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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几天，我都在听朴树
的新作《平凡之路》，舒缓抒情
的节奏，配上朴树低沉的嗓
音，忧伤又温暖。细品歌词，
稍有阅历的人都会感同身受，
听一次认同一次，听一遍顿悟
一遍，这也正是这首歌打动
我，以至于我一而再、再而三
聆听的原因。

相对于朴树的代表作《生
如夏花》，这首《平凡之路》从
纯音乐的角度看，要逊色很
多。它的旋律平淡无奇，反反
复复地吟诵，像一个絮絮叨叨
的老人，不厌其烦地说着自己
一生的经历，可以说是一首再
平凡不过的歌。但这首歌一
经推出，一天内便获得了 34

万 次 的 微 博 转 发 ，刷 爆 朋 友
圈。在恒大音乐节上，这首《平
凡之路》引发“万人合唱齐落
泪”的场面。这样的成功，是为
什么呢？

是那一句句平凡的歌词！
近似口语，朗朗上口，正是这普
通的歌词，直击平凡人的心声，
直抵平凡人的内心，唱出了我们
每个普通大众曾经经历的困惑
与迷茫，唱出了我们在经历岁
月流年后的感悟与懂得：我曾
经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绝
望着，也渴望着，也哭也笑也平
凡着……向前走，就这么走，就
算会错过什么。

这让我想起路遥的《平凡的
世界》，我们可以想象这本曾遭

拒稿的文学经典的命运：冷落、
接受、追捧，在多年后的今天，
《平凡的世界》依然是各个图书
馆的书畅销，大家阅读后好评如
潮，它的成功之处又在哪里呢？

是因为平凡的故事感动了
人，传递了美好的正能量。孙少
安与孙少平走过的艰辛人生之
路鼓励着人们，即使身处逆境也
要保持一颗乐观向上的心，无论
何时何地，都要坚守人性的善良
与美丽。

我们在歌里听到平凡之美，
在书里读到平凡之美，在人生路
上也会逐渐悟到平凡之美。

起初，我们都想拥有一个不
平凡的人生，苦苦追求，努力奋
斗，像歌里说的：我曾经跨过山

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
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
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
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
案。就像书里写的，孙少平不甘
平庸，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
命运，他读书看报，想寻求机会
走出去，寻找更广阔的天地。

最后，我们每个人都将走向
平凡。一如孙少平最终选择回
到黑色的大牙湾，回到了矿上。

平凡，是生活的本色；平凡，
也是生活常态。我们每个人最
初都想拥有“不凡”的人生，但是
最后渐渐明白，平凡才是生活的
本真。接受平凡，拥抱平凡，学
会平凡，不畏惧人生的平凡，才
是人生最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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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茶马古道，汝州中
大街。

青砖黛瓦，巍峨的青石
牌坊，流光溢彩的“中大街”
三个大字，一下子让人仿佛
穿越了缱绻的时光，梦回明
清。一个“吹糖人”的幌子随
风摇摆，格外引人注目。

有些记忆，即便被岁月
尘封了多年，只要风儿轻轻
掀起一条小缝，那久远的回
味和遐思，便如一缕春风，一
下子吹进了整个心房。

记得儿时，每到寒冬腊
月，过冬的大白菜入窖，绿油
油的小麦盖上白白的棉被，
过年的红薯粉条儿已然挂满
了绳子，整个村庄开始酝酿
过年的味道。

突然，咚咚呛几声锣鼓声
响，一声“吹糖人儿喽——”的
呼喊划破静谧的长空。孩童
呼喊着“吹糖人了，吹糖人
了”，从村子各处向喊声处聚
集，一个个张大了嘴巴，期待
吹糖人的神奇一幕。

走街串户的手艺人不慌
不忙放下担子，生起炉火，在
炉灶上放上一口小锅。不一
会儿，小锅里淡黄色的糖稀开
始嗤嗤地冒热气，散发出甜甜
的味道。手艺人不停地搅拌
着，直到糖稀挑起来连成一
条线，便开始制作糖人了。

“我要小兔子”“我要大
公鸡”“我要梅花鹿”“我要大
老虎”，孩子们争先恐后呼喊
着。手艺人乐呵呵地笑：“不
着急，不着急，人人都有份
儿。”

长长的耳朵，圆圆的肚
子，粗短的四肢和尾巴，吹拉
提捏之间，小兔的身体一气呵
成。手艺人拿出一根牙签，在
红色的小瓶里蘸了一下，点了
两点，两只红色的眼睛出现，
小兔子一下子变得灵动起
来。最后，手艺人拿出一根竹
签，从小兔的肚子下面扎进
去，一个小兔糖人便完工了。

在一群孩子羡慕的眼神

中，首先拿到糖人的孩子骄
傲地举起糖人，一口啃下去，
嘴里发出咔嚓咔嚓的脆响。
他夸张地伸长脖子做吞咽动
作，拉长声音说：“好脆，好
甜！”直馋得其他孩子越发着
急，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如今的汝州中大街，吹
糖人的，是赵氏非遗传承人。

与记忆中相比，现在吹
糖人的装备先进了许多，液
化气灶上的一口小锅内，糖
稀热气腾腾。赵老师一边
搅拌一边笑着说：“做糖人
最重要的是做糖稀，红薯
糖、麦芽糖、红糖，还有小米
糖，它们的比例一定要调好，
太稠不容易吹，太稀又不容
易成型。”只见他从锅里捏出
一块糖稀，反复揉搓均匀后
放在掌心，捏成带底的圆柱
形，最后再把上面的口捏紧
封好，中间形成空心。他说，
里面一定要留空心，否则就
无法吹气，也就无法制作糖
人儿了。

小时候，懵懂的我不知
道吹糖人儿的技艺原理，只
知道那一口锅，那一双手，那
一团团糖稀，那一口口气，都
那么神秘，只要一吹一拉，一
提一捏，不到两分钟时间，一
只只栩栩如生的小动物便出
现在眼前。

赵老师笑着说：“吹糖
人，不但要掌握糖稀调制的
秘诀，更考验手上和吹气的
功夫。该吹时一定要吹，手
要快，配合要天衣无缝，还要
在两三分钟之内做好，不然
糖稀冷却凝结，就无法再改
变形状了。”

热火熬成妙趣泥，吹捏
扯拽化神奇。飞禽走兽皆如
画，一入口中润蜜稀。看似
短短的两三分钟，却是手艺
人几十年积累的经验所在。
如今，吹糖人的非遗文化绽
放在古朴的汝州中大街，绽
放在茶马古道的徐徐清风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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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乘车去鲁山县
城路过庙坡，都会不由自
主地向桥西一公里处当
年修干渠的地方望望。

昭平台水库向下分
南北两条干渠，北干渠经
七里头、八里仓、县城北、
庙坡、付岭、辛集、漫流出
鲁山进宝丰，跨渡槽，像
一条青龙蜿蜒向东。

1968年冬，为响应毛
主席关于“水利是农业的
命脉”的伟大号召，我和
50 多名男女劳力在队长
程黑林的带领下开进北
干渠庙坡工地，住在大浪
河桥西路北新陈楼。

那年冬天特别冷，滴
水成冰，寒风呼啸，刮得
大树低头，小树弯腰，树
叶在空中打转，人们的手
脸像被刀割一样。男子
们扎紧腰带，戴着老头
帽，姑娘们包上方头巾，
从大浪河的冰上踏过，将
红旗插上了工地。

我们分了一里多长
一段工程，是接上年的工
茬，全部是石工活。青石
坚硬，锛砍不动，完全靠
人工打眼爆破施工。

开工先用铁钻打炮
眼。一般是姑娘扶钻，男
子抡锤打钻。从没扶过
钻的妹子金枝摸住钻杆，

“哎哟”一声说：“比冰棍
还凉。”根柱爷举起锤，没
等落下，金枝一松手，钻
杆倒在石头上，当啷啷一
声，大锤落到石头上，冒
出了火星。第二次大锤
落下，她倒是没松手，但
是钻杆来回晃，“娘啊”一
声，石头冒火星，手冒出
了鲜血。根柱爷对她说：

“越是怕，狼来吓。你把
钻杆扶稳，我才能照准。”
金枝第三次扶起钻杆，双
手握紧，咬牙瞪眼，钻杆
不摇不晃，纹丝不动。当
啷一声，大锤不偏不斜，
正落到钻杆顶上。

姑娘们扶钻，哪一个
没有被砸住过？哪一个
的手没有流过血？哪一
个的手脸不被冻皴？由
生变熟，由熟到巧，先是
两手扶一根，俩男人一轮

一锤打，后是两手各扶一
根，俩男人各打一根。姑
娘们不用瞅，光凭感觉，
锤打一下，钻转一下，钻
眼打得直不溜溜圆不周
周。铁姑娘，不光红旗渠
上有，鲁山的北干渠上也
大有人在。

刚到工地，男子们穿
着棉袄打钻，一会儿热了，
脱下棉袄光着膀子打。王
秋生边打边喊：“鼓足干
劲，力争上游，一锤进一
分，十锤进一寸，不怕石头
硬，千锤能打透！”

锤打钻叮叮咣咣，钻
碰锤当当啷啷，像一曲敲
打乐，给人们增添了快乐，
让大家消除了疲劳。

钻眼打好，就有爆破
能手点炮。各工段百炮齐
鸣，震耳欲聋，黄烟腾空，
大小石块个个仰面朝天，
满地都是。姑娘们掂来筐
子，拿来抬杠，开始装筐向
外抬石头。炸碎的石头边
缘锋利，手套割烂了，干脆
赤着手拾，指头肚磨得渗
出了血。

男子的任务是破石
头，把大块石头破成小块，
才能装筐抬出去。破石头
用的是 12 磅、16 磅的锤，
长方体、长方眼，二尺长的
硬把。最大的是 24 磅的
人头锤，球体、圆眼，一米
长的细软把。这人头锤，
我们队只有王水娃和杨留
根会从身后绕过肩膀抡。
杨留根抡起这大锤，能把
石磙大的石头一撞四牙
儿，他一边撞一边喊：“蒋
光头，我叫你反攻大陆，我
叫你反攻大陆！”

一天三顿饭，饭前三
祝愿。早上是红薯玉米
糁，头一碗能舀到红薯，回
碗时光剩汤了。中午是杂
面馍，看谁吃得快。晚上
是玉米糁汤面条，没面时
就下点白萝卜丝当面条。
夜里睡在马头庵的草铺
上，庵内跑风漏气的。

尽管天冷，活重，生活
也不好，但在那个年代里，
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思
想开小差的，都是争先恐
后、干劲冲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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