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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绣 林林

一次难忘的捕鱼经历
□ 何宗贵

牛打架
□ 严奉华

晨耕 付潘明 摄

青青的牧场上，大牛和二牛两头牛不认真啃草，进入对
峙，看情形一场风雨即将搅乱这个闲静的午后。

云层开始下降，空气中传来浑浊与沉闷的气氛，一种紧张
不安的症状，正加速发酵。

“不好！”是二牛的主人张率先打破了沉默。
“走，二牛，不要打架……”他朝二牛叫道，哪知这声穿破

云天的尖叫，并没有让二牛退步，却让它高昂起头。他试图用
力地拽住牛绳子，但想拉回一头要决斗的牛的意志，绝非易
事。大牛的主人李显得风平浪静，一点也不紧张，他依然在

“刷抖音”，只偶尔抬头看了一眼他家的大牛，他正巴不得大牛
和二牛决战一场呢！等大牛战胜了二牛，大牛就可以名正言
顺地像他一样在那个主人张面前威风八面。

“你个仙人板板滴，叫你别跟老子讲狠耍横，你是二牛，你
的个子本来就比大牛小了一点，你找死啊……”主人张大声嚷
嚷道。其实，其实他的内心很希望二牛去和大牛决战一场，如
果二牛胜了，他要让那个主人李把它们的名字换一换，把他家
的“二牛”换成“大牛”这个名字。

“手下败将！”这时，主人李也停止了“刷抖音”。
这下彻底惹得主人张红了眼，他忍不住朝二牛的屁股上

重重拍了一巴掌，说：“二牛上！”
二牛不甘示弱，更迫不及待地挣脱主人手中的缰绳，从一

大团阴云中，几个箭步，气焰嚣张中杀了过来……
其实，大牛早在空气里就闻到了对手要爆裂的睾丸所

发出挑衅的叫啸，但它像它主人李一样并没有把二牛放在
眼里。

事情要说到三年前，主人张和主人李都是村里的贫困
户。两人都有一个通病，就是不肯干活，整天游手好闲、好吃
懒做。

“刘乡长，我一定痛改前非，改掉好吃懒做的坏习惯，好好
养鸡，争取早日脱贫致富。”在刘乡长苦口婆心下，那天主人张
接过刘乡长送来的五十只小鸡，他向刘乡长保证说。

在一旁的主人李见此，忍不住讥讽道：“他张家能够脱贫
致富，太阳从西边出来？刘乡长，你也送二十五只小鸡给我，
我保证还能比他张家早日脱贫致富……”

从此，主人张和主人李结下了“梁子”，两人都卯足劲做
事，谁也不甘落后。

后面主人张领回来的五十只小鸡养活了四十只，主人李
的二十五只小鸡也养活了二十只。

第一局，两人算是打了平手。
回到斗牛场上，只见说时迟，那时快，大牛在趁对方杀

到之前，身体早下意识就作好了一个四平八稳往下扎的马
步，再运气守住丹田的同时，头顶朝外伸出了两把明晃晃的

“钢刀”。
草场上的人瞬间被气氛点燃围上来，并发出啸叫，大家专

注起两头牛的剑拔弩张来。
“嘭嘭，嘭嘭……”是两头健壮如山的铁牯牛，头部

猛烈地撞到一起后，发出了山崩地裂的巨响。巨响让空
气变得沉闷，让人嗓子有种剧烈的沙哑与撕裂感，正破
腔而出。

“哎呀呀，两头牛真的打起来了哟，大家快来看……”
人群很快由先前的惊讶变成了现在的围观。（注意：牛打

架是不会打人与冲撞人的，除非在慌乱中牛蹄踩到了人。）人
群不由地往前又涌了两步，把两头牛围在了中间。

要说场上是波云诡谲与紧张激烈，让人放心不下的话，那
么场下就是两头牛的主人之间的各怀鬼意到不可言传。

为了种好地，早脱贫致富，主人张去年就买了头牛回来
养。接着，主人李也不甘示弱，也买一头牛回来。

不过，不管主人张怎样细心喂牛，但他家的牛却没有长过
主人李家的牛，个子小了人家一点点。主人李叫他家的牛为
大牛，戏谑主人张家的牛为二牛。主人张虽然不服气，但事实
如此，他家的牛确实没有主人李家的牛强壮。

刚才，主人张早看出来自家的二牛不服气，主动要找大牛
较量较量呢！因为大家普遍看好大牛，认为大牛个子占优势。

然而，结果呢？！

二牛仅仅用了一招“四两拨千斤”——来自中华武术的秘
笈，就将大牛给摔了个四脚朝天与痛快。

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勇者相逢智者胜。
此话，不假。
都怪大牛轻敌了。

“嘻嘻、哈哈。”
……
加上人群里不时用“东风快递”送来揶揄与嘲讽的味道，

让主人李脸上开始有些挂不住了。事实胜于雄辩，自己的牛
在第一回合中，就摔了个跟斗，表现也太差强人意了罢。主人
李再也没有心思“刷抖音”，气得他咬牙切齿破口大骂：“你个
砍脑壳的，狗日的畜牲，等下回家后，老子再用鞭子抽死你，抽
死你这个丢人的家伙……”。

围观的人群里，更是一阵阵爽朗的哄笑。
“畜牲打架，管它搞么子的。放心罢，打不死滴。就算打

死了，我们也有肉吃呀！”
“是呀！我们先看下热闹吧！反正整个下午也没什么事

要搞。”
……
几个青壮年更是朝主人张和主人李各甩了一支香烟，不

管牛主人接到手没有，自己再“啪”地一声，用火花点燃了身后
的天空。

“啪啪，啪啪……”
又是几招快如闪电般的硬碰硬，刺耳的碰撞声，似现代战

场上高速迫击炮的射击，响彻天空。什么出其不意的出招、什
么借力打力的化敌招，等等；让两头势均力敌、旗鼓相当的王
者之间的巅峰对决，一切都快如闪电。牯牛生性争强好斗也

聪明，招招可见其钢铁般的力量与意志来摧垮对手，也见其妙
用现代体育上的竞技与智慧。场上即紧张又精彩，即惨烈又
悲壮，分秒间都充满了血腥和暴力的极致美学，让人叹为观
止，大饱眼福。

跟着大人出来放牛的一群七八岁的孩子，他们更是不放
过难得的机会，手舞足蹈地乐疯着，并不时地在地上打滚，场
面更加嘈杂不堪。

“眼下正是春耕备战的时候，耕牛不能有任何的闪失呀！”
这时，一位老者风风火火地赶了过来，正是主人李的爸爸。他
已经气得不轻了，当着众人的面，跳骂着自己的儿子。

后来，大家合力才将两头打架的牛给拉开。
所幸，大牛和二牛都没有受到大伤害，只是牛头擦破了点皮。
这场来之激烈、收之惨烈的“牛打架”结束了，大家各怀心

事又各自回家了。
天空的云朵重归了笑脸，地上的绿草也当什么也没有发

生过一样，重新歌唱。
只有围观人群中的一个后生仔，他还在空旷无际的大草

原上，对着手机叫到：“哇靠，这不是一场斗牛片，这是一部电
影镜头里最精彩的“警匪”枪战与追车大片，现场感太刺激、太
过瘾了！还好，我从头到尾都用手机录了视频，不仅自己可以
重放，而且还可以分享到‘抖音’……”

再到后面的后面，依稀听到他抓狂发飙的声音：“疯了，真
的疯了，短短两小时，该抖音围观与点赞人数，就双双过百万
级……”

空旷的牧场上空，只有他一个笑到了最后。
而主人李呢，却不甘他家的大牛输了，心里又卯足劲，寻

思着下回与主人张的较量……

连绵不绝的江水，一路狂泻，以水为箭
两岸多地，往来群众，叫苦连天

渡前，观天、看风，无数人在千万次的回眸中
等渡，成为心中的硬伤。渡事非虚构

不屈服命运与自然的安排，
就应给梦想一个云梯，
三十年前，有人在嘲笑中解题
坚持，付出。换回六十万市民的众志成城，筑桥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每位乡亲抽出自身的筋骨，汇集成钢，
拧成大桥上的每寸桥墩、桥索、桥面
工匠在燃烧，时光在煮语，
一座铭记史册的跨江大桥，从此诞生了！

从此，心情一百码，酣畅
从此，刘郎直取荆州，不会借了不还……

推开鄂南水乡农村生活的大门，很多记忆的往事就会扑
面而至。特别是“捕鱼”的经历，如：钓鱼、摸鱼、罩鱼、叉鱼、搬
鱼、网鱼、撮鱼、起鱼池子等，记忆鲜活。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叶，那是个很平常的夏天，太阳很猛
烈，似烈火在烤问着大地的灵魂，让万物饥渴难耐。待好不容
易熬到傍晚，虽太阳西沉，但暑热还是不减。那些白天躲在树
上纳凉的知了，此刻竟肆无忌惮地卖弄起歌喉来，“知了——
知了——知了……”惨叫不止，似要把体内的躁热与不满统统
发泄出来。

夏季是农忙的高峰期，日长夜短，溽暑如蒸。如果动手做
点小事，人就会汗流浃背。单调且复重的家事与农活，让人稍
有不顺，都会心生莫名的烦躁。

在田间劳作的父母终于回来了，我马上将桌子、椅子、蒲
扇等，搬到禾场上，再从锅里拿出母亲中午备好的一盘菜，外
装大碗的咸渍菜和小碗的豆酱菜，摆上碗筷后，等家人开饭。
说是开饭，实则是吃中午煮好的稀饭。就这样，一家人合着这
些干巴巴的咸菜、冷菜、稀饭，“咕咚、咕咚”风卷残云，几下就
完事。填进肚里的食物，也暂时慰籍了家人的疲惫与肠胃，然
后大家又要各自忙事。抹桌子、洗碗筷、打扫卫生等，这些不
用说，都被我承包。

年长我十岁的大哥，他正在埋头整理那条早已破烂不堪
的刁子鱼网。看样子，今晚他要夜捕！因邻村今晚会放露天
电影，我和伙伴们早约好了去看。在娱乐枯竭的年代，看电影
是很奢求的事呢。尽管，总是那几个样板戏，翻来覆去地重
放，可看的人依然是拖家带口，人山人海。大家都觉得越看越
过瘾。或许，大家就喜欢这种氛围罢。偏偏这时候的大哥，他
就像洞穿了我的小心事一样，竟然当着全家人的面前，扯起他
那副破锣似的嗓音开腔，要我做帮手捕鱼去。唉，我纵有万个
心不甘情不愿，也不敢违抗。大哥恐我“暗度陈仓”与“耍伎
俩”等，便吩咐我此刻做什么事情，都不能离开他半步。

一番准备工作后，大哥再叫我，把侧房的鱼篓带上。说，
现在就出发！就这样，我在前面走，大哥在后面走。一路上，
大哥的心情很不错，不时亮起手电筒，东照照、西照照，心情有
得了宝一样的兴奋难掩。而我，脚步是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停
下，埋着头，翘嘴，是什么话也不想说。

“老三，快走，快点走嘛！不就是一场电影，不看不会死人
滴。那几部片子，都是现家伙，不看我都知道讲的什么。你也
看到了今晚家里的菜色，所以我们必须要赶在鱼儿退回时，多
捞点鱼上来，好在“双抢”农忙时，改善家里的伙食。再说，兴
许回来的早，还可看下半部电影呢。”大哥的一番思想工作果
然奏效，说得我的心情好了起来。天上的明月在高挂，星星在
眨眼，地上的萤火虫在漫舞，好闻的空气在萦绕，晚风更是将
一亩亩低头的早稻谷推得“沙沙、沙沙”作响，也将湖里的荷叶

掀得好一阵前翻后仰的浪笑呢！
俗话说：近山知鸟音，近水知鱼性。这里的鱼，一般都有

着七上八下的生活规律（夏天可推退一小时算）。即早晚八点
会拢岸觅食，九点又回到深水处潜游。今晚，我们选择的时机
正好，加之闷热的天气下，夜捕的人少（都去看电影了）。来到
湖边，见湖面上泛滥成灾的鱼儿正弹着水花，发出“咂吧、咂
吧”的水响；不时，还有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等，此起彼伏
发出嗟食的声音，尤如一首大型的交响乐，颇为壮观与动听。

兄弟二人见此渔情，立马展网、下网，再绕岸一周用竹竿
来驱鱼。起网的时候，上网的刁子鱼如雪花落白人间一样，
密密匝匝。一网起上来的鱼，足有五六斤（一斤刁子鱼差不
多有四十几尾）。如果用手摘鱼，我们肯定是忙不过来的。
只好收网后到岸上抖几下。刁子鱼就顺势脱离了渔网。这
些脱网的鱼儿，在草地上，在我们的脚下，白银一堆，活蹦乱
弹，闪腾的很。

“快手脚点，把鱼装到篓子里克。”大哥总喜欢在各种情况
下，发布使令。这种情况，还用吩咐吗？

不消一小时，篓子就装的盆满钵满溢了出来。目标已达
到，因我的心还惦记今晚电影的下半场呢。我话也不多说，撒
腿就开跑。刚跑出不远，那破锣般的声音又传到了耳边。大
哥又道：“看你往那跑，不看电影会死吗？今晚鱼多，我们不能
就这样回去滴……”

我双脚不得不来个无级变速，再吱溜一个急刹车。回头，
瞪大眼回敬道：“今晚不打鱼，会死吗？鱼可以天天打，电影天
天有看的吗？”

最后还是又被迫地顺从，折了回来。他的意思很明显，今
晚到其它地方再去撒几网子。但鱼篓已满，再捞上的鱼往那
里放呢？大哥就狡黠地在我身上扫荡了几个来回，最后把目
光停在我的长裤子上面。

“这下完蛋了，净想些好事！总不能把我穿在身上的长裤
子用来装鱼吧，那样那我可就成了光屁股了。”我想到。

果然是亲兄弟，心有灵犀一点通，大家都想到一块去了。
说时迟，那时快，在我准备不甘“屈辱”拔腿开跑之际，大哥来
一个“老鹰捉小鸡”，再一个劲地将我的裤子往下脱。反观可
怜的我，除了嘴上不停地求饶外，双手还拼了命地往上拉着裤

子就是不放手。到最后，大哥见“霸王硬上弓”行不通，又使出
他的“杀手锏”——做思想工作。他说：“你一个娃娃滴，怎么
那么咬卵犟呢。这黑灯瞎火的大晚上，左右（前后）冇（无）人，
你穿不穿裤子，谁来看，谁又知道你在打‘跳嘎’（裸体）！”话都
说到这份上了，我就不再作无谓的“抵抗”了。双手松开后，自
己再假装斯文地扒下长裤，铺到黄麻地里，将鱼篓里的刁子鱼

“一古脑”地全倒进了裤筒子里。我们重新有了鱼篓，兄弟二
人便开始谋划再次捕捞的地方。划来划去，最后决定到三队
港边上严师傅养鸭的地方。因为此处是严师傅经常喂鸭食的
地方，水较浑浊，加上残留的谷粒或米糠之类的，刁子鱼也最
喜欢在这种地方活动。有了目标，我们就一路上小跑，哼起小
调出发了。

来到港口，环顾四周，天上的皓月似白银在倾泻，上津湖
的水色也正如我们料想的那样，浑浊的水里，多的是鱼花。此
时，睡鸭棚里的严师傅早已“鼾醒子噗滴”（酣睡），只有鸭子在
围栏里见到了亮光，稍有骚动，“嘎嘎”地叫唤几声也就平静了
下来。但是，唯有一点不随人意的地方，就是国营渔场在此设
了一道栅栏。小小的地基上，还安排了一对上了年纪的公婆
在此看守。

方圆的人说起这两公婆，有段嚼劲的故事呢。男人姓段，
系早期国民党黄伯韬属下的一位团长，是解放石家庄战役时
投诚过来的。人民政府作了宽大处理，将他派来上津湖渔场
作守卫员。他老婆也是高材生，高级知识份子一枚。因高度
近视，常年带着眼镜。那时，乡下带眼镜的人，是十分罕见的。

尽管兄弟俩知道打点刁子鱼不算犯法，他俩公婆更不会
去管，但总觉得此处不安全，怕万一小事说大了，引用到“偷”
不好。为防万一，兄弟两人商量后，需要泅水过去，将看守屋
的柴门给扣上。我摘了根杨树枝作插，插上。正是这个“神”
操作，后来害得他们两公婆险些出了大事。大家都知道，人上
了年纪，起夜就会多。可门栓子被插上后，里面的人是出不来
的。加上俩公婆特爱干净（洁癖）。他们实在憋得不行，才抠
开后面的窗户来解决。他们试着喊对河的严师傅，希望他起
身来开下门。可之前因他们嫌弃严师傅养了几百只鸭子，把
港里水搞“浑”了，取水洗澡时，身上痒。为这事，他们关系闹
得很僵。所以，无论老人家在屋里怎么喊人，严师傅听到了就

是不起床开门。
“老三，还愣在哪里搞么子，快点下手呀……”又是长兄的

一句“要命”式的催促。
一切安排妥当，兄弟二人便开始有条不紊地下网，捕鱼。

哇塞，就这小小一块的水域，又是满满的一篓子鱼。比想象中
的效果还要好。当然，如果还有盛鱼的地方，我们还可继续
搞。此时，兄弟俩不忘打趣：“算了，人心不足蛇吞象，我们开
撤。”待人回到第一次网鱼的黄麻地时，傻眼了，还有么子鱼
在，连裤子也给人“一锅”端走了。这正是“螳螂捕蝉黄雀在
后”的翻版呀。

咋办，一个十几岁的青涩少男，总不可能光溜溜的走在田
埂上回家吧。正着急时，耳畔传来风吹荷叶的“呼呼”声。急
中生智。有了，穿“生态裤”——就用四片荷叶，前后左右给捂
上，接口处再用杨树的枝条给缝上。待好不容易走到离家不
远的地方时，看电影的人也散场了，眼尖的人借着月光，见湖
边上来两个人，男男女女都议论开来。说，看上来的两个人，
肯定是在湖里“偷”了鱼回来滴。走，大伙快追上去看看！

听到这里，我的血往上直涌的，汗也冒得特别快。
“大哥，不好了，我要开跑了。”本能的羞耻心让我将脚下

的莲步改为小跑了。可你越跑，身后的婆娘就追得越急。跑
着跑着，身上的“生态裤”跑散架了，到最后就只剩前后两片。
这时，我只能一手捂住前叶，一手捂后叶。终于，跑到离家不
到十米的地方，我也顾不上什么了，就直接扔掉护身的荷叶，
一个猛子就扎进了家里，反手顺势就把门关上。来不及喘口
气的我，心口紧张的好一阵急促的鼓点——咚咚作响，全身似
散架地摊坐在地上。

天亮后，家人将鱼也给清洗干净了。大嫂为了早点吃到
“阳干鱼”，她就用竹席将鱼给摊开，下面再用谷壳生火。本意
是上晒下烘，让鱼干得快些。没想到下面谷壳放多了点，加上
这天干物燥的夏天，一下就烧着了竹席。等大嫂发现时，上面
的鱼全都掉进了燃着的火堆里。她捡起火堆里的鱼一看，妈
呀，这些鱼成了“精怪”。有糊的，有半熟半生的，有刚好熟的，
也有全生的……用现在时髦的话讲：“这是个什么造型呀！”自
知理亏的大嫂，为了挽回面子，用竹篮连灰带鱼，到水塘边去
淘洗下。如果不洗，应该还有一半是好的。可通过她的这一
番淘洗过后，整篮子里的鱼都洗成了一篮子的鱼钵酱，又或许
像刚出锅的还冒着热气的豆腐渣渣。左看看、右瞄瞄的大嫂，
又是一股无名的火焰在冒起。只见，她开始喋喋不休的“库
泡”（骂人），提起竹篮，就是一个丢手，将整篮子的鱼全倒到流
水沟里了。

唉！就这样，我们一晚上的劳作到最后全化作一空。这
正是：人算不如天算，天算不如好运。运气来了，门板都挡不
住；没了运气，喝凉水都塞到牙缝。

致敬一座桥（外二首）

——石首市长江公路大桥通
车有感

□ 严奉华

在乡下逢仲秋
我都留有刺骨的寒与黄在田野上摇曳
但这丝毫不影响衣着单薄的父亲对池塘的锁定
他用一道并不优美的弧线与锋利的钉耙
一耙就能挑起芡实藏在水里的鲜活
就像小时候
他能一把捉起干尽坏事后藏匿的我
父亲干活时，并不喜欢多言
而且他的棍棒还要比他的寡言更让人深刻
这些年
无论我行多远
每忆起父亲涤荡芡实，
叫我干干净净做人时
心里就会滚下一行行酸楚的泪

芡实的怀里

躺着一个滚烫的故乡

山巅之上
信仰是一道慈爱的光
它能让连绵的高山仰止
也能让山下的万物心悦臣服
云水也以一种高姿态出现
时间凝固，呼吸敛息
天空蓝得不像画
此刻的放眼望去尽是无限神往与歆羡的词

尽管我知道现在的我是一个俗人
一个不能说避世与倦怠的俗人
但不妨碍我和世情作最终的决裂
到那时我的身体就会变轻
举升到一个高度后
就再也看不见自己了

山巅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