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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小说

在七大现代汉语方言中，北方方言可
以粗略地看成是古汉语数千年来在广大北
方地区发展的结果，其余六大方言却是由
于历史上北方居民的不断南迁在南方逐步
形成的。而实际上，北方方言内部一致性
较强，也是民众不断大量地迁徙所产生的
结果。

在人类历史上，有一种求生方式非常悲
壮，这就是移民。中国近代发生过三次声
势浩大的移民风潮，分别是闯关东、走西口
和下南洋。

其中“闯关东”最为坎坷悲壮，对后世
影响非常深远。一个“闯”字，具有两层含
义。一层指求生路途遥远凶险。河北人大
多私越长城取道辽西，山东人则泛海跋涉
偷渡辽东，付出难以想象的力量向东北大
地奔赴。这种力量，既是体力，也是心力，
缺一不可。当时清朝在东北实行封禁政
策，进入关东地界需“闯”封锁线柳条边。
尽管阻隔重重，却挡不住汹涌的求生浪
潮。另一层指这些人适应能力和谋生能力
强。农民习惯老守田园，故土难离，去异地
打拼则需要勇气和能力，但是，总有人有闯
劲儿，敢出关谋生，虽九死一生，但硬是闯
出一条活路来。据朱偰《满洲移民的历史
和现状》记载，1900年满洲人口总数是 450

万，1928 年增至 2200 万……增长的人口，
绝大多数都是“闯关东”的关内流民。史料
显示，移往东三省的人口，80%为山东人，其
次是河北及河南人。“闯关东”这种“占据式
移民”使得东北方言染有了山东方言的基
因，与胶辽方言也有大面积的一致性。

人的流动必然带来文化的流动，方言
跟着它的使用者流动。移民语言与当地语
言互相接触之后产生了三种结局：一是移
民带来的方言取代了当地方言，如果移民
迁徙时间比较集中，人数远远超过了当地
人，保持原有文化的愿望十分强烈，又占有
比较优越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那么，他
们所带来的方言就会在新地强势扎根，有
可能取代当地方言。二是移民放弃旧地方
言，改用新地方言。如果移民数量较少，分
散地居于当地人口中，那么就会入乡随俗，
逐渐学会使用新地的方言，不得不放弃旧
地方言。三是移民的旧地方言与新地方言
相互融合，移民和当地人口相当，相处融
洽，他们的语言互相交融、渗透、影响，就会
出现融合同化的现象。

方言的形成及演化，人口变迁是主要
原因之一。当年山东人以家庭、家族甚至
村庄为单位，向东北浩荡迁移，由于人数庞
大，所以有充分理由及足够力量保持自己

的文化习俗，所谓“聚族而居，其语言风俗
一如旧贯”，说的就是这种文化现象。他们
将自己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非常完整地
移植过来，没有改变自己去适应新地的社
会风俗，这其中就包括语言。

东北方言与山东方言“并存共用”的词
条较多，已经从移民史中找到了答案。今
天我们翻阅多种版本的东北方言词典，发
现大量的山东方言赫然在场。通过对方言
的梳理，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沧桑变迁，一
个群体自发迁徙、悲壮求生的命运，以及华
夏儿女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精神品质。

在北方方言中，大连话不属于东北方
言，这令人多少有些意外，但细究起来，也
可在移民史中看到端倪。

当年大量的山东人坐着船或摇着小舢
板从海上直达大连，下了船就在码头做苦
工讨生活。大连是历史上山东人“闯关东”
的第一站，当年大连有个说法，几乎每个家
族都有一个或几个在大连港上班的人。学
者周振鹤在《方言与中国文化》中这样描
述：“山东人多从海路迁入，在大连和营口
登陆……‘闯关东’的山东人主要来自旧青
州府、登州府和莱州府。他们到达新地后
往往是先立一窝棚，窝棚的集合则以同族
同姓为基础，宗族制度也就从山东输入东

北。”当时，山东人在大连聚拢组成一个特
殊的部落——红房子，位于寺儿沟一带，他
们自成社区，抱团取暖，这种生存模式使得
他们的生活风俗和语言习惯完整地保留下
来。若从籍贯看，现代大连人约有 80%祖
籍山东，两地方言之间的渊源也一目了
然。今天的大连话与山东烟台、威海的方
言相似，皆属于胶辽官话。

古清音声母入声字今读上声调，这是
胶辽官话的标志性特征，也是区别于东北
方言的重要标志。

山东半岛在辽东半岛的南边，大连人
喊他们“海南丢子”，他们叫大连人“此地巴
子”。一个“丢”字，意蕴深刻，隐含着“丢”
与“被丢”的双重无奈与无尽辛酸。饱受天
灾人祸的肆虐，没法活下去了，不得不丢弃
家乡，逃荒向外求生；事实上，也是多灾多
难的家乡无可奈何地丢弃了他们。表意
上，此“丢”可谓一字千金；构词上，此“丢”
更是无字可替。

方言蕴藏着我们的身世和命运，我们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其实都被方言不动声
色地记载着。“闯关东”既是一段艰苦岁月，
也是一个奋斗征程。这场在死亡线上自发
的不可遏止的求生运动，其悲壮苍凉，其激
越不屈，又怎一个“丢”字了得？

方言与移民

母亲来电话说，明天坐早车来我家，
拿的东西多，让我接站。

我带着央求的语气说，人来就好，您
可别再带着大包小裹的。

母亲答应着，临放下电话时，又嘱咐
了一句：千万别忘了接我！

客车在距我家不远的地方路过，车
还没来，我靠在一棵树上等着。初春的
风还有些寒凉，我紧了紧大衣，心里未免
有些抱怨：怎么告诉也是白扯，母亲肯定
又像是“闯关东”。

母亲每次往返，都是带着大包小裹。
她带回去的，除了我给她买的吃的用的东
西，大多是我准备丢掉的一些旧衣服。

母亲一边收拾一边数落：竟花冤枉
钱，还没穿旧呢就要扔，真是败家呢……

我说，留着占地方，也没人穿。我找
了一个大袋子，把母亲叠得板板正正的
旧衣服装进去。

但愿这次，母亲可别像每次那样“闯
关东”了。

客车在我面前停下。透过玻璃窗，
我隐约看到母亲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等
往下拿东西时，果然不出我所料，又是一
堆大大小小的包裹和纸箱。母亲有些不
好意思地冲我笑笑。

看着地上的东西，我眉头紧皱，说，
家里啥也不缺，咋又带这些东西啊？

母亲忙说，没啥没啥，然后率先连扛
带背地拿东西往家走。到家后，把包裹
一个个打开，无非是大葱紫皮蒜，或是土

豆豆角小米鸡蛋。接着，母亲从一个大
袋子里掏出一捆东西，打开，竟是用碎布
头拼接的小垫子小褥子。看得出来，是
母亲用那些带回去的旧衣服拼接而成
的。

母亲把这些小垫子摆放在沙发上、
餐椅上、床上……屋里顿时变得花花绿
绿，一派乡土田园风扑面而来。

我目瞪口呆，看着母亲一阵忙碌。
安置妥当后，母亲拍拍手，得意地打量一
圈，像是在检阅属于她自己的“部队”。

我看着看着，皱着眉头说，您真是闲
的，摆这些东西在屋里，不伦不类的。您
以后可别再弄这些了。

母亲待不了几天，就要匆匆往回赶，
她说放心不下家里的那条狗，说万一邻
居忘了喂食喂水呢？

送站的时候，母亲依然是大包小裹，
除了一些吃的用的，大多又是那些准备
扔掉的旧衣物。我和母亲手提肩扛，气
喘吁吁地撂下东西后，我对母亲说，就是

“闯关东”也没有你带的东西多，你划拉
那些东西，除了做些小垫子，啥用处也没
有，多累人呢！

母亲说，你懂啥，过去有这些东西谁
还“闯关东”？我看就是生活好了，给你
狂的！

女儿在外地工作，给我打电话说她
老失眠，想家了更想妈妈。听着女儿的
声音，我终是放心不下，赶紧收拾东西，
准备去看望她。临出门时，我挑拣几个

母亲带来的小垫子，带给女儿。我打电
话告诉女儿，我去看你，等到了站点，你
接我一下。临撂电话时，我又嘱咐一句：
千万别忘了接我！

下了车，我没有看到女儿。正在这
时，母亲来电话说，你是寒性体质，最怕
着凉，那些小褥子小垫子我用的都是新
棉花……

女儿的出现打断了母亲的絮叨，看
到我脚下的一堆东西，笑着说，您这是

“闯关东”呢！
我说，没带啥，都是吃的用的。
到家后，看着女儿收拾得整整齐齐

的房间，我犹豫着把垫子拿出来，放到
椅子上，说，你怕凉，给你带了几个小垫
子……

女儿惊讶地说，哇，手工制造，好漂
亮啊。说完一屁股坐了上去，还在椅子
上颠了几下。

还怕你嫌弃呢。我长出了一口气
说，这都是旧衣服改造的。

哪有，又暖又软，坐着好舒服……女
儿像个小孩子一样，冲我撒着娇。

我把小褥子铺在床上。女儿骨碌一
下趴上去，摊开四肢，鼻翼翕动着说，上
面还有妈妈的味道呢……

我心头一颤，脑海里浮现的是母亲
缝小垫子的情景：

阳光暖洋洋地透过窗户照射进来，
母亲无声地笑着，鼻翼轻轻翕动，似乎在
搜寻着她所熟悉的气息……

母亲的小垫子
阎秀丽

深夜，从养畜牧河畔吹过来的风，摇晃
着朝鲁门姨夫的牛窝铺，架牛窝铺的榆木
横梁被风吹得嘎吱嘎吱一直响，我又一次
失眠了……

我时常想起陪朝鲁门姨夫在养畜牧
河边放牛的情景，虽然朝鲁门姨夫把纯手
工擀制的山羊毛毡子给我铺上，还是有潮
气让衣服黏在身上。这时，喝了酒的朝鲁
门姨夫，在酒精的作用下，早已进入梦乡，
而且鼾声如雷，我更睡不着了。我索性就
坐在窝铺口看星空，那种感觉很奇妙，虽
然星星离我那么远，但连在一起的星座到
银河就使得夜空显得壮阔了。在浩瀚星
空下的位于原野上的朝鲁门姨夫孤零零
的小窝铺，就像大海中漂泊的小舟，那么
渺小。

当晨曦来临的时候，风渐渐停息了，远
处的雾岚里地平线上露出鱼肚白，太阳将
要露头，传来养畜牧河的流水声。窝铺外
各种青草和野花上面是密密麻麻的露珠，
像一座座宫殿，里面一定住着一颗颗昨夜
的星辰。围栏里的牛开始此起彼伏地叫
了，打开围栏的门，我甩着长鞭，一个一个
放它们出来，防止它们相互顶撞，不一会
儿，一群牛就自由自在地在养畜牧河畔吃
草了。这时，朝鲁门姨夫已做好饭菜，在窝
铺里吃饭特别香，一样的饭菜在家里就吃
不出在窝铺里的味道。吃完早饭后，我和
朝鲁门姨夫追随牛群去到养畜牧河边饮
牛。这时太阳升起来了，河面上波光粼粼，
喝足水的牛站在河里，甩着尾巴驱赶蚊
蝇。在太阳光的作用下，牛身上就像披着
绸缎一样。各种颜色的牛像一匹匹多彩的
绸缎，装饰着养畜牧河畔。

中午歇晌的时候，牛群进围栏了，牛
儿们开始反刍，这时特别安静。一般这时
候，朝鲁门姨夫都会走出窝铺，四处采成
熟的花籽和草籽，那些成熟的花和草的籽
粒，突然被粗糙的大手采撷显然不乐意，
它们想象中的结局应该是被风摇落，安睡
在土壤里，等一场春雪融化后，萌芽，破
土，开花，结果……当它们被粗糙的大手
采摘后，它们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这是
牧归后朝鲁门姨夫采摘花籽和草籽时，我
看到那些五颜六色的籽粒的奇怪想法。
朝鲁门姨夫把花籽草籽放到窝铺里他的
床边专用的帆布袋里。我一直好奇他采
这些花籽和草籽做什么用，因为语言不
通，我一直不能问出答案。我记得朝鲁门
姨夫最先采的是一种叫老鸹瓢的植物的
籽粒，这我印象最深，因为它的果实嫩的
时候可以吃。等成熟了牛群踩踏后，就会
炸裂，像蒲公英和芦花一样漫天飞舞。接
着是萨日朗和鸽子花，还有狗尾巴草。临
近牛群大撒手之前，金鸡儿也成熟了，金
鸡儿满身都是刺，金鸡儿的籽粒比别的花
籽和草籽都大，朝鲁门姨夫采金鸡儿籽用
的时间最多。他无数次挨扎，我帮他拨过
好几次金鸡儿的刺。

天冷牛群回家后，就得撤窝铺了。撤
窝铺的那天早上朝鲁门姨夫求了几个嘎查
里的人，待活计干完，他们又把搭窝铺的地
方用铁锹铲平，再用镐头开出一趟趟地
垄。朝鲁门姨夫在帆布袋里掏出事先采摘
的花籽和草籽，均匀地撒在垄沟里。旁边
的人帮忙盖土。等朝鲁门姨夫把花籽和草
籽都种完后，他在地上放上榆木桌子，来的
人拿出带来的烟酒糖茶，牛羊肉干，香烛等
祭品。一一摆放在上面，朝鲁门姨夫点燃
香烛，打开瓶子里的酒，分别倒在几个大碗
里。然后，面向搭牛窝铺的地方，端起装酒
的碗，敬头顶上的长生天，又敬脚下的大
地。接着朝鲁门姨父走向牛窝铺的位置绕
了一圈，把碗里剩下的酒均匀地泼洒在上
面。所有的仪式进行完后，朝鲁门姨夫才
和来帮忙的人开怀畅饮，唱起了长调，虽然
我听不懂唱了什么。我能感受到歌声里流
露出的浓浓乡愁。

几个月来，这块草地曾经接受了一个
牧牛汉子，容纳了牛群的践踏，也有了烟火
气。但一片草地不需要烟火气，它需要的
是各种花和草，来弥补受到的伤害。这些
朝鲁门姨父都懂，他将自己采摘的花籽和
草籽还给了这片草地，我想那些花籽和草
籽，终于像我一样解开了心底的谜团，可以
安心地在养畜牧河畔熟睡了。

等来年春天，这片草地一定会繁花似
锦，草木茂盛，一定的，等一场春雪或者一
场春雨以后。

牛窝铺
和花草籽

高 坚

大凌河畔

一场宋词一样委婉的细雨，把夜浸透
胖了又胖的树，在修辞里有些夸张
阳光的暖，博爱。蝌蚪一样
摆动的滨河路，一头高，一头低

绿了又绿的微风，吹不动柳，只能
皱一面河水。深了一层的水草
更深了一层鱼和一个诗人湿透的才情

一些顺着田垄偷偷发芽的字和另一些
肆意忙乱的词
渐渐安定成陈述的句子

这让一个到处寻找春天的人
一再斟酌
怎么也不能用相机
把雨后的雨意洗出来
就像一个常年漂泊在外的归乡人
无法说出他曾经的无助与错失的幸福

约定

凤凰山翠绿翠绿的绸衫，一摆
就有一粒两粒的村子，露出来。那是
岁月的粮食，喂养四季的小兽

村子都在低处，四周长满了青草
草茂盛了，那些姓氏就沉默
草枯的时候
陈旧的房子就长满喧闹。现在
大凌河边的一溜旗杆，被小兽
思虑成河的粼粼波纹
波纹里，藏匿的是时间的鱼和水草

现在，只要春风的词牌，轻轻一晃
就可以摇曳成一阕宋词
与村落有关的
是一句，与山河有关的是另一句
其余的，是我跌宕起伏的心旌
和烟岚深处湿漉漉的
欲言又止的眼睛

八宝营子

佛手一样的麒麟山，被风一吹
山下的八宝就安营扎寨了
我用干净的语言，在曲谱中翻捡
有些潦草的江山，数到七
手指，就一个一个地发芽了。是夜
月亮挂在麒麟山上
月光流在大凌河畔
八宝营子在山水之间做梦。春夜
万物萌发，我像一节木桩，深陷其中

用二两古方小烧的酒浇百思
借南北塔寻踪迹，聆听
慕容古街蒙蒙的细雨
不得第八宝的解
天明时分，鸟鸣婉转，花草新蕾
譬如熙攘，譬如朝霞
譬如经卷中洁净的梵音
环绕的一圈圈金线
那是一匹上好的锦缎

在春天的枝头上
（组诗）

商志福

清晨下楼，院中碰上邻居张叔，他
穿宽松中式装，身背长剑，步履轻盈。
我问，锻炼去了？他笑答：舞会儿剑。
张叔舞剑站桩练太极，虽年已七旬，但面
色红润，精神矍铄。晚上下班，又碰上张
叔老伴儿吴姨，我问，跳舞去？吴姨笑，
有空和我一起去。吴姨跳广场舞，每日
穿广场舞队队服，跳得开心愉快。老两
口各有活动项目，但都坚持每日健身。

年岁渐长，开始关注身体。这种关
注并不是自发的而是被动的。今日肩
膀疼痛，手臂抬不起来，弯不过去，做事
成了一场折磨；明日脖子疼痛，头昏脑
涨，记忆减退，视力模糊，休息变成一种
煎熬；后日腰椎疼痛，弯不过去，站不直
挺，安坐成了奢侈……身体隔三岔五发
出尖锐的警报，让我不得不关注它，不
能不看见它。蓦然发现，生活重心一直
放在外面，一直相随相伴的身体反而被
忽视着。学业、工作、绩效，友情、家庭、
他人……一切都排在重要位置，自身则
隐藏于暗处。风寒湿热、喜怒哀乐导致
的身体疲累、堵塞、扭结只在暗处日积
月累，直到超过承受限度产生不适和疼
痛才被关注，此时身体已不再和意识紧
紧相随，有时慢半拍、有时出错、有时失
灵……

去中医看诊，老大夫望闻问切，和
颜悦色，慢声细语。我虽不通医理，但
大致听来，也知气血亏虚，阻滞不通，需
要凝聚精气、心神归一。按摩、针灸、草
药，疼痛有所缓止，但仍需后续养护与
锻炼。

我决定向张叔吴姨学习，找一个适
合自己的项目。健身已是必须要做的
事，但是剧烈运动明显不能持久。想
想，健身一方面贵在坚持才能见效，一
方面修养心性一样不容忽视，习练筋骨
肌肉只是其一，寻找一份精神上的回归
才中肯綮。这是在乱花迷眼的外在现
实中回归自我感知，在放松的时光里找
到丰盈，在平凡日子里寻到诗意。听朋
友说，瑜伽可以得此效果，于是，作出选
择去找寻这身心合一的境界。

灯光晦暗，只有轻柔的音乐和老师
舒缓的提示语音在阔大的教室里回
响。我在瑜伽垫上努力摆正姿势，调整
呼吸、停留、凝固，疼痛从被拉伸的位置
钻出来，撕咬着肌肉、弥散到神经，那些
从来不被了解的复杂传导过程，以这种
方式提醒着身体的存在。微闭双眼，
体会骨骼的端正与歪斜、肌肉的舒张
与紧缩、筋膜的放松与紧张，以及血液
的流淌、心脏的跳动、呼吸的流转……
隐蔽的内在世界慢慢浮现，终于看到，
它不只是一个皮囊，而是一整个精微
运转的系统世界。轻柔的音乐如风渐
远飘成背景，一个个念头从幽深中来
到眼前，又倏忽飘向幽深。此时，自我
回归，注视当下，身体盛下浩瀚宇宙。
习练让生活回到自身，日常忽然就不再
那么急促了。开始关注身体，也就开始
关注饮食有节、四时变化、寒暑来往、季
候变迁……

如今，春天自南而来，被春风拂过
的万物重新复苏。律回岁晚冰霜少，
春到人间早木知。草木已伸展腰身萌
发嫩芽，举起自己鲜嫩的身体，在春天
招摇，又一个节气的大幕徐徐开启。
与万物升腾的勃勃生机相映衬的正是
积极锻炼的人们，他们卸下冬日的沉
重，舒展身心，在盈盈春光里升腾起新
的精气神，如枝头再生的嫩芽。世事
纷扰成过往，只留一份寻找健康向上
的执着充实每一个当下。运动中，寻
着疼痛的线索找到年久留下的暗结，
在春意的勃发中，在草木的呼吸间，伸
展身体，修炼心性，当自我回归，一个
新的春天来临了。

春到人间
余 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