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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不同凡响，准备好早餐再把两个儿子
吵醒，唠叨要他们换上干净漂亮的衣服，带上
鞭子去拜访左邻右舍，并直截了当地下命令
说：今天你们哥俩要比赛一下，看谁要的彩蛋
多些……

每年四月初的复活节让人欢喜和希望，尤
其是让小孩们 （也包括老玩童们） 都要好好地
玩上一玩。

每年的这一天都让我回忆起我刚到布拉格
时的情形，那天跟华哥去逛步行街，注意力被
林立两旁的各色花店和店铺所吸引。啊！怎么
这么多娇艳的花儿同时竞相开放！似彩蝶起
舞，似珊瑚多姿，似群芳争艳……也从未看见
这么多各色各样的美丽鸡蛋，在它们之中还点
缀着各式各款的小兔子小鸡，这些小动物都是
憨态可爱的样子。

我看得痴痴发呆：原来春天是这样盛开
的！“小姐，你看，鞭子！”华哥突然叫道。

色彩缤纷的花丛中，悬挂着一条又一条扎
着彩条的鞭子。那是用开春柔软的柳枝晒干后
编制而成。鞭柄做成螺旋纹，鞭梢扎着五色彩
带，做工考究、别致、漂亮。华哥说：“它是赶
春的鞭子。”我想起了儿时故乡风俗“鞭春”。
春天到来时，村民用竹条扎出一条大牛，糊上
纸，涂上颜色。立春早晨，大人小孩们挤满街
头，等候“鞭春”队伍到来。唢呐声中，一队
青年男女载歌载舞，赶着“春牛”来了。牛后
有一青年手执柳条鞭儿，左晃一下右晃一下，
意思是：春天来了，乡亲们快快耕耘，获取丰
收！这一天，乡亲们高兴极了。

常言道十里不同俗呀，为什么赶春牛的鞭
子也同样出现在布拉格？我扭头询问一位正在
购花的捷克老太太。

老太太乐了，说：“这不是赶牛的鞭子，是复
活节时，男人用来抽打女人的。”

我心里纳闷：怎么，在 Lady First 的西方，
也公然专门挑出一天，让男人抽打女人出气？

这个疑问，直到4月初的复活节的早晨才被
解开。这天，我和小雯买好菜回家时，房东怀
特先生已拿着盛开着黄花的迎春枝条，笑嘻嘻
地迎了上来。没等我和小雯回过神来，鞭儿已
是高高地举起，轻轻地落在我俩身上，口中还
念念有词，大意是多么美好，多么美味，给我
彩蛋吧，若没有彩色的，至少给白色的，放心
吧，大母鸡会给你们再生出新的来——这是儿
歌，表达幸福和快乐，他念叨完了还盯着我们
问：“小姐，怎么不送给我什么东西呢？”“什
么？你打了我们，还要我们送东西给你？”真叫
人傻眼！

怀特先生道：“啊哈，你们不知道吗？在捷
克，只有对自己最尊敬最喜欢的小姐和女士们
才用这赶春的鞭子去抽打呢！抽去百病让她们
健康，幸福地迎接爱情，迎接春天。所以，姑娘女
人们都要感谢每一个抽打她们的男人，并还要赠
送彩蛋或是敬一杯美酒，以表示感谢呢。”

果真是十里不同俗啊！小雯脸上绽放出了
欢快的笑容。“为什么必须赠送彩蛋呢？”我很
好奇。“因为蛋的里面有生命和希望，再染上或
绘上红色或彩色，表示阳光、活力和生活的美
好！”怀特先生滔滔不绝。“那小兔子和小鸡
呢？”我要追根刨底。“那表示新生命总在不断
地诞生和繁殖！你们知道吗？兔子的繁殖力有
多强，一年中可生出 20只兔宝宝呢……”怀特
说得眉飞色舞。

正在这时，从瑞士来的表弟和女友刚好进
门，华哥就把鞭子递了过去：“喏，去抽打你的
心上人吧。”英俊机灵的表弟高高地举起了鞭儿
……“打吧，但打了后，就表明你一定要娶我
……”那女孩子认真地提出这个条件。这位在
瑞士侨居了 10年的表弟，对中国传统的婚姻观
念仍然敬若神明，他那高高举起的鞭子，不知
什么时候可以落下来……突然间，“啪！啪！
啪！”我和小雯都挨了好几下。原来是华哥给尴
尬的表弟解围。整个屋子立刻乱了套，你抽
我，我抽你，嘻嘻哈哈闹成一片……

往事生动地映入眼前，让我惊讶，十多年
已过去了——我从形只影单地来到布拉格，到
在布拉格建立了小家庭，并有了两个健康活泼
的儿子……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在这期
间，我和大多数华人同胞一样，在经历了困
惑、彷徨、恐惧和挣扎，甚至许多痛苦和挫折
之后，开始了思考、奋斗并付出了自己的热情
和希望，还有混合着酸甜苦辣的汗水和泪水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执著着自己的信
念：再多的困难也能克服，再大的压力也可以
坚持！我们华夏民族是拥有强有力的生命力
的，我们是可以和其他民族和睦相处的，也可
以把我们的文化思想融合进其他民族的，我们
是可以在陌生的土地上开花结果的！

让我们加入“鞭春”的行列！要让地球上
每一个角落，都有春的信息、春的脚步、春的
音乐和春的笑语……

□散文

布拉格鞭春
温 妮（捷克）

“深圳有一批生机勃勃、值
得期待的青年作家，一支引人
注目的创作力量，”日前在中国
作家协会创研部主办的“2015
文学深军新势力”——深圳青
年作家研讨会上，中国作协副
主席李敬泽指出。入选本次研
讨会的深圳青年实力作家代表
有萧相风、钟二毛、弋铧、徐
东、阿翔、刘静好、老家阁

楼、郭海鸿、吕布布。
与会专家对深圳青年作家

的 作 品 逐 一 进 行 了 深 度 剖
析。专家认为深圳为建构当
代中国文学的城市叙事，提
供了新鲜经验。同步性、互
文性、在场性，是深圳城市
文学的突出特点。深圳为全
国奉献了移民文学、城市文
学 、 打 工 文 学 、 底 层 创 作 、

网络文学、青春写作等文学
形态，很多文学形态大都在全
国率先出现，产生影响。其
中，深圳城市文学在描写当代
改革开放题材、展示现代观念
上独树一帜。入选本次研讨会
的青年作家，写出了各自体验
到的深圳人的生存面貌，在艺
术形式上各具特色，呈现出丰
富性、先锋性、多元性。

脱塈 （塈读 jì），就是打土坯的
意思。在我们胶东老家那儿，盖房子
都少不了脱塈这件活儿。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老家纯
粹是用土坯盖成的土房还有好多。90
年代以后，随着家乡生活的改善，人
们都一色地用砖砌房，一栋栋的红砖
红瓦带小院的房子，在碧海蓝天的海
边，显得格外醒目和气派，吸引得不
少城里人下乡来，有的拍婚纱照、有
的拍风景，天天热闹得城镇一般。

用土坯盖房，需要提前做准备。
有时需要提前一二年，做成许多许多
土坯，存放起来。脱塈用的泥土，必

须是用一种粘稠度很高
的黄土。这种黄土在海
边是找不到的，得到山
坡 上 黄 土 岗 中 去 挖 才
行。运回家后，在宽敞
的场院里，如梯形般一
方一方堆好，上面挖出
一 个 深 坑 ， 灌 上 水 浸

透，再拌上如麦秸杆之类的草料，用
以提高结实程度。

脱塈的时候，一个人蹲在地上，
双手在地面上扶着木框，另外一个人
用大铁锨把和好的泥，一锨一锨地端
来，往木框中间一倒，正好一锨一个
土坯。蹲在地上的人，双手在身边的
水盆里一沾手，“叭叭”两下，飞快
地沿着木框四边把其中的黄泥抹平，
然后，轻轻地用双手把木框两边提起
来，一个塈就算做完了。在平整的场
院上，人们各把住一头，一行行地脱
塈，从前往后，一排排非常整齐。

脱塈是需要有力气的年轻人来干
的。只有那些一身好力气的人，才能
把木框中的塈拍打得结实，而且厚薄
均匀，四周平整光亮。

脱完的塈，需要在阳光普照的日
子里晾晒好多天，直到干透为止。晒
干的塈，要尽快趁着好天气垒成垛。
一层一层摆上去，直到在最上面摆成
一个尖，然后用草苫盖好。

这种用塈盖成的房子，冬暖夏
凉。海边的空气常年都是潮湿的，而
在这种房子里，感觉不到什么潮湿或
不舒服的滋味。

塈在乡下农家的用处，其实远不
止是盖房用。平时在房间里垒一个盛
粮食的粮仓，或在土炕上做个让红薯
发芽的温床，或在厨房里垒灶台及放
物品用的架子等，都能用得上塈。记
得小时候，家里火炕边的小桌子，就
是父亲用塈做成的。小时候上学，晚
上在上面点着煤油灯做作业，上面还
糊了一层报纸，平平坦坦的，做作业
很舒服。平时在上面放着暖壶和茶
壶、茶杯等日常用品，这在那个年代
里是乡下人家里常见的。

塈，如今已经不多见了。作为见
证那个时代的物品，年龄大些的乡下
人是不曾淡忘的，但新时代里的年轻
人恐怕已经没有了什么印记。那些老
式的农村场景，正在离我们远去，成
为一种往日的回忆。

每年 5 月，是立陶宛共和国首都维尔
纽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这个靠近波罗的
海的城市有近一半的时间处在风雪交加的
寒冷气候中，而这个时候便可以在明媚的
阳光下惬意地躺在奈丽斯河岸边，享受着
大自然生机勃勃的赐予。我正好赶上这个
季节参加在维尔纽斯召开的完善铁组 （铁
路合作组织） 基本文件临时工作组第 34次
会议。更幸运的是，开会的酒店位于城市
森林公园之中。酒店四周树木葱茏，岚气
弥漫，各种野花绽蕊吐芳，竞相开放；各
类山鸟啼啭鸣唱，此起彼伏。我想到了中
国语境对这种自然景观的表达：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而实际上，我们这个由十
多个亚、欧国家代表组成的临时工作组在
讨论完善铁组基本文件时又何尝不是如
此。整个会议期间，争论十分激烈，气氛
格外活跃。

谓之第 34次会议，顾名思义，完善铁
组基本文件这类会议已经开了 34 次之多
了。还要开多少次呢？不得而知。这类会
议每次都要紧张地开上四五天，每次会议
都会排满四五个议程。要把各方意见拢在
一起，并且用法规框定下来是多么不容
易。所以，这完全成了一个漫长的马拉松
会议。我已被中铁授权参加了第 33次和第
34次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上，我根本无法
矜持，更装不了深沉，天天在会上与这帮
老外们吵得昏天黑地，口枯舌燥，面红筋
爆。白天忙于开会，晚上则有足够的时间
在林中漫步。白天会议上争吵的情景总会
在这时无法抗拒地一一浮现。傍晚的树林
格外幽静和沁凉，一阵阵混合着花卉和青
草芳香的晚风吹来，心情也就随之复归于
平静和安宁，白天会上争吵的根由也就慢
慢地理出一些头绪来。

是的，在会上我确实认为这些洋朋友
考虑问题太固执，名副其实的“一根筋”。
可以举一个例子：在这次会议上讨论公约
草案时，某些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国家的
代表提出，他们这些组织内的任何一个国
家都可以代表这个组织中的所有国家进行
投票表决。也就是说，铁组成员国共有 25
个国家，其中有 8 个国家加入了这一组
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一次投
下 8 票。这简直太岂有此理了。对此，中
铁和其他一些不是这个组织中国家的代表
都投下了反对票。我在发言中坚决认为，
这完全违背了铁组一国一票的表决原则，
试图在铁组内形成一个特殊的利益群体，
对其他国家来说，是很不公平、很不合理

的。可是，他们那些国家的代表却辩解，
他们是一个共同的经济体，在关系到他们
共同经济利益的问题上，他们只能是一个
声音。所以，在铁组任何形式的投票表决
中，他们任何一国都是理所当然地享有代
表其他国家的立场和观点的权利。他们觉
得别人不支持是不可理喻的。

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来。在关于修改
铁组委员会职务替换原则的问题上，争论
同样激烈。原本，铁组从上个世纪 50年代
成立起就确定了每个成员国各派一名代表

常驻铁组委员会领导机关，并在其中担负
相关职务。五十多年过去了，欧洲一些国
家代表认为，这种代表制已经过时，铁组
委员会的任何职位都应放在所有成员国当
中竞争。他们觉得谁能在竞争中取胜就应
该担当相关的职位，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再次提出了反对意见。我在辩论中指
出，竞争制是一种很好的用人制度，但这
种竞争应该放在各成员国派出代表前，在
国内进行竞争，而不应把本属于每个成员
国应有的派出代表的权利拿出来进行国际
竞争。否则，就有可能出现竞争中有的成
员国无人在铁组任职的状况，也就完全丧
失了铁组员工的另一种功能，即他们作为
铁组员工，在要履行好自己在铁组内的工
作职责基础上，还必须受权代表本国发出
声音和提出诉求，处理和协调本国与他国
及铁组的各种关系。这个问题，反复争
论，无法妥协，只能将双方意见写入会议
议定书中，留待下次会议再议。

当然，在我们很难理解欧洲一
些国家代表思维方式的同时，他们
也无法理解我们在一些问题上的观点。比
如，在讨论“动物运送条件”时，中铁的
观点与欧洲诸国的观点再次发生冲突。欧
洲国家普遍认为，旅客有权使用专门的容
器随身携带诸如狗之类的家养动物，没有
专门容器但带有嘴套和狗襻的狗，则可以
购买单独包房运送。而中铁的提案是，禁
止旅客随身携带动物。虽然狗之类家养动
物可以运送，但规定必须占用单独包房，

旅客按单独包房内的铺位数支付客票票价
和卧铺费，如果没有单独包房则不许运
送。而且，不论大小胖瘦，每个包房不得
超过两只宠物。欧洲诸国代表对此表示惊
讶，并要求我做出解释。我在欧洲工作生
活一年半时间了，看惯了列车上旅客携带
家犬等宠物出行，也深知宠物在他们生活
中的重要地位和特殊情感。我为中铁这一
提案做了一个艰难的解释。我说，我能够
理解很多欧洲朋友把宠物当成家庭成员一
样对待，而且欧洲国家运输能力也十分充
裕。可是在中国，铁路运输能力非常紧
张，特别是在春运期间，更是人满为患，
一票难求。中国铁路只能尽可能满足人的
出行需求。更重要的是，在中国旅客心目
中，人与狗是不能在公共场所共处的。这
当然除了考虑狗的气味飘散、毛发脱落、
粪便排泄和威胁旅客人身安全的因素外，
还有更深的文化心理，就是人们无法接受
把狗与人处于平等的位置。我的解释引来

一阵善意的笑声。但是，所有参加临时工
作组的各国代表没有一人对中铁的提案表
示支持。尽管我故作轻松状，但内心却是
极为尴尬，如芒在背。

我在林中的小径上漫游着、思索着、
感受着，悟出了一个道理：争论的原因不
能排除各自在利益上、政治上和专业上有
不同的立场和看法，但最根本的却是东、
西方文化的冲突。记得第 33 次完善铁组
基本文件会议在白俄罗斯召开，东道主在
最后一天的晚宴上邀请各国代表参与自娱
自乐的文艺活动时，我清唱了一首中国西
部民歌 《在那遥远的地方》。当时很多欧
洲同仁都觉得这首歌的旋律很优美，但他
们认为歌词的内容很费解：当经过那位美
丽姑娘的毡房时，为什么不主动表达自己
的爱慕之情，而只是做毫无意义的回头张
望？我回答他们，在对待“爱”的问题
上，欧洲朋友可能都很直率，但是中国人
却比较含蓄。虽然不同民族都向往着爱
情，但对爱情的表达方式却不一样。就像
我们在铁组这个国际组织里，各自有不同
的文化，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理念，但都
在努力地鼎扛着铁组事业向前发展。所
以，我们应当在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互
相包容中找到事业合作的共同点。当时，
在场的铁组委员会主席塔捷乌什先生频频
点头，表示对我观点的认可。而波罗的海
国家的代表却仍旧瞪着迷惘的蓝眼睛嘀
咕：那可爱的姑娘不就让别的小伙子抢去
了吗？

我在山林里感受到了大自然给予的
启迪：假如这林子里的花草只有一种颜
色，我们将会感到多么枯燥；假如这林
子的鸟儿只有一种声音，我们又将会感
到多么单调。正是这林子里有不同颜色
的组合，有不同声音的交织，才促使这
个林子成为一个丰富多彩、协调和谐并
极 具 魅 力 的 美 妙 世 界 。 事 实 上 ， 没 有

“齐放”哪有“齐心”？没有“争鸣”哪
有“共鸣”？在铁组的各种活动中，欧洲
各国不断地聆听并接受了中国的声音；
而中国也从这个窗口里获得欧洲各国的
信息和文化，并在冲突中逐步走向融合
和趋同。也许到了一定时期，中国的宠
物也可以随着他们的主人不加限制地、
自由自在地乘坐火车出行了。

（摘自《维斯瓦河畔》，中国书籍出版
社2014年8月版）

编者注：国际机构铁路合作组织位于波兰首都华沙市，奔腾的维斯瓦河畔。本文作者

王勇平在该机构任职期间，以独特的视角观察这里的工作和生活，感受欧洲的文化。在与

外国同事共事期间，切身感受到了东西方文明的碰撞，包括西方人直白的处事方式，友好

包容的心态，为国家利益据理力争的原则，等等。同时，在本文的字里行间，也无处不渗

透着作者对工作的敬业、对生活的热情和对祖国的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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