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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问刘十九
唐·白居易

【注释】

①刘十九：指诗人堂兄刘禹铜，系洛阳一富商，与
白居易常有应酬。刘二十八则是指刘禹锡本人。
②醅（pēi）：酿造。
③雪：下雪，这里作动词用。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读着这两句
诗就知道诗人正举杯欲饮了。不过，诗中的

“绿蚁”，可不是那小虫蚂蚁，而是古人自酿的
淡绿色米酒，没有过滤，盛入酒杯中的酒上面
浮着不少细小的酒渣沫，色微绿，细如蚁，故称

“绿蚁”。这样的酒也叫浊酒。下雪天，与友人
一起围着火炉饮米酒，聊家常，该是多么惬意
的事情。读了这首诗，又增加了我们对古人生
活常识的了解。

【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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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举办划龙船比赛，进行“抢
宝”活动，都是在江河中进行的。而在巴蜀之
地的渝西江津区，有个叫李市镇的地方，无江
无河，是渝西有名的“旱码头”。这里的龙船划到
山坡坡上，划到大街小巷、人山人海中。当地有
民谣曰：

过端午，唱山歌，
龙船划到山坡坡。
过端午，赶娃娃场，
龙船划进街巷巷……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里的民风民俗也

将端午节这天赶场称为“赶娃娃场”，许是因这天
过节，街上有许多好看的、好玩的，家长同意家里的娃娃
上街看热闹，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娃娃的缘故吧。

李市镇早年又叫李氏坝，是个有八万多人口的大
场镇。它处于江津的腹心地带，江津境内东西南北几
条公路都在此交汇，是江津最为古老的场镇之一。据
史料记载，千年前这里就是人们的聚居之地。在明洪
武二年，赣人李德辅任贵州曲靖知府，期满回赣，途经
此地落籍定居，当地人称此为李氏坝，后因集镇兴旺
而易“氏”为“市”，李市镇由此得名。

这里地势平坦，视野开阔，土地肥沃。明末清初，
这里迎来一批又一批的客家移民，他们主要来自湖广
省麻城县孝感乡等地，到此插占为业后，人口不断繁
衍。湖广省人民很看重端午节，过端午节都要在江河
中划龙船。但他们到李市镇这个旱码头定居后，没江
没河，就无法开展划龙船活动。

前前后后来李市镇插占为业的还有福建、两广、
贵州、云南等地的客家人，这些来自边远地区的客家
人特别喜爱唱山歌，他们有的还来自山歌之乡。他们
来到李市镇，将唱山歌的习俗也带到了这里。逢年过
节或在薅秧时节就大唱山歌，这一唱不打紧，先来的
人和来李市镇贩卖耕牛的“牛偏儿”也跟着唱了起来。

来自荆楚之地的客家人心急了。想起祖辈们在
端午节划龙船的祭祀活动，他们心里痒痒的，突发奇
想请来当地篾匠砍竹扎成龙船样，又做好了橹和篷，
一条龙船就这样制成了。在每年的端午节，大伙就摆

开阵势，准备划船。没江没河，他们就在干坡坡、土坝
坝上“划龙船”。没水就没有浮力，这种独特的划船方
式全靠人提着或推着龙船向前走。这种“干龙船”又
叫“旱龙船”，最初在李市镇这个“旱码头”出现时，曾
引来一些议论，但仍挡不住人们对“划龙船”的热情，
和对千里之外故乡的一种追忆。

当时李市镇有李氏、周氏、漆氏、刁氏四大家族。
其中周氏为当时的土著。他们觉得划“干龙船”这种
形式虽然很新颖，但始终没有在江河上划龙船这般热
闹和有趣，于是与祖籍是闽、贵、滇及两广的人“打乡
谈”，商量将唱山歌的人组织起来，在端午节这天，与
划“干龙船”的人一起，对唱山歌。这种方式的整合，
形成李市镇特有的端午节“唱山歌划旱龙船”活动。
随着人们扎龙船技术的不断改进，龙船越来越简易、
轻便和美观。

就这样，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就成了李市镇“山
歌、干龙船节”。全乡人都来划“干龙船”，他们边划
龙船边对山歌，南来北往的“牛偏儿”唱着很得劲。
他们即兴所唱山歌的内容，既有自己走南闯北、背井
离乡的辛酸，又有对百姓苦难生活的感叹，还有对风
调雨顺的期盼……

江河划船快如梭。
我划龙船上坡坡。
只盼来年收成好，
有钱给娃缝衣裤……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
的增加，加速了“牛偏儿”的绝迹，在某一
时期李市镇的“山歌干龙船节”一度停
办。改革开放后，政府倡导、民间组织、群

众参与，李市镇又恢复“划干龙船”和唱山
歌的民间文化活动。乡民们将“干龙船”和
唱山歌的活动场地，由山坡坡推移向了乡场
和集镇，将这龙船划到了李市镇的大街上。
端午节这天，街头街尾全是对山歌的百姓。
大街上人群涌动，广场上人头攒动。毗连县

乡的百姓都会在这天赶来李市镇看划“干龙
船”，一派锣鼓喧天、歌声不断的热闹场景。
作为一项很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如今，

江津李市镇的“山歌干龙船节”被批准作为重庆市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留下来。还在镇内的下塆小学设
立了李市镇“山歌干龙船民俗文化”传承基地，由李市
镇党委、政府请专家来对这一特色民俗文化活动进行
深入挖掘与整理，让传统的民间文化活动又焕发新的
光彩。现在，当地人民在端午划龙船时即兴唱出的山
歌内容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赞美百姓勤劳致富、
歌颂社会和谐发展和百姓安居乐业为主，也有少部分
是百姓生活中情趣之事的对唱。

过端午，唱山歌，
旱码头龙船划上坡。
和谐社会安居乐……
嘿呦嘿呦哆咪嗦，哆咪嗦……

那天是星期六
我在大街上逛了一个上午

然后又从沿河西路
到沿河东路走了一圈儿

彩虹桥似弦
文峰桥如弓

我在逛街的时候
你给我打了三次电话

我没有听见铃声
后来我给你回了三次电话

你也没有接
中午，我在老太婆摊摊面

吃了二两牛肉面
回家后我们直到第二天早晨才说话

我们不说话的时候
月亮来窗前探了一下头

楼下的野猫在嘶叫
那叫声像婴儿哭

让座

年轻人给老年人让座

是一种美德
老年人给年轻人让座

是一种境界
我做到了这一点

年轻时
给老年人让座

如今老了
给年轻人让座

■庞国翔

在油菜花旁
邂逅老柴房

■三都河

逛街（外一首）

■龙泽平

世界上最辽阔壮丽的花朵
不是牡丹不是玫瑰不是薰衣草

现在的我正陷入一片油菜花海不能自拔
幸亏被一处冒着炊烟的老柴房援手搭救

最普通的花朵开出金灿灿的辉煌
一座域市被它耀眼的光芒映亮

这四季不谢的花朵走在城市化的路上
没有一点扭捏作态表现得落落大方

就像村里的小芳
提着一篮子鸡蛋来看她城里的新郎
触发了多少人心底的乡愁和感伤

丰收的苞谷高粱和红辣椒
挂满了老柴房的门廊

外婆锅铲下的“张氏柴火锅贴鸡”
热气腾腾地冒出浓香

明明是老柴房倚靠在油菜花旁
又像是油菜花四面簇拥着老柴房

眼花目眩中我死死盯住堂屋里的一口大酒缸
蓦然发现酒缸里你的倒影

早已是酩酊大醉
注：油菜花旁老柴房系湖南著名餐饮品

牌背篓人家连锁餐饮旗下新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