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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长清

对对酒酒当当歌歌
陈莹

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
长。大千世界，饮料多多，最
有味道的还是酒。待客，无酒
不成宴席；外交，无酒不成礼
仪。

在社交活动中，“吃个
饭”是必不可少的功课。“吃
个饭”的“个”，可不简单，可
能是个草把子，亦可能是个
麦秸垛，其内涵实在太丰富
了。吃饭之意不在饭，重心都
在喝酒上。宴席上，光喝酒不
吃主食的大有人在。而光吃
饭不喝酒，适合在自家的餐
桌上。到街上看看，“酒店”多
于“饭馆”，只有一间门脸的
餐馆，往往打出“大酒店”的
幌子。

从赴宴喝酒的态度上，
大致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情和
品位。一请就到叫豪爽，三请
才到叫摆谱，多请不到叫原
则，不请就到——— 那是蹭酒
喝。

其实，礼尚往来，群聚而
饮，醉翁之意多半不在酒。喝
酒不是终极目的，只能算蒸
馒头用的酵母，煎中药用的
引子，唱歌用的伴奏带。酒盅
一端，尺度放宽，比较容易交
流思想，增进友谊，至少能加
深印象。酒鬼就特别容易让
人记住。烟酒不分家，酒喝多
了，就分不清你我了。酒酣耳
热，感情升温，说话随意，办
事痛快。古往今来，酒肉朋友
多矣。

当然，单纯为喝而喝的
“酒晕子”也有，得了酒精依
赖症没办法。独自喝醉的自
虐者也有，事多乱心多烦忧，
举杯浇愁愁更愁。至于祝寿，
庆生，完婚，高就，乔迁等等，
喜宴之上的酒水，则像擂鼓
放鞭炮一般，能够提神助兴，
烘托喜庆气氛。

从前钱少，酒也少，支个
酒局作难不少。来的都是客，
摆开八仙桌，凑合几个菜，尽
是大路货。花生仁儿，豆腐皮
儿，萝卜条儿，土豆丝儿。这
菜名一旦加了“儿化音”，就

像大人喊孩子的乳名，亲昵
中透着小门小户的气息。猪
头肉，炸咸鱼，香油果子拌黄
瓜，都属相当重意的“硬货”，
怀旧的人现在还喜欢吃。只
有招待特别重要的贵客，才
舍得杀只“鸡咯咯儿”。小酒
盅，似豆皮，还舍不得一气儿
一干，要一盅分两盅，两盅匀
三盅，佐以猜拳行令，强似一
度风靡酒店的卡拉OK，热闹
非凡，显得酒水足，菜丰盛，
人热情。

“豆皮盅”也能淹着人，
酒少的年代照样出醉汉。逢年
过节，走亲戚的睡在马路边，
摔碎酒瓶磕破脸的，也不稀
罕。为啥？平时捞不着喝酒，好
不容易逮着了，推杯换盏，赛
过神仙，还不照饱里灌吗？

不管以前还是现在，会
劝酒的人比比皆是。多年前
听过的劝酒词：全国好几亿，
全球几十亿，能在一个桌上
喝酒不容易。百年修得同船
渡，千年修得共枕眠，能在一
起喝酒，这缘分也得修炼五
百年。别说自己酒量不行，你
是捋着胡子过河——— 谦虚过
度。酒逢知己千杯少，能喝多
少喝多少。一杯认识酒，一杯
缘分酒，一杯欢迎酒，一杯祝
福酒。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
轻。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
一舔。能喝半斤喝一斤，这样
的朋友咱放心。能喝半斤喝
八两，这样的同志要培养。
来，神仙开会——— 一堆佛（一
起喝）；再来，庙里睡觉———
挨着佛（分头喝）。

猴子变人须经几十万
年，人变猴子只需一壶酒下
肚。醉汉洋相百出，与侯宝林
相声讽刺的景象毫无二致：

“什么？你说我喝、喝醉了？嘿
嘿，我、我再喝这些也没事
儿！我的为人，就是实、实在。
最大的优点，是实在；最大的
缺点，忒、忒实在。查查我的
字典，里面就、就没有个‘醉’
字！”老诗人桑恒昌用过一个
词，轰然一醉。大醉之人，脚
下无根，往桌子底下出溜，就
是“轰”地一下，很干脆。

也有喝酒耍滑的。从酒
杯喝进嘴里，再假装喝水吐
回到茶碗里。第一杯先倒矿
泉水，第二杯才喝真酒，没人
会怀疑你一上来就喝假酒。
这样喝下来，打遍全桌无敌
手。

魏新是位颇具幽默感的
学者，他曾经感慨：“在酒店
里喝得面红耳赤的人，即使
称兄道弟，也各怀鬼胎。坐下
来还素昧平生，喝起来就相
见恨晚，几乎在每个酒店九
点多的厕所门口，都能看到
有人在勾肩搭背，互道衷肠，
其实第二天醒后又成了彼此
的陌路人。”

酒喝多了，耍酒疯的最
讨嫌，最好的方式是睡觉。除
此之外，唱歌也不错。往事越
千年，魏武有遗篇：“对酒当
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
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
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对
酒当歌，总比长歌当哭好。我
年轻时当过中学音乐老师，
教过几首歌。那天与几个已
到中年的学生一起吃饭，没
想到，大伙儿竟然将那么久
远的一些歌曲———《兰花》、

《花纸伞》、《三月三》、《又见
炊烟》、《彩云追月》……拍着
桌子全唱了一遍，酒杯碗筷
随着节拍叮当乱响，开心，暖
心。

真正将酒喝出情趣的，
是一位姓董的老先生。董老
汉家住城边，靠炸油条为生。
早起生火，一茶碗散酒下肚。
炸出油条，又一茶碗下肚。骑
上自行车出门，卖完一簸箩
油条，回到家再加一茶碗。要
是换了武松，该是“三碗不过
岗”了。其女婿当老师，一度
被打成“右派”，遣送回家劳
动改造。翁婿俩相聚必喝酒，
喝酒必划拳。喝高兴了，女婿
一板一眼拉京胡，岳丈字正
腔圆唱花旦。后来女婿落实
政策，又回学校当了老师，星
期天回家，翁婿俩照样边喝
边唱。

小日子过到这份儿上，
有何烦忧？真滋润。

冯波

有传说的地方就即刻拥
有了文化与内涵，在那个月明
风清的夜晚依偎在爷爷温暖
的怀抱里，听老人家不时捋着
颔下那一缕银白色的胡须，娓
娓讲述那个遥远的、早已经模
糊不清年代里的故事。那座小
小的名不见经传的“金牛山”，
无论儿时还是如今，在已经步
入中年行列的我的内心深处，
都染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敬
意油然而生。

在我家乡长清区老县城
城南三华里之处，有一座隆起
于地表仅几十米的“金牛山”。
关于此山得名的原因，长清民
间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水鸣庄的年轻
村民赶着毛驴去赶年集，为了
占一个好位置卖年货，这人半
夜就起身了。当他往南走到金
牛山下时，突然发现山坳里一
片金光。这人倍感惊异，当他
走近时，只见山坳里一头健硕
的大牛，浑身金光闪闪，正低
头吃草。那人又惊又喜，贪婪
之心战胜了理智，于是意欲捉
拿。谁知那牛异常警觉，那人
刚有动作，大牛就“哞”一声钻
进山里去了。那人明白这是一
头神牛，凡人岂能捉得住，只
好悻悻地赶着自己的毛驴赶
集去了。

正在为自己没有运气捉
住神牛而心绪黯然的时候，一
个操着南方口音的人来到他
的南瓜地里，神情专注地左瞧
瞧右看看，挑中了一个个头硕
大的南瓜。他对种瓜人千叮咛
万嘱咐：“请你一定给我留着
这个大南瓜，要多少钱都行。
但是现在不能摘下来，得等到
七七四十九天之后，我亲自
来取。只要你给我保护好这
个 南 瓜 ，到 时 候 保 你 发 大
财。”种瓜人心里纳闷，于是
开口试探：“现在瓜都不小
了，再长也就是这么大。我等
你四十九天，到时候你不来
买，烂到地里谁赔我损失？”
两个人互不相让，种瓜人吓
唬南方人，说道：“如果今天
你不说出个四五六来，这个
南瓜我是不会给你留的。你
说 清 楚 原 因 ，可 能 还 有商
量。”南方人没有办法，只好和
盘托出，“你地里的这个南瓜
不是普通的南瓜，它是玉皇大
帝在天庭设南瓜宴招待各路
大仙时，一个仙女不小心遗落
的一粒种子，恰好掉到你的瓜

地里。只有用这个具有灵气的
仙瓜，才能逮住南山里的金
牛。等我得了宝贝，定不会亏
待你。”种瓜人这才恍然大悟，
假意答应了南方人的请求。

转眼间已经到了四十八
天，种瓜人的贪婪之心再一
次发作。他想“明天那个南方
人就要来摘我的南瓜了。他
得了金牛，即使给我再多的
钱 ，也 不 如 那 头 金 牛 值 钱
呀！”想罢，一不做二不休，
种瓜人决定背弃承诺，自己
去干一票。等到夜深人静，种
瓜人独自到瓜地里摘了大南
瓜，悄悄跑到南山里躲藏起
来。子时刚过，那头久违了的
金光闪闪的大牛果然出现在
山坳里。那牛只顾低头吃草，
逐渐接近种瓜人藏身的地方。
说时迟那时快，种瓜人一跃而
起，双手高高举起南瓜照着牛
头上狠狠砸去。可惜的是，那
瓜因为不到天数，威力不足以
置牛于死地，只是砸下来一支
牛角。那金牛长啸一声钻进山
里，再也不见出来。种瓜人回
家称了称那只金牛角，足足三
斤半。

第二天，南方人急匆匆地
赶来，听种瓜人把昨夜的经过
一讲，不禁仰天长叹，“我没福
气啊，只差一天就把价值连城
的宝贝给丢了。”南方人气急
败坏地恐吓种瓜人：“金牛乃
天神被贬下凡，你没打死金
牛，它必定报复。你只有将卖
金牛角的钱财尽数散去，方
可以免灾消难，否则将永无
宁日。”南方人说完愤愤地离
去，种瓜人听了他的话惶惶
不可终日，只好忍痛将卖金
牛角所得尽数散去。当这件
事被逐渐淡忘之后，种瓜人
奋发有为，置下巨大的产业，
而且仗义疏财，成为远近闻
名的大善人。种瓜人最终得
以尽其天年无疾而终，他这
一族从他这一代开始更是人
丁兴旺人才辈出。

无论传说真实与否，这个
离奇的事件当时被老百姓奔
走相告，世世代代口耳相传，
这座县城之南的小山，从此
之后就改称“金牛山”。而我
们这些后人，从这个长清民
间辗转流传的神奇的故事背
后，似乎也读懂了祖先们的
谆谆教诲与告诫：贪婪之心
不可有，贪婪窃取之物不久
长；只要诚实做人，踏实肯干，
最终自然会“天道酬勤”、“好
人有好报”。

金金牛牛山山的的传传说说
葛莺歌唱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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