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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巩本勇
“苇堵渠尽疑无路，竹篙一

点又一天。只闻笑语不见人，
蒲苇深处有人家。”马踏湖的风
光，一年四季，各具特色。秋水
时至，浩渺弥漫，满目芙蕖，红
绿交射。“苇秋”是马踏湖区收
获的季节，苇高插白云，苇花向
上翘，犹如队队民兵的缨枪。
去年立冬这天，我驱车回老家，
目睹父老乡亲“过苇秋”的繁忙
景象，感慨万千。那一艘艘满
载着芦苇的小船在湖上游动，
钻入桥孔，驶向岸边，载的是
歌，载的是笑，载的是湖区人富
足舒心的好日子。

碧水环绕，阡陌纵横，有
2000多条河道的马踏湖，是一
个“芦苇天地”。河道两旁生长
着茂密的芦苇，棵棵粗壮结实，
胜似江南修竹。举目远眺，像
在绿色长城环抱之中。要把小
船驶入横汊，就有进入豆棚瓜
架之感。在这里觅食的野鸭、
苇雀等诸鸟就会腾空而起，特
别是苇雀，像怕拿掉苇秆上的
小巢似的惊叫不停。

芦苇在我国的种植历史非
常悠久，《诗经》中就有关于芦
苇的记载。不过，古代的时候
不叫芦苇，而是把短小的芦苇
称之为“荻”，没有长穗的芦苇
称之为“薕”，初生的芦苇称之
为“葭”。在多彩的植物世界
中，芦苇虽然称不上栋梁之才，
但它的生命力极强，繁殖也快
得很。丛丛簇簇高达五六米，
有“第二森林“之称。

芦苇是马踏湖的主要特
产之一，全湖区生长着两万多
亩。芦苇春天发芽，立冬前后
收割。其间也要管护，但不像
侍弄庄稼那么麻烦，施肥浇
水，只是拔一下芦苇地里面生
长的草就可以了，洼里人称薅
苇子。这里的人们把芦苇分
成若干种叫法，高一点粗一些
的叫大苇，矮一点细一些的叫
次苇，黄一点小一些的叫黄
苇，又矮又细有点像草的叫草
苇，还有芟苇等。

祖祖辈辈生活在马踏湖
的人们，习惯用“秋”来指代一
年中每个收获季节。麦收被
称为“过麦秋”，秋收被称为

“过大秋”，而这收割芦苇，便
自然然称称之之为为“过苇秋”了了。。三三个个
麦麦秋秋不不如如一一个个大大秋秋长长，，而而三三个个
大大秋秋不不如如一一个个苇苇秋秋忙忙。。立立冬冬
前前后后收收割割芦芦苇苇是是湖湖区区人人最最高高
兴兴的的时时候候，，也也是是最最紧紧张张的的几几
天天，，在在外外打打工工干干建建筑筑的的都都要要回回
来来“过苇秋”。。

记得小时候，我常常数算
着什么时候“过苇秋”，盼“苇
秋”就像盼过年一样。因为“过
苇秋”会吃好多的牛肉。为什
么要吃上好几天的牛肉呢？那
就是人们割芦苇需要用牛皮，
用牛皮就得买牛来杀，杀了牛
就分牛肉。湖区的人们割苇子
穿的“牛皮鞋”就是用牛皮做
的，当地人叫“腿子”。穿上“腿
子”，人们不怕下水着凉，也不
怕挨芦苇茬子的“扎”。还有生
产队的时候，一到“过苇秋”，湖
区的人们便能大口大口地吃起
牛肉来了。这就是马踏湖的姑
娘为什么长得水灵，小伙子为
什么长得壮实的原因吧！

割芦苇是要下大力气的，
各家里准备了最快的镰刀，天
不亮就撑船出发。“开镰———
啰！”湖民臂揽苇束入怀，挥舞
镰刀咔嚓作响，高高的芦苇齐
刷刷倒在肩头。每割足了一大
束，就顺放在备好的条凳上。
该打捆了，他们就在丫根、中
腰、末梢处牢牢地刹捆上几道
苇绺子。然后，把苇捆高高举
过头顶，摔到湖滩上，再蹬滚三
脚，不松不散捆，这绝对不是赖
把式。

在家的女人们备好了可口
的饭菜，临近中午的时候让运
芦苇的船捎到地头。家家户户
割苇子的劳力，午饭都在坡里
将就着吃。空闲的时候，也有
捕鱼的，他们临时生火取河水
炖鱼吃，边干活边炖鱼，可谓自
在得很。湖区鱼龙、华沟等主
产芦苇的几个村庄，男女老幼
齐上阵，收割、打捆、搬扛、舟
运、码垛、抽选，是依序而生的
一条龙作业，只忙得披星戴月
连轴转，三顿饭食在湖洼。

父亲告诉我，芦苇一直是
洼里人的“命根子”，历年的收
入一直靠它，一根芦苇（指大
苇）最好的时候能卖1角多钱
呢！生产队那会儿，社员们分
不到苇田，只是家家户户挣工
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苇田
都分到了各家各户，自收自卖。
现在，湖区各村都搞起了承包，
在家务农的基本上都从村里承
包着几亩苇田，也有承包几十亩
甚至几百亩的。虽然家乡的父
老乡亲认准了盖屋打墙在外干
建筑这行当，收入不少，但每家
几几亩亩的的芦芦苇苇地地，，他他们们也也扔扔不不了了。。
他他们们说说，，习习惯惯了了，，每每年年““苇苇秋秋””不不
割割苇苇子子，，像像是是丢丢了了东东西西一一样样。。
湖湖区区人人对对芦芦苇苇是是很很有有感感情情啊啊！！

在在漫漫长长的的自自然然经经济济年年代代
里里，，芦芦苇苇都都是是湖湖区区人人日日常常生生活活

中的必需品和维系生计的重
要财源。芦苇的收成，决定着
湖民百姓家道年景的贫困或富
足。因此，世代的湖区人，便将
湖中生长的芦苇敬称为朝天
草。过完“苇秋”，湖区人便操
起了“泊里苇编”的拿手技艺。
马踏湖的芦苇格外粗壮，质感
光亮。有了好苇子也就有了独
具特色的“泊里苇编”。平日里
用的席、筐、篮、炊具、鸡笼等，
不用去买，自己用苇子编就是
了。而且，这还是赚钱的玩意
儿。勤劳智慧的湖区人用芦苇
做原料制作的艺术品，如宫灯、
四扇屏、大屏风等，美观大方，
每年赚取大量的外汇，成为国
内外客商的抢手货。芦苇打成
苇箔是农家建房必需的好材
料，两头和中间加几根竹竿打
成的苇箔叫“出口箔”。湖区的
人们每年编织几十万张，全部
出口国外，远销十几个国家和
地区。苇箔这种活儿家家户户
都做，大人小孩都会，是一项得
之较易的收入。

湖区的人们也喜欢用芦苇
编制成各种渔具，用来“拿鱼”。
常见的芦苇渔具有鱼箔、漫篮、
筒子、大箔等。这些芦苇编织
的渔具是专门为鱼类摆下的迷
魂阵，只能进而不能出，既有大
鱼的“监狱”，也有小鱼的“拘留
所”。夜幕降临，偶见湖坡灯
火，这是诱蟹上岸的捕捉法，所
以湖区有早市、夜市之分。鱼
龙湾，历为湖区鱼虾、莲藕、蒲
苇、鸭蛋最大的集散码头。日
近黄昏，满载着湖鲜的小船，一
艘艘向着鱼龙湾大桥码头靠
拢。人们卸船的卸船，摆摊的
摆摊，干脆麻利。有鲫鱼、鲤
鱼、草鱼、黑鱼、鲇鱼、鳝鱼、小
鱼 子 ，还 有 泥 鳅 、螃 蟹 、小
虾……湖区的人们说话有点
嗙，买东西不喜欢还价。人们
把捕到的鱼和收获的各种湖鲜
拿到鱼龙市口上出售，湖区的
百姓就有了“金起凤、银夏庄，
不跟鱼龙湾一后晌”的民谣。

这马踏湖的芦苇，可真称
得起是吉祥草。芦苇还是造
纸、人造纤维的好原料，作为马
踏湖的主要特产，它同白莲藕、
金丝鸭蛋、蒲、鱼等一样齐名。
丰富富的的自自然然资资源源使使马马踏踏湖湖这这颗颗
鲁鲁北北平平原原的的璀璀璨璨明明珠珠展展现现出出更更
加加绚绚丽丽的的美美姿姿。。马马踏踏湖湖的的美美，，
与与芦芦苇苇密密不不可可分分。。马马踏踏湖湖已已成成
为为我我省省的的重重点点风风景景区区、、湿湿地地保保
护护区区，，随随着着马马踏踏湖湖的的进进一一步步开开
发发，，她她必必将将更更加加瑰瑰丽丽、、壮壮观观、、
富富饶饶。。

马踏湖的苇秋 无事可做
不见得就是岁月静好

□ 张修东
城市街头，熙熙攘攘

的人群，大都在为生计而
奔波。有人说，有事不如
无事轻松，虽天天无事
可做，只要有稳定收入
支撑，尽享幸福的每时
每刻便是岁月静好。是
不是喝鸡汤太多，以为
看破尘世，再努力也没
有意义；以为奋斗会流
血流汗，也会自伤、伤
人；以为人世繁杂，争斗
无益，便精神萎靡、工作
懈怠；以为欲望无止境，
于是不再去制定目标规
划，一切顺其自然……
这样一来，无事可做，反
倒显得自己已经抵达岁
月静好的彼岸了。只能
说，仅有洗脑功能的毒
鸡汤，真是害人不浅。

我们常说，工作一件
接着一件，生活才能丰
富、充实。尤其是一个人
趁着年轻，尽可能地多从
事几份工作，不是坏事，
一方面能历练自己的协
调能力、组织能力，另一
方面，能在具体的工作
中，熟悉一些平日接触不
到的业务，丰富自己的工
作和生活经验。

身边好些同事和好
友，有的即使年过半百，
也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
从事着一份或者多份兼
职。一位从事企业宣传
的同事，离开部门后自己
成立了传媒公司，由于专

业技术高超，承揽了不少
电视片剪辑制作的活，项
项干得漂亮，信誉挺好，
站稳了一席之地。有一
位好友，合理安排工余时
间，把别人闲拉呱、喝闲
酒的时间用在了杂志文
稿编辑上，深得总编辑厚
爱，还有了文章登上省级
报刊的收获。

平日里，他们的工作
和业余时间都排得满满
的，没有人认为有事做是
辛苦的。多历练，才能筑
造坚实的地基，增加成功
的几率。

有位知名企业家说，
工作的目的是提升自己
的心志。心志，出自《墨
子·非命中》“不缪其耳目
之淫，不慎其心志之辟”。
心智，出自《韩非子·亡
征》“心智而无术”。心
志，不同于心智，它是意
志、志气、方向，而心智是
指脑力、智慧、见识。但
不管是心志还是心智，都
离不开思想和行动，更不
是什么也不做，就可以轻
易得到的。

人生的路，每一步都
算数！不负人生每一个
阶段，不负人生旅途的每
一段路程，还得少灌些鸡
汤，总有一些比低欲望、
低要求更高的追求。

或许，等到一个个的
目标如数实现了，或者是
愈行愈近了，才是值得回
味的岁月静好。

□ 赵盛基
一位根雕艺人的工

作室，里里外外除了根雕
作品就是尚未雕琢的树
根，树根大都是从山上挖
来的。他有个原则，只挖
完全枯死甚至腐烂的树
根，只要还有一丝生存的
希望，他坚决不挖。他
说：“我做根雕，是让已经
失去生命的根焕发新生，
而不是让尚有生命的根
失去生机。”

我向他投去钦佩的
目光，少顷，问他：“你院
子里的这些树根，还没来
得及雕琢吧？”他回答：

“不全是，主要是我还没
读到它们的精华。”他怕
我不明白，接着说：“哦，
用我们的行话说叫‘读
根’。”

读根，简洁、形象而
又生动。我问：“你是说
揣摩、构思一块树根适合
雕琢成什么造型吧。”他
答道：“大致就是这个意
思。”

读根，挺有意境。一
块看似平常的树根，在常
人眼里就是一块木柴，而

在根雕艺人眼里却是一
件艺术品。二者的区别，
就在于有没有读根的能
力和雕琢的技艺，以及独
到的眼光和视角。其实，
读根非常考验根雕艺人
的功力，包括文化修养、
空间想象力等。读到妙
处，能画龙点睛，化腐朽
为神奇；读不精到，顶多
能雕琢出一件平庸的
作品。

他说：“读根，有时候
很简单，一打眼，心里就
有了，造型呼啦一下就闪
现在了脑子里；而有时候
则很费思量，不是一时半
晌就能读懂的。有些树
根，我放在院子里风吹雨
淋已经数月甚至数年，我
都没轻易动刀，因为我还
没有完全读懂它，无法赋
予它们最完美的形态。
虽然只是一块树根，我也
不能轻易伤害它，必须发
挥出它的最佳艺术价
值。”

读根，简简单单两个
字，却富含深意。只有读
出精髓，才能发现精彩，
才能雕琢出精品。

读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