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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百味

竹子，因其挺拔、向上、虚心、有节，而被

历代文人墨客歌咏；也因为它贴近生活，给

人们带来较多益处，而深受人们喜爱。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

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是画竹高

师郑板桥老先生《竹石》诗中的诗句，展现在

人们眼前的是竹子身处逆境，根却牢牢地扎

在石缝里，太多的磨难打击，只会使它更加

身强意坚，笑傲一切！傅庞如先生的《咏

竹》诗句：“破土凌云节节高，寒驱三九领风

骚。不流斑竹多情泪，甘为青山化雪涛。”

象征意义十足，与其说是在赞美竹子，倒不

如说是在褒扬有志之士敢于作为，不为儿

女情长所牵，为社稷贡献个人之力。文人

们赞美竹子，写的多数是竹子的“铁骨豪

情”“超凡脱俗”一面，看似说竹意在写人，

仿佛惟有竹子才能得以表达他们的抱负志

向，热血衷肠，可见竹子在这些人心目中的

位置，不同一般，有何等的重要。

竹子有傲骨，却无傲气；它高洁，更有谦

谦君子风范；其不俗，更乐于献身平凡。最

早知道竹子的妙用，还是在小时候。以前，

三四岁小孩子吃饭，基本上已能独立完成，

他们用的饭碗，不是瓷碗，而是一种叫“木

蒙”的竹碗。竹子做的碗不容易摔坏，端在

手上也不会烫着哪。现在世面出现的饭盒，

或保温饭桶，过去不曾见到，大人出门到远

处做工干活，中午不能回家吃饭，就会事先

在家里烙上几块饼，将煮好的稀饭，乘在用

竹子做成的竹桶里，一同带上中午吃。

有史料记载，3000多年前，我们的老祖

宗便开始使用筷子，筷子从我国传到日本是

在隋朝。现在每年他们都会从我国进口大

量筷子，其中，不少为竹筷子。韩国人也会

使用筷子，对我国生产的竹筷子情有独钟。

西方人吃饭只会动用刀、叉，不会操弄筷子，

现在不少人正在学习如何使用中国筷子。

尺把长的竹筷子，运用自如于掌指间，是竹

子的成功蜕变，还是东方人大智慧的彰显？

竹子做梁，能有梁的材质与担当；竹编，

又能放下身段，或成纤丝，

或为篾片，经纬交叉，

刚柔并用，按照既定方

案编织运行；结果，做

篮子也好，为凉席也

罢，只要适应需要，人

们喜爱就是成功。

人若学会做竹，此

生定当精彩！

望嘴
■ 肥西 张建春

用心织就美好
——《是谁织的布》创作者言

■ 合肥 司 雯

人若学会做竹，此生定当精彩！
■ 合肥 赵见

老母亲常拿一件事来说我，说我自小不爱“望嘴”。当

然，是作为不多的优点来说的。

说是我五六岁时，我的爷爷身体不好，为补身子，奶奶

会打两个红糖鸡蛋给爷爷吃，爷爷总是躲着我，在灶间的锅

门口藏着吃。据老母亲说，我说了句话：爷爷我知道的，我

不要吃。爷爷闹了个大红脸，之后就正大光明地端着在桌

子上吃了。

老母亲说了很多遍，每听一次，我都避过身子，沉默着，

实际上我的心酸酸的，那时的日子苦，爷爷吃上两个鸡蛋还

要躲着。爷爷当时的心一定很苦，不是为能够活下去，怎么

地也不会避着孙子，独食一份乡村能拿得出的所谓补品。

爷爷对我影响极大，尽管我七岁时爷爷去世了，但一些

事一辈子忘不了。

比如柳芽刚出落时，爷爷就领着我，在村子里捋柳芽，回

家洗净了，用微火焙干，做成柳芽茶。到了夏天，爷爷总是要

泡上一大瓦壶，置于树阴下，招呼着来往的人喝上一大碗。

爷爷说，身体弱了，下不得地，让干活的人润润嗓子。

爷爷做得自然，一点也不衬巴巴的，喝茶的人抹抹嘴走了，

爷爷笑得舒心。

这事，和望嘴无关，但却隐藏了一些深意。给人些方

便，比什么都好。

村子里说望嘴有好吃之意。看人的嘴动流口水，是生

理本能反应。可是望嘴是件丢人的事，看人端着碗，一眼不

眨地盯着，似乎就盼着能赏上一口，确实难为情。现在想想

也不为怪，那时缺少吃食，肚子整天饿得咕咕叫，怎就没些

渴望。望嘴，望不上一口吃食来，可悲、可叹。

有件事老母亲常噙着泪水说。我的外祖母随舅舅生活，

舅舅是个石匠，手艺很是精良，在石上能雕塑些生动的花草、

动物，落在现在，就是了不起的艺术家了。舅舅家偶有客人、

同道的来，割个斤把肉，红烧或者当配料，喝个小酒，算正

常。外祖母是上不了桌子的，只能呆在一边。客人走时，客

气上一两声，会和祖母道别：大娘打扰了，酒喝了肉吃了。外

祖母自然应答：对不起哦，酒没喝好，肉只吃了五块。客人陡

然站不住了，吃了五块肉呀，大娘连肉的边也没沾上。

吃了五块肉外祖母都记得清楚，显然外祖母是望了嘴

的，不望怎知道？外祖母心中是充满愧疚的，请人吃饭，理

应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怎么就只沾点边，吃个五块呢？而

听者却又有不同的想法，甚至生出一些枝节。

外祖母的事是当作故事听的，我一直想把它写进小说

里，可一直不敢写，怕亵渎了外祖母，何况听这故事心酸得

不得了，眼前总是外祖母弱弱的形象，拐着小脚，在奔赴我

家的路上。

外祖母的望嘴和好吃无关。谁要说是好吃，我一定和

他急，从里到外地骂他。

外祖母作古多年，一辈子没过上一天舒心的日子。外

祖母的内心有过什么渴望，我不知道。我猜测，也不过是吃

饱了、穿暖了，天天能吃上肉，肯定不在她的渴望之内。

记得村子里的瘦狗是最爱望嘴的，看人端碗吃饭，眼就

一直盯着，盯着的眼可怜巴巴，都要滴血。爷爷拿瘦狗说过

道理：不要做望嘴的瘦狗，好狗自己找吃食。

道理很深，爷爷说得简单。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口软，

明摆着的，可做到不容易。食色性也，有古话。

我一直成不了一个吃货，似乎对吃没什么兴趣，扪心自

问，自己喜欢吃什么？半天过去才有了答案，青菜豆腐而

已。青菜豆腐保平安，青菜、豆腐我之大爱。这份爱应是从

年少时培养起的，肠胃受苦，心却安宜，也因之有了老母亲

说的优点：不望嘴。

望嘴一词，逐渐生分了，不作解释，好多人都不知道

了。有一个词时髦，“美食家”。美食家是时代的产物，美景

和美食不可辜负，这是时代的大进步。过去村子里曾有一

个婆娘，好吃得出名。实际上也没什么，只是爱想“方子”寻

找吃的，刁里古怪地吃，吃个山芋藤、南瓜花、马兰头之类

的，村里人看不惯，一句话：活不好好干，尽想“方子”修五脏

庙。好吃成了她的代名词，不过，也没能让她伤筋动骨。放

今天，这婆娘一定会被称为“美食家”的。

如此，望嘴一词该进字纸篓了，有好吃好喝的，谁愿望

着一个人的嘴形象不佳地咀嚼和蠕动。

2019年国庆节，安徽文旅集团投资制

作的大型光影剧《天仙配新传》在安徽省太

湖县开演。黄梅戏曲调婉转，余音绕梁。

董永和七仙女天上人间的故事，唤醒了观

众们的记忆。流光溢彩的演出让节日更显

欢乐祥和，耳熟能详的旋律让全场观众的

合唱声此起彼伏。

置身演出现场，情不自禁和大家一起哼

唱出“你耕田来我织布”“绿水青山带笑颜”，

这种难得的浸入式体验和互动让我开始认

认真真思考，这首歌是怎么传唱至今的？天

仙配的故事是怎么流传到今天的？天仙配

的故事中有怎样的因子，它在今天是否还活

跃着，是否还有价值？

我想，天仙配的故事不管怎样演绎，是

戏曲，还是光影剧，内核都是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是对善良的坚守，是对正义的追

求。不同的时代只是改变了对故事矛盾和

线索的描述，而对真善美的热爱和赞赏才是

这个传统故事得以流传至今的原因，也是天

仙配的永久魅力。

天仙配的故事起源于一千多年前的东

汉，在那个举孝廉的时代，董永是个孝子，时

代特色鲜明。然而用发展的眼光来看，一千

多年后的董永可以不再只有一个孝顺的标

签，还可以具有更丰富的个性，比如认真工

作、诚实守信、乐于助人。同理，七仙女也不

仅是感动于董永的孝心，她还应当有理性的

观察和思考，有妙趣横生的“魔法”，更有主

动掌握和使用这些“魔法”的判断力。

因此，我们想重写天仙配的故事，我们

选择了绘本的形式，把话放在画中；我们增

加了花婆婆、桃爷爷、小宝、小精灵等人物形

象，让故事更丰富；我们还设计了涂色卡等

互动环节，让小读者们参与创作，增强共鸣。

于是，就有了这本《是谁织的布》。我们

真诚地希望通过我们的创作，可以让天仙配

的故事更加新颖、有趣、合理，可以拥有更多

的读者，特别是小读者。我们也真心地期待

天仙配的故事依然具有活力，始终向往美

好，展现属于今天这个时代的风采。

绘本简介：取材自中国传统故事《天仙

配》，在董永、七仙女、“你耕田来我织布”等

人物和场景的基础上，创造性增加花婆婆、

桃爷爷、小宝、小精灵等人物，讲述了认真工

作、乐于助人的董永和聪明俏皮、真诚友善

的七仙女一同织布的故事。

绘本形式：水彩绘本，硬精装，12 开，3

印张。

读者对象：3-7岁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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