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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冬天，阿塌在“吊眼皮”家楼下进行

了一场别具匠心的求爱——吹小号。这一招与

如今某些男生在大学校园里在女生楼下弹吉

他，属一脉相承。

阿塌的小号是蔡宅“军鼓队”里的“大肚”教

的。那时候人死了请吹打来，有吹号的、打鼓

的、打钹儿的，场面与现在差不多，但多了一样：

扛旗儿的人。这些扛旗子的人，都是小孩子，类

似于仪仗队，走在队伍最前面，时而精神抖擞，

威风凛凛，时而稀稀拉拉，有擦鼻涕的、有吐痰

的、有咬指甲的、有打瞌睡的。扛旗儿送丧是有

报酬的，通常我们小孩送一次丧可得一角或两

角钱，在当时已属巨款。

阿塌的小号就是在给人送丧的时候学会

的。他天资聪颖，加上那“大肚”先生吹累了就

把号子递给他试试，久而久之，居然也会了一

点。那时候，吹打的曲目很有意思，如《社会主

义好》、《外婆的澎湖湾》，最搞笑的是吹《路边的

野花不要采》！瞧瞧，“色字头上一把刀”，这吹

打的兄弟们是在忠告亡灵们不要在陌生地盘上

犯生活作风错误啊！这服务，没得说。

阿塌这几首都会，于是，某一天，他把这手

艺派上用场了。

1984年的腊月十五，皓月当空。阿塌借来

了小号，悄悄来到“吊眼皮”窗前，深情地吹起年

轻人当中极为流行的“靡靡之音”——邓丽君的

《一帘幽梦》，屋内“吊眼皮”起初惊讶，继而激

动，尔后打开窗户嗔骂：“狗生的阿塌，半夜鬼叫

啥呀！会把鬼引来的哦！”我们的潇洒哥阿塌闻

听更是一脸陶醉。

可惜这唯美的场景没有维持多久，“吊眼

皮”她娘的一声尖声厉吼划破如水月夜的同时

也打破了这对冤家的美妙感觉。

“吊眼皮”她娘：“棺材儿！还不死开呀（骂阿

塌的），你个祖婆娘、恁骚相，不晓得‘利世快贞

相’（瑞安话：丢人现眼之意），你不‘丢人精’，我

会‘丢人精’的呀（你不嫌丢人，我嫌丢人啊）”。

这一晚，可以算作这对冤家，特别是阿塌倾

诉衷肠的准确日子。当然了，阿塌的爱情绝对

不是一马平川，而是充满了惊涛骇浪，因为“烂

头儿”也对“吊眼皮”有点意思！只不过落花有

意，流水无情罢了。

于是，“烂头儿”对情敌阿塌颇为仇恨，总想

找点茬。于是，一场发生在冬天原野里的“厮

杀”不可避免地展开。

至于谁先动的手，为什么动手，今天已不得

而知。那天我只是听说两人打起来了——在薛

里中学旁边——冬天农民的萝卜地里。我赶紧

过去时，两人已经打得不可开交，拉都拉不开。

我们象征性拉了几下之后，就开开心心地坐在

田埂上欣赏了！

这场“爱情捍卫战”一开始是阿塌占上风，

因为阿塌实战经验丰富，人又高大，最主要的

是：阿塌是擂主，他必须要捍卫住自己来之不易

的胜利果实。

阿塌把“烂头儿”的烂头死命往萝卜地里

按，身子骑在对方身上，裤裆洞开，于是被落于

下风的“烂头儿”在动弹不得中，瞅机会使出了

违反人道的阴招——狠命地往死里一把攥住阿

塌的裆部！这下可好，可怜的阿塌“嗷”的一声

惨叫，顿时面如土色，差点瘫倒，松开手，虚弱地

哀叫：“皇天妈呀⋯⋯放⋯⋯手⋯⋯”

我们大家赶紧上前拉开，好不容易让“烂头

儿”松了手，而阿塌，可怜的阿塌已经在萝卜地

里痛得满地打滚，叫皇天了！“烂头儿”赢了！但

是，他还是输了，因为他胜之不武。所以，在众

人的指责声中，他彻底没戏了。

而“吊眼皮”呢？从此以后，一有空就坐在

阿塌的自行车后面，像老谋子的《山楂树之恋》

中的那样：坐在自行车后座的“吊眼皮”脸上写

满了阳光，有时候手拿一根冰棒，自己吮一口，

然后含情脉脉地递给前面的阿塌吮一口⋯⋯哎

呀，真是太“移”了！

大若岩：白云深处 泉水声中

阿塌的
爱情保卫战
■蔡桂顺

■陈思义

邀同事到大若岩游玩，就有人问：大若

岩的“若”字是哪个“若”？

这一问竟问出学问来。大若岩在楠溪

江，楠溪江的人总把大若岩说成“大英岩”或

者“大箬岩”，这“英”、“箬”的音与形，和“若”

字有点像，真是巧了。

难以揣度的就去翻书。有《大若岩记》

说大若岩的“若”字是个古文字（古“若”字，

电脑打不出来：上面是 3 个“山”字，山峰叠

山峰。下面是一个“月”字，“月”字的左右两

边分别是“水”，是水中之月）。假设有穿长

衫戴墨镜的拆字先生，这古“若”字可拆为

“日月山水”四字。《大若岩记》是宋代进士林

一龙写的。林一龙是大若岩人，晚年就在大

若岩老家游山玩水。一个长于古文辞的老

先生，徜徉林泉，抬头就见大若岩，思忖着古

文“若”字的上面都是“山”字，“凡字谱中字

从山者，皆山之貌像名称也”，觉得大若岩的

名字源于山之貌像古文“若”字，以今之“若”

字去推测当初为什么叫大若岩就不对了。

前人之述备矣，从篁潭口顺着溪流走近

大若岩，你就渐渐地觉得山的与众不同。山

就是一个个“岩”，都是叠着的，黝黑。迎面

3 个“岩”似田螺，口朝下。大者叫陶公洞，

道教称天下第十二福地，因陶弘景曾在此隐

居过而得名陶公洞，流传着陶弘景写的一首

诗，和流传在瑞安陶山的一字不差：“山中无

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堪自怡悦，不可持赠

君。”

陶山也有一条白云岭，我也去过，两地

都给陶弘景一种荣耀与认同，一样地有陶弘

景治病救人的传讲，一样地寻觅山水间的痕

迹，使旅游观光的文化味道浓了不少。

不少人到大若岩为烧香拜佛，拜的胡公

爷就是胡则，一个百姓崇拜的清官，永康

人。毛泽东一次问永康县委书记，永康什么

最出名，书记脱口而出：五指岩生姜很有名，

毛泽东摇了摇头说：你们永康方岩山上有个

胡公大帝，香火长年不衰，最是出名的了。

其实胡公不是佛，也不是神，而是人。他是

北宋时期一名清官，他为人民办了很多好

事，人民纪念他罢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很重要啊。

中国的庙宇大都建在名山秀水，大若岩

也是。八九月的大若岩烧香拜佛的人多了，

像城隍庙一样热闹与纷杂，不少人以游山玩

水的方式与神祇亲近，点香烛与求签诗都是

旅游中的一个动作。大若岩以一种适于生

存的自然生态和包容品格去设定一种旅游

模式，为人们的心灵放了个假。神祇是向

导，相信了它，旅途上的心就释然了。即便

我是无神论者，对大千世界里种种神秘还是

充满好奇和敬畏，少年时我妈就说过不可不

信不可全信，信了也是一种对正义和道德的

信赖，叫你去做好人。

有山叠山，也有山挤山。大若岩的 12

个巉岩并列着相挤着，就叫十二峰：犀角、童

子、天柱、香炉、石笋、宝冠、石碑、展旗、莲

花、横琴、卓笔、仙掌。去十二峰要走几里山

路，走走路流流汗洗洗脸，对山崖吼几声，心

又会放松了不少。离陶公洞四五里的石门

台景区有九漈，漈即瀑，水声哗哗中有几声

清脆的鸟鸣，人会融入山水中。想当年，永

嘉太守谢灵运穿一双木屐登山，上山去其前

齿，下山去其后齿，是非常科学的发明，他肯

定很得意很满足，官场的事忘了，心情很

好。谢灵运写的《石室山》有这么几句：“清

旦索幽异，放舟越垧郊。莓莓兰渚急，藐藐

苔岭高。石室冠林陬，飞泉发山椒。”谢灵运

的木屐蹬出了一行行中国山水诗的华丽，使

山水耐看耐读。

乡人测过，陶公洞高 17 丈，阔 23 丈，深

24 丈，一座座楼阁建在洞中也是绰绰有

余。炎炎夏天一进洞，汗就收了。我读高中

暑假途经陶公洞总是进去凉快凉快，记得一

次竟在石阶上睡着了，十几岁的少年翻过芙

蓉岭走了几十里山路太累了。洞里云雾缭

绕，伸手可捞到身边浮动的云丝。洞口的滴

水如珠玑，阳光射过来见虹霓悬挂起来。近

日翻书翻到陈素农《回忆录》写大若岩的片

段，算来已是五六十年前的事，很有参考价

值，赶忙录下来存入文件夹，他说大若岩“岩

洞天成，幽邃高旷，内有胡公殿，并僧舍客房

数十间，前有小溪，隔溪有石山如屏立，遥障

洞口，每年农历重九前后，温郡信徒，手提特

制香灯笼，溯瓯江，循楠溪，翻山越岭，步行

数十里，特来朝拜的人，络绎不绝。洞府清

凉，适于避暑，记得在师范读书时，暑假与好

友潘惠泉相偕住此，攻读《左传春秋》”。陈

素农是白泉村人，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历

任陆军第十军军长，第九十七军军长，1975

年在台湾写回忆录忆想起老家的事如同走

在乡路上，忘不了白云深处，泉水声中。

有登仙石，有一线天，有摸银洞，有流米

洞，有赤水井，有老僧岩，清人写了一诗：“一

年两到洞天游，暑往寒来为小留，与佛有缘

常见面，登仙无路早回头。天开一线容云

出，壁立千仞让水流，惹得老僧拍手笑，笑予

仆仆几时休。”

随意找个石头坐下来，泉水就会叮叮叮

地流过来。望对面的青山一语不发，也可以

去除一点烦恼，舒一口气。溪边有一片片

栗，一片片包罗粟，是当地特产可以尝鲜。

溪岸有一株株柳树，柳枝垂挂潭之上。闲了

就随手捡个鹅卵石扔到潭里咚的一声，心里

就会荡漾开一种叫开心的感觉。

我向欲游大若岩的瑞安同事交代：离大

若岩四五里的崖下库景区有巨崖壁立，造了

游览栈道而我还没机会登上栈道去，你一定

要去。离陶公洞五六里的藤溪一潭接一潭，

有 5 个壶穴连成一串，藏在深山中。离陶公

洞两三里有百丈瀑也是好风景，埭头古村我

也去过，太美了，老房子也很有看头。大若

岩镇的人说，请到大若岩嬉一嬉，给心灵放

个假吧。

蛇年，蛇王是轮值主席。动物王国所

有大臣竞相献媚，争送贺礼。

狗熊别出心裁，用 99.99%的纯金打了

一把长命锁，上面自右至左醒目地刻上“长

生不老”4 个大字，准备送给蛇王最宠爱的

小花蛇公主。

这件事被老狐狸知道了，她想：“这回狗

熊肯定会抢了头功，会得到蛇王的重用。那

样，我狐狸就会受到冷落了。”狐狸妒嫉得牙

痒痒，“不行，我得设法置狗熊于死地！”

狐狸悄悄溜进王宫向蛇王告密，说狗熊

借贺喜之机诅咒小花蛇公主“老不生长”。

“不会吧，狗熊一向忠厚诚实。”蛇王半

信半疑。

“大王要是不信，等会儿狗熊给小花蛇

公主献上长命锁时，您一看就明白了。”

过了一会儿，狗熊果然兴冲冲进宫来

向公主敬献长命锁。蛇王接过长命锁，自

左至右一念：啊，这狗熊果然明目张胆地刻

上“老不生长”4个大字。蛇王勃然大怒，一

剑将狗熊的脑袋砍了下来。狗熊死得不明

不白，也根本没有解释的机会。

众大臣吓得目瞪口呆，面面相觑，不知

道蛇王为什么要诛杀狗熊。

蛇王余怒未消地将长命锁传给众大臣查

看，大臣们看了半天，也没看出有什么不妥之

处。蛇王说：“多亏狐狸提醒，要不，本大王也

会被狗熊蒙骗的。大家仔细瞧瞧，狗熊竟敢

在长命锁上诅咒小公主‘老不生长’！”

“尊敬的大王，您中了老狐狸的圈套

了！”博学多才的老山羊说，“狗熊的长命锁

是仿照人类的传统模式特制的，从前汉字

都是自右至左诵读的，所以这4个字应该是

‘长生不老’，代表了狗熊的衷心祝福，您怎

么能错杀无辜呢？”

听了老山羊的解释，蛇王连忙取过长命

锁，再仔细读了几遍，果然是“长生不老”！

蛇王又悔又恨，悔的是自己轻信谗言，错

杀无辜；恨的是老狐狸编造谎言，借刀杀人。

蛇王挥泪下旨：厚葬狗熊。紧接着，蛇

王将寒光闪闪的宝剑高高举起。老狐狸知

道自己末日来临，赶紧闪出宫门。蛇王扭

动身子，紧追不舍，一剑送她上了西天。

因妒嫉而昧了良心的老狐狸终究害人

害己！

■张鹤鸣

错杀无辜的蛇王蛇年蛇趣
4

地地 名文化

因陶弘景曾在此隐居而得名陶公洞，流传着陶弘景写的一首诗，和流传在瑞安陶山的一字不差：“山中无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堪自怡
悦，不可持赠君。”

不少人到大若岩烧香拜佛，拜的是胡公爷。毛泽东说：其实胡公不是佛，也不是神，而是人。他是北宋时期一名清官，他为人民办了很
多好事，人民纪念他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