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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踩大地，仰望星空，我一直试图在诗写中，建构并呈现一个更大的故乡。——沈阳

·语丝

古语云：其身正，不令而从；
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一个人，若
心术不正，总想占人便宜或是欺
负别人，不但没有人信服，还会自
食恶果。侃爷能说会道，只是没
有把才能用到点上，在一次教唆
小孩子打自己爷爷的过程中，小

女孩非但没有被他蛊惑，还用实
际行动狠狠教训了侃爷一回。在
是非面前，一个小女孩尚能做出
准确判断，上了年纪的老人又情
何以堪？多行善举，修身养德，即
使一个小举动、一个小细节也不
要放纵。

在写作中寻找光
□赵艳宅

■创作谈

侃爷
□赵艳宅

赵艳宅

沧州市作家协会会员。作
品被收入《中国闪小说年度佳
作 2015》《2017中国年度作品·
小小说》《2018中国年度作品·
小小说》等杂志。《春暖花开》《带
着山羊去扶贫》被选入初高中现
代文阅读试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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侃爷生得薄嘴唇、尖下颌，见人说
人话，见鬼说鬼话，伶牙俐齿无人能赛，
故得“侃爷”之雅称。

侃爷几十年来纵横十里八乡，尚无
能将他噎得哑口无言之人，没想到却被
一个七八岁的孩童打破了这一纪录。

那日，侃爷沿着村里新修的水泥
路，一直向南。清风徐来，拂过面颊，侃
爷顿觉神清气爽；路旁槐花绽放，花香
馥郁，沁人心脾，鸟儿在花叶间跳来跳
去，叽叽喳喳地聊着哪朵花蕊更香更
甜，撩人心神。在鸟语花香中，侃爷仿佛
又回到了年轻时候，忍不住跳着脚伸手
去够垂下来的槐花。槐花够到手里，他
放到鼻子底下猛嗅一口，香气扑鼻，美
得他哼起了小曲。

侃爷继续往南走，花姐踮着小脚迎
面走了过来。

侃爷拦住她，戏谑地说：“哟，小花
儿头发都白了仍是一朵花儿，瞧你那双
小脚还是那么迷人，那纤细的腰肢怎么
扭都扭不断呢，还扭得那么好看。”

花姐瞪着眼剜了他一眼，没搭理
他，昂着头擦着他的身子过去了。

“嗯，真香！比我手里的花还香呢，
花儿，你用的什么香水？往后哥给你
买！”侃爷回过头望着花姐的背影喊，生
怕别人听不见似的。

花姐啐了口唾沫，骂了句“老不正
经”，头也不回地走了。

侃爷走到村南头，看见老蔫正在菜
园子里忙活，他的小孙女拿着一把塑料
铲子在他旁边挖啊挖。

看小女孩怪可爱，侃爷慢悠悠地迈
进园子里，逗她：“闺女，累不累啊？”

“不累！你是谁啊？”小女孩抬起头，
一脸茫然地问。

老蔫停了手，指挥着孙女叫爷爷。
“爷爷！”小女孩脆生生地叫了一

声。
“唉！好闺女！爷爷今天兜里没装着

糖，把这串槐花给你吧，你闻闻香不
香。”侃爷喜不自胜。

小女孩袖着手，没接，努着嘴说：
“我不要！爸爸妈妈说不能随便要陌生
人的东西。”

“哈哈哈，这闺女年龄不大，原则还
挺强呢。”侃爷被小女孩认真的样子逗
乐了。

老蔫看孙女跟侃爷玩得挺欢实，就
自顾自地去菜畦里锄草了。

“哎呀！”突然身后传来侃爷的一声
惊呼。

老蔫转头看时，侃爷正捂着鼻子啊
呀呀叫着，“你这小丫头怎么能说动手
就动手呢？幸亏是铲子是塑料的，要是
铁的那还得了！老蔫，快过来给我看看
鼻子，破了没有？”

老蔫三两步跨过去，揭开侃爷的
手，他的鼻梁上横着一道白印，有血丝
渗了出来。

“她奶奶快拿个创可贴出来，你孙
女惹祸了！”老蔫扯开喉咙朝院里喊。

不大工夫，老蔫家里的抓着把创可
贴跑了出来，朝着小孙女跑了过去，一

把把孙女抱在怀里，满脸关切地问：“伤
哪里了？奶奶看看！”

小女孩挣开奶奶的手，指着侃爷
说：“我没事，我把他打破了！”

老蔫家里的松了口气，从手里抽出
一个创可贴递给老蔫，让他给侃爷贴
上，才又转头呵斥起小孙女来：“爷爷是
逗你玩的，你哪能随便打人呢？”

原本还镇定的小女孩听到奶奶的
训斥，哇的一声哭了起来，用小手来回
抹着眼，眼泪混着尘土在脸上开出来一
朵朵水墨花。她扁着小嘴，抽抽答答地
说：“他是大坏人，他说我爷爷坏话。”

“那你也不能打人啊！”奶奶再次呵
责。

小女孩突然停止了哭泣，绷着小
脸，指着侃爷说：“他叫我拿铲子打我爷
爷，我打他也不能打爷爷啊，让人说我
傻啊！我不要跟他玩，叫他走！”

侃爷脸上一阵红一阵紫的，想要辩
解两句，瘪着嘴咂了咂舌头没说出来，
扭头出了老蔫的菜园子，灰溜溜地走
了。

老蔫家瞅瞅小孙女，弯下腰把她揽
进怀里，用手小心地擦拭着她脸上的泪
痕，说：“妞妞好样的！咱不跟他一样，以
后啊再碰上这样的事，咱可不能随便出
手打人了。”

小女孩点了点头，羞赧地偎在了奶
奶的怀里。

老蔫骄傲地说：“老侃满肚子的坏
水，一辈子光想着琢磨人了，想不到竟
然栽在了咱孙女手里。”

老蔫家听完了咯咯笑了，把小孙女
搂得更紧了，像抱着一个宝贝疙瘩。

大运河的一朵花
□吴占夫

京杭大运河在东光县流过，而
东光县给京杭大运河增添了鲜艳
的花朵。2014年 6月 22日，在卡塔
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 38届世界遗
产委员会会议上，将中国京杭大运
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将东光县
谢家坝列入名录的 58个遗产点之
一。这标志着河北省拥有长城（山
海关、金山岭）、清朝皇家陵寝（清
东陵、清西陵）、避暑山庄三处世界
文化遗产之后，又增添了第四处世
界文化遗产。

此次申报的典型河道段落和
重要遗产点，有河北省的“两点一
段”。其中“两点”：一点是沧州市东
光县的谢家坝，另一点是衡水景县
的华家口夯土险工；“一段”是南运
河沧州至德州的一段河道。“两点
一段”三处组合，同时入选世界遗
产点，而最耀眼夺目的是谢家坝。
谢家坝是京杭大运河芬芳四溢的
一朵花。

谢家坝位于河北省沧州市东
光县连镇运河段五街、六街交界
处，南运河东岸，曾于 2006年被国
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名单。

谢家坝建于清朝末年。关于这
段堤坝名称的来历，当地流传着这
样一个故事：南运河河北连镇段，
曲折多弯，流势凶险，历史上洪水
在此处多次决口，沿岸百姓残遭危
难。当地一名谢姓乡绅捐资，从南
方购进二万余斤糯米，组织人力，
用糯米熬粥，然后把糯米过滤出
去，剩余的糯米浆粘性很大，再用
糯米浆与白灰、黄土，按相应比例
混合筑堤夯实，一层接一层筑堤。
从那以后，运河再未从此处破堤决
口。为了纪念这位谢姓乡绅的义
举，连镇这一段筑堤大坝被命名为

“谢家坝”。因坝体为灰土加糯米浆
逐层夯筑，故也称“糯米大坝”。夯
土以下为毛石垫层，基础为原土打
入柏木桩筑底，大坝非常坚固。

谢家坝整个坝体长 218米，厚
3.6米，高5米。堤坝整体稳定性好，
筑成后，避免了决堤险情，并留存
至今。在运河水势震天的年代，谢
家坝对防御洪水起到了重要作用，
保护了沿岸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这种筑坝方法，是世界历史的
唯一，是先祖的智慧结晶，也是中
国考古的一个重大发现。它再现了
中国近代在漕运水利设施中夯筑
的先进工艺，同时也为研究清末的
夯土技术及南运河段险工护岸的
发展过程提供了实物资料。

二百多年过去了，谢家坝主体

基本保存完好，局部裸露区域曾出
现风化现象。据东光县文保所所长
李天峰回忆，在2012年曾对此坝进
行过整修加固工程，仿照古法采用
三七灰土加糯米浆夯筑。当时施工
人员却无法用锤子将木楔钉入坝
基，必须借助电钻打孔，足见坝体
具有超常的坚固性。

历史上，大运河的河北段水量
丰沛，通航能力强。东光县靠近运
河有一个镇名为码头镇（今东光县
城西运河渡口处），早年沿河村镇
里的男性多为纤夫，依赖河道生
活。但近些年来，随着气候的变化
和河北省行洪安全的考虑，引水改
道，运河河道绝大部分时间干涸，
河床内茵草遍布，村民们赶着羊群
在此处食草，衍生出另一幅田园风
光。

李天峰介绍，近几年来东光县
加大了对运河河道的保护，包括故
道维护和周边环境治理。目前运河
的最大遗憾是无水，“没有水运河
就活不起来”。

河北省文物局大运河保护和
申遗负责人孙晶昌曾在“申遗”成
功后对媒体表示，申遗只是手段，
最重要的是要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给当地百姓带来实惠。并预期南水
北调工程可能会流经大运河河北
段的“两点一段”，目的是要让大运
河通航、通水，流动起来。

南运河的通水、通航、绿化、美
化、市区水堤石硬化，造就观光游
览工程，正在行动中。目前，已向南
运河充水，河道可以通航。正在开
工修建多座码头，将开办大运河航
船游览。运河岸已修建堤顶路，可
筹办堤顶路马拉松长跑比赛。堤顶
路两侧是绿化带，树花草已栽种完
工，现正浇水养护。大运河两岸按
装彩灯，实现大运河夜间亮化。市
区水道两侧铺筑水泥方板，让河道
水堤石硬化。正在修建园博园、百
狮园、运河生态园、运河文化园，这
些园由运河相连，大运河建成“运
河观光游览带”。我相信，“运河观
光游览带”，一定会用游览船连接
到“谢家坝”，让更多的人去欣赏大
运河这朵美丽的“花”。

吴占夫

出生于1940年，沧州市作家
协会会员，沧州文化研究会会员，
沧州纪晓岚研究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