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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丛林一年怎么又过去了! 怎么过的!

似乎天天都在忙碌" 猛地一问"却

张张嘴说不出来#

记得上中学时"一帮男女同学会在

新年钟声过后"并排骑着自行车"摇着

车铃横扫过黑漆漆的北京的街道# 那时

夜里机动车已很少" 我们霸占着马路"

完全不理路边居民楼里时而传来的责

骂声# 年少气盛"又暂时逃离了父母老

师的掌控"我们怎么能不放肆一下呢#

也记得在纽约读书时"拉着爱人温

暖的手"在洛克菲勒大厦前的巨大圣诞

树前许下新年的愿望# 四周是各种肤色

和语言的男女老少"擦肩接踵# 拥抱亲

吻"各顾各的"却又共同组成一副温馨

的画面# 坐在出租车里穿过街道"路边

商店的橱窗里"流光溢彩"火树银花# 车

窗上闪烁着一道道光影"让人恍恍惚惚

地如入梦境#

一转眼"这都是二十年和十年以前

的事了$

时间就像一根鞭子"不紧不慢地抽

打着似陀螺般旋转的我们"让我们辨不

清方向% 记得从前家里墙壁上还挂着月

历"一页一页地撕去"就像让无形的时

间显了影似的# 但如今"月历只在手机

里存着"平日看也不看# 所以

有时我只记得某日要做什么

事" 却连那天是星期几都搞

不清#

时间有时很残酷#上个月

有一位在香港的好友去世

了#他得了绝症#最后的日子

里非常痛苦"他守着自尊"不

让朋友们去看他" 只用短信

与外界保持着联系# 我居然

在他去世的那一天问老公最

近有没有他的消息" 想起这

事就让我感到心酸#

而在同一个月" 我的另一位在美国

的好友做了妈妈# 她的情感历程一直磕

磕绊绊"但自从嫁了现在的先生"就完

全安定下来" 决定在
!"

岁之前一定要

生个宝宝# 这不"她如愿以偿" 八磅多

的女儿彻底把她的母性释放出来# 她发

#$%&'(

来"说自己成天担惊受怕&&&唯

恐孩子的体重有一点下降"

夜里竟一宿不睡地盯着宝

贝% 我回信说'(你会是一个

很棒的母亲"拜托放轻松一

点吧% )

生命周而复始"你刚在

怀疑人生的意义"它就把一

份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捧

到你面前% 对于新的一年"

我的心中仍像小孩似的充

满期待"但这期待因为经历

过的无常而变得不那么轻

盈了%

十一月的时候"我在新浪博客的点

击率突破了一千万" 想想自己鲜有惊人

之语"能有这样的(成绩)已经出乎意料

了%没事时翻看一下"让我对自己的一年

有了更多细节的把握%有趣的是"今年儿

子也开始写日记了% 望着他有时挠头搔

颈"不知写些什么的样子"读着似曾相识

的(我终于认识到"人不能因为取得一点

点成绩就骄傲自满"不然**)我常常笑

出声来+ 直到有一天" 他自顾自地写下

(鸦鹊不可同屋"德无价%心如针"不可盛

物"心如天"何不可盛也,,

)

)的半文不

白的词句" 倒让我吓了一跳&&&想当

初" 他爸爸在这个年龄" 还只会写一些

(乌云乌云别神气" 长大我要征服你)之

类的顺口溜%不知不觉中"孩子已经开始

有属于自己的心灵空间了%

这就是时间的魔力%

有一次采访哲学家周国平" 我问'

(你女儿有没有问过你哲学的问题! )他

说'(有哇%三岁时"有一天她问-爸爸"时

间是什么! .我答不出来"她就自己回答

道'-时间呐" 是一阵一阵过去过去了"

就再也回不来了"比如我再也回不到昨

天了+ .)看来"不只是古希腊的哲人或

东方的圣贤才能说出(人不能两次踏入

同一条河流)和(逝者如斯)的妙语+ 一

个三岁孩子所领悟的世界照样振聋发

聩+

只要我们不能比光跑得更快" 时间

就牢牢地掌握着我们+ 但时间对于我们

每个人的意义又是如此不同" 我们能

用时间创造的空间是如此不同+

骢火

但常涟贤为什么不让人取走屋
中密室的藏金呢!

几个人看了一会儿" 皆默不作
声"都在想着这个最后的疑团#

过了一会儿"钱博堂才道$%不过
是两百多块金砖罢了"一块金砖重五
十两"合七百两银子# 两百多块金砖
一共也不过合十四五万两银子#为何
要深藏入这样一座密室之中"并设下
这许多的机关呢! 真是想不通"若是
放到钱庄里岂不更好一些! &

陈文伟道$%我也觉着此事蹊跷"

可能这些金砖不过是些障眼之物# &

%先父确实有藏金之癖"在他的
卧室之中"亦有十几块金砖# 他不信
任钱庄"所以一生当中从来未与钱庄
打过交道# &常柘松道#

张问陶回头问尤焕可道$%老弟
以为如何! &

%十四多万两银子"也算是笔巨
款吧#常柘松的父亲常涟贤生前亦和
下官交往过几回#下官感觉此人俭朴
隐忍"守旧循规"多疑谨慎#藏了这多
金子在此"倒也与他
的本性相符# &

%且不提这些金
砖来自何处"但为什
么常柘松不知藏金
之事 " 姜兰却知道
呢! 如果说常涟贤是
想把金子留给姜兰"

所以只告诉了姜兰"

并且在遗嘱中将古
宅也分给了姜兰# 但
为何姜兰却只知屋
内有金"却不知屋内
还设有机关呢! 常老
弟"你又怎样看! &

%先父在夜里突然中风"在梦中
而亡"年仅五十三岁# 他身子一直很
好" 此病发作前也未有任何征兆"恐
怕是尚未来得及告诉我们吧# &

%既是未来得及告诉家人"那么
姜兰又是如何知道藏金之事的! &

%姜兰与我父朝夕相处"而藏金
又绝非一日之事"恐怕是偶然让他打
听到的# &

%这么说将藏金之屋传给姜兰"

就不是令尊的本意了#可为什么遗嘱
却把古宅分给了他# &

%这个'(&常柘松吞吞吐吐"欲
言又止#

张问陶见他说话有顾忌"对其他
人说道$%诸位"先带着你们的人到屋
外回避一下# &

一会儿的工夫" 人都走尽了"密
室中只留下常柘松和张问陶两个人"

一人打着一盏红色的西瓜灯"把两个
人的脸都照得血红#

%你说吧# &张问陶道#

%这间屋子其实是我父分于我
的# &

%你父亲分给你的! 遗嘱中不是

说分给了姜兰么! &

%遗嘱中说"庄园以一道石墙)一
行杨树及一道篱笆为界*这条界线以
北以西"便是分给姜兰的部分*但是"

那道篱笆被人移动了"将这座本来是
分于我的古宅圈进了姜兰的庄园
里* &

张问陶疑道$%你有证据么! 不是
你看了这里价值十四五万两银子的黄
金便眼红了吧"想编个故事骗过我"以
拿回你父亲留下的这笔巨额遗产* &

%下官的确有爱财之心* 但君子
爱财"取之有道*非我之物"绝不敢妄
生贪意+ 移动篱笆的证人"就是姜兰
的妻子姜成氏+是她亲口对我说的* &

%胡说+既然你早已知道"为何早
不报官! 况且姜兰是姜成氏的丈夫"

此屋又关系到她自家的切身利益"她
如何能做出背夫之举!+ &

%大人不要忘了"姜成氏虽是姜
兰的妻子"但她更是我家的家奴* 她
是随我母亲陪嫁过来的"自小看着我
长大*此人心地善良"为人质拙淳朴"

姜兰要暗中算计我
家"她将真相透露于
我"并非不可能+ &

%既然你早已知
道"为何现在才说! &

%当初 "我以为
姜兰是想贪个小便
宜"多占一处老屋而
已*我本就要此屋无
用"又念他在我家做
了四十多年的奴才"

所以也就不与他争
了*但既然此屋中藏
有万两黄金"我又岂
能白白送于姜家!大

人若不信"可亲自去问姜成氏* &

%好"我这就与你一同去姜家府
上询问姜成氏* &

三十七

张问陶让知县尤焕可先回县衙"

陈文伟带着几名衙役守住老宅*然后
带着钱博堂"随常柘松来到姜府*

姜成氏将三个人引进客厅"尚未
等三人落座便絮絮叨叨道$%这是天
意啊" 当初我就劝他别干这缺德事"

他偏说我是妇人之仁*这回可是遭报
应了啊* &姜成氏坐在椅子上"嘴唇颤
抖着$%我当年是陪着大奶奶来的常
府"那年我十七岁,他是常家两代的
家奴"打小就在常家长大* 常家待我
们可是不薄"末了还给了这么大一块
庄园" 又给了两千两银子的安家费"

谁家的奴才能得到这么大的体面!能
混到自立门户的分上"还不是常家施
的恩! 可这个天杀的就是不听"就是
要占那个老宅子" 说是什么缺德一
时" 享用一世* 可老天还是有眼啊
''&

%这么说"篱笆的确移
动过! &

后宫哀怨之情溢于笔端*风华正
茂时等不来皇帝的恩泽"生儿育女后
又尝尽骨肉分离之苦*她为成化皇帝
生了三个儿子"未及成年就被分封到
地方为王"邵氏以前朝太妃身份奉养
宫中" 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任何亲人*

忽然间孙子以皇帝的身份从天而降"

不禁喜极而泣*哭瞎了双眼的她用双
手从头至踵将朱厚 抚摩个遍*

*!

岁的少年朱厚 " 早已泣不
成声*

与双目失明的祖母重逢"在未央
宫里寻觅父亲的气息"朱厚 在情感
上"无论如何也不能够再去认他人为
父了"而且他还要为已经死去的亲生
父亲"争一个皇帝的名号*

他派太监去见另一个反对派礼
部尚书毛澄" 长跪不起* 太监传话$

%圣上说"人谁没有父母"为什么我不
能尽表尊崇父母之情! &

朱厚 自己又跑到张太后那里"

向这个如今该称之为 %母亲皇太后&

的女人哭诉$ 我情愿返回湖北家乡"

仍 旧 做 一 个 兴 献
王" 皇帝的宝座请
您另找别人吧*

活脱儿一个可
怜巴巴的孩子+

然而" 随着他
的屁股在龙椅上越
坐越沉" 朱厚 日
渐明白" 大议礼绝
不仅仅是一个关于
%父亲 & 的名号之
争" 更不仅仅是什
么情感问题+ 真正
的原动力其实还是
%皇权&*

在关于 %谁是
嘉靖皇帝父亲&的这场论战中"以今
人的眼光看去"似乎大臣们有些不近
人情"小题大做*然而文官集团深知"

一旦他们在这个%小题&上败下阵来"

那么皇帝的权力欲就会无限制地%大
做&起来*

明帝国"将出现又一个无人可以
约束的怪物+ 嘉靖之前"已经有过一
个了*

三

嘉靖的堂兄" 前任皇帝朱厚照"

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像皇帝的皇
帝*

倘若他生在普通百姓之家"很可
能会光宗耀祖"因为他实在够聪明伶
俐"有过目不忘的禀赋"拥有过人的
运动天赋"骑射武功无一不精''

可惜"他偏偏生在帝王家"偏偏
要在

*+

岁接手一个庞大的帝国*

最初"朱厚照只是拒绝长大*

尚寝官和文书房侍从无处不在
的目光让他感到极不舒服$凭什么我
的起居生活必须被记录!这和囚犯有

什么区别! 废了+

那些老夫子单调乏味的经筵日
讲折磨得他好苦$每次照本宣科毫无
见地的连篇废话凭什么必须要听!大
臣们说这是祖宗定的规矩*我惹不起
还躲不起吗"逃了+

原以为早朝很神圣很重要"谁想
竟是例行公事无聊又无效*为什么要
大家劳神费力地都赶过来走过场呢!

你们不累我还累呢"能免就免了+

大臣们目瞪口呆*这可是模范皇
帝朱祐樘惟一的儿子啊+

刘健等大臣百思不得其解$明明
是根正苗红的好孩子"怎么会变成这
个样子!一定是少年天子的身边出了
坏人+

正德元年八月"一道措辞严厉的
奏折摆到了朱厚照面前* %中外皆言
太监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祥)魏
彬)丘聚)刘瑾)高凤等"造作巧伪"淫
荡上心#祖宗大业"在陛下一身#今马
永成等罪恶昭彰若不治罪"将来益无
忌惮"必患在社稷# &

文官集团最终
开出的药方是$杀无
赦#

朱厚照阅读这
份奏折的时候"他的
这八个玩伴跪在脚
下号啕大哭# 奏折里
提到他们的罪行无
外乎$%击球走马"放
鹰逐犬" 俳优杂剧"

错陈于前# &

朱厚照自己也
格外清醒$大臣们真
正要杀的"并非是这
八个游戏高手"而是
自己体内那个日渐

膨胀的%真我&#

奏折在宫里停留了几天"这几天
其实是正德一朝政治的分水岭#

起初"朱厚照想择中行事"把刘
瑾等八个太监赶出紫禁城"下放到南
京了事"这样即不重罚玩伴又不得罪
大臣#

然而大臣的咄咄逼人如同一剂
猛药" 催化着朱厚照体内那个 %真
我&#

恰于此刻"哭跪于皇帝脚下的太
监刘瑾进了一言"将大臣们务必杀己
的原因归结为$%阁臣欲制上出入+ &

这些满口仁义道德的老家伙就
是想控制皇上你的行动啊+

正德元年 .

*+",

/十月十三日早
朝"大臣们听到了最后的消息$八个
太监非但没有治罪"还被升职了+ 托
孤大臣刘健- 谢迁等愤而递上辞呈"

皇帝毫不犹豫地批准*

中国历史上一个空前绝后的大
玩家在这一天诞生了 "他
的玩具是整个帝国*

王瑞明

!

郑邑旧事

每逢春节" 家家户户都要贴春联"但
在过去" 郑州的穷苦人家由于没有文化"

自己写不了春联" 就只好求助于街头的
%对摊&了*

据老街坊们说$进入腊月以后"郑州
%摆对摊&的就多起来了"塾师学长摆摊卖
对联者多集中在十字街.现管城街与东西
大街交叉处/"街心广场.现二七纪念塔/

四周,大同路-德化街-福寿街-南菜市-乔
家门-长春路.现二七路/-老坟岗及郊区
庙会的热闹场所* 摊铺前预先贴报%书春
墨庄&-%借纸学书&-%点染年华&等语* 摊

肆中"高桌红毡"炭盆墨砚"纵笔大书门联
横批" 一般在外挨冻

*"

余天* 春联的书
写"十分讲究用墨* 据说$在墨汁内"略加
碱性物质"墨更能渗入纸里*据老街坊谈"

住在南学街二道胡同的赵老先生为拉生
意"从安徽一墨庄学到一点小窍门"在墨
水或墨汁内加些鱼的胆汁"写出的字显露
出很亮堂的光泽"春联卖得很抢手* 当年
在%对摊&书写春联的人"都是一些贫苦的
知识分子* 在摆%对摊&中流传有一首诗
云$%教书先生腊月时" 书春报贴日临池*

要知借纸原虚语"只为些许润笔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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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魅力河南1是一
部全方位- 多角度反
映河南独具魅力的人
文资源和骄人建设成
就 的 知 识 型 普 及 读
物 * 书中所列

*""

多
个专题" 是在郑州大
学-河南大学-河南农
业大学- 河南科技大
学 的 同 学 们 填 写 的
*-"""

多份调查问卷
基础上" 结合专家咨
询意见" 由编辑部最
后确定的* 因此"这些
题目代表了河南方方
面面最优秀-最闪光-最具魅
力的%点&*

0魅力河南1一书包括地
理交通- 人文历史- 农工经
贸-科教文卫 -古今名人 -古

迹名胜- 风物名产和
城市名片八大部分内
容" 介绍了河南省各
个方面的基本情况和
发展概况" 拓宽了河
南省情的知识 %面 &*

书中所涉及的内容 "

均采取写实的手法 "

不渲染-不夸大-少评
论" 且力求做到有观
点 -有分析 -有数据 "

绝大部分翔实可靠*

书中所采用的数
据截止到

-""+

年年
底"以统计行政主管部

门的数据为准* 凡文中未说
明时间或者使用%目前&-%现
有&-%本年& 等字样的地方"

其时间概念均为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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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天

!

散文在黄河南岸"有一个叫王
玉堂的村庄"那是一个十分特
别的地方* 比如你要找一个叫
曹天的人"村里的人会这样给
你指路$ 看着月季花廊一直
走" 遇到一丛丛牡丹往右拐"

当荷花以海一样的波浪拦住你的去路时你绕着走" 然后你进入
一片桃林"如果幸好你没有因桃花沉醉"你在桃林中走上吃三只
桃子的工夫"你抬头看"你会看到一片爬满青藤的蓝色小屋"窗
台上睡着一只纯白猫咪-放着九株玫瑰的"就是曹天的家+

曹天是个很酷的大男孩"他平时不怎么说话"有时只用微笑
或沉默与人交流* 他的好伙伴很多很多$喜鹊翠翠-蝈蝈亮亮-白
鹅珍珍"还有老跟在他身后的小狗迷糊''他的脖子里总是挂着
一只淡绿色的奶瓶"里面装的不是牛奶而是花蜜水"因为他家的
房前就是一条清澈的可以看到许多金色小鱼的河流" 河的南侧"

就是他家种的好大一片醉人的油菜花"许多蜜蜂来这里参加歌唱
比赛"甜美的歌声最后都变成了让小孩甜掉大牙的蜜*

城市里的人会用
*""

万元买的房子来形容房屋的奢华"王

玉堂村的人不会这么说* 他们
会说"这是用

-""

亩玫瑰换来
的房子,或者说"那是个客厅
里可以放下

*""

棵
.

年铁树
的房子,或者说"那是个夕阳
下看起来会飞的房子, 或者

说"那是一个和尚进去也会想家的房子''说人漂亮"哦"不"这
个村庄是没有丑和美的区分的* 他们不认为人有美丑的区分"人
人都是美丽的"怎么可以用%丑&这样的字眼来形容生命!+ 说人
温柔"他们说"那是一个疯狗见了也会害羞的人+

王玉堂村的人不喜欢用数字来形容事物" 他们有丰富的语
言* 他们用小麦形容大豆"用禾苗形容颜色"看鸟的羽毛感觉温
度* 村里有一棵老柳树"当时的小学生曹天这样形容树的大$在
我们村里"有很多又高又大的树"有一棵老柳树最大"这棵树有
多大没有人知道"连村里胡子最长的老爷爷也不知道"我和同学
们只看到"早上我们上学的时候"太阳像个母鸡趴在树上做窝"

晚上我们放学的时候"看到母鸡生的蛋烂了"黄腾腾的蛋黄正挂
在一个树枝上+

竹
露
松
风
蕉
雨

茶
烟
琴
韵
书
声

王
万
宗

书

义勇军进行曲 童衍方

稻城云山 巩伟 摄影

湘
西
情

吕
晓
惠

骢火
骢火

骢火骢火

骢火

骢火

骢火

门音

;<=>?)@A

钱世明

!

名家新作

严文井先生逝世后"我写了三首悼诗"还想写篇纪
念文字却久久不知从哪儿落笔好* 述德! 纪行! 状貌!

这些一定有很多人写了* 我想到了和先生聊天"把先生
那些充溢智慧的隽语写出来"使世人知道先生的德操-

思想-学识不也很好吗!

%年轻时候就没钻中国古典文化"净随着批判了*

晚年了"要看看中国文化究竟是怎回事! 现在时间不多
了"不看小说"更不看儿童文学* 要补课"补古典文化
课* 不然"进了地狱"阎王一考"什么都答不上来"受罪
更厉害了* &

%日后见了阎王爷"阎王爷问朱
子理学讲的是什么"我一点儿都不知
道还行! &

上边这些话" 是先生
*//0

年
!

月
-,

日下午对我说的* 冰心先生晚
年书案上放着她读的0十三经1"文井
先生也要补课"他以幽默的语言说出
了耐人咀嚼的话* 我送了先生一部0朱子语类1"他认真
地看了* 一次聊天"我提到

*/.0

年前后"沈从文先生和
我谈到不必找0金瓶梅1"倒应找0素女经1看看"且说
0西游记1开头讲石猴出世就是在说阴阳交合之理* 先
生大感兴趣"叫我拿了0双梅景 丛书1本0素女经1给

他看* 看后"他说$

%我看0素女经1讲的性
交前的准备阶段"对进行性
教育有帮助* &

在聊到上古性崇拜问
题时"先生说$

%古代的2琮3"是女性生
殖器的形象# 郭沫若说2祖3

是男性生殖器"我想到2祖3-2宗3两个字44这2宗3就
是女性生殖器# 把2祖3和2宗3串起来作这种解释"我第
一个发表是向钱世明发表的# &

对%琮&的用项"学界有争议"认为它是女阴象征的
说法也有# 而由%琮&到%宗&"又到%祖-宗&一词的出现"

严先生的思考是有道理的#

先生对治学是谦虚-严谨的#他知之为知之"不知为
不知# 我们聊佛学时"他问我0维摩诘经1的2诘3字到底
念什么! &我说$%

12

# &他点头说$%是# 有人念
3'4

"我也
觉得不对#&又问及%是"非是"非非是&"他说$%这是不是

哲学说的否定之否定! &我说$%不是#是讲中道"2非是3

是独立辞义"2非%非是&3是对2非是3的2非3444不是
2是3"也不是2不是3# &先生沉思地点了点头444他的
思维很敏锐+

自
*/.-

年年初"我当编辑时拜识先生"一晃儿三十
多年# 我与先生交往中"读先生书后"我就觉得文学界
一提%严文井&"就联系到%儿童文学作家&"这是欠周详
的# 先生应首先是当代散文大家"他的0山寺暮1等作品
可证他在散文上的成就# 他思维活跃"文笔流丽雅致#

他告诉我$他是%小京派&"与沈从文先生有文字因缘#

我看他们的文字风格确有相近处" 原来我因他到过延
安"以为他是鲁迅那路文风的呢# 关于作家"先生说$

%大写家必须是思想家"没有思想的作品是不能传

世的# 孔子虽然述而不作"他的思想由门生辑录成0论
语1#曹雪芹是大写家"0红楼梦1有思想"成了2红学3"吃
0红楼梦1的有多少人+ 托尔斯泰-鲁迅"都是思想家# &

他感慨地说$

%曹雪芹写0红楼梦1"不一定是当讲思想的文章写
的"但读0红楼梦1能从中凿磨出思想来# 如果先2立
意3"就砸了+ 我们的作家都是先立意而后写的"2主题
先行3"时过境迁"作品也就全完了# 这也很悲惨444白
花费精力写了+ 像过去肯定的0创业史1"如今全否+ &

%我后悔"但也幸运# 后悔过去浪费了时间"幸运的
是过去幸好没时间写# &

先生经历了求学从文" 投身革
命的生活之路"可谓是阅历沧桑#晚
年回首"何止%后悔&-%幸运&之慨!

*//"

年
/

月"他嘱我为他刻了一方
印" 印文是他自检平生而得的四个
字$%难得明白&#

我问严先生$%赵树理"今天为什么不提! &

先生说$%现在不提赵树理是事实#他的小说能宣传
政策"0小二黑结婚1宣传婚姻法宣传得很好"改成戏"

大家也很爱瞧# 可是"你让我再看二遍"我不想看了# &

我问$%老舍- 巴金日后在文学史上能与曹雪芹-蒲
松龄并驾吗! &

先生笑了$%我希望你长寿"活二百五十岁"到那时
候"你自会知道#我这是跟你打禅语呢#钱世明是好人"

很执著"但应该学禅"不能太2执3# 但中国人又缺2执3

的精神444我这么说又变成滑头了# 这就是我对钱世
明的评价# &

先生没正面回答我的糊涂之问"他打的机锋"参透
了又何必说破! 哈哈$%沏茶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