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6

提匣记提匣记
□□唐唐 棣棣

责任编辑：徐 健 电话：（010）65389197 电子信箱：xinzuopin@vip.126.com 2015年7月27日 星期一新作品·小说

1 天暗了，他从黄昏里亮上来。那个人一准是小鲁，

手上提着那银灰色的小木匣。“提匣儿”指的是小

鲁，这是他的外号。他干的是提着个匣儿沿街走的行当。晨早

出门，趁着天还麻亮，把昨儿没来得及走的街补上。天一露

白，他就该站在街里头喊：

“锔盆——锔碗儿——锔大缸喽——”

脆生生的喊声。有要锔东西的，急急找来，在门口把头探

出去瞭那个匣的黑影已经到了哪儿。近了，近了，往往是黑影

上下一颤，就再没了。准是让人叫他进门干活去了。

清晨像一碗水搁在了淡淡的天色里晃着几分凉气。提匣

儿锔东西过这里，晃手便可以。不消你喊，大家熟了这些小生

意人的喊声。有时候，小生意人会在口里的剃头铺外坐会儿。

里面的小伙计还会沏壶茶出来，跟大家撂个眼神，茶壶就放

一块大石头上了。石头边上，原来五个石凳，小鲁在那里坐

过。他坐在最后一个上喝起茶水。一次，他在那儿站着也没喝

茶水，听大家说话，他点着头。剃头铺的学徒小镏子找提匣儿

锔过缸，彼此相识。他拿茶出去，见他立着。那时候，提匣21

岁，比小镏子大一岁。

“咋站着？”

“瞧嘛，座子谁给搬啦？”

小镏子看到提匣儿每天坐的那个石凳，从根上断了，许

是昨儿的雨大，给冲跑了。他想，没及说。

提匣儿说：“哪位这号力气？”

一帮小生意人都笑他，笑着应：“保定不是赚小钱的。”

后来，大家散了，提匣儿没走，见小镏子在铺子里忙乎起

来。他人又往远处瞭，刚走的几个人拐弯的拐弯，远了的远

了。使劲扳了扳那几个石凳，搬不动。歇了一会儿，把剩茶水

喝了，又想使劲去扳。猛地，就刹住前倾的身子，“噗”一声放

了个响屁。他自己笑，还不忘四下瞭，提上匣儿急急地走了。

小镏子问窗边瞭了半晌的师傅：“提匣儿咋的了？”

师傅说：“吓跑了。”边顺着窗，斜着看出来，是提匣儿小

跑的影子在亮亮的青石板上蹦蹦跳跳的，几乎要滑倒似的，

却一次也滑不倒，很奇怪。

“谁吓他？”小镏子问。

师傅说话的时候可没有笑，他说：“他自己。”

以后，石凳只有4个。小镏子再看到提匣儿和一帮做小

生意的在马州的街里，他一直是站着。

2 他黄昏的时候回到家里喜欢照着烛光看图。一本

带图的《水浒传》翻烂了。提匣儿爹妈都瞎，他养家

多年。冬天，提匣儿回来天就大黑了，他们有时摸索着生炉

子。玉黍皮烧了，旧报纸烧了，剩在家的烂鞋子烧了……他们

愿意闻见火呼呼燃着的温暖。提匣儿过去的很多东西，都让

他们烧了，没救下来，剩的是一层一层的细灰。他把《水浒传》

藏在柜底下也是怕他们烧了，他们是摸到什么烧什么。提匣

儿明白二老是好心，怕他回来，遇上个冷屋，心也凉。他爹妈

当废纸烧过他的《水浒传》一回。《水浒传》命大，剩下大半本，

从此第一页变成了“鲁智深拳打镇关西”。

“有用玩意儿？”

“也不是。”

提匣儿跟爹妈解释不了他也不懂的东西。比如，为个啥他

打小喜欢看书里的人打架？自己想：自己或许是个热闹人。回

头看看爹妈，又说，你长得可太不像个热闹人。

3 在提匣儿25岁那年，师傅——口里活儿最好的锔

公胡子爷死了。提匣儿给师傅守三天灵。胡子爷无

儿无女。葬事也是口里人操持的。提匣儿在丧事结束后，就一

个人推上那架独轮车，没跟任何人说话出去了。他拉着脸，哭

着推上车围整个烟袋口，沟沟坎坎，每条街每块地的，都走了

个遍。有人看见他，跟他说话，他也没有理会，推着车还是走。

大家觉得很奇怪。他们这些做小生意的，一个好脾气是最重

要的。

有人说：“胡子爷死了。”

提匣儿把胡子爷的独轮车推回了家。静静的，在家一夜，

月亮大大的，也像个盘子。

镇上很多上岁数的人锔东西都认胡子爷的活儿，后来胡

子爷不出烟袋口了，他们也便找到胡子爷的徒弟。

锔是自民间来，俗名“骨漏锅的”，手艺不一样。很多民间

的东西都很高深的。你锔——可能使了浑身的力气也锔不

上。与力气大小无关，也是巧劲。力大力小都不行。我们现在

几乎是看不见这种活儿了。搞收藏的高人或许有机会见到锔

着“疤”的罐子、碟子。这些物件其实是很民间的。

人们看了这天的提匣儿也奇怪，佯装着不知道胡子爷的

事儿，问：“没啥大事吧？”提匣儿跟每个人都说一句话：“没

有，没啥事。”

人们就不说了，拿出要锔的玩意儿给递了去。提匣儿干

活的时候，一些老主顾就聚上来。他干活的时候，和胡子爷一

样，都不抬头，好像不好意思的大姑娘。他们钻东西又都眯着

一只眼，这个“大姑娘”就难看了不少。搁往常，大家会笑出声

的。这次没有，周围的人就那么看着他一手用东西顶住钻身

和钻头，一手推动锯弓子，钻头慢慢地旋转。这次锔的是个瓷

盆，他要在上面打两个向内侧斜的洞，铆上锔子，一般的锔匠

到这里，活儿就差不多了。

胡子爷给提匣儿说过，咱为啥吃得开这口里口外的？就

是多一点，凡事多一点，就满一点儿。提匣儿后来很久才明白

师傅说的“满一点儿”，就是满意点儿，指着顾客说的。这是他

们师徒的生意经。

提匣儿每次都会多干一点，他眯着眼，把锔子一点一点

地挪正了再铆。最后还用石灰泥，给人家腻上几遍缝隙。他验

活儿时，都把东西举在阳光里，往仔细里瞧，瞧得眼里漫出锔

子上一条一条的光亮似的。提匣儿的活儿,口里口外多少年

来都没什么人验了，都信得过。他自己却总不放过。

“您瞧——”提匣儿把东西，从阳光里抻出来。

提匣儿收钱的时候，头总低低的。是给顾客的一份尊敬，

小生意人在过去可是不如人的，要带点谦卑的好。胡子爷带

提匣儿做生意的那一年间，除了学活儿，他干的最熟的就是

按脖子。在路上，他常给师傅按，师傅的脖子总是弯弯的。

“疼。”师傅拍了提匣儿一下。

提匣儿就轻一点，按着、按着，师傅有好几次都不说话，

抹眼睛。

有时候，老人们把一些老家伙拿出来，晾在提匣儿眼前，

他还是发蒙。

老人们都说：“还是不像他师傅！”

一些人问：“他师傅啥样？”

又说：“也就这样——”

他师傅有个独轮车，独轮车上有个小匣，小匣里是金钢

石的钻头、小钳子、小锤子、小铜锔、石灰泥小包，好像就那

钻头大一些。胡子爷是老了才开始推独轮车的，做生意就把

车一放，小木匣一卸，在巷尾设个摊就做起来了。不仅锔锅

锔盆的他管，找他修修农具，他也高兴着呢。锔匠有时是半

个小铁匠。提匣儿就修不太好。有时候送来，他也修，修半

天，自己也在地上试，他走了，满口“修得好，修得好”的人又

摇摇头。

从人家院里出来，提匣儿要瞭着天上，天还很亮，怎么就

不黑了？他在街边的一角上又支起小炉子，几块炭给它燃上。

他要歇会儿。他们使的铁锔子是自己打的，会一些铁匠的活

儿倒不奇怪。粗点的废铁条打成片儿，就像小鱼的形状。没有

生意的时候，提匣儿就这么休息，他打些锔子备下。他叮叮当

当地敲打着那些年的下午里的宁静。看见的人也说，这和他

师傅多像！

胡子爷就是这样在下午敲敲打打，一直把自己敲老了。

很多老人在中午的梦中都能听得见年轻的清脆的声音回响

不去。镇上人又看着提匣儿提着木匣走进黄昏里。他们做生

意是简单的，走街串巷，有挑扁担的，推独轮车的。胡子爷年

轻时也是提一个木匣跑生意。老点儿的人瞭着提匣儿愈来愈

小的身影，就像胡子爷又活了，眼睛里涩涩的黏了。

4 提匣儿17岁那年蹲墙根听别人说别人的事。还上

胡子爷那儿，听他说自己的事。胡子爷都是推着一

架独轮车从口外回来。一般都是黄昏刚来，就能听见木轮子

在石板上“吱吱嘎嘎”一通响。提匣儿这时候准追上去，胡子

爷刚开始故意拿车撞他，他就边躲边喊：“锯——大缸喽！”

后来，胡子爷让他推，一进口，他准坐在那里等着，提匣

儿喜欢推独轮车，上手就一次都没推翻过。第一次，胡子爷

担惊受怕的一路追着他跑。小车上可都是他吃饭的家伙。提

匣儿跑着把车推进了他的家门。胡子爷进了门，呼呼地喘

气。胡子爷有点口吃，尤其是着急的时候。他跟着提匣儿，坐

在门口说：

“锔大缸——这行也当算道家的一支派的。”

17岁的提匣儿，第一次从胡子爷那里听来了，锔这行业

的祖师爷和道家的鼻祖一样，都是太上老君。

他就觉得神了！

提匣儿锔缸是口里口外都数得上的。他惟一一次坏活儿

是那年夏天。镇上每条街他都熟。夏天热得人蔫蔫，生意就

差，他就走街串巷地找阴凉，嘴上的声音也放低了，他怕惹了

人家的觉。那不好。

“锔——盆——锔——碗儿——锔——大缸。”喊着喊

着，身后的院里忽地热闹起来，叽叽喳喳一通乱。提匣儿见很

多人往那里跑，他就也往那里跑。院里堆了很多人，人堆深处

荡漾出来的是水哗啦哗啦的声音。

大家见提匣儿在，就喊他上来。卖手艺的提匣儿，手上比

一般人有劲。他蹲在缸沿上使劲拽住了一只手。手滑溜溜的。

他头不一会儿也就沾上了毛毛的汗。最后，他啊的一吼，只

听：“嘭——”

水泻了下来，人光溜溜地滑到了地上，是个美美的女子

呢。阳光照在女子身上的水珠，水珠玉珠子一样滚落开去。大

家是看着大缸瞪着眼，提匣儿在大缸旁边朝女子瞪着眼，他

看得水声停了，满院都是静静的。大家把女子搭进屋，事情还

真就过去了。有的就笑了，说：“多大的人了，提水都能提到缸

里去也真是造化。”

“可不。”

“水缸要是不裂，命怕就没了。”

“那道缝可救了命了。”

说到那道缝儿，大家突然不再说话，四下里找提匣儿。

他早提着他的小木匣走远了……

后来，镇上来人，摸着马州找，找到了提匣儿的瞎爹瞎妈

那儿。那天，提匣儿回来的时候，黄昏已经很深。过墙根，就有

人跟他说了。镇上来人找你哩。他就在街口，提着个木匣晃荡

了好久，哪敢进门！他怕啊。就在街口晃荡，晃荡到他们走了，

才进家。进了家也不敢进门，他也怕爹妈。

“匣儿啊——来——”他妈说。

提匣儿进门，他妈问：“镇上那家姑娘——你救的？”

他爹的笑声吓了他一跳。爹有多久没笑了？胡子爷收他

当徒弟的那天夜里，提匣儿记得爹给他笑了一回。那天夜里，

他混浊的眼睛就和这次一样，跳着小朵小朵的亮光。

“你个没用的！”

他妈说完，拍了拍他爹。

“这小子造化……”

那滑溜溜的女子，那个在他梦里滑溜溜过很长时间的女

子，在那年8月20日的夜晚成了他提匣儿的女人。女人给提

匣儿生了一个滑溜溜的娃之后，没几年就害病死了。提匣儿

到死也没忘，他粗糙的手指按在自己女人滑溜溜的皮肤上的

感觉。那真像敲着最软的铁！

他女人就说了：“疼死了。”

他就搬过女人的头，拿眼睛往女人的眼仁里使劲地看，

女人静静地看着他，听他说话：“你眼里有小火苗儿……”

女人掉过头，继续让他按。

“烧到你了吗？”

提匣儿看看熟睡的儿子。

他们俩的那几年也是“看”出来的。提匣儿“看”出

了胡子爷的手艺。那时候带徒弟不兴教的，就凭你看，站

一边跟着，有的人走下七八年来也是不行的，提匣儿的爹

妈都是瞎的。他却眼睛好使。都是把心放眼里再去瞧。用

上心，很快就学出来了。“看”来了女人，“看”的日子也

好了，“看”的感情都是热的。

娃儿他妈死的时候，大家想起了胡子爷死的时候，提匣

儿推车走路。自己女人死，他哇哇哭啊，直往儿子脸上打巴

掌，他是让儿子使大劲儿哭。他们鲁家哭了一整天。哭得提匣

儿想打架，却只打了自己的儿子。

5 孩子很苦，那么小没了娘。提匣儿这回，每天到家

就陪上他看《水浒传》的图画。孩子和他当年一样

的高兴。孩子跟提匣儿过这样的日子，瞎爷瞎奶总哭，哭得孩

子渐渐发毛了，不愿在家待着，非抱着他爹的大腿，要跟他出

门走生意。他也想，早当点家也好。就把儿子给带上了。

“锔盆锔碗儿锔大缸喽。”

“锔盆——锔——碗儿——锔大缸——”

“锔大缸——”

他看了一眼儿子，儿子看到提匣儿，笑了笑，又喊：

“锔大缸——”

……

这架独轮车是胡子爷的全部家什，到这时也成了提匣儿

的家什。他按记忆中的模样，给独轮车两侧各装了一个多格

的木匣。左侧的匣上贴一副老对联：“风吹炉中火，锤打金花

开”。右侧的木匣贴上：“君子帮好话，小人莫开言”。独轮车的

中间，竖一个木凳给儿子坐，后来怎么看，怎么觉得太“秃”，

就贴个“开市大吉”上去，左看右看，上看下看，远点看，近点

看，真是好看！这时候，他孩子一路跟着他走路。每来了活，孩

子边上一站，看着。和他一样，也是“看”。提匣儿从不看他，不

去告诉这个那个，他想让他从小学着用上心。看着看着，他们

就到了很远的地方。回来时，蹲墙根的人看见孩子的腿在

“吉”字上摆动着，独轮车走着。只要这对儿大小锔匠回了，黄

昏也就该过去了。

县电视台台长蒯理为提高收视

率，苦思冥想，煞费苦心。一日突然

间生出灵感，便找来副台长、频道总

监等等，如此这般地跟他们布置了

一项专题节目录播任务。

节目的总策划是：选择有代表

性的五名正面典型人物，分别是节

约粮食的、拾金不昧的、见义勇为

的、拒绝贿赂的、不近美色的，把这

五类人召集起来，现场采访他们，让

他们谈谈为什么做到了意志坚强、

坚守底线……

在电视台演播大厅里，“五

路”典型人物围坐成半圆，台下坐

着数十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群

众代表。

第一位是复员军人，在技校负

责食堂管理工作。主持人问：您针对

一个南方学生不愿意吃面食而将整块的馒头咬了两口就

丢弃在饭桌上的行为，为何敢于狠狠地批评，并捡起面包

掰下一半自己带头吃了，迫使这位学生将另一半吃完，您

为何会这样做，您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复员军人说：我也是南方人，当年在北方当兵时，

也干过这种事，将整块馒头扔到潲桶里，被连长扇了两

个耳光，当时连长从潲桶里捡起面包，也顾不上脏，掰

一半自己吃了，另一半我也就强忍着咽到了肚子里。从

此，我见谁浪费粮食，就想起连长，想起连长，脸就发

热，心里就怕……

“停!”坐在监视席上的蒯台长叫停，传过话跟主持人

说：拍片前没跟他们交代过吗？说话立意要高，要有教育

意义，什么怕啊怕的，重新来过。

第二位被采访的是见义勇为的保安。这位保安的故

事是：在商场，见一窃贼窃取了一妇女的钱包，他大喝了

一声，但窃贼却从腰间拔出一把匕首冲上前来威胁他，他

迟疑了一下，便与窃贼搏斗了起来，虽然受了伤，但窃贼

被制服了……

主持人问保安：您当时无比勇敢，请问您在一刹那间

是怎么想的？

保安说：我记不起当时是怎么想的，只是我看着他掏

出匕首时，内心还真有点儿害怕，不过我当时已经没有退

路了，搏斗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想了，只是一股劲地想制服

他，夺回那位妇女被偷去的钱包……

蒯台长听到这儿，很不满意地摇摇头，本想叫停，但

转念一想，便跟坐在一旁的频道总监说：算啦，算啦，等把

节目都录完再剪辑吧。说罢，看看表，又跟频道长说：我得

赶到县里开个会，明天上午我们再研究如何剪辑，明晚黄

金时间播出。

第二天上午，台长、副台长、频道总监、编辑、主持

人等一起审片，片子里出现采访环卫工拾金不昧时，环

卫工说：当时犹豫了一下，但不敢占为己有，怕良心上

过不去，怕被开除，怕有监控……当放到一官员老婆拒

收送上门来的巨款时，这位官员的老婆居然说：钱谁不

喜欢，但我怎么敢收啊，那么多贪官被抓起来，能不怕

吗？最后一位被采访者是一位老板，老板酒后被一朋友

怂恿去嫖娼，但他却没有，那位朋友去了，结果当晚被

抓。这位老板对着主持人伸过来的话筒说：当时动摇了

一下，但干这种下流的事毕竟不光彩，更何况我那老婆

简直是一个母老虎，我怕老婆也是出了名的，万一出了

事，怕……

蒯台长看完片子，一个劲地摇着脑袋说：怎么都离不

开一个怕字呀！

主持人轻轻说了一句：可能他们说的都是真话吧。

台长说，那还有什么教育意义呢？档次也太低了吧。

这样吧，你们把他们所有讲到的怕字，统统给我剪掉。我

们不搞拔高造假那一套，但一定要把片子剪辑好，制作

好，去教育广大的干部群众。

剪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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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汉语诗歌双年十佳
哈尔滨（十首） ……………… 桑 克
桑克：以智性表达关切 ……… 施战军
沉默（十九首） ……………… 刘 年
百分之七十的痛源于大地和众生

………………………… 商 震
热爱（三十二首） ……… 马铃薯兄弟
宁静的诗 朴素的人 ……… 朱小如
颤栗（十七首） ……………… 叶丽隽
南方有嘉木 ………………… 汪 政
幻术（十八首） ……………… 杜绿绿
有如神迹 …………………… 何 平
行走在山那边的精灵 ……… 叶丹颖
秘密（十六首） ……………… 泉 子
直面尘世 心怀孤独 ……… 洪治纲
唐山风物（十八首） ………… 东 篱

“故乡”的光芒与阴影 ……… 霍俊明
预言（十二篇） ……………… 周庆荣
关怀一切需要关怀的 ……… 张清华
辽阔的寂寞（十六首） ……… 张尔客

“让我独自一人面对这苍穹……”
…………………………… 何言宏

梦中昆仑（二十四首） ……… 曹有云

陇青对：边缘高地的中心书写… 马步升
长篇小说
第十九洞 …………………… 邓燕婷
先锋俄罗斯
草原 … [俄]尤里·邦达列夫著 文 吉译
江汉语录
主持人语 …………………… 朱小如
张庆国：我在每一次写作中都保持警惕

——五○后作家访谈之十六
…………………………… 吴投文

东西：永远的先锋——六○后作家访谈
录之十六 ……………… 周新民

裴指海：作家是面对黑暗的“受难者”
——七○后作家访谈录之十八
…………………………… 张丽军

芳草文史
人文山水珞珈——武汉大学现代转型

的见证 ………………… 昌 切
威虎山啊威虎山 …………… 杜青钢
扉页书法 刘醒龙
篇名书法 谢克强
封面、封二、三、封底
当代文学名家：王祥夫

主办单位：武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地址：武汉市解放公园路44号221室
（430019）；电话：027-82627200；电子邮箱：fc82627200@vip.163.com；邮发
代号：38—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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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9层 邮编:10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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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版·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70周年

旌旗万里——中国远征军在缅印

……………………………… 彭荆风

与魔鬼博弈——为了生命的权利

……………………………… 张雅文

《中国作家》连云港采风特辑

山海风韵连云港（组诗） ………… 叶延滨

秦始皇与徐福（外三首） ………… 陈亚军

我这样要求未来（散文诗） ……… 周庆荣

连云港，蔚蓝色的记忆（散文）…… 郝敬堂

人 间

爱心驿站 ……………… 张风奇 黄丽荣

封 二 《中国作家》组团赴贵州德江采风

封 三 董联桥书画

精彩阅读·2015年第八期要目

敬告读者：本刊每期160页，定价10.00
元，全年12期定价120.00元。2015年度杂
志仍在征订，请读者尽快到当地邮局订阅本
刊。如当地邮局不便订阅，可在杂志铺、当当
网、卓越网和京东商城网购，或汇款到我社发
行部邮购，我社将免邮费。本刊国内邮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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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人气榜
狐步杀（中篇小说） ………………… 张 欣
在红尘中安妥灵魂（作家素描） …… 钟晓毅
现实中国
北平抗战纪实（报告文学） ………… 孙晶岩
好看小说
约定（中篇小说） …………………… 郑局廷
清风不徐（短篇小说） ……………… 王凤英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诗歌专辑”
羊 子 朱 剑 梁 平 李自国 黄亚洲
唐 果 韩宗宝 丁济民 天 男 李成恩
泥 文等

文化观察
“为什么再苦再累都要奔北上广？”问题讨论

之八 ……………… 郝朝帅 郭震海等
天下中文
雪小禅散文四篇 …………………… 雪小禅
故乡纪事（散文） …………………… 张煌新
真情写作
父亲的爱（散文） …………………… 马津海
你能说些什么（诗） ………………… 慕 白
藤椅（外一首） ……………………… 柳宗宣
神笔马良（诗） ……………………… 匙 河
纸上交流
关于理论和学术经典的阅读——我的阅读经

历之三（随笔） ………………… 梁 衡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
——篇篇好看，期期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