绸缎，赶车人早已死去。先人仔细一

看， 赶车人正是那位打狐狸的富家子

弟。 打开箱子一看，里面全是金元宝。

先人买了口棺材，糊些金山、银山、香

车、骏马，把赶车人就地埋葬。

傍晚时候，韩先人刚出门，迎面走

来一个老头，高声吆喝：“卖石槽”。 真

是正瞌睡给个枕头， 三匹大马正愁没

有石槽喂料。

老人吆喝着卖石槽， 身旁却不见

石槽，韩先人问槽在哪里，老人说在西

山。 又问多少钱，他伸出一个指头说，

一文， 相中了管送。 先人牵出马让他

骑，他说他能追上。 马在前面跑，他在

后边撵，一个时辰后到了。 一看，果然

是一个刚凿好的石槽，八个眼，正合先

人的心意。

韩先人说，“天黑了， 明天你套车

送去，该给多少给多少。 ”他说，“不用

套车，只要你在十字路口等我一下，给

垫句话，说声‘驮动，驮动’就行了。”只

见他钻到石槽下面一使劲， 石槽就起

来了，他说：“你前面走吧。 ”

这么大个石槽就卖一文钱， 估计

是偷人家的； 恁大力量， 不是妖便是

怪。 韩先人自言自语说：“给你垫句好

话？压死你也不亏！”话刚一出口，只听

一声狐狸惨叫，槽下露出个狐狸尾巴，

石槽再也不动了。

韩先人打马回来，进门一看，妻子

正在擦泪。韩先人问她哭啥，她只是哭

并不说话。

几天之后， 韩先人无意中发现车

轴上有一行字———汤阴苏行。 他把马

喂饱， 把装元宝的箱子、 绸缎搬到车

上，送了过去。

“汤阴苏行”是汤阴最大的商行，

买卖做到南北二京、西安、太原几十个

城市。 死者是苏家的少掌柜， 喜欢打

猎。前几天赶车去南京办货，没想到死

在半路上。 苏行全家老少、掌柜、伙计

都给韩先人直磕头。从此，韩苏两家结

为金兰之好。

一年过去，大年初一的早晨，韩先

人吃了一碗肉馅饺子。 他知道捏的都

是素馅饺子，为啥全家吃的都是肉馅？

韩先人问他妻子。妻子一愣，再吃时又

成了素馅。 正月十五， 妻子生了个男

孩，聪明过人，三个月会走路，六个月

会说话，一岁就能识文断句读文章。

人吃五谷杂粮，谁没个头疼脑热。

韩先人得了眼病，求遍方圆的名医，眼

睛也不见好转。妻子说，她娘家历代行

医，有祖传眼药，一用就好，不外传，得

晚上不声不响地拿过来。她去了，一个

时辰就回来了， 手里拿来一个圆圆的

土色石头， 晃晃还响， 放在水里会变

色。她刮一点沫儿放到韩先人眼里，第

二天眼睛就好了。 她说，“咱家开个眼

药铺吧，准赚大钱。 ”韩家有治眼病的

灵丹妙药，一传十，十传百，来求眼药

的人络绎不绝。韩家是来者不拒，分文

不收。

又过一年， 韩先人从地里干活回

来，到了大槐树下，见一群小孩在捉迷

藏。 他儿子在树前站着， 孩子们去捉

他，转眼就不见了；又从树叉上露出个

头，孩子们再去捉他，又不见了。 逗得

大人去捉，同样捉不到。韩先人回到家

给妻子一说，她飞快地跑过去，一把把

儿子从树杈上拽下来。 只听“轰隆”一

声响，大晴天里打起了雷，树枝都着火

了，你说神奇不神奇？

妻子回到家里，把儿子一顿好打。

她边打边哭，哭得伤心欲绝，家人拦也

拦不住，深感不解。 夜里她说了真相，

她原来是一位狐仙。

那一年，韩家先人在田间劳动，在

河边看书，被她看在眼里，记在心中。

她羡慕人间的恩爱， 佩服韩家先人的

勤奋、执着。 那天她看得入迷时，现出

了原形，被苏少掌柜一箭射中，大伤元

气，难施仙术，不得已向韩先人求救。

韩先人以牛赎她，使她感激不尽。回家

告诉家人， 家人都赞成她打破仙规与

韩家先人结为夫妻，报答救命之恩。说

着她捋开裤腿，小腿上仍有一个箭疤。

婚后，她掐死了苏家少掌柜的阴魂，报

了一箭之仇。 劫下了他的马匹、 金元

宝。为解决喂马之愁，她又求她弟弟化

成老人驮运石槽， 没想到弟弟却因韩

先人一句话死于非命。 本想让韩家先

人收下苏少掌柜的元宝， 没想到他不

染一指，更使她敬佩。 大年初一，她又

从大官员家里搬来肉馅饺子， 不料又

被韩家先人识破。 她又找来女娲炼石

补天留下的稀世珍宝———空青石，先

让先人得了眼病，点化他开个大药房，

日进斗金不愁，可惜他施药不收分文。

她又说，商人是富而不贵，秀才是

贵而不富，官宦是既富又贵。她为韩家

生的这个孩子，将来要出将入相，成为

权倾朝野的重臣。可惜，露头的椽子早

烂，他还不懂人间世故、仙家规矩，冒

犯了天律。玉皇大帝派雷公来拿他，槐

公公讲情，雷公不从，抡锤砸来。 幸亏

她拉得及时，槐公公又拦了一拦，孩子

性命保住了，槐公公的家却着火了。雷

公怒气冲冲回天宫去了，天明以后，天

兵天将会压境而来。 一旦她娘儿俩被

拿到天宫，轻者削去千年道行，重者难

逃一死。 为免大祸临头， 今夜鸡叫之

前，必须离开人间。

一家人难舍难分，又哭又诉，时间

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全家人来到小园

地的入口处，狐仙说：“俺娘儿俩走后，

三年之内，家有要事，在这个入口处烧

柱香， 我就来了。 没有天灾人祸的大

事，千万不可施用。三年后的这一天夜

里，俺娘俩早早在这儿等你，咱全家团

圆。 ” （21）

·鹤城锐评·

大姐且慢捂嘴笑

□

李鹏

2 月 10 日本报四版社会新闻

《我买的牛奶咋成了你的》， 为读者

转播了这样一个现实版的小品：市

民毛先生骑车不慎掉落牛奶， 待回

头捡时，有老者大喊：“别动，我的东

西！ ”一场牛奶争夺戏由此活生生在

马路直播间上演。 一名小观众、主演

之一毛先生 5 岁的女儿受剧情感染

哇哇 大 哭———毕 竟 不 是 春 晚 小 品

嘛。 为求清白，毛先生紧急求助于直

播现场前排另一名忠实观众———清

洁工大姐。 那观众大姐“只是捂着嘴

笑，什么都不肯说”。

各位既然看过新闻转播，心中自

有掂量。 若诚如那位毛先生所说，那

老者一把年纪，自己为人的品德丢了

都不去捡，硬要挺身去捡别人丢下的

一箱牛奶，我想，咱也不必浪费版面

再作任何评判。

只是可惜了那位大姐，果然一个

语莫掀唇（语出《女论语》：“凡为女

子，先学立身……行莫回头，语莫掀

唇”）的“好女子”，莫非若莘、若昭姊

妹转世不成？ 这里我不略说一二，于

心不甘。

明摆着， 只要那大姐玉唇轻启，

一场牛奶归属闹剧登时即可收场。但

那大姐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只当笑

客， 不发一言。“凡为女子， 先学立

身。 ”但若社会上人人都是这般“立

身”，恐怕谁也无法真正立身！

欧美国家属于发达的市民社会，

人为社会活着、为陌生人活着的观念

极为普遍，在民事纠纷中，作证是普

遍的自愿的行为，已经成为一种社会

常态。 而在我国，公民意识相对要淡

漠得多。 实际上，在我国推行法制社

会的当今，具有民事能力的公民都有

法律规定的举证、 作证的权利和义

务。换个角度说，利人就是利己，每个

人都须臾离不开社会，每个人都得不

断寻求自身权益的社会平衡，谁又能

保证不会成为下一个“丢牛奶”的人

呢？

路上丢一箱牛奶不可怕，可怕的

是把公民的社会责任随意丢弃路边。

我们每一个人， 当然包括那位大姐，

路遇不平，还是且慢笑，且慢沉默。要

知道，笑未必就是美，沉默未必都是

金。

·世相扫描·

一晚八桌宴 多少公民赋

□

李振忠

2 月 12 日 《半月谈内部版》报

道，西部一位县委书记倾诉苦恼，“为

了应付来自中央、省、市各个部门的

领导和各种名目的检查评比， 我马

不停蹄奔走于一个又一个晚宴， 陪

上级领导喝酒吃饭， 一个晚上竟然

陪了 8 顿饭， 喝的酒就数不清多少

了……” 这位县委书记还说， 仅市

级领导就有 30 多个， 市直部门百十

来个，这些领导到了县里，书记只要

在就得去陪。

一个晚上陪了 8 顿饭， 为何？ 8

顿饭分若干个级别若干个单位，为的

是让每一个领导每一个检查班子都

吃好喝好玩好避让好，否则，为什么

不让大家一起吃一次公款大锅饭？如

此分散开来，领导方便，各单位方便，

自己面子上有光，让大家都能吃到痛

快喝到痛快玩到痛快。

一个晚上陪 8 顿，陪了市长陪省

长，陪完领导陪部门，陪了大神陪小

妖，一年下来是多少？ 365 天共陪同

公款酒宴 2920 顿， 即便不是每天如

此，但也绝不会少很多。 县官每年三

千宴，哪一宴是请的老百姓？ 县官三

千陪爱在一身， 哪一爱给了人民群

众？ 若是一个酒量不怎么样的人，一

次就能喝晕甚至酒精中毒，多亏了我

们的县官同志“酒精考验”驰骋拼杀

惯了，否则还不得玩完？

酒喝多了， 人思想也在跟着变，

第二天高度酒还没有全醒，又要坐衙

升堂了，脑子里想的是酒，嘴里还冒

着酒精味儿，案头却是百姓要求补偿

拆迁款的事儿，抗旱的事儿，救灾的

事儿，他怎么可能有心思去想老百姓

有多难？

“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一

桌公款宴，又是多少公民赋？ 若按普

普通通的“廉政宴” 的 3000 元一桌

算 ，8 顿饭至少请了 8 桌宴 ， 就是

24000 元 ； 通常的检查宴 ， 恐怕每

个检查部门不止一桌 。 一年下来 ，

县官之宴， 又吃进去了多少纳税人

的钱？

何不食肉糜？ 宫殿庙堂之上的

人，有的会有如此冷血。 不知道天天

吃数千元一桌酒宴的县官们，有没有

如此肉糜式言论？但有一条是可以完

全肯定的，当这些官员将一桶花生油

或者一袋五公斤的大米在春节前递

到低保户手里的时候，明明白白懂得

这不值他一杯茅台钱。 俗谚云，一顿

饭，一头牛，屁股底下坐栋楼，说的就

是这个事儿。

敢不敢让“最牛公务员”

把话说完

□

邓海建

9 年未到岗上班，工资照发的“最

牛公务员”江进祥自称长期不上班，是

因为反映问题被“无限期停职检查”，

至今没有恢复工作。江进祥还表示，如

被辞退会曝出更多内幕。 (2 月 12 日

《中国青年报》)

� � “最牛公务员”牛在什么地方？ 9

年不上班，一直忙告状。就在公众料定

这又是“误会一场”的时候，没成想地

方回应说“爆料属实”。 更让人大跌眼

镜的是， 相关部门给了两个离奇的说

法：一是因为他家里比较穷，要“以人

为本”； 二是他不服市人大的处理，到

北京等地上访，“比较容易走极端”。

这两个荒谬的说法压根儿不值一

驳。 穷人那么多，政府又不是慈善家，

凭什么想撒钱就撒钱？而至于“怕他走

极端”的说辞，似乎更像是怕他说漏了

嘴———不小心成了皇帝新装里的孩

子。

有几个问题，迫切需要答案：江进

祥是如何调到发空饷的单位的？ 为什

么本人没有上班，却白拿工资？为什么

9 年来，当地政府都没有人去过问？ 这

背后究竟有没有什么秘密？

既然不干事也能拿钱，那么，这样

的职位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推而广

之，即便是天天去“点个名”，绩效考核

机制真能挤干人浮于事的水分？ 类似

“萝卜招聘”之类的闹剧，看来未必是

个案那么简单； 对于江进祥反映的核

心事件———所谓“企图挽回人民的

100 多万元损失”，公众依然接触不到

真相，“中心城市地下涵管” 到底有无

质量问题？江进祥开罪了哪些“权贵势

力”？

眼下关键是：敢不敢让“最牛公务

员”把话说完？他的潜台词里还有哪些

“秘密”？

·你说我说·

争议禁唱

《春天里》

@ 小蝌蚪： 如果有一天他

们老无所依，难道要用别人的歌

来回忆自己？

@ 一日不见： 旭日阳刚赋

予了春天里灵魂，我们不是喜欢

《春天里》这首歌，而是喜欢旭日

阳刚唱的《春天里》，我们是在买

人的账，而不是买歌的账。

@ 不再留恋：《春天里》再

火也没有用， 总之缺少了真诚，

掺杂了太多的商业味，旭日阳刚

不再感动中国了， 回归现实吧，

不要太留恋那染缸，没有了沧桑

不会有当初唱《春天里》的感觉

了。

@zmeng：旭日阳刚是该自

己造血了，老是春天里，也审美

疲劳。 版权问题也是无可争辩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