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汇龙潭08 责任编辑：刘静娴 59533351

E-mail：53707882@qq.com
2021年12月14日

邓宾善
凡事不忘“两条梁”

近日读了冯梦龙的《广笑府》，内

中有这么一则笑话：“一中产之家，不

自忖度，罄产架高屋，堂成而养赡乏

矣。里中长者过其庐叹曰：‘堂甚好，只

是欠两条梁矣。’主人问曰：‘屋已完

美，尚欠何梁？’长者曰：‘一条是不思

量，一条是不酌量。’”这虽是个笑谈，

却发人深思，给人启迪。

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不思量”

“不酌量”的事情委实不少。就拿个人

和家庭生活来说，量入为出，赡前顾

后，历来是我国人民的一种传统美德。

会居家过日子的人，往往也是好思量、

善酌量的人。

我国宋代大诗人苏轼就是这样一

个人。苏轼被贬，初到黄州为官时，家

中人口不少，而每天能够开支的钱不

过一百五十钱。但他很会算计，将一家

子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每月初取

四千五百钱，分为三十份，挂在屋梁

上，每天取一份来用，剩下的则存放在

大竹筒内，“用不尽者，以待宾客”。当

时的经济社会虽与现在很不相同，但

苏东坡的精打细算、崇尚节俭，至今依

然不失其借鉴的意义。

目前，我们虽说已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百姓普遍过上了较为富裕的生

活，但凡事仍需多思量、多酌量。遗憾

的是，现在如冯梦龙笑话中的那位里

中长者所指出的“不思量”“不酌量”的

情况，还时有所见。

如今，社会上仍有一些家庭因盲

目攀比，为对新居进行高标准的豪华

装修而不惜到处借贷，以致陷于“养赡

乏矣”的窘境。也有因盲目崇拜奢侈

品，而不理性消费、甚至贷款购买的。

这无疑是另一种形式的“不思量”和

“不酌量”了。

更有甚者，为筹备有气派、上档次

的婚礼而债台高筑，反而影响了正常

生活，甚至酿成更为严重的后果。一些

涉世不深者，则往往为了追求虚荣、贪

图享受，不计后果地陷于网贷而不能

自拔，甚至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

悲惨结局。如此“不思量”和“不酌量”

的”豪行壮举”可谓不胜枚举、教训深

刻，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认真对待和思

考。

此外，我们固然在个人和家庭生

活中应多思量、善酌量，在社会层面的

其他活动中，凡事也须立足于现有的

条件，有多少能力办多少事，不要图一

时之光鲜和虚荣，才能避免因此而造

成不必要的损失。

凡事不忘“两条梁”，是那位“里中

长者”的经验之谈。古今同此一理，切

记，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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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一片落入诗河

被唤醒的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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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在我心中亮着

如一盏不灭的灯

指尖在键盘上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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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一弘清泉

唤一声鸟鸣

听血管中循环着

诗的呐喊！

幸福是粒种子（外一首） 时东兵

从我懂事起，就知道镇上有一座

报时钟。这钟挂在镇上小学操场南边

的盐铁河旁，是一架人工牵引敲动的

古钟，大约重四五十斤，每天会敲三

次：清晨 6 点、中午 12 点以及傍晚 6

点。钟声当当，风雨无阻，时间一长，就

成了方泰的一个标志。

大钟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

据说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镇上有倪姓

与周姓两家大户人家，因为一件私事

发生了争斗，结果周姓当家人受了伤，

周家人扬言要报复。眼看镇上要不太

平，几位有名望的乡贤便主动站出来

调解。经过一番劝说，双方最终愿意和

解，还约法三章，即：从此宁人息事，不

图报复；受伤者自己医治，费用也自行

承担；打人者必须出钱为地方做件公

益事，以表悔改道歉之意。而这“公益

之事”，众人协商决定，即置办一座大

钟，悬挂在方泰小学操场以作警示。

置办大钟这事，大家都觉得颇有

意义，一方面作为警钟，提醒大家要邻

里和睦，为人做事多谦让；另一方面则

是希望造福乡里，当时钟比较少见，钟

表质量也差，往往走时不准，外出办

事，有了大钟报时，就可以及时校准时

间。

大钟的到来，给镇上的居民带来

了真切的实惠和便利，大家也因此很

尊重和感谢每一代勤恳的敲钟人。我

小学时的敲钟人是镇上一个年纪比

较大的修鞋匠，记忆中无论刮风下雨

还是严寒酷暑，他从未缺席过，总是

按时敲响大钟。有一次，我和他聊天

时得知，原来他是一位退伍老兵——

我这才恍然大悟，他修鞋作坊的墙壁

上挂着的军装照片竟是他本人，过去

我一直以为是他儿子的照片。顿时，

他的形象在我心中又高大了一些，也

在懵懂的我的心中留下了印迹。这或

许也对我后来遇事不愿放弃的倔强

以及之后的当兵经历，都有些影响

吧。

1958年的一天，这座响彻方泰近

30年的大钟突然不响了。好奇的我跑

过去一看，才发现大钟不见了，只剩

下了一个孤零零的钟架子。我连问好

几位居民，才知道大钟被送去炼钢

了。

后来，我在不少地方也看到过类

似的大钟，都免不了想起曾存在我生

活中那悠远洪亮的钟声。随着时代的

发展，如今大钟似乎退出了人们生

活，取而代之的是手表、手机等，但每

每经过大钟的旧址，总觉得那久远的

钟声又在耳边响起……

楼耀福

葛秋栋

染布有植物染、矿物染，也有后来

的化工染。我喜欢植物染。植物染中我

又最喜欢印蓝。不仅是因为植物染红

等易褪色，更是因为蓝与白的清美素

雅和朴实。无论是蜡缬、绞缬、夹缬，还

是起源于安亭的灰缬植物染蓝印花

布，我都喜欢。

蓝印花布的植物染料以蓝草为

主。蓝草主要有蓼蓝、山蓝、木蓝、菘蓝

等四种。浙江、福建、云南、贵州产山

蓝，山东、湖北产蓼蓝、菘蓝，台湾地区

产木蓝、山蓝。江苏以盛产蓼蓝闻名。

过去有人称抹灰药而染青的蓝印花布

为“苏印”，是因为1958年以前这种染

蓝工艺的创始人归氏所在的安亭尚属

江苏省。

处于昆山与嘉定交界的安亭，气

候温暖湿润，很适合蓼蓝草的生长。每

年5月，是收割头蓝的季节，收割二蓝

约在大暑季节。割蓝那天，农人凌晨3

点就要起床，因为割蓝草须在日出前

完成，这样蓝草的出靛率最高。

收割后的蓝草被束成小捆，头向

下放入坑中，灌满水，待出蓝后捞出茎

叶，加适量石灰水使蓝靛下沉，再让坑

中蓝靛上多余的水流出，待蓝靛成泥

状土靛后装于陶制坛中，留作染布用。

《齐民要术·种蓝》专门记述了从

蓝草中撮蓝靛的方法：“七月中作坑，

令受百许束，作麦秆泥泥之，令深五

寸，以苫蔽四壁。刈蓝倒竖于坑中，下

水，以木石镇压令没。热时一宿，冷时

再宿，漉去荄，内汁于瓮中，率十石瓮，

著石灰一斗五升，急手摔之，一食顷

止。澄清泻去水，别作小坑，贮蓝淀著

坑中。候如强粥，还出瓮中，蓝靛成

矣。”这是世上最早的蓝靛制作工艺的

文字记载。蓝靛，主要用于染蓝布，还

用于绞缬、夹缬、蜡缬、灰缬的染色。

蓝印花布的夹缬工艺是用特定木

板镂刻而成，布匹对折夹在两片刻有

同样花纹的木板中间，捆扎后投入染

缸中染色，待去掉夹板后，便显出蓝底

白花图纹。因夹缬工艺较为复杂，所刻

花版费工费时且易变形，南宋时安亭

归氏将此法加以改进，用于印染蓝花

布，名为“药斑布”，又名“浇花布”。

据介绍，染料的配制极为讲究，一

般5斤蓝靛配8斤石灰、10斤米酒，石

灰多则缸“老”或“紧”，蓝靛会下沉，不

易上色；米酒多则缸“松”或“软”，浮色

多，易掉色。成份比例得当，方为理想

的染料。在配置染料时，同时进行着挑

选坯布、脱脂、裱纸、画样、刻花版等工

序。

农家一般都挑选棉质好的上等布

料，染制蓝印花布；脱脂即将所选布料

放入含有太古油等助剂的水中浸泡，

温度在50℃—60℃之间，然后再将布

料放置清水中，待2—3天后取出晒干

待用；刻花所用的纸版，一般用 2—3

层的油板纸裱制而成，用面粉自制浆

糊刷裱，晾干后刷一层熟桐油，干后压

平使用；在纸上画出花样后，用专用刀

具刻花样，再把刻好的花版反面打磨

平整，然后刷熟桐油、晾干，经过2—3

次正反面刷油，晾干压平待用。

之后的刮浆是一道重要工序，染

人要按花版纹路将防染浆刷在布料

上，防染浆选用黏性适中的黄豆粉加

石灰粉调制，加石灰粉后不仅上浆好

刮，染好后也容易刮掉灰浆。调浆时厚

薄黏稠也要适中，黄豆粉越细、浆调得

越透，黏性就越好。刮浆时用力要均

匀，要注意花版的对接，花型复杂时对

版尤要准确、仔细。刮有防染浆的坯布

晾干后，便可染色，把刮上浆的布料松

开放入水中浸泡，直至布浸湿到浆料

发软后即可下缸染色。布下缸20分钟

后取出，氧化、透风30分钟，并不断转

动布面使其氧化均匀。出缸的布晒干

后灰碱偏重，要“吃”酸固色，清洗后把

布绷在支架上，用定制的刮灰刀或家

用菜刀刮去灰浆。布经刮灰后需要

2—3次清洗，把残留在布面灰浆及浮

色清洗干净后晾干。因受到刮浆、染

色、晾晒等工艺因素的影响，蓝印花布

的长度一般限定在12米以下，由染色

师傅用长竹竿将湿布挑上7米高的晾

晒架，晾晒时的情景十分壮观，最后用

踹布石将布滚压平整即可。

清代嘉定籍大学者王鸣盛诗云：

“一九二九征雁飞，三九清霜秋叶稀，

四九夜眠如露宿，催裁药布制寒衣。”

生动地描绘了家乡百姓以药斑布制衣

的情景。

就地取材的染布原料，使江海地

区染织业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全国

知名的产地。蓝印花布的工艺由安亭、

苏州及南通传遍了江苏各地区，形成

了以江苏为中心的主要产地，产品除

供应本地外，还畅销各地。

蓝印花布除了王鸣盛诗中所说

“制寒衣”之外，还广泛用于制作被面、

垫被单、包袱布、头巾、帐檐、肚兜、围

裙、枕巾、门帘等。现当代，蓝印花布又

渗透到都市人的生活中，它的使用范

围更广，旗袍、时装、壁挂、台布、鞋帽、

提包、窗帘、杯垫……大大小小，琳琅

满目。笔者还见过蓝印花布制作的晚

礼服，白底小蓝花，很是夺人眼球。我

妻子很喜欢蓝印花布的花饰，她用各

种花饰的蓝白相间的布料，制作裙子、

风衣、短衫，很美。

这美源自江南田野的蓝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