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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父亲写了一部《谜话人生》，即数十篇游记、随笔、杂文、小品、评论、祭文等类散文。
父亲的书虽非“经典”，对我来说，却具有久远的“功利性”。
通过父亲的记录，我主要想读懂父亲，读懂了一些，有些还要继续⋯⋯    读父亲的书，我首先从字里
行间认识自己：一“我”的出生，“我”的轨迹，“我”的昨天与今天。
读着《我的娘》《岳母的恩德》等篇章，我为我以奋斗为由轻慢自己的过去而羞隗：我这不肖之女已
有二三十年未曾探望过家乡了。
前两年驱车数百里，沿着父亲的笔墨，真个儿回了一次涟源市渡头塘镇铜铃村，探家并扫墓，还探望
了我的外祖家——洪家岭。
父亲领着我踏进世诵先芬屋场，穿过神龛边的偏门，指着窗棂里的一间土砖房说：“玫子，你就是在
这儿出生的⋯⋯”还说，那天半夜我妈临盆，外婆也在，许多亲人都在—那些年月，重男轻女习俗盛
行，都盼望我妈这第二胎，一定要生个男孩——盼啊盼啊，直至子时刚过，丑时到来，终于呱呱坠地
，抱起来一看，结果还是和姐姐一个模样的“我”——我在褓襁中、摇篮里，还来不及看清神龛上“
继志述事”四个大字，并领会其深刻含意，也来不及看清屋后那高高的樟树垴和门前那弯弯的涟河水
，就被背到了外婆的家——洪家岭。
外婆带养我这个女娃也是“多灾多难”：我缺少营养，经常生病。
那天，我腿上生了个疮毒，需上卫生院。
外婆背着我下了洪家岭，刚踏上湘黔线铁轨，突然间乌天黑地，电闪雷鸣，风雨大作，一个惊雷在近
处炸响，把我们婆孙俩打翻，分两处抛进了铁路边的水田——好长一段时间才被我大舅发现救起！
    读完《玫子逸事》《谜宫遐想》，让我记忆起我和姐弟跟随父母亲在县文化馆里的那些岁月。
我们姐弟仨都读书了，一家五口蜗居着，父亲急功近利，“擂锤打锥锥寻路”，再加之文化馆是个莺
歌燕舞的环境，舞厅就在我家的楼上，楼下就是美术培训班，常有唱戏的漂亮文化辅导员到我家串门
，可在父亲骨子里，读书是天大的事，怕我偷着溜进单位的电视室里去看电视，怕我在文化馆这个莺
歌燕舞的环境里迷失自己，常常用麻绳将我的腰部捆绑在靠椅上，强制我挨近书桌读书、作业。
每年春节，父亲和许多同事总要布置好彩灯辉煌的谜宫，举行几个晚上的灯谜晚会。
我也跟着大人们进去一起猜谜。
就是在家中闲谈，父亲也常常用谜语来调侃生活。
记得我参加工作多年了，那次台湾连战先生来北京访问，父亲即刻出谜说：“一水相融建平台——打
一字。
”我紧急思索，一下就报出是个“治”字。
全家人恍然大悟，都开心地笑了⋯⋯    我读父亲的书，似乎看到了父亲的痛、母亲的伤，甚至理解了
他一生被人诟病的“马虎”和“懦弱”。
在母亲的唠叨中，我们都耳熟能详父亲的缺点，比如，永远不修边幅，扣子与扣眼常常不相匹称，一
双皮鞋如果母亲一个月不给擦，皮鞋上的灰尘就是一个月之前的灰尘，但是母亲一旦数落，父亲可以
立刻嬉皮笑脸地承认错误，但永不悔改。
在我们的印象中，父亲在日常生活中永远“马虎”，永远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如果说这些还是小事可以原谅的话，让母亲真生气的就是父亲的懦弱了。
父亲有点才情，可对于任何名利，还没有开始竞争和冲突，他就已退避三舍。
这点还好说，最让母亲忌恨的是，外公因为解放前谋生时既在国民党尹立言的部队干过后勤，又在共
产党的聂昭良部队后做过文书，解放后，多次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从监狱几进几出，
苦度余生。
母亲在外公家分娩姐姐，正值文化大革命伊始，因外公“戴”着“历史反革命”帽子，一家受其精神
折磨尤甚。
外人对外公一家都避之不及，就是在这个时候，父亲甚至也不敢回到外公家照顾分娩的母亲。
母亲几乎终其一生都记得这种伤害，每念及此，不无愤懑。
年轻时候的我们，有时也似乎掌握着道德的“公正”，常常站在母亲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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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这时总是笑着向母亲圆场，甚至说“那你就叫我墙头草吧”。
现在，当我读到《妈妈坐牢》《忌日寄父亲书》《胞弟之死》，哭了。
一个6岁丧母的男孩，不但被后母折磨着要承担成年人才该承担的劳务，还亲历了胞弟被折磨致死的
现场，因为天性善良，又恐父亲夹在两头中间为难，在后妈因此受到该有的惩罚而服狱时，竟然还要
为之送饭，且后母服狱完毕后，还期待她能良心发现，给家庭一些真爱。
这是要怎样的一种童年和少年历练呢？
比起童年受过的伤痛，比起生命的存在，那些灰砾般的小节、似如尘埃的名利甚至刺若针芒的懦弱又
算得了什么呢？
正如他书中所说：他终于“煎熬”成了一颗经得起百般践踏的老黄藤般的草根了！
    即便是这般苦难的童年和少年，似乎也并未让父亲失却生活的趣与乐，我有时候想，这可能也是母
亲虽然不满父亲的诸多缺点，但两人却始终不离不弃的原因。
母亲常说，父亲好玩，通宵下棋是年轻时常干的事。
退休后，父母亲搬来和我在长沙住。
上世纪九十年代，炒股盛行，我有次在股市采访，看到父亲在交易所兴奋莫名地上下单，完全是作为
谦谦读书君子的另外一番面貌。
至于后来完全亏空家底，父亲似乎也不为所动。
股市退潮后，父亲又赶上了互联网时代，在网上以灯谜会友，还常常组织线下聚会。
他在70岁高龄玩博客，私下洋洋自得为中华第一字谜博客，现在又玩微博，永远正点吃饭、睡觉、起
床，也正点赶上各种时髦。
父亲的趣与乐，还体现在他的游历中，无论是欣赏家乡的山水小景、祖国各处的名山大川，还是远涉
重洋、游历英伦，父亲无不欣然跃跃。
在有些笔录中，父亲也让我见识了他猎奇甚至八卦的一面(见《小城八卦》《奇婚记》)。
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对人的好奇、甚至包括对自我的好奇，是我们姐弟秉承父亲最为完整的一种性情
。
这种性情我弟弟继承得很好，他在高考大家都紧张的那一年，还在孜孜不倦地下他热爱的围棋，瞒过
家人和老师的方法是把所有的围棋书都包成高考语文、数学课本的封面，直至现在，弟弟结婚了、生
娃了，无论多忙，他每天都会花至少一小时在网上下他心爱的围棋，我认为这是维系他稳定而有趣生
活的重要因素；这种性情也帮助我姐姐36岁后从头再来，从零开始，并且在举目无亲的他乡异国无所
畏惧地再次创业；我读父亲的书、我研究他的性情，不禁要感谢，感谢这种强大的好奇基因，让我们
整个家族对我们的人生、对世界自始自终都保持着永不消退的乐趣。
    我读父亲的这本书，也读到一些历史。
我“深读”《戏说“转弯子”》一文时，脑海里立即映现出三十多年前，我在舞台下观看父亲编剧的
花鼓戏《春暖花开》。
那时因年幼，只知道观看我认识的那几个漂亮叔叔、阿姨说说唱唱，争争嚷嚷，到现在才认识到这出
戏是在说改革开放，再也不割资本主义尾巴了。
而仅仅在几年前，因怕被扣上资本主义尾巴的帽子，又恐孩子们营养不良，善良的外婆只得偷偷地在
楼顶上养鸡⋯⋯老实巴交的爷爷、命运多舛的外公、纯朴坚韧的外婆、深情刚直的母亲、甚或偏执带
有浓厚宗传意识的后奶奶，他们何尝不是那些逐渐隐约的历史里的草根人物范本，他们的喜怒哀乐、
他们的爱恨情仇、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的生离死别，又何尝不是这样的环境和历史给予他们、消磨
他们、消磨他们又给予他们的！
周而复始、始而复周⋯⋯但是历史有时候我读不懂。
我还在读，要继续读。
出版以后，定要搁上一册在我的台灯下，反复深读，一生深读！
    (聂玫：著作者次女，湖南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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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谜话人生》散文集，说人生如谜，即人生运程、“八字”，展示命运之苦与乐，展示笔者“前
面风霜都受过，后来运到得黄金”之历程；同时，“自然界是个大谜场，古今社会也是个大谜场”，
展示着自然界和人世间千姿百态的“谜面”，衍化出干奇百怪的“谜目”，朦朦胧胧、难于猜测的“
谜底”在哪里？
开卷有益，浏览诸多篇目，随意选读之，或全部读之，标题见新鲜，题材具新意，结构设悬念，再加
上情节曲折、抒情感人、论说深邃——自然会诱惑读者曲径通幽，直捣‘‘虎穴”。
读完之后，定然会拍案而起，喟然惊叹：啊，原来如此！
“谜底”一经揭晓，就像探透幽深洞穴，获取万古奥秘；或是攀上岱宗玉皇顶，登临港岛太平山，天
下全在眼底！
于是，眼界豁然开朗，定能给人留下久远的思索！
这似乎是在述说人生谜事，实际上是在揭示这混沌世界！
　　令人惊奇的是：爱“玩文字游戏”的“草根”作者出版《谜话人生》散文集，忙得“一塌糊涂”
的作者前文友、现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会长周庆元先生撰写序一；同时，打破“潜
规则”，“翻过地来作天”，作者长女聂钦、次女聂玫亦为父亲之散文集，用中英文撰写序二、序三
，坦然“砸砖”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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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聂玉文，湖南娄底人，1938年生。
中共党员。
1995年退休。
退休前供职于涟源市文化馆，曾为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曲协第三、四届理事，娄底市戏剧曲
艺家协会副主席，湖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湖南省灯谜学会顾问。
在业余“耍笔杆子”的一生中，七十余件曲艺、戏剧、歌词等文艺作品，或登载于国内报刊，或演出
、获奖于国内舞台，未曾收拢成集；“玩弄”灯谜四十余载，制作文义谜万则以上，并出版《字林虎
踪一聂玉文七言字谜5000则》一书；涂鸦散文上百篇，“流水账”般记载人生，选择了七十余篇以《
谜话人生》为书名出版、发行。
作者自言：照清“水影”，自己不是“大家”、“明星”，也非“富豪”和“一官半职”，也无高学
历、高职称炫耀、“自吹”，故作品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不可能随心所欲、自我陶醉地“拔高”，或者
厚着脸皮自吹自擂“才高两斗”；作者自言：心知肚明我只是一位爱“耍笔杆子”的普通百姓，爱上
网还衍变成为一条“网虫”。
本人只是“草根”，像老黄藤一般经得起“践踏”、经得起“熬煎”的“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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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序二序三家世悬谜　我的娘　忌日寄父亲书　妈妈坐牢　祭岳父文　岳母的恩德　胞弟之死　大
舅沉塘情感谜团　玫子逸事　乐乐回国　访谈“爱心大使”　小城八卦　奇婚记　谁想自杀　“狐狸
精”的战略战术　故乡的酒　涟河纤夫是非谜笺　原告之痛　《原告之痛》附件　甲鱼，短我几年阳
寿　金龟疑案　“血污鬼”的“围城”　饥饿的记忆　旅途惊恐见浮尸　“高帽子”满天飞文艺谜情
　拜谒杜甫　“语法不通”是好诗　评黄永玉先生赠画　戏说“转弯子”　族公聂能卿　读《八个月
的乐乐》有感　汪涵的机智　“人气”探源　童曲艺浅谈　鲜花与笑话　《涟河》情丝世事如谜　谁
能胜过张衡　开启心窗观奥运　观音菩萨　“鬼屋”述事　飞禽走兽趣谈　“漂亮”与“风险”　孔
方兄与避孕套　翻“案”录“谜”恋山水　君山醉意　惊游玉龙雪山　苏州印象　月亮湾恋情(外二
章)　翠林水岸之晨　白马碧波　双江口之恋　夏雨(外二章)　凝望严冬　玩“透”香港谜坛足迹　谜
宫遐想　谜趣漫议　打开两扇门　灯谜是朦胧的，幸福是透明的　谜在长沙　湖南谜人，我爱你　金
融与灯谜　吟新诗与制灯谜　“雨落幕后斗魁隐”字谜再评析　灯谜艺术的“慧眼”雾都之谜　“读
透”泰晤士河　眺望诺曼底　长女　面对英国盗贼　外孙是不是奥立弗　在肯特郡作客谜味篇章　吃
千家饭睡百家床　“泥脚杆子”造鱼药　《涟源歌谣》前言　寻找“神医”的足迹　全国第一个触犯
《档案法》的大案　殡葬文化的特性与改革　巫风蛮俗与宗教的兼容并蓄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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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的娘    一反“清明时节雨纷纷”的常态，这是一个沐浴春晖的晴朗暖日。
    “你们可知道奶奶、公公的坟墓？
”“不知道！
”于是，我领着儿女们从长沙启程，驱车四百里，直奔我的故乡，寻找我的聂氏宗族祖山。
车子停靠在涟河岸边，远远望去，清晰可见双江口，即涟、湄二水交汇之处。
双江口岸边有一座小山，但它不叫山，叫樟树垴。
前面已无车道，我们只得步行而往，直扑樟树垴而去。
在山垴脚下，有一块好大的墓地，我记得俗称八卦坟山。
拨开茅草，寻到了一块墓碑，在艳阳照耀下，上面镂刻着“聂母彭氏老孺人之墓孝男玉迪玉文立”的
阴刻字，字体清晰可辨。
我抚摸着碑石，泪水夺眶而出：“啊，我的娘，你在此长眠六十多年了啊！
”接着，我们劈开茅草，摆上三牲果品，拜祭起来。
此刻，那种肃穆、沉重的心迹难以言表。
礼毕，儿女们问我：“您还记得奶奶吗⋯⋯”这一问，一下就勾起了我对儿时的回忆，记忆起我舅母
、叔伯们对我的述说。
看到如今的女士们开放、大方、浪漫，对照我娘那一代，反差真是大矣⋯⋯好吧，我说给你们听，写
给你们看！
    晚清前期，湘乡县孙水岸畔的洪界大山里突然来了一对胆大包天的“野人”，不，一对“野鸳鸯”
。
这就是我娘的先祖和先祖母。
    洪界大山之山峦深处，常见虎豹足迹、野猪踪影。
在不远处的西溪坪村，早上一农妇去喂猪，突然发现一只华南虎扑进猪栏叼猪，胆大的农妇顺手将门
一扣关上了老虎⋯⋯后来村里人从屋顶上掀开瓦片，用猎枪将老虎打死。
当然，那时也没有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和国策，故如此。
可见这洪界大山上下，阴森恐怖，少有人敢进山来。
据传，这对“野人”男的姓彭，名正生，女的姓什么已未去考究。
他们是从远处“逃婚”来的，故是一对“野鸳鸯”。
两人相恋，逃离家庭的婚姻阻拦，私奔到此山中，在一块叫白杨排上的坡地上，相依为命，首先在坡
地上搭个茅棚，接着挖井、开荒，种菜、种麦，后来又改建成木板房，继而改建成砖瓦房，从此成家
立业，后来子孙繁衍，竟成了一个大院落。
外人称此处叫洪家岭上。
这对“野鸳鸯”就在这洪家岭上发子发孙，一直繁衍下来，历经数代⋯⋯    清末宣统元年己酉七月十
二日黄昏时节，洪家岭上“噼哩啪啦”突然响起了爆竹声，接着就有人喊“廉斋大爷家添喜啦”，然
后又有人悄悄说“不过是楼上生的”。
“楼上生的”是什么意思，说破了是说生个女娃，即是楼上生下的婴儿，“跌”到楼下，“破”了，
就成了女娃。
这是玩笑话，听其音，可知那时有重男轻女之意。
这是廉斋大娘的第七胎了，给这个女娃取个名字叫月圆，后来给个小名叫十嫚，暗扣是洪家岭上同辈
人中第十胎生女之意⋯⋯    彭月圆渐渐长大。
廉斋大爷原是私塾先生，便在家中教月圆读《三字经》《女儿经》等书，同时也继承着先祖勤劳、俭
朴的传统，在家纺纱、绩麻、绣花。
虽然辛亥革命成功已十多年了，月圆成年以后却依然苦守闺门，怕见世面。
几个哥都已完婚成家，几个姐也出嫁生子了，唯有月圆“养在深闺人未识”。
月圆父母着急，早就在为月圆准备嫁妆，请木匠、雕花工做三步水牙床已经三年了，如意郎君还不知
“在哪棵树上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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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红娘”之称的四嫂着急，四处说合，这才稍微透了点风，生出一个妙计来⋯⋯    在仲春的一个
暖日，一位后生肩扛着几匹布料踏上洪家岭来，“卖布啊、卖布啊”地叫了几声。
早在门口望风的四嫂连忙迎上，使个眼色让“卖布的”放下布匹，接着往闺房里喊：“十熳，快来买
布呵！
”月圆在闺房里连忙放下绣花针，出门一看，啊，一个眉清目秀的白面后生，高高挑挑，身着长蓝衫
，真是个“卖布的”，自己脸上不禁添了红润。
“卖布的”见出来的是一位羞答答的闺房小姐，楚楚动人，竟然迷住了，忘了招呼让“客人”看布料
。
此刻，还是快嘴快舌的四嫂打圆腔“好布料、好布料”地撮合，月圆才买成了一丈八尺布，“生意”
终于成功⋯⋯    你猜这“卖布的”和那“买布的”是谁呢，他和她就是我的爹和娘啊！
原来我爹二十多岁时，在安化县的桥头河镇唐坳街复昌隆油号学徒、帮工，为店主，即他的二姐夫、
文马庄庄主易毓湘守店，攒点小钱胡口，一直未婚，好几年才七弯八拐认识了那月圆的四嫂，即我后
来的四舅母，说给作个媒，才让我爹在桥头河买几匹布，装作个“卖布的”上洪家岭来秘密相亲。
我那四舅母征求月圆的意见，也羞答答回言如愿，双方竟然一见钟情。
于是问男女生庚八字，我娘是1909年阴历七月生的，竟然比我爹大3岁，可双方八字皆合，两人也心愿
，这就只选红日成婚拜堂了。
    我娘出嫁之日，三十六副抬箩，即三箱六柜绳线，十担谷，以及做了三年零六个月的三步水牙床，
跟着那我娘坐在里头的新人轿，从洪家岭上下山，又翻过华蒙坳，绕过祖师殿，穿过印溪大湾，向着
铜铃村的“四诵先芬”屋场奔来⋯⋯    我的故乡是涟源市渡头塘镇樟数垴下的铜铃村，旧称效古。
我的家就是这世诵先芬屋场。
民国时期聂姓书法家楚月用行书书写成流畅的“世诵先芬”四字高悬屋檐间，其字体十分亮目，其含
意令人深思。
跨过石门槛，踏进堂屋，抬头便见神龛上四个行书大字“继志述事”，对联是篆书“孝悌忠信礼义廉
耻”。
据传，整个屋场是我祖父立冬公与叔祖父立祥公共建的，立冬公兄弟为了砌这个屋场，花了九条牛才
换回屋场所需用的楼顶、楼板、桁条等木料。
俗话说，树大分杈，崽大分家，这份祖业分给我父亲的就是西北厢一进三间正房，越过天井，还有两
问杂房，即作为猪栏、牛栏之用。
    我娘嫁过来以后，三间正房里摆上三箱六柜，安上那镶金镂花的三步水牙床，古色古香，显得十分
富丽堂皇。
我娘“回门”归来之后(回门是我地的一种民俗，即女嫁出去之后第一次回娘家)，即把新家料理得整
整齐齐、千干净净。
收拾好家里以后，又跟我爹到菜园地学着播菜种、栽菜秧，还不时为窗外可见的大柚子树浇水、施肥
。
    据我的叔伯们说，十嫚真是个十分贤惠的女人。
    我的祖父、祖母年岁大了，给我爹及我叔伯立下规矩，两老按月在四个儿子家吃“轮供”。
我娘一口答应，抢着接公公、婆婆到自家吃住，并且总要寻点肉食、鱼食给老人吃。
那年我祖父立冬公热心公务，主修划船塘茶亭，筹款筹工，忙碌得很，我娘就走出家门，行两三里路
，去给我祖父送饭。
我娘没上过街，没出过远门，这可是离家最远的一次。
    我娘妯娌之间也亲密无间。
我家与伯伯家一墙之隔，厨房门不时互通，伯伯家打了鱼，常送一两条过来，我娘做了米粑，也常送
几对过去。
我娘叫十嫚，伯母叫六五嫚，十嫚、六五女曼情同姐妹！
    那时，我爹在桥头河镇的复昌隆油号当帮工，作为售货员从早到晚也无休假日，为的是攒几个工钱
养家蝴口。
好在店主是我二姑父易毓湘，所以我爹常请假回家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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爹一进门，我娘就迎上去，问寒问暖，如果窗外的大柚子熟了，便打下一个，剥了外皮剥里皮，将柚
子肉塞进我爹嘴里，然后一把钯头轻轻放在我爹身边说，“塘埠头那块菜地该挖了，该种菜了。
早挖了早回家休息，明天我去栽菜秧！
好吧？
”我娘在我爹面前总是那么温柔、甜蜜！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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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谜话人生》为此散文集之书名，是我几十年前的夙愿。
童年时代，我亲娘早逝，在继母的虐待下，三兄弟命途多舛，死的死，离的离，我这个苦命儿能够继
续活得下去吗？
命运真成了一个“谜”。
自然，我的身心受到残酷虐待是个“谜面”，命运是个“谜目”，是死是活则是需要选择、猜射的“
谜底”了。
在父亲等众多亲人的关怀下，我在困境中挣扎，命运的“谜底”终于不是“餐具”、“杯具”，而是
活，并且活过古稀，甚至于“老不死”！
    在我活的一生中，有苦也有乐，自然也在不断“制作”或“猜射”人生之“谜”。
我的老朋友刘合庄先生在三四十年前，就代为我算了一个“八字”，说我“前面风霜都受过，后来运
到得黄金”。
我不信“八字”，可这禅语却真实地诠释了我的人生之“谜”。
我在遭受虐待的困境中逃生后，虽然人了学，终凶生活所逼，17岁便辍学于涟源一中高二，只得去自
谋生路，摸起了粉笔头。
接着，在“反右”、“过苦日子”及“文革”中，经受住苦难和风霜，也被抹服了“毛子”，掐断了
“骨气”，“熬”成了明哲保身的“墙头草”，苟且偷生，在讲台或文坛上“混饭吃”。
我确是一根“墙头草”，记得在“文革”初期，我写过《给阿保画像》，并亲自参加演出，讽刺所谓
“保皇派”，和别人一样跟着喊“万岁、万岁”，喊“打倒、打倒”；当然，我绝对不能不喊，或者
喊错口号。
“文革”后期，我又写过一些颂扬“造反”的文艺作品，如《斗除彪》《评画》等曲艺作品，在省《
群众艺术》(《文艺生活》前身)上发表，并搬上舞台、演出获奖。
这可说是自己跟着“瞎起哄”的自我表演和文字表白。
我不是“圣人”，不可能“先知先觉”，当然就只能“风吹两边倒”了；自然，在那个时代，家庭出
身为中农的我，也就不可能成为“英雄”，或者成为“反革命”，真正地“骑墙”。
直到“十年浩劫”过去，神州大地“扭转乾坤”，我的心胸才舒畅自然、豁然开朗了，笔杆子也勤奋
多了。
我这根“墙头草”才在“春天的故事”里开心活着，业余创作了许多曲艺、戏剧、歌词、散文等文艺
作品，如《春暖花开》《真才实干是英雄》《小猫照相》等。
这些“春天”里的小“故事”，大胆地歌颂改革开放，真心地歌唱这昌隆盛世——自然，我曾经因“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总为明哲保身而沉沦到“不问政治”、只干实事，直到47岁才“混入”
共产党内，政治上才稍有点上进心；或者是自己无能，或者是不善于“攀大树”爬高，自似“清高”
，故一直只干实事，享受着“无官一身轻”的快乐，心甘情愿过着平淡的一生，任他人“践踏”，任
生活“熬煎”。
在家中，我却是“阎王”，三个儿女在我“擂锤打锥锥寻路”、“读书要发狠，做人须正直”的家训
下，还常常向他们朗诵我自创的歌词《真才实干是英雄》，“莫学灯笼肚里空”，“要学秤砣实打实
”，激励他们从小勤学、励志。
我还说，人活在世上，不光只是“吃喝拉撒睡”，还应该为社会有所奉献。
当然，我也不能抢老伴的“头功”，她待子女疼爱有加，旁人都道她待儿女如“心肝儿肉”。
那年月，单位发了《卖花姑娘》或《大篷车》的电影票，也不敢“奢侈”去看，而是转手卖掉，让“
精神食粮”变成物资，换回盐或几把蔬菜，让儿女们吃饱，稳住在家中发狠读书。
我和老伴以自己潜移默化的言行，激励儿女们迎难而进。
故此，儿女们全都发奋读过大学，奔赴国内外为民服务或自谋生路了。
当然，我“后来运到得黄金”算不上是“暴富”，沾儿女们的光，可也算是衣食无忧，奔向小康了—
—故我人生的“谜底”前半生活得“憋气”，后半生才算是活得惬意！
    我曾经说过，“自然界是个大谜场，古今社会也是一个大谜场(《谜趣漫议》文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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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的山山水水是“谜”，总引诱人去探测和“猜射”，比如云南玉龙雪山在我惊游过后，才知其景
色的“谜底”是“险、奇、秀、美”；人的感情世界也是个“谜”，《奇婚记》中75岁的高工与25岁
的小李结婚生女，其婚后生活的“谜底”却是“和谐”；当然，世界上有些“谜”现在还难于探测到
“谜底”，《谁能胜．过张衡》文中，我预想2108年有人发明了地震预报仪，能够及时预报地震，能
够及时拯救生灵，此一“谜底”到那时能否揭晓，还真是个“谜”；当然，我也是一个玩世不恭的谜
人，几十年的人生中，制作过上万条文义谜，出版过《字林虎踪——聂玉文七言字谜5000则》等谜书
，在谜坛留下过我的足迹⋯⋯《谜话人生》散文集中，内容大都是真实的，是亲身经历过或者是耳闻
目睹过的。
我是个正直、“真实”的人，一生中从不撒谎。
在书中，除艺术的虚构以外，大体事实件件不假，可以说大多是纪实性的散文，自然也还有些抒情和
议论性的散文。
在此，我只是以散文的形式，表述世界上各式各样的“谜面”，揭示世界上各式各样的“谜底”，展
示自己和世人谜一般的真实的人生。
    《谜话人生》散文集，大都以小品、游记、杂文、短评、传记、论文、祭文等形式来表述和揭晓自
身和世界之“谜”，其中融和了作者的情趣，表达了作者的观点，也传承了作者所掌握的学识，自然
也反映着人世间谜一般的千姿百态。
我曾经在报刊上发表过的一些调查报告、报告文学一类篇章，是与韵文相对的泛义的散文，即一些“
陈谷子、烂芝麻”，也选择部分“颗粒齐全”的、还有些现实意义的篇章收集于此书中。
当我走向老态龙钟时，儿女们总不断问起我们这一代和我们前辈的往事，即总要我“翻古”，总要来
一番今昔对比。
我的一些散文应该说，就是为后一辈人写的，其“口味”可能有些“辛酸”和“苦涩”，不太符合年
轻一辈人轻松、欢快的情调。
但是，我还是要抛出这些谜一般的篇章，要让新一代人对比，让后一辈人体会、感叹！
自然，我写后半辈子的一些散文也有许多的“乐”，比如在国内游山玩水之后，还玩上香港太平山，
还玩到伦敦白金汉宫、大英博物馆等处，享受着“外面的世界真精彩”的快乐；再如让我探测了诗歌
、美术、戏剧、曲艺、摄影、书法、故事、影视等多种文艺形式中的“谜”，追寻或欣赏文学艺术中
的“美”，这也是“乐”；再如在我身边和眼前，让我见闻了许多新鲜，让我获得了许多新知，这也
是“乐”。
网友浏阳玉格格在看了我的散文之后，说我是“谜话人生”，也是“蜜样人生”。
此言真切，故我也想让同辈人与后辈人和我一起尝“蜜”，和我一起享“乐”！
    《谜话人生》中的大部分散文都是近年新创，也有一部分作品是近30年来在国内报刊上采用过的。
为了慎重起见，我又在近几年的新浪《灯谜博客圈》及搜狐《淡若晴岚博客圈》中重新登载，作为博
文让广大网友阅读、评论，再作一些润色。
在成书的时候，作者和编辑按思想内容分成《家世悬谜》《情感谜团》《是非谜笺》《文艺谜情》《
世事如谜》《“谜”恋山水》《谜坛足迹》《雾都之谜》《谜味篇章》等几类篇目，重新编排而出版
、发行。
    我“打盆清水”照清了“水影”，自己不是“大家”、“明星”，也非“富豪”和“一官半职”，
也无高学历、高职称炫耀、“自吹”，虽能弄点“文墨”，却不“犀利”，故作品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不可能随心所欲、自我陶醉地“拔高”，或者厚着脸皮、自吹自擂“才高两斗”。
一生中，“世事洞明”之“学问”不够深邃，“人情练达”之“文章”也就不够犀利，故拼尽全力，
很想挤进“大家”、“明星”或“富豪”的行列，但终因“麻布袋绣花”，加上能量不够，虽不是“
草包”，但最终依然还是“草根”。
我自知智商不高，勤奋不够，“搬运”汉字“语不惊人”，也只“累积”成百多万字的所谓作品，故
此些业余创作的七十余件曲艺、戏剧、歌词等演唱文艺之作，登载或演出于国内报刊、舞台，未予收
拢成集；玩弄灯谜三十余载，制作文义谜万则以上，分散悬挂于各个谜会或集于各种报刊上，仅仅出
版了《字林虎踪一聂玉文七言字谜5000则》一书；涂鸦散文上百篇，流水账般地记载人生苦乐，“哕
嗦”世间百态，终于结集于《谜话人生》。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谜话人生>>

心知肚明我只是一位爱“耍笔杆子”的普通百姓，爱上网还衍变成为一条“网虫”。
自然，我还算不上“九段网虫”。
按网络时髦说法，我只是“草根”，是千千万万“草根”中之其一，而且还是一根老黄藤般的“草根
”，经得起他人“践踏”，经得起生活“熬煎”；故《谜话人生》算是文学作品的话，也应该是最贴
近大地“野草”、“春风吹又生”的“草根”作品，即“草根文学”。
自然，我也照清了世间某些人的“心电图”，“大眼”、“小眼”瞪的都是“大家”、“明星”或是
“富豪”的一言一行，并奉为圭臬，而我者“草根”的文字“不屑一顾”；同时，文人相轻的劣习盛
行，总存在着“别人的娇妻美，自己的作品好”的潜意识，故认为我者“草根”的作品只是“雕虫小
技”。
如今，这《谜话人生》的出版、发行，畅销不畅销，我也不予计较了，就算是“雕虫小技”，我也要
抛出来。
“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我已经踏人“自己去”的时段，反正金钱是“身外之物”，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故我愿意哪怕亏钱，也要把自己的苦与乐告知我的同辈人和后辈人，来一
个“一吐为快”，并“与民同乐”！
在读了这《谜话人生》之后，读者或许可以透过我的苦乐年华和谜一般的事件、言论，“打捞”起历
史的记忆，看到旧时以及“文革”中的某些“碎片”，看到变化着的中国社会，以及自然界和人世间
的千姿百态，如果和各自的人生来一番对比，或许有所感慨！
或许有所启迪！
    为了活跃版面，文中插入少许照片，摄者大都已署名。
在此，本人向署名者或佚名者一并表示谢意。
    我在三四十年前主编《涟河》时的文友、现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会长的周庆元
先生看了我这些篇章之后，抛开万端事务，欣然命笔，为此文集作序；同时，我的长女聂钦、次女聂
玫，打破“潜规则”，“翻过地来作天”，在忙得“一塌糊涂”之中写下读后有感，也作了此书的序
。
在此，我谢谢他们的文笔！
    我的散文很想每篇都有“谜”，即标题见新鲜，题材具新意，结构设悬念，很想让情节曲折、抒情
感人、论说深邃——《谜话人生》一书呈献于前，其中是否有“谜”，能否吸引读者眼球，能否耐读
，我这老朽心中存疑，故敬请各位一笑后雅正，甚至给以“砸砖”！
    2011年6月30日于归心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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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聂玉文，湖南娄底人，1938年生。
中共党员。
1995年退休。
退休前供职于涟源市文化馆，曾为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曲协第三、四届理事，娄底市戏剧曲
艺家协会副主席，湖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湖南省灯谜学会顾问。
    《谜话人生》大都以小品、游记、杂文、短评、传记、论文、祭文等形式来表述和揭晓自身和世界
之“谜”，其中融和了作者的情趣，表达了作者的观点，也传承了作者所掌握的学识，自然也反映着
人世间谜一般的千姿百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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