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分雅俗論金庸

從COP26說開去
COP26，時尚愛好者
小狸乍看這個詞時還以
為是「COS26」，馬上

聯想起「26碼的COS牌牛仔褲」。可
誰曾想，人家指的是「《聯合國氣候變
化框架公約》第26次締約方大會」。
「COP」者，《聯合國氣候變化框
架公約》締約方大會簡稱，該會議召集
了世界各國領導人、科學家和氣候談判
者，通常每年舉行一次。今年已是第
26次舉行，故稱COP26。
事實證明，被這個高端術語整迷糊
的真不止小狸一個，比如阿根廷一家經
濟新聞網站也曾刊文吐槽說，這個會議
裏使用了大量的專業術語，因而使很多
民眾望而生畏，「就連本次氣候變化大
會的名字COP26聽起來更像一部糟糕
的警匪劇，而不是一場嚴肅且規模龐大
的會議。」
雖然和牛仔褲及三流警匪片拉扯不
清，但千萬不要小瞧了這場會議。因為
這個COP26不僅真的是一場嚴肅且規
模龐大的國際性會議，甚至由於時代背
景的原因，很可能變得比以往的任何
一屆都重要。就像新加坡《海峽時
報》網站所說，因為它不僅強有力地
推動了即將開展的全球氣候協商，而
且出人意料地重振了至關重要的中美合
作夥伴關係。
中美兩個超級大國特意趕在會前發
表聯合聲明，承諾將在今後十年共同應
對氣候變化，包括減少甲烷排放和逐步
淘汰煤炭。這不僅是作為世界重要一極
的中國首次在甲烷排放領域作出具體承
諾，也不止是中美兩個甲烷排放大國在
應對氣候變化上的一個重要推動，更是
中美在貿易、技術等領域關係緊張及頻

起爭執大背景下的一次破冰示好。
於此，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解振

華還曾意味深長地在相關記者會上說，
2015年的時候，正是在中美雙方的共
同努力下，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達成了
《巴黎協定》。這個「協定」反映了世
界應對氣候變化的大趨勢，來之不易，
但上屆美國政府卻宣布退出《巴黎協
定》，耽誤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多邊進程
長達5個年頭。解振華說，美國現在應
該趕緊追上來，與中國一起合作。
和解振華持類似見解的還有美國前

總統奧巴馬。他是受美國總統氣候變化
特使邀請來到格拉斯哥「伴唱」的，而
且不負眾望，所到之處大受歡迎。這可
能跟他在講演中的直言不諱有關，例如
他說：「當然，我們美國的一些進展曾
陷入停滯，因為我的繼任者在上任第一
年便決定單方面退出《巴黎協定》－
我對此深感不滿。」接着，奧巴馬用幾
乎刻不容緩的語氣提出「時間真的快不
夠了」。先不管國家間的角力，也不管
黨派間的競逐，小狸只是對奧巴馬最後
的這句話深表贊同。最近幾個月來，極
端反常的天氣和關於氣候變化的最新研
究數據表明，就我們地球上的全人類而
言，我們必須更快地採取行動，才有可
能避免造成更嚴重的後果。
令人欣慰的是，僅就會議規模而

言，這次COP26也是史無前例的，將
近200個國家的4萬多人聚集一堂，為
應對全球變暖這一共同挑戰，展開了為
期兩周的緊張研討與談判，僅這一史無
前例的事實本身，即可謂之一種里程
碑。再加上中美重啟合作，使COP26
將成為人類應對地球變暖的一個里程
碑，它或許很小，但光耀未來。

潘國森對待小查詩人
很夠朋友，是少數願意
為小查詩人的名譽得罪
很多人的朋友。

中國內地研究現當代中國文學的專
家學者，對金庸小說的評價算是比香港
的行家為高。不過在另一端，沒有什麼
根據而惡評臭罵金庸小說的論者，則是
內地遙遙領先香港。香港不喜歡金庸小
說的教授學者，鮮有公開叫陣，不似內
地的同業有「暴虎馮河」的勇氣。
如果以倪匡先生的《我看金庸小
說》作為「金庸學研究」的起點，這個
新興學科已有超過40年的歷史。起初
叫「金學研究」，後來因為作者本人反
對，改為「金庸小說研究」，「金庸學
研究」這個詞，似乎還是潘國森最先提
出的，現在要努力搶佔地盤，令到「金
庸學研究」成為最官方、最正式的說
法。小查詩人此事十分聰明，不叫「金
學」就不會冒犯了「紅學」，我們喜歡
金庸小說的讀者又何必與紅學家競勝、
無端樹敵？
小查詩人過世3年，筆者不妨又不惜

得罪人而為他的小說辯護。
現時對金庸小說的評價，以「通俗
小說」四字最為可笑。
「通俗小說」該與「高雅小說」對

應，什麼「嚴肅文學」是對不起「通俗
文學」的。嚴肅可能是作者本人的創作
態度，但是態度嚴肅，也可以寫出「通
俗」，甚至「俚俗」、「低俗」的東
西。你們說金庸小說通俗，我偏要說金
庸小說優雅、典雅、高雅。其實只需詰
問「金庸小說通俗論」的信徒，金庸小
說入面用過的典故，十成之中，你閣下
明白深層意義的佔幾多成？知道出處的
又佔幾多成？他小說中用精妙雅致的典

故多，自然就是「典雅文學」了！怎會
通俗？只能說是雅俗共賞。郭靖黃蓉唸
了詩詞，潘國森知道出處而擊節讚賞，
年幼小學生未知出處亦會另有體會，如
此而已。
學術研究最宜人棄我取，搶先開發

從來沒有人理會的土地，就有廣闊無垠
的空間。筆者開闢的「金庸詩詞學」就
是找出小說中出現過詩詞的原典，以及
作者有否修改來配合書中的人物情節。
經過數年之功已介紹得八八九九，後來
者就算超越潘國森，也只可以在個別案
例比潘國森高明，在量方面起碼可以長
保首席。
小查詩人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修訂報

上連載時才初學平仄和漢語詩格律，
然後他重撰的《書劍恩仇錄》回目七言
聯、《碧血劍》回目五言聯、柏梁台體
《倚天屠龍記》回目詩40句和5首《天
龍八部詞》都算是合格。此所以潘國森
搶先敬稱他為「小查詩人」。可是到
了今天仍然有不少未通古代漢語和漢
字平仄的妄人，胡說金庸小說「通
俗」！金庸小說中引用儒、釋、道三家
的經典，此輩又讀懂了多少？知道哪
些出處？
筆者不是開玩笑，從修辭學、語意
學的角度來看，能夠與「嚴肅文學」對
應的，恐怕只能是「輕鬆文學」，甚或
「輕佻文學」了。總不成因為人家的作
品有較多讀者喜歡、賣得較多就低貶人
家為「通俗」。而自家推崇的作品卻是
較少讀者喜歡、不甚暢銷，便濫稱之為
「嚴肅」。或許「嚴肅文學」作家過於
孤芳自賞，不太理會讀者懂不懂你作家
大老爺在說什麼。總不能為讀者多數沒
共鳴，就埋怨讀者水平不夠呀！

《金庸辭世又三年》下

打開報紙新聞，常見這些令人唏噓的事：沒
良心的子女把年老孤單的父母摒棄門外；或生
活中聽聞一生為兒女的父母臨終前，子女沒理
會，卻只想取得父母的財產……

馮寶寶在近期公演的電影《殺出個黃昏》，把一個有無限
感觸、百般滋味的老媽演活了。她獨力辛苦養大兒子，表面
已有兒孫似很幸福，但其實兒媳皆偽善，滿腹私心又對她諸
多埋怨、不滿；其子教孫兒請祖母飲茶，軟硬兼施討好她，
只為慫恿她把唯一的物業變賣套現給自己一家用。祖母照做
了，但已獲取了錢財的兒媳，怎會再理這老母親？
兒子振振有詞說，母親既生養他，就要付出所有，全然忘
了母親數十年的養育之恩。馮寶寶辛酸自嘲：「即使三更半
夜，兒媳也可趕搭飛機旅行，卻說無時間探老媽！」
在香港現實都市裏，傳統孝道及美好價值似漸被人遺忘，

類似情況及不孝子女真多不勝數！有人騙取了老人的樓房金
錢逃之夭夭，剩下老人孤身留在老人院，令人真唏噓！
為何現今這麼多人只顧個人利益而忘記親恩？是否現今教
育有所欠缺呢？如何讓新一代青少年更好地認識傳統美德的
孝道，從而體悟親恩並懷感恩心？
為了培養感恩圖報的美德，並可更活潑貼心地引導學生，

我最近藉不同班級的讀書會，引領青少年一起閱讀相關主題
之文本，包括《論語》中孔子述如何孝敬父母、木蘭代父從
軍、外國少年筆耕等故事，而摘取二十四孝其中的故事精
神，導引青少年聯想並提出問題，一起研討古今的孝道精
神，及於今日現實生活中，可如何實踐孝道，感恩父母。
低年級的同學愛看二十四孝的視頻劇場，例如臥冰求鯉、

扇枕溫衾等；這些故事可引發話題；再來細讀孔子關乎孝之
文本：「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那臥冰而傷身
冷死，實不可取，不是孝之正道。盡孝不可盲從不變通，學
生反思古代「孝」的行為引起熱烈討論，會問：現代人紋
身？鎅手？整容？俱傷及身體髮膚，其實不孝吧？通過閱讀
和討論，明白「孝」的理念精神，在於領悟雙親之愛、期
望，敬親感恩，就當自愛及自強，關心父母，至老不變，而
並不是嫌棄父母。好好思考，令青少年藉讀書會加深認識孝
道觀念。
孝在中華傳統文化佔重要元素，具豐富內涵，青少年能自小
在孝親氛圍中成長熏陶，自能對父母長輩有感恩的心，勉之。

我喜歡冬天，冬天
別有一種樂趣—享
受那些圍爐取暖的長
夜，同親人團聚一炕

的黃昏，舒適愜意的空調，晨峭夜
寒的微風，群集覓食的山鳥麻雀；
更好的是免受庭園勞役之苦。一旦
庭園自冬眠之中醒過來，麻煩就多
了。草地時時要剪割，雜草處處蓬
生，花木要澆水，噴藥，用樁支
撐，掐去殘花，修枝，永遠做不完
的事。
紛紛揚揚的雪花從灰色的天空飄

落，如同掙脫了宇宙的羈絆，把堆
積無數個日夜的情感傾瀉，滿天飛
舞，片片如蝶，朵朵如絮，飛揚出
美妙的旋律。於是冬天便在雪花裏
裝扮點綴，人地變得潔白而明淨，
靈魂彷彿也漸漸地清澈。視野之
處，銀裝素裹，晶瑩剔透。當你靜
立在雪中，望遠山銀色蒼茫，望叢
林玉樹瓊枝，望村莊瓊樓玉閣。天
地之間一片潔白而寧靜，雪花淹沒
了塵世的喧囂，此時只有裊裊炊煙
與飄落的雪花交相輝映。時光在此
刻停留，一種靜美之感陶冶着人的
情操。雪地裏的遠山叢林村落，猶
如一幅潑墨的山水圖畫，儘管寥寥
數筆，卻已是神韻無限了。
儘管收到電費和燃料費的賬單

時，那筆賬算起來也很可觀的，任
何事物都有代價，冬季的樂趣也不
例外。現在或不久就要如詩人斯文
本恩所說「春光追躡殘冬」，我想
我們必須趁着冬還在，好好去享受
一下。
當冬天悄悄來臨的時候，雪花便

如約而至，雪花飄落時的靜靜身影
和美美氣息，彷彿給我們帶來一個
嶄新的世界。於是便想起那句讚美
雪的詩句:「不知庭霰今朝洛， 疑
是林花昨夜開」。冬之韻味，恬靜
而寂寥，如一曲清新的洞簫，深幽
清脆，穿越叢林縈繞山嶽。我知道
有人會說我這是矯情，但是人人看
到大自然豐裕美好，都應該歡欣愉
悅。我同意莎士比亞所說的「巢燕
未敢來，水仙已先至」，那時一片
金黃耀目，雖手腳仍感僵凍，實足
令人意飛神馳。可是冬季之美卻更
為雄偉、純樸，像是一聲小號高
鳴，絕無奏鳴曲之錯綜複雜。
你看到樹木的禿枝，交錯成細緻

的花紋，可與哥特式教堂屋頂媲
美。群鳥變得馴服多了；狐和兔在
雪地上留下爪跡；貓頭鷹的啼聲劃
破夜空，比杜鵑單調重複的「咕…
咕…」刺激得多。
冬季給人和自然力量鬥爭的刺

激。天下沒有十全十美的事。我必
須承認冬季有它的缺點：水管凍
結，手腳生凍瘡，車子打滑倒在路
邊溝中，這些都不是好事。如果我
患了關節炎又只能蜷縮在一個單管
電爐旁取暖，如果我是一個山野農
夫要在雪地中搶救飢羊，如果我是
社會中越來越多的無家之人的其中
一個，那我的感受也當然不同。
佇立於冬的路口，看雪花漫天向

飛，靈魂的翅膀悄然地伸展，飛翔
在 雪花深處，與雪化輕吻!遙望這
如詩如畫般的季節，輕輕叩響記憶
的門窗，驀地感到冬之韻味的優揚
與深遠。

現代社會人多綢密，
食肆和娛樂場所總是熱
熱鬧鬧的。縱使如此仍

有很多人顯得孤獨，通訊科技愈進步有
些人就愈孤單，他們減少了實體和人接
獨，網上娛樂也滿足了充填時間的「需
要」，最終選擇和手機與電腦作伴，生
活仍是冷冰冰的。這些人多是宅男宅
女，躺平在家，不願外出和人接觸，但
內心渴望生活可以改變。
認識一位中年男士，平日最大的娛
樂是在家聽歌，最多是上網看看臉書上
別人的消息，什麼朋友相約也拒絕了，
一句「不想應酬」便拒人於千里，久而
久之無人再記起他了。他事業不太順
利，常想有更好的發展，但可以想像這
樣性格的男人如何吃得開？有好的工作
機會，別人也不會想起他吧。他看到身
邊的朋友都發展順利，只懂埋怨自己運
氣差，致鬱鬱不得志。生活愈來愈潦
倒，就愈不想見人，卻不去反省自己，
旁人勸說也聽不進耳。只能說什麼性格
就造就什麼人。

最近某女星宣布蜜運成功，她不忘
感謝當媒人的同事，有一天晚上9時她
便在床上上網看電影之時，游說她外出
結交新朋友，對方說了一句：「網上看
電影不會改變妳一生，外出廣交朋友可
能會。」終於成就了這段良緣。
我認識不少大齡未婚女友，她們渴

求有好的姻緣，組織家庭擺脫孤單。
但她們的共通點是懶懶散散又不主
動。有人約她們外出和出席不同的活
動，不知何故她們總找出無窮的藉口
拒絕，寧可窩在家裏，或與向來熟悉
的和背景相近朋友相聚，明知道這群
體沒有她們渴求的對象，可能是安全
感吧，就躲在這舒服圈裏，繼續去做
夢白馬王子會從天而降。
留意身邊的人，事業成功生活幸福

的人，都有廣闊的人際網絡，人緣極
佳，不吝幫助別人，出席各類活動，所
識的朋友背景豐富，在有機會時別人總
會推薦他們。
所以機會不是在屋內，而是在門

外，踏出去吧！

機會在門外

清宮戲的受歡迎還在延續，
畢竟對於快樂的任性是沒有人
可以拒絕的。可它的講述方式

卻依然屬於傳統。在當前，有一種更為常見
的類型，是正午陽光開創的《琅琊榜》和
《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這些劇從表面
看起來和傳統歷史題材的古裝劇一樣，在盡
力還原歷史和當時的生活，比如服飾、宴飲
和陳設。但是這不是大家喜歡它們的理由。
只要我們回憶一下同樣講述北宋生活的《清
平樂》，那樣波瀾不驚的帝后生活，那樣慘
淡的收視結果，我們就不得不承認這一點。
在這些劇當中，劇情依然是帶動收視的關

鍵，不過劇情的背景卻在發生變化。傳統清
宮劇和大唐劇所在的時代沒有了，統一、進
取的時代精神被分裂的時代背景所替代。
《琅琊榜》以南北朝作為背景，《知否》講
述了北宋仁宗、英宗政權交替的特殊歷史時
期。在這些劇情當中，朝代更迭所帶來的威
脅往往會形成各種大變故，或者作為大變故
的隱患存在於那裏，以推進劇情的發展。人
物儘管依然是奮鬥的，但卻開始強調一種選

擇及對選擇之後的忠誠。這在傳統的清宮戲
當中從未存在。即便《雍正王朝》的關鍵劇
情是奪嫡，但主角在為自己奮鬥，沒有選
擇。像《康熙王朝》，皇帝的3個大功勞「戰
鰲拜、收復台灣和平三番」也是個人奮鬥的
歷史。並且，皇帝所忠於的王朝就是自己的
王朝。那也就是說，個體無須猶豫，就和強
大的統一體成為了同義詞。
目前的新思路，忠於自我不再是單純的忠

於自我，也不是忠於一個給定的所屬集團，
而是忠於一種抉擇。一切都是選擇題，A面
和B面，你的選擇決定了你的命運。《琅琊
榜》當中梅長蘇選擇了靖王，他們一起努力，
而後成功了。《知否》中盛明蘭選擇了顧二，
不是因為愛，是因為他堅定。顧二選擇新
帝，因為他機緣巧合受賞於新君。他們的選
擇帶動了他們的成功。在這些劇情當中，「現
在」不是被當成背景或現成的既有存在被給予
的，是以命題的方式存在着，需要一番論證才
可以獲得它的合理性。這其中最大的改變，
在於個人的主動權空前強大。人在選擇環境
當中脫離於環境，環境因成為一種備選和獎

賞退居其次。精神性伴隨着選擇的主動性成
為關鍵，它事關情感、習俗和認知。
所以，遵從命運的《如懿傳》失敗了。如

懿沒有選擇，她從一開始就被命運所決定。
這部劇當中人人不如意，有難處，卻又不得
不痛苦地活下去，所以它不具備當前的時代
精神，它的命運是失敗慘淡的命運。看過此
劇的人或許會認同它，覺得這就是現實真實
的樣子，可它既沒有傳統清宮劇主人公戰無
不勝的品質，也不對應物質生活逐漸脫離於
人的現狀。幾乎是同一個故事的《延禧攻
略》則不同。它的背景儘管也是被給予的，
但魏瓔珞沒有絲毫承認這個背景和它所帶來
的物質獎賞。她潛入宮廷是為了一個情感原
因——為姐報仇，並且，物質阻力或助益都
不重要，重要的是作為情感的目的的達成。
這種劇情的設定最接近於傳統清宮劇，但卻
極為不同。因為物質以及因物質所牽扯出來
的財富和等級關係統統沒有進入過主角的視
野範圍。那麼，來自於物質的阻力和引誘就
自然成為一個虛設。或者可以說，精神勝利
是當前歷史劇的本質。

古裝劇（二）

舅爺的鐮刀
家鄉的男人總會被冠上一個

「爺」字兒，我們得把舅舅叫舅
爺，舅舅也會很高興地叫我外侄老
爺，我對此很不開心，如果不是他
那把鐮刀，絕對不會喜歡他。
舅爺一家住在大山裏，少田少

地，一眼望去的是那連綿不斷的群
山。山裏人自然是喜歡力氣大的男

人，能挖礦砍柴，人們常用「你有幾把彎
刀」來判定一個人的本事大小。舅爺的個
頭和力氣都很小，上山砍柴是吃不消了
的，往往是舅媽從山上把柴砍回來，他像
小媳婦樣進行燒製，然後將供冬天取暖的
窯灰（近似木炭一類的取暖材料）弄到集
市上賣，因而很讓鄉鄰看不起，說是投錯
了胎，應當是女兒身。隱忍的舅爺最開心
的是收割季節的到來，這是能讓他找回尊
嚴的時光，麥子、油菜、稻穀，他一動起
來，就像到了水裏的魚在莊稼地遨遊，三
下五除二就把大大的一塊田割了，然後坐
在田壟上叼根煙半瞇着眼看那些割得慢如
蝸牛的人。如果是這個季節去玩，他必然
會在我這外侄老爺面前好好地炫耀一番，
我也會很崇拜地喚他鐮刀王。
三外公等人說舅爺割莊稼快是因為鐮刀

好使，並得到了左右鄰舍的一致贊同。不
服輸的舅爺與三外公換了鐮刀比賽，還是
輕而易舉地獲勝，結果得到的評價卻是舅
爺真的像娘妹兒，手巧得很。舅爺不理會
這些，覺得成王敗寇，自己就是用鐮刀的
王。每每進屋，都要瞟一眼那把彎彎的鐮
刀，彷彿莊稼人有了這玩意兒心裏才踏
實。這一不經意的舉動也給他惹來了大麻
煩，那就是讓我這調皮的外侄老爺看到
了。山上沒啥玩的，真是度日如年，我叫
嚷着要回家。只是看到那神奇的鐮刀，我
的嘀咕聲要小一點，他們遷就我，同意我
拿鐮刀去房前屋後割雜草，舅爺捨不得卻

又無可奈何。我拿着也不講章法，胡亂一
氣地割下去，那草木被我折騰得高的高、
矮的矮，最要命的是鐮刀經過我的神操作
已經面目全非，鐮齒掉了好幾顆，鐮刀也
變形了，舅爺看着一語不發，我還樂呵呵
地說：「舅爺，你哭啊、你哭啊！」被打
發回家的我心疼起舅爺沒鐮刀咋辦了。
舅爺很久沒到我家來，我想這與那把鐮

刀有關。在鋼鐵廠上班的父親帶回來兩把
鐮刀，據說是上好的鋼打製的，並在集上
託人帶口信給舅爺。當天下午他就風急火
燎地來了，把那鐮刀看了又看，摸了又
摸。恰好又是收割季，他主動說在我家住
上兩天，幫忙把稻穀收了再回去。頭天晚
上，他就在鐮刀上下功夫了，給把柄纏上
了藤蘿根，密密匝匝的，簡直成了精美的
藝術品。隨後就是磨刀齒，左三下、右三
下的，告訴我說，磨刀不誤砍柴工，鐮刀
磨好了割着就舒坦，關鍵是磨好接觸莊稼
那一段，割得快而且還用得久。次日天不
亮，他就睡不着了，在床上翻來覆去的，
大家就乾脆起床動工了。舅爺好似添了神
力，在稻禾田裏施展他的才華，鋒利的鐮
刀在他纖弱的手中不停地揮動，一蔸蔸稻
禾被整齊且有規律地放到那裏，打穀的人
讓他慢着點，哪曾想聽到這話，他動作更
麻利了。跟在後面捉螞蚱的我，看他彎着
腰、扭動屁股的樣子覺着好笑，他回身時
已是身子頭髮全濕了，唯有手裏那把鐮刀
亮鋥鋥的。
大山的田土少得可憐，有了好鐮刀的舅

爺小半天功夫就能解決自家莊稼的收割。
他也幫幫勞動力差的親鄰，當別人感謝他
時，他一個勁地說我們送的鐮刀好。聽說
壩裏的人都外出務工了，很多人家割稻穀
成了難事兒，他就組織山上的勞動力去承
包收割稻穀的活兒。山裏人樸實，手腳麻
利不說，還特別珍惜糧食，一塊田收下來

基本沒浪費的。割禾是個辛苦活兒，鐮刀
不好使的不僅割得慢，而且手上還會長上
厚厚的繭巴，面對臉上和手臂曬得黝黑油
光發亮的農友，舅爺常說還是要教育娃娃
多讀書，靠天吃飯的莊稼活很是惱火。沒
想到舅爺的舉動這還成了山裏人增加經濟
收入的重要方式，一個收割季下來，每個
人都能分上好幾千。這檔事兒完美結束
後，舅爺請我們吃飯，他先給鐮刀倒上幾
滴酒，說是感謝他的好幫手，然後再和家
人樂滋滋地喝起酒來。
收割完莊稼後，舅爺總會把鐮刀擦乾淨

然後用布包上，等待在下一次的收割中顯
耀威風。他後來總結說把鐮刀包裹起來的
預兆不好，以至於鐮刀真的派不上用場
了。那年回鄉，見着一群行色匆匆的割禾
人，我想裏面應該有舅爺。果不其然，領
頭的他頭低得像成熟的稻穀樣，臉上有了
一絲欣喜又立馬凝重了下來。當看到一塊
不大不小的稻田，一陣轟隆隆的馬達聲就
把他們的期望吹得無影無蹤了。原來，現
代收割設備已經在家鄉廣泛使用，價格
低、速度快的優勢比手工收割更受種田戶
的喜歡。
沒過幾年，脫貧奔康政策下的易地搬
遷，退耕還林，曾是致富帶頭人的舅爺也
到鎮上的新農村聚居點住了，無用武之地
的鐮刀被舅爺掛到了堂屋顯眼的位置。每
到收割季節，舅爺依舊會把那鐮刀取出來
磨了又磨，手握鐮刀獨自坐在門前遠望那
收割機在金黃的稻田裏來回，舅媽安慰
道：「社會進步、科技發達，大家日子一
天比一天好，難道非要肩挑背磨才舒服？」
舅爺如今真是爺爺級別的了，一見到我

總忘不了嘮叨我小時如何把鐮刀搞壞，那
把鋼製鐮刀如何厲害的往事兒，然後又望
着懸掛在顯眼位置的、包得嚴嚴實實的鐮
刀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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