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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秦关，谋江山
刘邦西入

秦关的情况又

如何呢？出发前，刘邦驻兵砀

郡。从砀郡入秦有两条路可

选：一是西进走函谷关进入

关中，陈胜的部将周文走的

就是这条路线；二是南下从

陕西武关进入关中。据《史
记?高祖本纪》等文献记载，

刘邦行军的路线是先北上，

再西进至洛阳，然后南下宛

城，从陕西武关进入关中。

关于刘邦为何要选择

这样的行军路线，《史记》

《汉书》中都没有交代原因，

我们只能作一些简单的推

测：先北上是为了解除楚王

熊心所在彭城受到的秦军

威胁，同时也策应宋义、项

羽军的北伐，解除其后顾之

忧。此后为了能尽快入关，

便选择向洛阳进发。

万事开头难。西征之始
刘邦并不顺利，还好他内心

够强大，越战越勇，从南取

宛城开始，几乎是顺风顺

水，高歌猛进，就这样一直

打到咸阳。在攻取重镇陈留

之时，他便有幸得到了一位

贤士相助，不费一兵一卒顺

利通关。

这位贤士便是后来最
得刘邦私心的高阳酒徒郦

食其。郦食其是个家境贫
穷、胸怀大志的“落魄”书
生，为了生存做了个里巷
看门人。地位虽然卑下，但

为人狂放豁达又博学雄

辩，因此县中有权有势的

人从不敢使唤他，并称他

为“狂生”。秦末大起义开

始之后，郦食其心里蠢蠢

欲动，开始暗自寻找机会。

像郦食其这样的读书人，

想要出头，唯一的办法就

是寻觅一个值得自己“智

力投资”的潜力股。

刘邦从西征开始就在

各地招贤纳士，希望能找到

适合自己的得力助手。凑巧
刘邦手下一位“骑士”跟郦

食其是同一条街上的邻居，

郦食其便亲自拜访故人，

说：我听说沛公为人傲慢，

但心胸大度。他就是我一直

在寻找的主公，能不能让我

先见见他。你就对沛公说，

我们街坊有位郦先生，六十
几岁，身长八尺，大家都叫

他“狂生”，但郦先生自己却

说他不是狂生。骑士说：沛

公不喜欢儒生，来的客人只

要戴着儒生的帽子，沛公总

是要把那人的帽子解下来

往里尿尿。和人说话也常常

破口大骂，你可千万别说你

是“儒生”啊。郦食其说：你

只管把我说的话转达给他

就好，我自有办法！后来，这

位骑士找了个机会将话传

给了沛公。

郦食其应命而来，递入

名片，瞥见刘邦正坐在那儿

让两名女子为他洗脚。郦食
其心里明白，刘邦这是在试
探自己呢。他没有下拜，只作

了一个长揖，然后问刘邦：足

下是想助秦灭诸侯呢，还是
想率领诸侯破秦呢？刘邦一
听，破口大骂：该死的儒生！

天下百姓长期受秦祸害，所

以诸侯才相继起兵反秦，怎

么能说我是帮秦灭诸侯呢？

郦食其淡定地回答：既然是
要破秦，那一定要聚义兵，诛

无道，不应当这么没有礼貌

地见长者。刘邦听郦食其这

么说，心里一惊，立即停止了

洗脚，站起身来，整了整衣
服，恭敬地请郦食其上座，并

向他道歉。

郦食其趁机为刘邦讲了

战国末年六国合纵连横之

事，他本来就饱读史书，能言
善辩，一阵工夫便将刘邦忽

悠得心悦诚服。刘邦特地留

了郦食其一起吃饭，席间悄
悄问他：你有什么好计谋吗？

郦食其回答：足下初起，收聚

散兵，不满万人，就想“径入

强秦”。这好比虎口拔牙，凶

险非常。陈留这个地方四通

八达，城高粮多，我和陈留县
令私交也不错。不如让我先
去劝说一番，如果他听我劝，

自然大功告成。如果他不听，

你再出兵攻打也不迟，我还

可以给你做内应。刘邦暗自
揣摩片刻，决定依郦食其之

计行事。

方策从小就养成了

凡事好奇好问、喜欢探个

究竟的习惯。对于好奇心

旺盛的孩子来说，最大的

快乐莫过于知道了从来

不知道的奥秘。方策还特

别喜欢动手操作，从幼儿

园开始，就喜欢小手工、

小制作。方策上小学后，

学校要求学生准备的一
些简单教具和文体用具，

大多出自她自己的制作。

再后来，我们家里新添置

的电器，都是方策自己先
看说明书，弄懂了再教家

长怎样操作。

星期天的晚上，我在

家里做饭，方策在一边“帮

忙”。看着我往菜锅里下粉
条，方策忽闪着稚气的眼
睛，好奇地问：“爸爸，粉条

是树上长的吗？”我说：“不

是树上长的，是做的。”

方策又问：“什么做
的？”我答：“土豆、地瓜或

者绿豆之类的东西。”方策
兴趣更浓了，追问：“怎么

做的？”怎么做的？我一句

两句话还真说不清楚，就

答应她一会儿吃完饭，咱

们自己动手，看能不能做
成粉条。

吃过饭后，我和方策把

土豆捣碎，取出淀粉，再按

照农村粉房的做法居然做
出了粉条。尽管很粗糙，但

不仅满足了她的好奇心，也

由于自己动手参与感到了

极大的满足，于是又激发了

新的更大的好奇心。

方策喜欢探究，喜欢

动手，也给自己带来了更

大的自信。那天正赶上小

表妹过生日。孩子们聚集

在表妹家，赶走了家长，要

以自己的方式，单独给小

表妹过生日。晚上，孩子们

向小表妹祝贺生日：点蜡

烛、切蛋糕、唱生日歌，一

直玩闹到深夜。第二天，孩

子们起得很晚，饥肠辘辘，

翻遍了冰箱和橱柜，也找

不到充饥的东西，不知如

何是好。

孩子们问：“方策姐

姐，饿了没有吃的怎么

办？”方策说：“没有吃的，

那就自己做呗。”孩子们

说：“你做过吗？”方策说：

“没做过还没看过别人做
嘛！”

于是，不到十岁的方
策就自己下厨，回想着爸

爸妈妈做饭的方法，居然

用表妹家的挂面给大家做
了一锅热气腾腾的面条，

还在热面中为每个孩子卧

了一个荷包蛋。孩子们欢

呼着，吃起了热汤面，说：

“方策姐姐你真厉害，下回

没有吃的我们也不怕了。”

方策上四年级的时
候，恰好一所学校开办面

向小学生的电脑培训班，

我们就给孩子报了名。这

个培训班主要是针对小学
生的学习特点，介绍一些

计算机的基本知识和使用

方法，像办公软件的使用，

汉字输入与指法练习，简

单的绘图工具等等。我们

也不指望通过这种培训使

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只是

想培养孩子对计算机的兴

趣，让孩子早些接触和熟

悉计算机的操作。培训班

每周学习两次，由我或她

妈妈接送，风雨无阻。

培训班的学习大约持

续了一年的时间。在培训
班里，方策不仅学会了计

算机的简单操作，而且学
会了简单的编程。这次学
习更激发了方策对各种电

器的兴趣，也为自己后来

的学习打下了基础。所以

后来上初中后，方策居然

用废弃的电动剃须刀的微

型电机制作了小电扇。一

次和已经大学毕业的表哥

一起调试电脑，表哥啧啧

称赞说，你怎么知道用这

个方法，方策骄傲地说，我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老师就

告诉我这么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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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心是孩子学习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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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在变化，婚礼也在变
化，但我认为不管怎么变，传统

婚礼中的精华应该保留下来，流

传后世，不要让这些有特点的民

俗埋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林进

好先生感慨道。

林进好先生是烟台栖霞人，

对栖霞的传统婚庆仪式记忆深
刻。他告诉记者，胶东的民俗五

彩缤纷、绚丽多彩，其中最独具

特色的当属胶东腹地栖霞，尤其

是栖霞的传统婚庆仪式，可谓是
大喜大庆、独具特色、精彩纷呈。

“记得小时候去看人家迎

亲娶媳妇，面对门上的大红对

联和飘摇着的彩绸，心里美滋
滋的。那时候不知道对联上写

的是什么内容，等识了字以后，

才知道喜联上多数写的是‘喜
迎红梅多结子，笑看绿竹又生
孙’等喜庆话。”林进好先生美

滋滋地回忆着。

林进好告诉记者，栖霞婚庆
最出彩的地方就属司仪在婚礼

上唱的喜歌了，这喜歌共分六段

贯穿着整个婚礼，而且是婚礼中

最不可或缺的。

说起喜歌，林先生开始兴致

勃勃地向记者介绍着：在中午11

点左右，花轿落地，鞭炮齐鸣，喜
主撒喜糖，看热闹的人竞相抢喜
糖，这是婚礼的开始。新娘子捂

着盖头由两个伴娘搀扶着，由新

郎用一根红绸子扯着缓缓而行。

这时候喜歌也正式登场了，司仪
官开始大声唱：“南文曲，北天

罡，我家新郎迎新娘；一根红绸

两个人，夫妻二人一条心；互敬

互爱家门好，和睦相处赛黄金。”

接着新郎新娘开始迈上马鞍子，

司仪官顺势念道：“大步迈，小步
迈，养个儿郎当钦差；上马金，下
马银，又生儿来又生孙。”

行三拜九叩大礼，是整个婚

礼中最关键的一个程序，二老双

亲端坐上方，司仪官用沉稳有力

的语调念喜歌：“先拜天，后拜

地，拜完父母拜夫妻；夫妻本是

鸳鸯鸟，恩恩爱爱敬二老；夫妻

好比芙蓉花，勤劳贤惠孝爹妈。”

行完三拜九叩大礼，由伴

娘把新娘子往新房里送。新房
门口有两个嫂子或婶子在揎枕

头，司仪官兴高采烈地念起了

喜歌：“大把祖（“祖”是胶东方
言，与捅进去的“捅”同意），小

把祖，养个儿子做知府。”随后

伴娘送新娘进新房，司仪官随

即念道：“金銮殿，银銮殿，福禄

寿喜千万年，阖家欢乐庆有余，

各位宾客请赴宴。”酒席桌上，

司仪官最后一次念喜歌：“天公

作美酒饭香，亲戚朋友来捧场；

开怀畅饮喜庆酒，划拳猜令喜
洋洋；左邻右舍来帮忙，晚上再

去闹洞房。”司仪官的这一句喜
歌，把婚宴气氛推向了高潮。

林进好告诉记者，在传统婚

礼中不只是喜歌独具特色，还有

很多仪式具有独特寓意。就比如

当新郎新娘迈过大门槛时，娘家

陪嫁的箱子放在院子里，由公公

亲自拿着钥匙开启箱子，用擀面

杖把箱子里的衣物翻动一下，寓

意着过日子公公要当家。接下

来，将新娘子在娘家的东西放在

铜盆里展示给大家看，寓意着永

结同心，其中会有红枣、板栗，寓

意着早立子，莲籽寓意连生贵

子，花生寓意男女都有，大饽饽

寓意生孩子又白又胖。

新娘子这边，循规蹈矩在新

房炕上“坐床”。“坐床”期间，新

娘子不允许说话，寓意防止金豆

子从嘴里吐出来；也不允许上厕
所，民间认为此举不雅。但可以
照样吃饭，事后，就等晚上一番
热火朝天、轰轰烈烈的“闹床”(也

即闹洞房)了。

“这些喜歌短小精悍，欢快

活泼，结构严谨，押韵对仗；仪
式也寓意深刻。它们渲染出了

婚礼的吉庆气氛，寄托人们的

美好愿望；它们朗朗上口，易记

易诵，雅俗共赏，老少咸宜，是

深深扎根在民间的一朵奇葩。

真心希望这些喜歌和婚礼习俗

能够流传后世，永放异彩。”采
访时林进好先生的感慨让人不
知不觉地产生了共鸣。

栖霞传统婚礼趣忆

不可或缺的司仪“唱喜歌”
专刊记者 王伟凯

说起婚礼，很多人都见过甚至亲身经历过。现今，中
国婚礼中既有美丽的婚纱、长长的车队、古朴的教堂，又
有拜天地高堂、吃喜宴、闹洞房，可谓是东西方风格相互
混合。有人说这样的婚礼是大杂烩，有失传统；也有人认
为这样的婚礼独具中国现代特色。婚礼在变化，风俗也在
变，现在的我们还能不能回忆起传统婚礼的样子？为了再
现传统婚礼的精华，4月20日，记者专门采访了烟台的民
俗爱好者林进好。

招募榜
时光流逝，带走春夏秋冬，带走我们熟悉的人

和物，却沉淀下来记忆的片段，在岁月的长河中闪
闪发光。

有没有某一张照片、一个场景或一首歌，会让你

回忆起某个已逝的故人、家族中某段特别的历史，抑

或某段特别的经历？

追忆栏目现向烟台读者征集故事线索，线索提

供邮箱qlwbzy@126 .com（邮件请留下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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