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们呼隆围过来。人们心里明
白，水下的地漏或者生成于蚁穴，或
者产生于身穴、地鼠洞，不论怎么形
成，都会在一两刻钟内被压力十足
的洪水冲击成洞，一且水洞通开，立
即就会堤塌水泻，迅速冲开几十丈
宽的大口子，洪水一发就漫延数百
里，生灵涂炭，大灾大难就是不可避
免的了。人们看着族长喊叫：“咋
办？咋办？！”

族长看村长，等着村长下决死
的命令。村长是个中年人，刘姓，因
为在村里最富有而当选为村长。族
长说：“老刘家，你明白，下个令吧。”
村长早急得大汗白流，想拔腿逃跑
知道跑不成，下命令就得先朝着本
族人，他嘴巴歪了几歪，颤抖着说：

“还是您老说话吧，要不大家都趴下
等死。”

老人气黄了脸，但挺直腰板，指
指堤外苍茫的地域，愤激地说：“多
少生灵啊？多少人命啊？等死？漏
洞在咱们脚下，咱们这些人中就没
有一个有血性有人种的汉子啦？”

几十双手举起来：“我去！我
去！我去！”张稷若和张尔岐站在前
面，自告奋勇。

老人指着张稷若说：“你不行，干这个你
不行。你是才子，张家家族的楦头，以后有
你为家族挣荣耀的时候。”

他的孙子花牛已经靠在爷爷身边，抓住
爷爷指划的手说：“爷爷，您还有什么要嘱咐
的？”

爷爷脸蜡黄高声叫道：“拿大撇绳捆住
花牛的腰！花牛抱上一个沙袋！好，跳下
去！”

但见花牛赤裸躯体，抱着一个装着半口袋
沙土的沙袋，纵身跳进漫漶的黄汤里。人们的
眼睛齐刷刷看着那个水涡，那个砸起片浪花后
迅速流转成碗口大的水涡。

时间一秒秒过去。几十个手攥着大绳的
汉子们眼看着族爷爷，等待老人挥一下手，他们
就拉起绳子来，拉上一条年轻的生命来。

碗口大的水涡变成拳头大的水涡，然后
迅速消失，水面平整如初。族爷爷没有挥动
他举起的那只手，像块干巴树枝的手臂，落
下去，整个身体干巴巴地落下去，跪在地面
上，半截黑裤子裹着尚有些肉感的屁股，几
缕白头发贴在光亮的头顶上，阴霾的天空却
连一丝风也没吹来。

上百条汉子都跪下去，族爷爷的身后成

为一个祖胸露臂的方阵。其间只有张稷若
穿着长裤子和半袖汗衫，雪白的夏布格外刺
眼。“花牛，花牛”人们哭泣着叫喊着。

第十四章 万人悲恸祭义士
一诗激情颂英灵

滔滔洪水说退就退了，三天后就像什么
灵怪去参加什么集会似的涌入东海。人们
陪着族爷爷滑到堤下察看，在下半截坡上出
现一个脸盆般大的旋涡。人们要挖洞把花
牛的尸体挖出来，族爷爷制止，看着面前的
旋涡说：“花牛的灵魂已经扎进这里，何必把
他的躯体挖出来呢？”

全村给花牛出丧。灵棚就扎在河堤上，
棺材里只装着花牛的几件衣裳。本村人拜
祭一天后，两边的几十个村庄来了成千上万
的人们，拜祭五天才渐趋减少。用彩色绸缎
扎成的花圈摆了有好几里。

花牛从小死了父母，是独身的爷爷拉扯
大的。爷爷的宝贝孙子捐躯堵漏洞，救了全
村的人，也救了黄河下游河北一带的千千万
万人，报答了爷爷养育成人的大恩大德。千
千万万的人们传颂着他们爷孙俩的高尚美
德，并且传出一个神话来。传言花牛跳进水

里，顺着往下钻的一股水流贴近水
下漏洞，把沙袋填进去了，但感到
水流仍然向下钻，就伸腿踹进去，
将身躯堵在漏洞里。他的最后一
丝知觉感觉到还有水流钻进来，他
的灵魂就呼唤上帝，呼唤着上帝他
就变成了一头大花牛，大花牛就把
漏洞严严实实地堵上了。

这天中午来了许多人，还来了
本县的和周边三县的一帮帮文人学
子，将祭奠的仪式推向高潮。周边
三县的举人绅士都行了三拜九叩的
大礼，此间小不点茅罐说服他的老
子，扛了一桶陈年老酒来，倒满了一
个大瓷盆，拿过燃烧的纸点着，香喷
喷的酒气就溢满整个空间。小不点
茅罐的慷慨行为又一次激起青壮汉
子们的悲壮情绪，一大片红彤彤的
躯体跪在灵棚前，哀号啜泣。

张稷若跪在中间，哭叫几声泪
眼模糊，恍惚间眼前闪现一片汪洋
的河水，河水上站立着健壮的张尔
牛。他刚要喊叫尔牛哥，那高大的
光辉四射的英雄形象瞬间变作锦衣
阔裳的红脸膛大汉子，下意识告诉
他：酒神出现了。恍惚中他站在了
酒神的肩膀上，激情高扬。人们只

见他突然站起来了，看着一旁滚滚流淌的黄
河，放声歌吟起来：

黄河咆哮危急时，少年挺身勇敢出。
抱起沙袋跳水中，堵在漏穴不回头。
洪水无情夺生命，大地有怀保生灵。
千里河道哀恸哭，万顷良田悲歌声。
爷爷日夜唤花牛，同伴时刻泪思流。
三县土地惊感动，千万民众仰英灵。
河水缓缓东流去，人心殷殷安家园。
庄稼又呈锦绣色，万象回归兴荣颜。
我扶岸柳叫兄弟，兄弟有灵来相见。
泪水磨墨笔颤抖，不成文字不成眠。
千年一梦大义归，百代幽灵桑梓还。
纯真生命谱华章，少年英魂奏黄钟。
长歌当哭难尽意，万里涛声凝诗魂。
悲哉壮哉赤子怀，伏唯天帝纳英灵。
他歌吟完毕，颓然坐在地上。上百个青壮

年汉子都跪在趴在地上，一片号啕声，一片泪
水流。后面围着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也都呼
啦啦跪下，还有上千的来吊唁的人们也都呼啦
啦跪下，哭声大作，哀号震天。刚刚还艳阳普
照，眨眼间就乌云密布，天地间顿时昏暗起来，
似乎天帝和天神都为之哀伤悲痛了。（待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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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明初移民及现有村落的基本成型
（一）概述
明朝建立以后，上层统治者比较注意发展农业生

产，积极改善民生。但由于元末的激烈战争，当时山东
境内尤其是济南附近人口骤减，所以从洪武年间到永乐
年间，朝廷从山西与河北两地向山东境内派遣了大量移
民。现在，济阳境内包括太平办事处辖区内的各个村
庄，都自称是永乐年间来自河北枣强的移民后裔。

根据县志及其他相关史料记载，结合百姓的口耳相
传和部分姓氏仍保存的家谱来分析，济阳包括太平境内
的各个村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都是枣强移民的后
人，这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现在太平街道办胡家村仍然保存有清朝光绪十九
年（公元 1893 年）胡氏家族立的先德碑。根据碑文所
记，该村的胡姓家族是明永乐二年（1404年）从河北枣
强移民至此的。现今太平辖区内的其他村庄及姓氏虽
然大多数已没有实际资料来证明是明初移民之后，但在
祖先的来源这一问题上，百姓的口耳相传还是可以作为
事实依据的。

明朝初期，燕王朱棣起兵南下，夺取帝位，之后的
200多年里，一直是比较安定的社会局面，所以经济、文
化等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大部分的地方史志就是从这
个时代开始编纂，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社会的兴盛
与发展。

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一部《济阳县志》，成书于
明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从时间上说已属明末。
该部县志中对明初移民之事并未记载，可以推论，直到明
末，从枣强来的移民后人也不一定比原本地人多。

历史的发展真得难以让人琢磨，到清朝末年，各个
村里的人口已是绝大部分来自移民的后裔。那些原坐
地户大都慢慢减少而至后继无人。新中国成立之初，各
个庄里要么尚有几户原著居民，要么人们还能说出曾有
的原住居民是何姓氏，到现在很多村庄里连原住户是何
姓氏已大都忘却。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也确实有些原住
居民因人口越来越少，为了生活方便，便也自称是移民
之后，更有甚者，姓氏也改成了日渐繁盛的移民姓氏。

根据相关史料和百姓的口耳相传，济阳境内包括太
平辖区的明初移民都是永乐二年及以后陆续搬迁而来，
大部分是来自河北枣强，也有一部分从其他地方迁徙而
来的。但在永乐移民之前，济阳境内包括太平辖区内的
许多村庄大都有原住居民，且人数不是太少，更不至于
说是“十室九空”。应该说，本没有原住居民，纯粹是枣
强来的移民新聚成的村庄，这种情况一定有，但也不会
是太多。从情理上分析，即使是移民新聚成的村落恐怕
距本来就有的村子不会太远。因为从现实生活上，人数
过少的村落很难支撑下去。

万历版《济阳县志·选举志》记载，永乐移民之前的洪
武年间，济阳县共考中11名举人，其中6人又考中进士。
在那个时代能读得起书的人家本就不超过正常户数的一
半，也就是说那些经济上中等以上的家庭才能供孩子去读
书，而这读书之人中能考上举人的又是寥寥无几。有清一
朝268年的时间里，济阳全县才考中26名举人，而在明初
洪武时期的三十年时间里，济阳县考中11名举人。从这
个角度来推断，明朝建立之后，县境内的经济与文化发展
还是很快的，而人口数量也应该不是后人所认为的那样稀
少，否则的话，没有一定的人口基础不会出现那么多的读
书之人。

不过，既然自永乐二年有若干枣强及其他地方的移
民迁至济阳。充分证明当时的人口即使不会达到“千里
无鸡鸣”的窘况，也肯定是由于战乱、灾荒等，人口骤减，
甚至出现土地荒芜的情况。

现太平辖区内的各个村庄，大部分在明初移民之前
都是有原住居民的，但以现在的二太平村为中心的附近
各地在当时应是人烟稀少。从地势上看，这些地方都是
洼地，雨水丰富之年则内涝，若逢干旱之年则是盐碱之
地。

永乐年间，移民大量涌入时，来得早的便纷纷在原
本人烟多的高岗之地落户，来得晚的只能选择人口少的
低洼村庄落户。当然，也有不少地方原本无人，而新来
的移民选择地势相对较高的能住之地慢慢聚集，渐渐又
成一村落。这些地方，一般就是低洼之地或者盐碱地中
的高岗之处。

低洼之地雨多则内涝，雨稀则冒碱，可以说是土地
贫瘠，收入微薄。当时及以后的地方政府惄焉悯之，便
薄其赋税，轻其徭役，并命名为官庄地，以示体恤。

现属太平辖区的村庄，羊栏口、二太平、大太平、药
王庄、耀德庄、哈叭沟、秦家坟以及与这些村庄比邻而属
垛石镇的老杨沟、小杨沟、里仁、支家官庄等村皆属官庄
地。可以想象，当年这片大洼面积还是很大的。

这些官庄地原本就人烟稀少，或者说有一些则是纯
粹的明初移民聚集后而起的村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而从明初至清中叶四百多年的时间里，现太平辖区内只
有庙廊务这一处集市，也能证明上述推断。

从地理位置来看，哈叭沟村基本处于这片大洼地的
中心，但当初该村的最早居民之所以在此定居，也肯定
选的是洼地中的一块高岗。直到现在，只要雨水偏多的
年份，该村周围仍是比其他地方积水更深。

哈叭沟东南与其相距五六里地的东坡、西坡村，本是
一个自然村，名叫坡涯子。从村庄名字上结合地势来分
析，最初这个村就是建在洼地旁边（南边）的高涯上。

（待 续）
作者单位：太平街道庙廊小学

太平盛世话太平
◎周新民

中华文明古国号称礼仪之邦，由此称谓，就在
于我们这个国度有着数千年一脉相承的礼制传
统。礼制的核心内容有三条：一是敬事天地；二
是祭祀祖先；三是尊崇王权。实现这三条的有效
途径就是天下有史，郡国有志，家族有谱。

谱牒是中国最古老的史载之一，最初的谱牒
具有官方史书的性质。司马迁资鉴千秋的《史
记》，就是根据族谱旧闻史料来复原历史本来面貌
的结晶。随着社会的进步，渐渐发展到记述宗族
的基本信息。

谱牒著述有着极其重要的文化价值，是一部
了解社会的百科全书，更是家族繁衍生息的详细
资料。每一种谱牒无不以绍圣继志、褒奖先贤、抑
恶扬善为基本内容，充满正气能量。洋溢着深深
的爱国情怀、铭刻着乡思乡愁情结，寄托着对先祖
的缅怀——。

谱牒有宗谱、族谱、家谱、支谱之分。
宗谱：宗，本意为祖庙。实指一祖之下所有的

后裔，如缺一支，或只记一支，均不为宗谱；
族谱：族者，属也，与其子孙共相联属，其旁支

别属。直系与旁系是相对而言，均可上溯为同族；
家谱：夫妇而为家，家谓一门之内。狭义的

讲，应是直系内的本家谱。
支谱：顾名思义，主干之外的分支，意属同祖

之下分衍的众多后裔，而后又各有其世系的支
派。所谓支谱，就非常明确了它的谱牒定位，即局
限在该祖之下的一个独特分支。形成或成为支谱
的因素往往也是因为繁衍、择业、迁徙等原因，游
离在原宗地所发展而成的。所以冠以支谱。它本
身就表明了属某宗之下的一个分支，支谱应属于
族谱范畴。

一般续修顺序格式如下：
一、谱序 续谱意义 重要性和必要性；
二、姓源 追根溯源、姓的来历繁衍、迁徙过

程；
三、职名 续谱机构、钤印名称；
四、凡例 格式要求、统一规范；
五、目次 顺序排列；
六、图像 先祖遗像 故居 墓地 庙宇 碑刻

——；
七、修谱事宜 宗规条例 修谱时隔 宗亲脉络

嫡脉审查 谱费清单等——；
八、领谱数目 记载时日、盖有总谱馆钤印

领者签名；
九、典范赏赍 功名、贞节、朝廷恩赐 朝中官

员赏赍 名家赞誉。
下面就《孟子世家》流寓济阳支谱作以探讨。
“世家”本指世世代代贵显的俸禄大家。如

《太公世家》《孔子世家》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某个
方面有特殊不朽的贡献，形成一种符合历史潮流
的意识形态理念，引领舆论导向，推动社会进步与
发展。由此功德，才赢得福荫后世、历朝历代享受
俸禄的尊荣；并免除兵役徭役，不交皇粮国税，甚
至有死罪赦免权。远远胜过史书记载的清朝八旗
子弟及权势豪门。孔孟后裔历代世袭五经博士，
朝堂议事龙座旁设有偏座，御道上可与皇上并马
而行。这种恩宠状况，明朝、清朝尤为突出。随着
社会的发展，《世 家》子孙生齿亦繁，或以宦游，或
以兵徙，大江南北门帜几遍。经核查海内外孟子
嫡系后裔百余支，且都有总谱馆于大谱详加磨对、
衔接确认无误的印钤为凭。

“流寓因由”指在他乡漂流日久而居住。究其
原因，一是社会形势造成：例：“永嘉之乱”，魏晋时
期，统治者对各族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使黄
河流域广大人民流离失所，被迫大规模迁移，仅江
淮流域南迁约90万；“安史之乱”，发生在唐代，约
有100万人南迁；还有“靖康之乱”，明朝大迁徙，
历史记载有六次之多；

二是因生活所迫，移居外乡谋生。像闯关东、
走西口、下南洋；有资料记载移入东北达 300 多
万；

三是家族原因、本人意愿。这部分数量较少，
既不属于政府组织的大迁徙，也不属于逃荒要饭
被生活所迫，而是慕仁风、羡地理、避争端的迁居。

以《孟子世家》为例，六十三代孙孟贞孝流寓
济阳就是这种情况。

翰林院大学士孟贞孝，于明朝嘉靖年间
（1521年）因朝中仪礼之争，挂官宦游到济阳。闻
知城北有座唐朝官方筑建的广福寺，很是闻名。
曾有：“一台一寺双名胜，儒学佛教两思想”在民间
流传。首届主持从京都派遣，后任主持也都知识
渊博，通经悟佛、重儒善画，联系民众。孟贞孝慕
名前往拜謁、切磋、并短期逗留——。

过了一段时间，因嘉靖帝为了名份，不顾朝
议，固执己见。致使仪礼之争升级，朝中持相反意
见的大臣被捕、被囚、有的甚至被斩。情势严峻，
伦理纲常严重受挫。孟贞孝在外期间，接到朝中
飞鸽传书的消息，左右为难。儒家后裔，身份特
殊，最注重礼仪，既不能不讲是非，顺了帝王之心；
亦不能旗帜鲜明，与帝王争斗。朝中辩论如泥沙
搅动，一时浑浊不清，尘埃落定有待时日。这段光
阴如何度过?孟贞孝觉的回朝阴霾旋浊无趣，回邹
城老家又脸面上不好瞧。心中忐忑，在广福寺流
连不返。时日即久，朝中尘埃落定，在仪礼争辩
中，炙手可热的皇权嬴得了胜利，典制礼仪形同虚
设。孟贞孝通过这一事件，渐渐淡薄了仕途心，秀
水绿山自有无限风光，庄稼农户深含万般深情。
感到济阳这一方乡风醇厚，人民淳朴，仁风和畅。
南倚济水环抱，北临滳河涛涛，水韵涵养，名胜繁
多，遂有居住此处之意。寺中老僧与四方青年从
中盛情撮合，县教育部门也愿留职聘用。后多次
与家庭协商，征的同意，辞官为士，流寓济阳。四
方乡民以圣人后裔来居欢呼雀跃，敲锣打鼓、举行
庙会，搭台唱当地盛行的秦腔表示欢迎。并在广
福寺东修盖房院一处供其居住。旧址就是现在的
济北街道孟家村。

至此，孟子六十三代孙讳 贞孝正式流寓济
阳，为济阳城北孟家始祖 (距城十五里) 。 生活了
一段岁月，老僧出面介绍于寺西门家一位书香门
第的千金小姐联姻。婚后，生儿育女，繁衍生息，
渐渐成了名门望族。又过了百年，家庭人员剧增，

为方便创业发展，当家人拿出银两在外乡置买田
地，修建住宅，分出支派，移居邻庄，取遥相呼应、
繁衍壮大发展之意。明万历年间 (1619年) 孟子
六十六代孙讳 兴奎迁居胡贤庄；孟子六十六代孙
讳 兴祥迁居姚家集。其间，与邹城老家互通信
息，大事相议裁决、红白喜事人员往来不断。

时光如流，到清朝光绪九年，日历匆匆已过
350多年，自迁移始祖“贞”字辈到“继”字辈已历
六代。由一人发展到成家立业上谱男丁 72 名。
家族人口410余名。（宗族有严格规定，妇女不上
谱，不结婚、不满18岁的男丁皆不入谱）

至此，始迁祖孟贞孝逝世已有 300 年左右，
族人牢记：“以忠事国，以孝事亲，以廉为吏，以
学立身”的祖训，代代注重诗书传家。灌输习经
学儒的教育，效果显著。家族中有的成为视学、
举人、上榜秀才、附生，有的成为教书先生、坐堂
郎中——。孟子68代孙孟传仁曾荣任亚圣庙执
事生。

流寓济阳的孟氏子孙繁衍生息，人丁兴旺，
家谱记载虽然井井有条，但三百多年物是人非。
未与邹城总谱衔接续衍，亦属憾事。清光绪九年
四月，族人绅士孟传文、绅士孟传仁挑头和移居另
村两家商定到邹城老家续谱。几经往返奔波，与
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加二级，亚圣七十一代主鬯
孙孟昭铨取得联系，详加验证，与总谱核对衔接，
确系孟子后裔，同意由总谱馆承办代为刻续。

过程手续如下：
附刻请修支谱原呈
具呈：
流寓济南府济阳县城北二十里冰约孟家庄族

人孟传文，亚圣庙执事生孟传仁等，为恳恩纂修支
谱以昭世守而清宗派事，窃族人传仁等，实系亚圣
后裔，先人世居邹县，祖名具载在邹谱可考。自六
十三代祖讳 贞孝，于前明嘉靖年间，因宦游始由
邹县原籍迁居济南府济阳县城北二十里冰约孟家
庄。嗣后于济阳县叠次联姻，世族人丁繁衍，遂改
入民籍，而邹谱大修之年未便续入。虽世远年湮，
辈数好无紊乱，人丁皆以耕读为业，恪遵祖训，在
籍并无抗粮乱宗忤逆健讼，以及干预公事，并行止
有亏习教情事。虽人繁丁众，但尊卑支派，殁存名
字，俱有稽考，毫无遗漏紊乱遗失。亦不敢含混假

冒，致干重究。今当修续支谱，尚未散馆。为此，
开造世系化名清册，出具切实，甘结。并异姓亲邻
切实保结。呈恳!

宗宪大人俯允
附馆修续发领收存 俾族中得以束身名教，

以启一本同气之谊矣！再续谱纸版工料，谱馆应
需若干。族人等另行具状缴案，合并呈明上叩。

宗宪大人案下恩准施行
计呈世系花名册一本 甘保各结一连
光绪九年四月 日
甘结
具甘结族人孟传文 孟传仁等甘结是实
保结 具保结亲邻济南府济阳县学附生萧玉

机 武生曹连升 保结是实
亚圣裔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加二级 孟 批
具呈該支先代世居邹县，确有凭据，嗣后迁籍

改儒为民。并无违碍、亦无含混假冒情弊。是否
属实，事关宗族支派，不容稍有疑似。倘系同姓不
宗，希冀圣裔，假冒含混影射，图免地方杂派差徭，
亦未可定。若无同宗确据，实难凭信。姑侯仰谱
馆监修、会同详查该支究明是否同宗，有何确据，
迁籍后果否身家清白，有无抗粮违碍并假冒含混
等弊。切实会同禀侯察，夺如查系同姓不宗，定行
移送有司递解原籍，尽法惩治，勿谓言之不预也，
凛之慎之!册结暂存。

谱馆监修来济阳实地调查，到官府复查，一切
确如所奏。簒修始开工木刻。俟谱工刻板告蒇
(chan 完成意思)，饬令印两部。随即收存版片聚
众销毁，以杜窃印假冒之弊。

领谱数目：邹县宗府存查谱一部；
本支祠堂存查谱一部。传文敬领 世守珍藏
两部存查谱具盖邹县孟氏世袭翰林院五经博

士院五经博士之钤印。
《孟子世家》流寓济阳支谱续谱手续过程既如

此。
老谱详细记载了孟母三迁的故事 历朝历代

朝廷及大臣赏赐恩赍的记载 孟子旧居图 殿、
庙、林图 墓地山川图 孟子冕旒像及赞 孟子石
像及赞 孟子碑刻像及赞 松柏图 天震井图及说
明 通天谱辈分由来等等。

作者地址：曲堤镇

谱牒探析
◎孟庆贵

“燕子，我真的不相信你能这样。你是为了吓
唬柜子，才这样，是吧？就那回你让我去吓唬麦蒿
一样。你怀孕，是装出来的，对不对？”

春柳盯着燕子的眼睛，急不可待地问。
燕子咧嘴笑笑，把春柳的手拉过来，轻轻放在

了自己隆起的肚子上。春柳触电般猛地缩回了手，
那张细嫩的娃娃脸，也随之变得刹白。在她的手触
到燕子的肚子的那一刹那，她明显地感觉到了那一
次强烈的胎动。她呆住了，一口气憋在胸中，久久
透不过来。

燕子苦笑笑，然后一字一句地说：“以前那样的
傻事，我是不会再做了。”

“你这样子，不是更傻吗？”
“不，我不这样认为。”
燕子轻轻摇摇头，然后很平静地笑了笑。

“你真傻，这又是何苦呢？”
春柳的眼圈红了，别过脸去，她轻拭掉了脸上

的泪。
“人傻只能傻一次，就算我傻一次吧！”顿了顿，

燕子轻吐出一口长气，“我要让自己走得清清白白，
无牵无挂，把所有的人情债都还清，我不想欠任何
一个人的情。你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我现在
才懂，人最应该尊重的，是自己的选择！”

春柳望着她，如入雾中，她甚至有些怀疑，燕子
是不是经历的波折太多，大脑受了刺激而有些不
太正常了。未婚先孕，不用说在这滩里，就是在城
里，也不是件光彩的事啊，可燕子却像是有着很充
分的理由。春柳怎么想也不明白燕子到底是怎么
了。

记得在从前，她们三个人谁有什么事，也瞒不
了另外两个人，即使不说出来，那一个眼神，一个
手势，也足以让她们的心灵沟通。可是，现在到底
是怎么了呢？是因为彼此分开的时间长了，还是因
为长大了呢？都是，又都不是。春柳越想越有些想
不清，两个人一时都无话。

过了好一会，还是燕子先拾起话头，她问起了
春柳在公司的情况及其婚事。

说起这个，春柳的脸上立即现出了幸福的红
晕，连说话的语气，也变得轻柔、甜蜜。

“他这个人真的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坏，真的。
以前的那些谣传，是他的仇人故意那样给他传的。
其实，他很体贴，工作那么忙，连我穿什么样的衣
服，用什么样的化妆品，他都记着。每回进城，哪件
东西我多看两眼，他准不管贵贱就买下来。工作上
的事他很少让我插手，说怕我累着。我这个副总
经理，只是个挂职的，陪他吃吃饭，逛逛商店，有时

也去去舞厅什么的，就这些。”
春柳抿嘴笑笑，白嫩的面孔罩上了一层迷人的

光。连燕子都不由深深地望了她两眼。
“只要他能真心爱你，你也真心爱他，这就够

了。我真诚地祝福你，祝福你们！”燕子突然觉得眼
睛有些潮，“我可能吃不上你的喜糖了，到时，你能
记得我给你的祝贺就行了。”

两个人的眼睛都有些潮。这时，泠麦蒿推门进
来了。两个人不由都站了起来。燕子发现，站在春
柳旁边的泠麦蒿比春柳差不多矮了半个头。

“哟，是燕子小姐呀，好久不见，燕子小姐可是
越来越漂亮了啊！”

泠麦蒿操着半生不熟的普通话，眼睛从房顶上
望下来，越过燕子的脸，落在她鼓起的肚子上。

燕子直想照那张圆鼓鼓红扑扑的脸上狠劲地
来上两巴掌，咬了咬牙，她终于忍住了。她从鼻子
里哼一声，然后让笑挂到了脸上：“谢谢你的夸奖，
泠总。你的话，我会记着的！”

泠麦蒿没想到燕子会这样，一时竟答不上话来。
站在他身旁的春柳一边用手往外推着泠麦蒿，一边扭
头对燕子表示着歉意：“你别往心里去，他是喝多了。”

春柳喘着粗气回到屋里，仍不停地对燕子道着
歉。

燕子用力搂了下春柳瘦削的肩，岔开话头，“芳
草到省外贸局去开会了，这回咱姐妹相聚，少了她
……”

在芳草去省外贸前，曾专门去看望过燕子。这
段日子，芳草抽空便到燕子的住处去看看，并给她带
去一些生活必需品。每次，芳草都给燕子留下点钱，
她知道燕子当时生活上有困难。开始的时候，燕子
执意不要芳草的钱，她知道芳草的工厂刚起步，需要
钱的地方很多。那回，芳草流着泪 ，搂住燕子的肩
头，她说：“你这样，是我什么地方对不起你吗？”燕子
一听这话，眼泪也流了出来，她接过芳草手上的钱，
呜咽着，紧紧抱住了芳草。“你既然这样做，也许就有
这样做的理由。事到如今，我依然不赞成你这样
做。为这事，咱俩也争过不是一次两次了。我没想
到你会这么坚决。”芳草叹口气，接着说，“不管怎样，
孩子是无辜的，既然你这样决定了，就要好好照管自
己，好好照管孩子。我和春柳，都不会丢下你不管
的。”到后来，芳草再留下钱的时候，燕子便不再推
让。她知道，她收下的，不仅仅是钱。

趁燕子不注意，春柳悄悄背过身去，在口袋里
将几张百元钞折叠小，然后悄悄塞在燕子的外衣口
袋里。她知道燕子目前的处境，可她怕当面给，燕
子会拒绝。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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