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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沙
XIANG SHA

我第一次去云南开民宿的时候，原本是
做好了远离故乡的心理准备的，加上平日里也
喜欢四处游走，以为早就适应了这种四海为家
的生活方式，谁知道最先开始想家的居然是
胃。

大约吃了半个多月的云南米线，突然在
某一天的日暮时分，北方的细枝末节、边边角
角突然变得鲜亮起来。

故乡的景象变得具体而温暖，比如，女
儿放学回来的侧影，走路的样子，从阳台外
斜斜地照进来的暖阳，我走时儿子刚刚买回
来的乌龟，妻子在厨房的热气中隐约的背
影，小区门口那个小饭馆络绎不绝往来的食
客，特别是她们家的焖面，刚刚腌制出来的
酸菜，炉火上冒着热气的羊杂碎，刚刚出锅
的的馒头……

那时候，我才深深明白，原来故乡是长在
胃里的，乡愁是有味道的记忆。

我虽然在八岁就离开了最初的故乡，随
着年龄的增加，对家乡的很多东西渐渐淡忘，
但是唯一不变的依然是最初在老家的时候滋
养出来的味觉。

比如到了秋天，总会想起小时候打沙枣
的画面，小心翼翼地爬到树上，在微风中摇摆
着探出身子，拽下几颗饱满的泛着紫红色光泽
的沙枣，亟不可待地放几粒入口，酸酸甜甜中，
口水早就在唇齿间流转。那时候阿爸那么年
轻，牧羊归来总会从裤兜里掏一把沙枣给我，
那是我对惊喜最初的认定。

还比如，每到天阴的时候，总会觉得是一
个喝酒的好日子，故乡的景象在那一刻立马复
原和生动起来。多日不见的乡邻总会恰逢其时
地骑着马出现在我家门前，父母会热情地迎出
去，像久别重逢一样，隆重地互相作揖和拥抱。
接下来，我们家的空气都开始活泼起来，温在
锅台旁边的烈酒开始散发出淡淡的香味，炉火
上架起来的茶壶或者正在微炖的羊肉冒着热

气，加上空气里的香味，沉睡的胃开始充满了
憧憬。此刻，大人们在几杯烈酒下肚后，原先的
腼腆和羞涩一扫而光，他们开始说最深情的
话，唱最深情的歌，一遍一遍，仿佛即将要告
别，又好像刚刚才重逢一样，那么深情又那么
不舍。

后来，在胃的记忆里这些都变成了故乡
的景象，愈久弥坚。

再后来，发现能解乡愁之苦的唯有食物，
每次外出一段时间，从返程的时候，就开始列
出一个食谱来，炖羊肉、酸烩菜、焖面、猪骨头
勾鸡、山药丸子、香菇肉臊面条……这些登不
了大饭店的小吃，在此刻却是任何山珍海味都
无法比拟的，只有吃到它们，才总算回到了故
乡。

藏着故乡的胃都是非常固执的。像已经
功成名就的潘石屹，即使海归妻子给他调配营
养餐，教他如何吃西餐、喝红酒，给他设计了一
条国际化发展的道路，也终不能打消他对甘肃
天水那一碗地道小米粥的向往，只好摇着头嘲
讽他是骨子里的农民相。潘石屹毫不避讳地承
认，他就是长了一个吃小米粥的胃。他明确地
回答：饥饿和食物才是对故乡最深的记忆。在
他的心中，童年里养成的胃就是故乡的一个标
志和符号，是回忆里可以入口的画面，是离故
乡最贴近的距离。

我民宿来了一个有钱老板，刚开始的排
场就像电影里似的，伸左手就是拉菲，伸右手
就是雪茄，就连随身的保镖都戴着墨镜，嚼着
口香糖，一水水的黑西服，跟凡人一句话都不
说。后来将其打回原形的是我三姐的一盘腌猪
肉炒鸡蛋，吃得那哥们儿眼泪婆娑，不断说，这
就是他妈妈的味道，老家的味道。再后来，我才
知道，他的老家也在北方，尽管他十五岁就跟
随父母来到南方，但是他说，他的胃里始终住
着一个腌猪肉炒鸡蛋的故乡。自从找到故乡的
感觉后，这哥们儿很快就打发走那些助理和保

镖，一口地道的伊盟话饱饱地讲了几天，并亲
自撸起袖子给我们做起了焖面和烩菜，故乡的
景象生机勃勃地出现在我们眼前。原来我们每
个人心心念念向往的远方，就是我们久别的故
乡。

在民宿的时候，有一天，我北方的大哥给
我来电，他断定我想家了，所以寄来一只羊，让
我注意查收。我收到羊肉的时候，看到在羊肉
的旁边居然放着一把只有北方才有的红葱，瞬
间泪目了，只有游子才明白，他是把胃里的故
乡寄给了我，那一把红葱在情义的位置。

终于懂了，胃里的故乡承载着记忆，承载
着温暖，承载着眷恋和爱。胃里的故乡总是牵
动着我们灵魂的地方，那是一份“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的想念，是“停船暂借问，或恐是
同乡”的亲近，是故乡的总和，是安放我们对亲
人和成长最地道的记忆的地方。

前几天和好兄弟石强去他朋友的一个用
红葱制作牛肉酱的地方参观，我们行走在大片
的红葱和野生沙葱之中，空气里弥漫着那种只
有家乡才有的葱香味，眼前瞬间就是故乡的景
象，仿佛看见七八岁的我幸福地在院子里奔
跑，屋顶炊烟袅袅，年轻时候的阿妈喜眉色眼
地开始做饭，红葱炖肉的香味已经袅袅娜娜地
送入我的鼻孔，所有的想念和憧憬瞬间弥散开
来，亲切起来，熟悉起来。

牛肉酱的创始人是一个特别有情怀的
人，人也低调内敛，谦卑地听着一群人聊天，也
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倒是喝酒的时候，问他为
什么想起做牛肉酱。他沉思片刻说：经常出差，
知道游子们都是带着故乡的胃漂泊在外，研发
一款红葱牛肉酱就是把故乡寄存在一瓶酱里，
让它成为我们和故乡之间剪不断的脐带，那是
可以慰藉的温柔。

借一瓶牛肉酱偷空回了一趟心底的故
乡。终于明白，只要长大，终究我们的故乡只剩
下冬夏，再无春秋。

划 拳
林金栋

清浅时光

长 在 胃 里 的 故 乡
喇嘛哥

我的达拉滩地域是展活的，因此人的性
格也是舒展的。

俗言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也在我
的父老乡亲身上得到了验证。1961 年 2 月 17
日，我就出生在了树林召，虽然在 7 岁那年随
父母搬在了东胜，但我的履历表籍贯一栏中
始终填写的是达拉特旗。

“上房瞭一瞭，瞭见树林召；满城绿树满
城花，红日照树梢……”走进达拉特的树林
召，这首古老的歌声旋律便在耳畔萦绕。那是
1983 年的冬季，为了制作伊克昭人民广播电
台首届“春节文艺晚会”，我特意去达拉特旗
给民间老艺人马海录制了歌曲。当时老先生
的家还在新民堡，我把他搬在了旗委招待所，
好吃好招待，用了两天的时间录制了 20 多首
歌曲，他给我唱的第一首歌曲就是这首《树林
召》。从此，这首歌就永远地凿刻在了我的脑
海中，成为了我喝醉酒后自娱自乐的拿手节
目。

老先生还给我唱了《昭君坟》，由于我的
老家就在昭君坟，听起来十分可亲。歌中唱
到：

“昭君坟高来二狗湾低，柴登牧场在柳沟
西。你住在东来我住在西，想唱两声山曲才遇
上你。”

我虽然没有在昭君坟生活过，可在昭君
坟的城拐子，有我的爷爷和大爹、大妈，还有
我的亲叔伯哥哥们在那里生活过。这一生，昭
君坟、二狗湾和城拐子是我忘不了的乡愁和
牵挂，潜移默化地形成了烙印。前几年，我的
老同学马玺在昭君镇四村开发农业土地，硬
是把盐碱地改造成了良田，成功地生产出无
公害有机优质大米，他为自己的大米注册的
商标就是“二沟湾”。只不过他为了让消费者
更好理解，硬是多此一举地把“二狗湾”改为

“二沟湾”，如今，我吃的大米就是这种“二沟
湾”大米。

“打鱼划划渡口船，鱼米之乡大树湾，吉
格斯太到乌兰，海海漫漫米粮川。”

这是我的达拉滩真实的写照。过去在那
个少吃没喝的年代，达拉滩的这种优势比起

其他几个旗来更为明显。那个时候，达拉滩人
曾一度看不起梁外人（我们家就是从梁外搬
到沿河的）。我也口里不时会冒出这样一句
话：

“一看你就是梁外人。”
现在终于明白过来了，其实就是自己娱

乐自己了，无形中心里有着一种优越感。那个
时候即便是找对象，一听说是梁外人，心里也
就大打折扣了。于是，那个时候有一句情爱的
民歌很时髦：

“大梆子红鞋（读：hai）高底子，虽然是梁
外介也可（读：kang）以的。你在房后等我的，
我回去给我妈捣鬼圪。”

啊呀呀！多么淳朴善良的表达啊！在那个
温饱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的年代，由于自然
环境的原因，梁外曾与当时的沿河在产粮上
存在差距，“梁外”一度成为了贫穷的代名词，
于是梁外人的尊严也受到了挑战。但我们依
然可以在好多民歌里听到诸如：“风干圪梁的
沙柳，恩格贝的水，梁外出的好闺女。”的唱
词。

在《打鱼划划渡口船》的背后，其实还有
好多真实的情感故事了，达拉滩人常说：“为
人不懂的情和爱，他祖宗必定是石旮旯里
来。”你听一听这些充满了有血有肉的歌声，
你难道不为达拉滩人的情和爱所感动吗？

“打渔划划渡口船，妹妹坐船哥哥搬；妹
是哥哥的命蛋蛋，哥是妹妹的心肝肝。咱二人
相好面对面坐，不觉得天长不觉得饿；野鹊鹊
落在老榆树，咱二人好像胶粘住。人不是泥
胎，树不是桩，牛牛圪虫也懂配成双；不用席
子也不用炕，沙滩滩顶个席梦思床。马走大路
虎走山，海走天涯没人管；咱二人想分开也不
难，除非黄河水全流干……”

这就是达拉滩人的浪漫，这就是达拉滩
人的直白，这就是达拉滩人的痴情。要说达拉
滩的名牌，我以为就数《王爱召》了。这是一首
以真实故事为创作背景的歌曲，那年我让马
海先生完整地唱过这首歌，并全部录制了，歌
中唱到：

“上房瞭一瞭，瞭见了王爱召，二小妹妹

捎了话话哟，要和喇嘛哥哥交。喇嘛哥哥好人
才，花眉生眼秃脑袋，骑上白马打远来，腰里
系上红腰带。喇嘛哥哥心眼好，喇嘛哥哥嘴又
牢，来得迟呀走得早，为三十年朋友谁也不知
道。喇嘛哥哥好心肠，半夜三更送冰糖，冰糖
放在枕头上，紫红袍袍咱们两个伙盖上。喇嘛
哥哥真不赖，紫红袍袍伙伙盖，鸡叫头遍他要
走，摸一摸他光溜溜的秃脑袋。顺水漂下来一
呀一只船，为朋友容易回二营盘难……”

王爱召是鄂尔多斯最著名的召庙，伊克
昭就以此得名，意为大庙，可惜抗日战争时期
被日本鬼子放火烧了。歌中的二妹妹也是真
人，即开发河套地区的王同春的二女儿王云
卿，人称二老财，那个喇嘛哥哥据说叫朝格
陶。

达拉滩有好多动人的故事，这就是人情
世故，这是我割舍不去的一份乡愁和牵挂。每
一次回了达拉滩树林召，那朋友，那亲人，热
情的让你不知所措。于是，每一次都是竖的去
了，横的回来。达拉特人既有“滩猴子”的精明
和活套，又有“梁外人”的憨厚和笨拙。也就是
说，达拉特人除了质朴和厚道以外，在他们身
上你更多的感受还是精明。

最后还是以一首民歌来分享我的达拉滩
吧！

达拉特旗黄河南，
八大孔兑靠南山。

高头窑的煨炭罕台川的煤，
柴登滩的羊肉美又肥。

要逛名胜上大召，
树林召不如王爱召。

滩上的莜面梁外的糕，
黄河的鲤鱼水面上漂。

吉格斯太到乌兰，
海海漫漫米粮川。

打鱼划划昭君渡的船，
鱼米之乡解放滩。

黑山羊不如白绵羊，
大后套不如沿滩上。
山羊绵羊五花花羊，
西包头不如南沙梁。

海 海 漫 漫 达 拉 滩
杜洪涛

品味乡愁

魅力达旗

“杯小乾坤大，壶中日月长”。中国酒
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文人雅士离不
开酒, 英雄豪杰离不开酒，像我等平头老
百姓的生活中也离不开酒。而酒令，更是
千年酒文化中的一朵奇葩。酒令就是秩
序、规则。喝酒的人必须严格遵守，令行禁
止，不得违反。《红楼梦》第四十回中担任
令官的鸳鸯曾笑言：“酒令大如军令，不论
尊卑，惟我是主。”

酒令的种类和花样丰富，清代俞敦培
编写的《酒令丛钞》，列举的酒令就多达三
百多种。当今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
王仁湘先生把酒令分为筹令、骰令、通令、
雅令四大类。所谓筹令，就是以抽签的方
式决定饮酒者，酒筹上预先写好饮酒要
求，抽签者按照要求喝酒或出节目。骰令，
就是以摇打麻将的色子的方式行令饮酒，
现在在鄂托克前旗一带依然盛行。雅令则
需要参加酒席的人当场构思，即席应对，
引经据典，分韵联吟，这就需要行令者既
饱读诗书又才思敏捷，这当然是文人墨客
所喜爱的。对于老百姓而言，最适应的当
然是通令，像击鼓传花、抛球、打杠子、划
拳这一类都属于通令。

我天生愚笨，十个指头子长得圪溜二
弯，一次要么出一个指头，要么五指全出，
如果要一齐出两个或三四个指头，就会变
形，像麻风病人的爪子，但即使这样，也阻
止不了我对划拳的兴趣。

小的时候，在我生活的那个偏远的山
村，酒是特别金贵的稀罕物，因此酒滩帐
也极少，只是在正头半月上待高亲贵客或
者红白事宴上才有少量的散酒，这时才可
看到划拳的场景。在我看来，划拳才是酒
席最精彩的部分，才是热闹气氛的高潮，
否则就显得平平淡淡。

凉菜还没上全，酒已至半酣，便有人
提议划几拳凑个热闹，于是得到一桌人的
赞同。片刻，酒桌场上便有男人们粗犷雄
厚的吆喝声响了起来:哥俩好啊……五魁
首啊……全来到啊……也有客人们低头
喝酒未见动静的，此时主人会焦急地寻找
目标，把嘴巴凑在好热闹人的耳边，于是，
即刻有人站起，撸起袖子，伸出拳头，亮起
嗓子，四喜来财、六六大顺。顿时，无聊的
场面变得热闹起来。

划拳是最具规则的游戏，划拳的两个
人同时出一只手，并且同时猜两人所出数
字之和，两人都猜错或猜对则继续，直到
一方猜对，即为胜者，猜错者喝酒，这是总
则。此外还有几个硬性要求，第一，拳拳不
离大拇指，除了代表零的宝圪蛋；第二，不
能出只有大拇指和食指的组合或者大拇
指和小拇指的组合，这样的组合被认为是
对对方的不敬，更不能只出一个小拇指，
这是最忌的；第三，必须同时出拳，慢的一
方胜了不算，算做奸拳；第四，亮拳时凡是
手指弯曲表不明的数或者口齿不清的都
无效。

划拳的胜负都要以喝酒为代价的，也
有划拳喝凉水的，大概因为没酒或喝不成
酒，但毕竟是少数。往往是先酒后拳，三钱
的小盅盅一盅，五钱、七钱的半盅或三分
之一，不图喝酒图红火。但输者必须喝干，
否则（滴）点点（罚）三（盅），（流成）溜溜

（罚）四（盅）。倒酒的人肯定是大家认可的
公道人，监拳者或指定专人，或参与划拳
的围观者都是。早些年，树林召街上有一
个卖冰棍儿的媳妇儿，划得一手好拳，有
好多大老爷们儿不服。就立下规矩，赢了
她的白吃，输了的花钱吃雪糕。于是立住
自行车，就在街道旁划起拳来，跃跃欲试
的，看热闹的，围成一圈，一会儿的功夫，
一箱冰棍儿、雪糕销售一空。小媳妇拿着
一把花花绿绿的票子，回眸一笑，走了。

划拳分为个人赛和团体赛。个人赛又
分为“自由式”和“打通关”。所谓“自由
式”，就是两个人之间的自由赛，通常是三
拳两胜，也有五拳三胜的，输者喝酒，不服
再来。“打通关”，即一人坐庄，与席间的每
个人一一较量。“打通关”又分软通关和硬
通关，软通关相对轻松些，见人就过，不论

输赢，硬通关则必须赢每个人，有的地方
规定遇到强手须退到上一家，直到划完每
个对手。敢打通关的人肯定是艺高人胆
大，有着神拳海量胶皮肚，否则，一圈打下
来绝对吃不消的。

团体赛就是把参与的拳手们分两个
阵营相互对抗。有时是按照座位一分为
二，也有点将的，双方主帅通过划拳要人，
这样就会出现兵力悬殊，有时候还可能会
出现元帅一个孤家寡人的局面。双方对
抗，并非人人参战，拳不好的，可让自己阵
营里拳厉害的人代替，这叫代拳不代酒。
团体赛一般经过三至五个回合，就要重新
点将，刚才还是红军的大将，下一轮可能
就是蓝军的主帅了。

划拳还有一些礼路，开始划拳前，两
人要先各伸出大拇指并同时喊“哥俩好”
作为铺垫，以表示与对方亲如兄弟，如有
一方是长辈人，就喊成“好就好”，以示对
长者的尊重，然后才进入正式比赛。也有
简明扼要喊“到拳”的，起到统一节奏的作
用。也有用歌声起头的，“一根扁担软溜
溜，挑上黄米到苏州，苏州爱咱的好黄米，
咱爱苏州的好风光呀么，活儿嗨，哥俩好
呀么好风光，六六大顺么好风光……”，如
同现在的就说就唱的摇滚歌曲。

划拳时，喊数的范围虽然是零至十，
但很少有直接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的，常常附之以吉利的词语。一定，两好，
三元，四喜，五魁，六顺，七巧，八仙，九长，
全福，这是两言的;一条龙，哥俩好，三桃
园，四发财，五经魁，六六顺，七个巧，八匹
马，九连环，满堂红，这是三言的；一定终
身，二人相好，三星高照，四喜来财，五经
魁首，六六大顺，七巧成图，八仙过海，九
九长寿，全家福到，这是四言。其数皆用典
故巧妙呼出，且语带吉祥、祝福之意。如三
星高照意在祈盼福星、禄星、寿星高照。

“四喜”是指“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
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五魁首”者，系
指古人苦读《诗》《书》《易》《礼》《春秋》五
种经籍著作，以求功名，夺得状元。“六大
顺”，指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
敬。“七巧”，指七月初七，天上牛郎织女相
会，中国民间妇女比穿针引线，斗巧取胜，
祝贺织女喜会牛郎。“八马”，相传周穆王
常驾八匹骏马四处游玩，曾在昆仑山瑶池
与西天王母诗酬谢唱。

真正的划拳高手，思维敏捷，动作娴
熟，且能细心观察，神机妙算。一圈人轮流
划下来，他就将每个人出拳的套路了如指
掌，你这边一拳刚刚伸出，他就知道你下
一拳会伸几个指头，活活将你的拳捉住。
读师范时，我们班就有华子、旭子、珊子几
个划拳高手，每每下晚自习后，空心划几
拳，让班主任奇老师逮了个正着，好一顿
批评，我还是爱听他们利利索索的划拳声
和赢拳后趾高气扬的滑稽表情。我刚参加
工作时，学校有个叫李广林的老师，拳法
十分了得，他的高明就在于，观察你的套
路，变幻自己的招式，喊声和出手有千分
之一秒的差距，看似你慢他快，实则刁了
你。后来拜他为师，他归纳出“四快一慢
法”，就是:嘴快、眼快、心快、手快，出手时
要慢一丁点，我虽勤学苦练了好长时间，
终不得要领。我父亲划拳则更简洁，只喊
五魁，但手指变化多端，他说这是以不变
应万变。

划拳就得高喊二叫，既喊出声威又
吐出了酒气，如果盘碗跳舞、桌子摇摆，那
才叫气势。出拳更要有力，无论是从上划
下还是从后往前或原地转动手腕，手臂都
要伸直，手掌蜷曲、展开，如同武林高手过
招，声止即出，而手掌闪动似霍元甲的迷
踪拳，令人眼花缭乱。划拳，有时缓慢有
时急促，缓慢时如出指拈花，细声细语。
急促时如阵前拼杀，振耳欲聋，斗到眼红，
三五十番依然难分胜负。等到一方赢了
拳，手臂收回，声音戛然而止，稍停片刻喘
息，输者举杯仰头一饮而尽，引来满堂喝
彩。

赢的展活，输的痛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