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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乐 以 藩 王 身 份 起
兵，夺取皇位，他当然深知
藩王对皇权的巨大威胁，
所以他即位后无疑要把

“削藩”作为自己的既定方
针。但朱棣的高明之处，
就在于他充分认识到“削
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他首先亮出的不是藩王的
削夺者而是藩王利益维护
者的姿态。对被建文削废
的五位藩王，除湘王自焚
外，朱棣将其余四王全部
复爵，并对他们大加赏赐，
使得这些藩王皆大欢喜。

与此同时，朱棣又不
动声色地将一些藩王改变
封地。如宁王原封大宁，
因助燕王“靖难”有功，当
初朱棣曾有“事成中分天
下”的许诺，但此时却矢口
不提，宁王请改封苏州或
杭州，均遭拒绝，最后改封
南昌。

改封，使那些对永乐
威胁较大的藩王脱离了原
来经营已久的地盘和军
队。这些藩王尽管有奇
谋，善用兵，改封以后也只
能如虎落平阳、龙困浅水，
难以兴风作浪了。领兵肃
清沙漠、抵御蒙古残余势
力的任务，已悄悄转移到
朱棣亲信武臣手中，藩王
统领重兵的格局也被打破
了，解除了藩王对朝廷潜
在的军事威胁。

一些藩王完全不懂得
乃兄永乐帝的用心，把永

乐对他们的优礼看成是对
藩王利益的真心维护，于
是他们自恃宗室之亲，得
意忘形，骄纵不法，这正好
给永乐提供了“削藩”的机
会。齐王朱樽骄纵残暴，
复封后在青州城内阴结勇
士，招纳王命，擅令校尉，
甚至僭用帝号，用自己的
护卫兵士守卫青州城，使
地方守吏不得登城夜巡；
他还任意拘留、监禁无罪
之人。王府官吏李珙欲向
朝廷举报，被其秘密关押，
企图杀人灭口。消息传到
朝廷，永乐完全可以凭此
将其废削，但他为了不致
引起其他藩王的疑惧，做
得十分审慎。他先是赐书
劝诫，希望他“涵养德性，
宽以驭下，用保始终”。两
天后，再次赐书劝谕。但
朱樽不思悔改，我行我素，
并欲图谋不轨。永乐第三
次赐书，明确指出他“比为
悖逆之事属矣”，质问他为
什么“恬不知悔，恣肆日
甚”。最后警告他：“非分
之思，不可数得，王其省
之，毋贻后悔。”这次朱樽
似乎受到震动，上表悔过，
并要求来京谢罪。谁知来
京后，廷臣交劾，朱樽非但
不接受批评，反而凶相毕
露，疯狂叫嚣：“奸臣喋喋，

又欲效建文耶?会尽斩此
辈。”至此，朱樽的丑恶嘴
脸已得到充分暴露，永乐
顺从众意，下令罢去朱樽
护卫亲军和王府官属，并
将其留在京郊，不准返回
封国。朱樽心怀不满，怨
言啧啧。永乐四年（1406
年），下诏削去朱樽及其子
之爵位，废为庶人。朱樽
成了永乐削废的第一个藩
王。 第二个被削的是谷王
朱槔。他也是凶残成性，
骄肆妄为，抢夺民田，侵吞
公税，滥杀无罪之人。王
府长史数谏，朱槔竟诬其
诽谤，磔杀之；他又招匿亡
命，演习兵法战阵，制造战
舰、弓弩器械；大创佛寺，
度僧干人，整日咒诅；尤其
严重的是，他阴谋趁元旦
向皇帝献灯之机，选壮士
教之音乐，混入禁中，伺机
谋变，还企图拉拢蜀王共
同起事。蜀王向永乐告发
其阴谋，于是永乐召朱槔
入朝，并向大臣公布了朱
槔的罪状，诸大臣同声请
诛。但朱棣引而不发，仍
要诸王议其罪。如此慎
行，一方面可以避免授人
以口实；另一方面通过诸
王议罪，又起到警告、教育
诸王的作用。用心可谓良
苦。周、蜀、楚等王认为朱

槔违祖训，谋不轨，诛无
赦。应该说，一切都已水
到渠成了，但永乐为避免
激化矛盾，仍不开杀戒，只
是将朱槔及其二子削废为
庶人。 宁王朱权改封南昌
后，有人告其“巫蛊诽谤
事”，永乐经过密查，属无
中生有。但风声传到朱权
耳里，深知永乐为人的朱
权看破红尘，从此不问政
治，洁身自保，自建精庐一
区，莳花种竹，鼓琴读书。
这种超然物外的处世态
度，使他与永乐始终相安
无事。周王复封后，由于
对属下管教不严，府中违
法违制事件时有发生。永
乐多次赐书劝诫，周王也
向永乐深陈悔罪改过之
意。永乐后期，又有人屡
告周王图谋不轨，永乐召
其入朝，周王顿首认罪。
永乐亦以宽大，并未给予
处分。聪明的周王立即主
动交出三护卫官军。从
此，周王也远离政治，以善
述终其世。

岷、代、辽三王，因罪
被革去护卫。其余的藩王
因能俯首听命，奉制守法，
永乐仍保留其封爵。

至此，永乐顺利地解
决了明初藩王威胁中央集
权的严重问题，彻底打破
了藩王掌兵的格局，使其
再也掀不起危及皇朝的狂
飚。

摘自《文史春秋》

在我所熟悉的一条著
名的峡谷里，很有些吸引
游客的景观：有溶洞，有天
桥，有惊险的“老虎嘴”，有
平坦的“情侣石”，有粉红
的海棠花，有螫人的蝎子
草，还有伴人照相的狗。

狗们都很英俊，出身
未必名贵，但上相，黄色卷
毛者居多。狗脖子里拴着
绸子、铃铛什么的，有颜色
又有响声，被训练得善解
人意且颇有涵养，可随游
客的愿望而做出一些姿
势。比如游客拍照时要求
狗与之亲热些，狗便抬爪
挽住游客胳膊并将狗头歪
向游客；比如游客希望狗
恭顺些，狗便卧在游客脚
前做俯首贴耳状。狗们日
复一日地重复着亲热和恭
顺，久而久之它们的恭顺
里就带上了几分因娴熟而
生的油滑，它们的亲热里
就带上了几分因疲惫而生
的木然。当镜头已对准它
与它的合作者——游客，
而快门即将按动时，就保
不准狗会张开狗嘴打一个
大而乏的哈欠。有游客怜
惜道：“看把这些狗累的。”

便另有游客道：“什么东西
跟人在一块儿呆长了也
累。”

如此说，最累的莫过
于做人。做人累，这累甚
至于牵连了不谙人事的
狗。又有人说，做人累就
累在多一条会说话的舌
头。不能说这话毫无道
理：想想我们由小到大，谁
不是在听着各式各样的舌
头对我们各式各样的说法
中一岁岁地长大起来？少
年时你若经常沉默不语，
定有人会说这孩子怕是有
些呆傻；你若活泼好动，定
有人会说这孩子打小就这
么疯，长大还得了么？你
若表示礼貌逢人便打招
呼，说不定有人说你会来
事儿；你若见人躲着走说
不定就有人断言你干了什
么不光彩的事。你长大
了，长到了自立谋生的年
龄，你谋得一份工作一心
想努力干下去，你抢着为
办公室打开水就可能有人
说你是为了提升；你为工
作给领导出谋献策，就可
能有人说你会摆自己能。
遇见两位熟人闹别扭你去

劝阻，可能有人说你和稀
泥，若你直言哪位同事工
作中的差错，还得有人说
你冒充明白人。你受了表
扬喜形于色便有人说你肤
浅，你受了表扬面容平静
便有人说你故作深沉。开
会时话多了可能是热衷于
表现自己，开会时不说话
必然是诱敌出动城府太
深。适逢激动人心的场面
你眼含热泪可能是装腔作
势，适逢激动人心而你没
有热泪就肯定是冷酷的
心。你赞美别人是天生爱
奉承，你从不赞美别人是
目空一切以我为中心。你
笑多了是轻薄，你不笑八
成有人就说整天像谁该着
你二百吊钱。你尽可能宽
容、友善地对待大家，不刻
薄也不委琐，不轻浮也不
深沉，不瞎施奉承也不目
空一切，不表现自己也不
城府太深，不和稀泥也不
冒充明白人。遇事多替他
人着想，有一点儿委屈就
自己兜着让时光冲淡委屈
带给你的不悦的一瞬，你
盼望人与人之间多些理
解，健康、文明的气息应该

在文明的时代充溢，豁达、
明快的心地应该属于每一
个崇尚现代文明的人。但
你千万不要以为如此旁人
便挑不出毛病便没有舌头
给你下定语，这时有舌头
会说你“会做人”。

从字面上看，“会做
人”三个字无褒意也无贬
意，生活中它却是人们用
多了用惯了用省事儿了的
一个对人略带贬意的概
括。甚至于有人特别害怕
别人说他会做人，当自己
被说成“真不会做人”时倒
能生出几分自得。好像会
做人不那么体面，不会做
人反倒成了响亮堂皇的人
生准则。细究起来这种说
法至少有它不太科学的一
面：若说“会做人”是指圆
滑乖巧凡事不得罪人，这
未免对“人”的本身存有太
大偏见，人在人的眼中就
是这样？那么“不会做人”
做的又是什么呢？若是以

“葡萄是酸的”之心态道一
声“咱们可不如人家会做
人”，以此来张扬自己的正
直，也未免有那么点幼稚
的自我欣赏，更何况用“不
会做人”来褒扬真正的品
德，本身就含有对人的大
不敬。

摘自《铁凝散文》

古代的“高考移民”叫做
“冒籍”。士子参加考试,必归
于本籍,亦可在本籍与寄籍中
作一选择,投考不得越籍赴
试。但有的士子为了取巧投
机,假冒他省之籍投考,称之

“冒籍”。
隋文帝开创科举，唐代

有发展，并完善了科举制度。
唐朝科举,报名后,先要由

县进行考试,然后再由州府考
试,合格者送至尚书省。

因为长安、同州、华州的
录取比例最大,送选名单上列
为前十名的,有时全部及第,一
般也十得其七八,而两广等地
的录取率正好相反,十之能中
一二就不错了。录取率如此
悬殊,出现“冒籍”也就不奇怪

了。
对于“冒籍”现象，朝廷亦

有对策。《新唐书·选举志》载：
“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
成者送之尚书省，而举选不繇
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
列於州、县……既至省，皆疏
名列到，结款通保及所居，姑
由户部集阅……”在这种严
格的管理下，士子一般应在家
乡报名应试，以进入本地的县
学或府学，而县学、府学的生
员都有确定的名额限制。

有个叫白居易的考生写
了一篇叫做《送侯权秀才序》

的文章,以和侯权秀才同在一
个地方考上“大学”为由头,套
了一番近乎,惺惺相惜,以叙同
窗之情：“贞元十五年初，予始
举进士。与侯生俱为宣城守
所贡，明年春，予中春官第。”

只是，这个白居易祖籍
山西太原,到了其曾祖父时,又
迁居下邽(即今天的陕西渭
南)。

白居易的祖父白湟曾任
巩县（今河南巩义）县令，与河
南新郑县令交好，见新郑山川
秀美，民风淳朴，便举家迁移
到新郑城西的东郭宅村，公元

846年,白居易卒于河南洛阳，
享年７５岁。

诗人白居易原籍是山西
太原,曾寄居河南下邽、巩县、
新郑、洛阳,但他没有在这几
个地方参加“高考”,而是通过
私人关系,在大哥幼文和叔父
季康引见下来到宣城，拜见了
宣城观察使崔衍，走了后门,
当年秋天参加了宣城州试,被
选为应贡进士。

到这里，不难看出,白居
易“冒籍”了。这是史上有文
字记载的首次“高考移民”事
件。所以说白居易是“高考移
民第一人”,是有鼻子有眼的
事儿。

摘自《羊城晚报》

去年过年的时候，我
吃过年夜饭，在书房里走
来走去，想找一本书看，
不知道为什么随手拿起
一本佛经，读到了有情生
死流转的过程，其中有一
段讲到“渴爱”的，竟与过
年的心情冥然相合。它
说渴爱有三，一是欲爱，
是感官享受的渴求；二是
有爱，是生与存的渴求；
三是无有爱，是不再存在
的渴求。我觉得二十岁
以前过年是前两者，二十
岁以后是第三者。

那本佛经里当然也
讲到“涅槃”，它不用吉
祥、善良、安全、清净、皈
依、彼岸、和平、宁静来正
面说涅槃，而说了一句

“断爱近涅槃”。这是何
等的境界，一个人能随时

随地断绝自己的渴爱，绝
处逢生，涅槃自然就在眼
前，旧年换新恐怕也是一
种断爱吧。

释迦牟尼说法时，
曾 举 了 一 个 譬 喻 来 讲

“断爱”，他说：“有人在
旅行时遇到一片大水，
这边岸上充满危机，水
的对岸则安全无险，他
想：‘此水甚大，此岸危
机 重 重 ，彼 岸 则 无 险 ，
无 船 可 渡 ，无 桥 可 行 ，
我不免采集草木枝叶，
自做一筏，当得安登彼
岸 。’于 是 那 人 采 集 草
木枝叶做了一只木筏，
靠着木筏，他安然抵达

对岸，他就想：‘此筏对
我大有助益，我不妨将
它顶在头上，或负于背
上，随我所之。’”

举了这个例子以后，
释迦牟尼指出这人的行
为是错误的，因为他不能
断爱，那么他应该如何处
置呢？佛陀说：“应该将
筏拖到沙滩，或停泊某
处，由它浮着，然后继续
行程，不问何之。因为筏
是用来渡人的，不是用来
背负的，世人呀！你们应
该明白好的东西尚应舍
弃，何况是不好的东西
呢？”

由于读了那本佛经，

竟使我今年的整个想法
都改变了，也使我在最有
限的时间内，因为敢于割
舍，而有了一些比较可喜
的成绩，过年何尝不如
此，年好年坏都无所谓，
有所谓的是要勇于断爱，
使我们有情的命身，在新
的起始发散最大的光芒。

涅槃真的不远，如果
能在年节时候，少一点儿
怀念，少一点儿忆旧，少
一点儿追悔，少一点儿婆
婆妈妈，那么穿过峭壁，
踩过水势，开阔的天空就
在眼前了。

摘自《美文》

凡尔赛宫距离巴黎市中心有 二
十公里，要从塞纳河的右岸穿过左
岸。想当年，曾是满眼葡萄园的左岸
正因占了凡尔赛宫的便宜，才从乡村
变成了都市，众多讨宠的贵族像蛾子
似的扑向太阳，跟妃子、太监一样，做
梦都想博得“太阳王”的宠幸。凡尔赛
宫作为“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宫邸，是
名副其实的“太阳宫”。

去了凡尔赛宫，你就会发现“太
阳王”有两副面孔，就像刚柔相济的阿
波罗：一跨进王宫的铁花大门，在一个
条砖铺地、殿宇稠密的传统广场上，远
远就看到在高大基座上头戴羽冠、手
执御令、勒马伫立的路易十四戎装铜
像，威吓群雄，仪态四方；但是，你一旦
走入游客拥挤的王宫之内，油画上的
法王摇身变成一位身穿华服、涂脂抹
粉、卷发披肩、站姿造作、脚蹬高跟鞋
的臃肿男人，说是男人，乍看像妇人。
十七世纪下半叶，就是这位雌雄同体
的异类统治者，神话般地降伏了千百
年来桀骜不驯的法国贵族，震慑了群
王竞雄的欧洲大小王室，修建了让世
人垂涎、可望而不可及的“宫廷是权势
的舞台”——凡尔赛宫。

现代人一说高跟鞋，立即想到妖
娆的美女，商厦橱窗里五颜六色、勾人
奇思妙想的高跟鞋百分之百是女人美
足的饰品。如果老爷们儿穿了它，肯
定会被讥笑为“变态”。但是很少有人

知道：高跟鞋本是男人专利。三百年
前，它不仅是男人发明的专利，而且是
男人使用的专利！高跟鞋的发明者不
是别人，正是身材矮小、雄心勃勃、爱
跳芭蕾、霸气十足的路易十四。曾几
何时，“太阳王”穿着１５厘米高跟的
鞋子，踮着脚尖在十万平方米的王宫
和百万平方米的御花园里傲慢猫步。
所以说，凡尔赛宫是“高跟鞋”的故乡。

一时间，欧陆各国的君主、贵族
纷纷效尤，穿高跟鞋和法式衣服，学

“太阳王”踮着脚尖走路，半咧着嘴做
出皮笑肉不笑的法式表情，请法国厨
师，吃法国饭，喝法国酒，兴建法式宫
廷和别墅，就连妓院都不例外。不少
人模仿路易十四的美容秘方：用稀释
了的葡萄酒洗手漱口，从不洗脸，只用
沾了香水的手帕干擦。

凡尔赛宫气势恢弘，如人间天
堂。数以百计的房间、厅堂，回廊内的
帷幕、窗帘、壁毯和沙发套，每年都要
更换两次：冬季是深红和浓绿的丝绒，
夏季用绣着金线银线的丝缎。卧室是
主人表演的舞台，宽大的御榻前，每天
上演着同一出戏剧：清晨，一群显赫的
贵族赶来看“太阳升起”，幸运者能帮
国王脱下睡衣。随后又拥进几百位贵

族，国王像挑妃子似的选出几名帮他
更衣，顺序严格地递上衬衫、马裤、袜
子、鞋、短剑、披篷、羽帽，其他人只能
恭敬地观看。

贵族们为了能给国王递一条手
帕，也要花重金争抢。想来，今天的美
国总统收钱与富商们吃饭照相，估计
就是从这儿获得的灵感。晚上，所有
的仪式像电影倒放似的重复一遍，在
两次仪式之间，国王的作息也按脚本
进行。难怪路易十四的一位内臣说：

“国王是凡尔赛宫里的一部机器”，一
切都按照设计好的程序进行，具有精
确的舞台效果。

路易十四既有藐视天下的霸气，
又有着让天下人观赏的表演欲，亲自
为造访者设计出２５条御花园游览路
线，生活彻底“透明”，让客人看他洗漱
吃饭，出恭入厕，打嗝放屁。他还是位

“改革家”，斗胆废除了千百年来的贵
族世袭制，然后想出成百上千的虚职，
让贵族们和想当官的有钱人相互厮
杀。连他自己都为自己的智慧感到惊
讶，他问一位贴身宦臣：“你说谁会买
这些没有的职位呢？”对方聪明地回
答：“这就是国王的特权啊！一旦国王
创造出一个新的官职，上帝马上就会
创造出一个想要买它的傻瓜。”

“太阳王”的高跟鞋强调的不是
媚艳性感，而是“朕即国家”的威严。

摘自《深圳商报》

中 国 洛 阳 有 一 位 锻
铜浮雕大师王书品，因打
造 古 今 中 外 世 界 伟 人 的
铜 脸 闻 名 于 世 。 一 副 伟
人像，一块铜板，用大大
小小的工具，敲敲打打，
凿凿锻锻，厚厚的铜板有
了头形，再显出脸廓，再
显出耳朵、鼻子、眼睛，再
细细打磨，成了。得见自
己 的 铜 脸 的 人 都 会 大 吃
一惊，会从自己的铜脸上
看 出 许 多 从 未 看 出 的 东
西，大为感动。普京总统
看 见 自 己 的 铜 脸 时 就 惊
愣了好一阵子，然后举起
大拇指说：“了不起！谢
谢！”

那日来了一位明星小
姐，美艳逼人，报上身份后
拿出几本相册，让大师挑一
张最靓的打。她一定要打，
不答应她就不走，软磨硬
泡。大师以实相告：“真不

适合！”明星小姐恼了：“眼
里只有伟人？我就打！都
是脸，都能打！”大师知道推
辞不过了，只好翻看相册，
忽然眼睛一亮，喜道：“老人
是谁？”明星小姐说：“ 我爷
爷。他苦了一辈子，不听
劝，自己愿意死守在山里老
家，你看他……”没说完，大
师就说：“好吧，我就打你爷
爷！”明星小姐不懂了，大师
也不解释。最后她要求大
师两个都打。大师想了想，
答应了。

两张照片，一张美艳绝
伦，一张老皱不堪。

一个月后，两副铜脸
打 好 了 。 明 星 小 姐 为 了
炫耀打铜脸成功，带了不
少 朋 友 一 起 来 拿 铜 脸 。

进了大师的工作室，大家
一 下 子 都 愣 了 ：绝 对 逼
真 ！ 明 星 的 铜 脸 看 上 去
像烈士头塑，却没有烈士
气质，明星味也全没了，
四 不 像 ！ 她 爷 爷 的 铜 脸
竟 比 伟 人 的 脸 还 令 人 震
惊，那折皱与苍苦竟合成
了异乎寻常的伟人气派，
金光闪闪，带上了人之图
腾意味，永恒的，壮丽的，
震撼的，神圣的，凌驾于
灵肉之上的极致境界！

明星小姐终有所悟，
红着脸对大师说：“我知
道了，真正的美是在沧桑
之后……”

一群尚带稚气的眼睛
看 着 大 师 。 大 师 微 笑 不
语。还有许多道理，只能让

他们慢慢去悟，是不宜说出
口的。

是的，有的人是不宜打
铜脸的，留脸于世只有用其
他方式——纸式、泥式、木
式……反正不能是金银铜
铁。

事情传开，人们明白
了：并不是大师眼中只有伟
人，而是伟人的脸确实适合
打；也不是只有伟人的脸可
以打，山中老人的脸就打出
来了，和伟人的一样震撼人
心。

人有两种：一种在烟花
尘世的繁华中张扬而逝，一
种在锤凿剪锉的敲打中塑
为永恒；一种是皮肉，一种
是灵魂。

摘自《雨花·青少刊》

很多人觉得，父母双亡
寄居贾府的林黛玉无依无
靠、无钱无势。连她自己都
说过：“我是一无所有，吃穿
用度，皆是和他们家的姑娘
一样，那些小人岂有不嫌
的。”但实际上，这样的处
境，对于出身名门的林黛玉
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

林府也是钟鸣鼎食之家
林 黛 玉 的 父 亲 林 如

海这一代往上推五代，曾
经世袭过列侯，是国之重
臣，根基甚至胜过宁荣二
府。到了林如海这一代，
世袭的代数满了，林如海
便从科举出身，中的是探
花，在书中第一次出场时
由 皇 帝 钦 点 为 巡 盐 御
史。御史主管弹劾、纠察
官员过失诸事，干的是监
查 严 管 政 务 和 盐 商 买 卖
的工作，这个职位在那个
时 代 是 肥 缺 中 的 肥 缺 。
而 贾 宝 玉 的 父 亲 贾 政 只
是一个工部的员外郎，相
当 于 现 在 的 一 个 小 公 务
员 。 林 如 海 显 然 混 得 比
他强。

以林如海这样的官职，

会任由自己的独生女儿成
为无依无靠、寄人篱下的

“乞食者”吗？林如海因为
妻子亡故，自己忙于公务无
暇照顾女儿，而且也没有心
思续弦，才把孩子送到外婆
家抚养。很多人认为林家
的财力不如贾家，因为从林
黛玉初进贾府一系列的心
理活动来看，她还是很紧张
的。林黛玉初进贾府时的
谨小慎微，只是对于南北两
地语言风俗以及生活习惯
上的不同存在的心理不适，
并不是说明林家穷途末路，
一贫如洗。而且，林如海托
贾雨村带去的那封信里，应
该有林黛玉生活费的安排。

林如海死后，林家的巨
额财产会消失吗？从文中
来看，林如海的品行十分优
良，并无贾府众多子弟那些
吃喝嫖赌的不良习气，不是
败家之人。而且林家成员
相对简单，虽然遗产由整个
林氏家族一起分割，但林黛
玉作为林如海唯一的子女，
还是能分到一定份额的。
另外，林黛玉的母亲贾敏是
贾府荣盛时期的豪门千金，

她出嫁时的嫁妆一定相当
丰厚。贾敏死后，母亲的私
房财产可以由独生女儿继
承，作为日后嫁妆的，这些
财产跟着黛玉一起进入贾
府，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打赏下人一派贵族风范
大观园里的小姐们，虽

然衣食无虞，但钱财问题上
却没有多大的自由度，每个
月只有固定数额的零花钱:
二两银子，放在今天，也就
值个四五百。所以，就连当
家的三姑娘探春要想买点
小玩意儿，还要用心积攒，
几个月才省得出“十来吊
钱”。可林黛玉不一样了，
从没见她有过经济上的困
窘事，而且打赏下人小费
时，她的出手也是最为阔
绰。

第二十六回：“佳蕙笑
道：‘我好造化！刚才在院
子里洗东西，宝玉叫往林姑
娘那里送茶叶，花大姐姐交
给我送去。可巧老太太那
里给林姑娘送钱来，正分给
她的丫头们呢。见我去了，
林姑娘就抓了两把给我，也
不知道是多少。你替我收

着。’”
佳蕙是怡红院中的一

个三等小丫环，就是这么个
小工，去给黛玉送东西却得
到了“两把钱”的阔绰赏赐，
可见黛玉很大方。

第四十五回中，宝钗差
下人给林黛玉送燕窝，来人
不过是蘅芜院中的一个婆
子，该婆子好赌，黛玉听说
笑道：“难为你。误了你发
财，冒雨送来。”命人给她几
百钱，“打些酒吃，避避雨
气。”各小姐们的月钱不过
二两银子，黛玉赏小费随手
就是几百钱！

其实，为黛玉安排的赏
钱描写还暗示出：黛玉并非
像读者想象中的那么不通
人情世故，她只不过是打着
清高的幌子装优雅。林黛
玉的苦闷更多的是一种悲
乡情结。同时，作为一个小
女孩，即便有钱也不可能由
她来花，果真一草一纸，也
要问人要，即使花的是自己
的钱。由此，再回过头来看
看林黛玉的脾性，她的“清
高自许、目下无尘”，固然是
天性使然，其实也是出于自
负，出身高贵、财力雄厚是
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摘自《非常品红楼》

永乐帝“削藩”

“高考移民”白居易

位于康百万庄园主宅
区的三院有一组门枕石，是
康百万庄园石雕艺术的代
表作品。

这对门枕石选用整块
青石上下分三层雕刻而成，
构图新颖，雕工精湛，人物、
动物形象生动逼真、情景交
融、栩栩如生。它以其精细
的雕刻工艺和深刻的文化
内涵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并且还是我国一级石刻的
定级标准，堪称国宝。

门枕石的第一层图案
雕刻了一对雌雄卧狮。狮
子的形象在宫廷、庙宇、陵
园都非常多见，或蹲或站，
怒目圆睁，威风凛凛，神圣
不可侵犯，令人望而生畏。
这对石狮子却俯卧下来，憨
态可掬，显得十分温顺可
爱。

第二层是这对门枕石

的精华部分。它采用剔地
突起的雕刻手法，刻出一组
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人物
故事。这组图案与垂花门
楼两侧楹联互为照应，相映
生辉。对联出自清代监察
御史刘毓楠之手，上联“处
世无他莫若为善”，康家主
人深知“百善孝为先，孝以
善为本”的道理，因此门枕
石上正面相应雕刻就是一
幅“尊老爱幼”图，内侧雕刻
的则是“妯娌和睦”图，隐喻

“家和万事兴”。下联“传
家有道还是读书”，康家主
人深谙“万般皆下品，唯有
读书高”这一古训，所以相
对应的就雕刻了“拜师求
读”图。年轻的后生低头弯
腰，双手打拱，毕恭毕敬，夜
读时遇到难题去求助老师，
慈祥的老师一手提灯笼、一
手捋着胡须，眼睛里流露出

赞赏的目光。内侧雕刻“宾
客宴饮”图，教育后人以礼
待人。一幅幅传统礼仪画
面跃然石上，父子爱、妯娌
亲、师生情、朋友谊在这里
被工匠刻画得淋漓尽致。

门枕石的第三层雕刻
的是一组传统的图案，正面
雕刻“凤凰牡丹”，寓意“荣
华富贵”；内侧雕刻“麒麟送
子”和“金鸡报晓”图，寓意

“吉祥如意，官上加官”。
据说这对雕刻精绝的

门枕石是一件应试的杰作。
清代咸丰年间（1851—

1861 年）的一天，康家的院
落门前，一场别开生面的现
场 招 聘 石 匠 的 考 试 开 始
了。主考官提出要求后，场
上便响起一片叮叮当当的
敲打声，几十名应考者展开
了激烈的角逐，其中来自偃
师县猴氏牛头山的一名叫

车清元的小伙子，引起了十
六世康无逸的注意。只见
他从选材、构思、打坯，精雕
细琢、匠心独运，在最短的
时间内打造成了这组门枕
石，他的构件、造型、速度、
创意，无论何人都不能企
及，引得在场众人一片喝
彩，车清元自然也成为康家
石匠的首选。

车清元的具体情况，已
无从考据，只知道，自打他
应聘到康家当石匠，康家上
下院落的建筑雕刻，就全由
他承包了。在漫长的时光
中，一锤一钎，年复一年，车
清元从来没有中断过。如
今看到康家门前院后，雄健
威凛的狮子老虎，缜密精工
的人物故事，刀法细腻的草
木花卉，古拙威严的牌坊碑
楼，车清元雕刻作品有多
少，谁也没有计算过，但流
给后人的，件件都是令人惊
叹的杰出作品。

摘自《走进康百万庄园》

走进康百万庄园之六

石雕精品门枕石

高跟鞋的性别

挥金如土的林黛玉
苏 芩

皮肉与灵魂
张鸣跃

闲话做人 铁 凝

断爱近涅槃
林清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