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春天仍不解，她皱起眉头：
“这跟我当主任有什么关系？”

“哼，梁冰是什么背景？你们的
社长当年就是他爸爸手底下的文书
……他想让你当个副刊主任那还不
是一句话……不过，其实也不是坏
事，他也不是想害你，傻东西！”

李春天就像一只被刺破了的皮
球，没有一丁点儿的精神，一点儿一
点儿地瘪了下去。她坐回到椅子上，
无精打采地仰望着天花板发呆。窗
户开着，节日的喜庆连同冷风一齐拥
进来，结结实实地打在李春天的脸
上，冰凉的，是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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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春天自己的房子里，李思扬

在客厅里来回地转着圈儿，一边走动
一边痛骂张一男：“闲的，闲的，张一男
真是闲的没事干了，好好的跟你说这
个干吗？！真是惟恐天下不乱了他！”

李思扬在李春天旁边坐下：
“哭，哭，哭！大过年的就为这点事儿
你就哭吧！让妈知道不骂你才怪
呢！大过年掉眼泪，
一年都别想顺当！”
说着替她擦了擦眼
角 ，“ 瞧 你 这 点 出
息！别动不动就理
想理想理想的，理想
值多少钱……”

“ 你 就 知 道 钱
钱钱！”

李 思 扬 有 点
急：“我发现你可越
来越矫情了，你怎么
不识好歹呢！人家
梁冰这么做是为什
么？好好的干吗非
帮你当上这个破主
任，人家要不是因为想对你好，人家
犯得着么！”

“我用不着他对我好，他对我好
干吗砸我东西？”

“傻吧你！梁冰是要追你！真
不知道假不知道啊你？”

李春天愣了一下，嘟囔道：“可
是我特怕他……我觉着他不踏实。”

“哼，谁踏实？张一男踏实吗？”
李思扬白了她一眼。

“不是，怎么又拐张一男那去
了，哪儿跟哪儿啊？”

李思扬似笑非笑地看了李春天
好一会儿，直到李春天目光不自觉地
躲闪开来，李思扬才缓缓开口：“老
二，多少年了？你真当我不知道？”

李春天忽然一阵心酸，她明明
知道李思扬说的是什么，却装作嘴硬
地瞪起眼：“你有病吧！”

“你才有病呢！你别以为我傻
得连你喜欢张一男都看不出来，我是
谁呀！你那点无知的小把戏瞒得过
我法眼……”

李春天双颊一阵发烫，像被谁
打了两个耳光，脸涨得通红：“嘁！自
以为聪明……”

“现在不是挺好的，张一男离婚
了，你暗恋了这么多年……机会终于
来了……”

李春天像泄了气的皮球，叹息
着，嘟囔着：“可是我现在不喜欢他
了，他自私。”

过了初七，报社正式上班了，沈
光明也从这一天开始正式离职。副
刊来了两个新同事，一男一女两个二
十四五岁的年轻人，看着他们，李春
天想起自己刚到报社上班的模样，唯
唯诺诺，草木皆兵，苦熬了这么多年，
终于可以挺直了腰板说话。

下午报社开全体会议，宣布上
一年度优秀员工的名单，李春天又一
次拿到了“荣誉”。从康介夫手里接
过那个水晶奖杯，李春天已经没了那
份荣耀，她只觉得那东西轻于鸿毛。

散了会，李春天往办公室走，康
介夫从她旁边低着头走过，李春天叫

住他：“‘姐夫’！”
“嗯？”康介夫答应

得很自然，他看着李春
天，等着她说点什么。

“我不想干了。”
李春天小声说。

康 介 夫 一 点 也
不惊讶：“那就……写
个辞职信……”

“嗯，待会就给
你，今天就不干了。”李
春天说完往办公室走。

康介夫追上她：
“李春天——”

“嗯？”
“其实……下个月

就要调你去汽车版了，独立经营，虽然还
是主任职级，社里已经特批你享受副总
编待遇，辞职的事儿……你要不要再考
虑考虑？”

“不考虑，”李春天坚定地说，
“不想干了。”

“梁冰……”考虑到总编的身
份，康介夫欲言又止。

“梁冰也不考虑。”李春天淡淡
地说，“我走了。”

回到办公室，李春天发觉自己出
了一头的汗，其实在从康介夫手里接过

“荣誉”之前她还没想好是不是这么快
离开报社，她太念旧，对一份习惯的工
作就想对一个习惯了的人那样舍不得，
可是，就在那一瞬间，她突然就决定了，
她要洗心革面，做另外一个李春天。

深夜，完成了工作，李春天开始整
理她的个人物品，该扔的扔掉，还能拿
得出手的就送给两个年轻同事，到最
后，李春天发现她其实没有什么东西需
要带走的，除了圣洁送给她
的那条丝巾。

连连 载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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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 辰：天啊，还猜哪，再猜还
得晕过去。现在呢，您是靠猜还是完
全听懂了？

马未都：现在也听不懂，拍卖师
说得特快，但好在现在是同步了，看
牌子就行了。

我是第一个在香港拍卖市场买
东西（文物）的大陆人，用毛主席的话
说我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经纪人难做
梅 辰：您刚才说做实业的人

搞收藏相对比较容易，其实如果您做
艺术品经纪人的话也相当于是一个
企业，同样可以以商养藏嘛。

马未都：艺术品经纪人对我来
说它与我的事业发生冲突。那就没
意思了。

梅 辰：怎么会有冲突呢？您
又不是经纪自己的藏品，您只是帮人
经纪、替人掌眼嘛。

马未都：我实际上也做了一些
艺术品经纪人的事儿，很多时候它就
会发生冲突。比如，我的一个客户，
也是我的一个很不错的朋友，我帮他
买东西。当时买了一批东西回来，我
说“你先挑”，其实你
说我愿不愿意我先挑
呢？当然我愿意我先
挑，我当然愿意把那
个最合适的，也谈不
上好坏，主要是最合
适 的 东 西 我 先 挑 出
来，但问题是这样做
对别人是不公平的，
我是用他的钱为他做
事，因此首先从内心
我得公平，我得让他
先 挑 …… 很 多 年 以
后，他对我说，他对我
的信任就是从这件事
开始的。

古玩这行很容易不让人信任，
一件东西到底多少钱只有你自己知
道，别人，尤其当他是个外行的时候，
他是不知道它的价值的。

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取得别人的
信任已经是以己之利克社会之利了，
整个社会都存在着信任危机。你想
取得他人的信任是非常艰难的一件
事，大部分人首先会防着你，尤其是
在古玩行业，在根本无法准确判断其
价值的前提下，首先要防着你这是正
常的。那么当你面对一个生人，一个
你不了解的人时，你就需要做大量的
努力，要做大量的无用功，很麻烦。
我们今天社会上的很多贸易行为已
经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没有诚信。这就是我说的是整
个社会所付出的总体代价。

梅 辰：作为经纪人，对别人而
言是一个正常的商业行为，而对您来
说却割舍不了您对这些东西爱不释

手的那份感情，因此您很痛苦。
马未都：对，别人他不喜欢东

西，卖了，拿走了，无所谓。我就会很
痛苦。

梅 辰：如果您总是只进不出，
时间长了必然会感到收藏的压力。

马未都：世界上的一些大藏家，
一般都是做出一个决定，然后委托经
纪人去做，中国到目前为止这样的藏
家还非常罕见。因为委托经纪人他
要付出很多的费用，我们大部分的藏
家都宁可自己吃亏上当，也不愿意付
这笔经纪费用。在西方这都是很简
单的事情，当他做出一个决定时，就
已经想到要付这笔费用了。

梅 辰：以您的名望，那些藏家
应该不会吝啬这笔经纪费用吧？

马未都：但是中国的文化传统
往往是一开始他都是愿意付费的，心
甘情愿付出的，因为他跟你不熟、不
认识嘛，但时间长了，大家做成朋友
了，他觉得付你经纪费就别扭了，你
自己收着也觉得别扭了。

梅 辰：到底是人家付的别扭，
还是您收的别扭？

马未都：双方都
别扭。就觉得挺好的
朋友你帮他个忙，不
好意思收费了，就是
说不认为这无形资产
值多少钱。你说这无
形资产值多少钱？

梅 辰：我不知
道会计学上如何计算
无形资产的价值，但
我觉得肯定得包括创
造它所付出的时间成
本和精力成本。

马未都：其实，
我所有的无形资产就

是我的时间，是我耗了大量的时间去
研究这些东西才有了这个眼力。如
果我不做这些事，我做一件很具体的
事，那我这些无形的资产早就变成有
形的资产了。

我们因为是从一个很贫穷的年
代走过来的，因此大家都对非常物质
的东西有感觉，好像觉得我给了你
钱，我就得有一个感到沉甸甸的东西
拿在手里，我才觉得值。一旦我付钱
所买的这个东西是虚化的，我就觉得
心里空荡荡的，就好像把钱丢了一
样。比如，过去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愿
意付律师费，都觉得很痛苦，我自己
也经历过这种情况。有一年我在美
国，我去咨询美国律师一个问题，他
的桌上就放着一个计时器，我看到它
后就觉得心里特乱，然后那律师就说

“现在开始”，随手他就按下了那个计
时器，我顿时觉得我想问的
问题全都没了。特别不适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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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压力的事情，谁会长期做下
去呢？我从开始求学起，就一直待在
校园中，单单在台湾大学都快三十年
了。为了教书工作，我必须保持阅读
习惯。我对于这样的压力，其实是深
感幸运的。

由于从前的翻译经验，我的阅读
方式主要是“精读”。翻译就是最好的
精读训练，我由此增强了英语能力，并
且顺利念完学位。回国之后，我的教学课
题之一是儒家哲学，必须经常沉浸于孔子
与孟子的作品中。这些古典作品究竟
在说什么，想要说什么，能够说什么，
以及应该是什么意思？我几乎每天都
会碰到诠释学的具体例子。

于是，我从精读转而从事“经典解
读”的工作。这是我研究生涯的转折
点。为什么称之为转折点？因为学术
界对许多议题并无共识，学者各自在
极小的领域中孤芳自赏，既不能开发
经典中的微言大义，也无法贴近现实
人生的具体需求。长此以往，经典难
免被束之高阁，而国人阅读的材料与
质量也不易得到提升。

我首先从事的是《论语》的解读。
我按照诠释学的四个步骤，阅读了历

代将近四百家的注解，然后再以自己
的西方哲学背景为凭借，务求从“哲
学”的角度去看待《论语》。所谓“哲
学”的角度，就是要兼顾三点：澄清概
念，设定标准，建构系统。孔子既然声
明了“吾道一以贯之”。我们怎能忽略
他的思想的系统性呢？孔子的为人处
世颇具特色，背后的根据是什么？一
个人具有何种信念，才会肯定“杀身成
仁”的价值？

正如我所期待的，《论语》的解读
引起相当正面的回响，至今已有四万
人阅读过了。我长期以来，主张孔子
与孟子所肯定的人性论，并非大家常
说的“人性本善”，而是“人性向善”。
此一新解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得到印
证的机会。

朋友们因为懂得了《论语》而感到

快慰。于是，进而希望我以类似模式
解读《庄子》、《老子》、《孟子》、《易经》
等古代哲学作品。这是一个巨大的挑
战，我似乎没有理由逃避。我的阅读
乐趣，已经由“独乐乐”走向“众乐乐”
了。《庄子》与《老子》的解读已在去年
先后付梓。关于《庄子》，我尤其觉得开
心。我常说，自己从小所译所写的中文超
过了七百万字，直到撰写《庄子》的解读时，
我才发现原来以前的准备工夫，都是为了
眼前这一本书。读者们的热情响应，使我
认为自己或许并没有辜负庄子的旷世才
华。换言之，《庄子》成为许多人手边
翻阅的经典，并且很容易像我一样体
会到阅读的快乐。

走笔至此，许多朋友或许想问：休
闲阅读是怎么回事？休闲有两种功
能：一是打发时间，二是再创活力。打

发时间，听起来有些消极，但是看看每
天的社会新闻，不少就是由于打发时
间出了差错，以致徒增各种烦恼。我
以前常看金庸小说，正是打发时间的
上品。后来对于蒙田、房龙等人的作
品，也采取类似态度。

至于再创活力，依然是“非经典莫
属”。前面提及那些儒家与道家的经
典，固然可以助人回归生命的原点，享
受大师的智慧，而西方的经典也有类
似的效果。我从小熟读的圣经，其中
的佳言名句时常浮现于心中。此时再
度翻阅，更容易体察宗教家犀利的眼
光与超凡的洞见。

如果把生命中什么是“必要的、需
要的、重要的”加以分类，那么阅读当
然不像吃饭或工作那样是必要的。阅
读是从“需要的”迈向“重要的”之间不
可或缺的桥梁。所谓需要，是指活到
老学到老，否则枉费了人的理性功能；
所谓重要，是指经由阅读可以领悟个
人的灵性生命，进而开始一项可贵的
灵修过程。事实上，阅读时静下心来，
那一剎那天地之间无事可以干扰，如
果这样还不能称为快乐，人生岂不有
些悲惨？

阅读阅读的快乐的快乐
傅佩荣

明朝成化年间，中牟县出了一位有
名的义士，名叫朱渊。朱渊，字大本，世
代居住于中牟，他自幼聪慧过人，为人正
直，举止大方，行事磊落。成人之后，朱
渊刻苦读书，注重礼仪，崇尚俭朴，不事
奢华，而且，他十分孝敬父母，尊敬长辈，
据明正德十年《中牟县志》载：“大本性鲠
介尚气节，以义官荣身，视亲孝，益尽温
清奉引之节。”朱渊的岳母寡居家中，没
有子嗣奉养，朱渊经常在她床前尽孝，事
之如亲生之母，三十年如一日，深得乡人
的称赞。当时，朱渊有一同乡名叫常楫，
是读书人，不幸年轻丧偶，因家贫无力再
娶，朱渊拿出钱来给他续娶一女子为伴
侣，乡里皆称颂朱渊轻财重义，足为楷
模。另据中牟县志记载，当时有邑士张
士贤和朱渊通财，“岁几三纪，义若同气，
未尝少失颜色，其忠厚如此”。

明朝成化二十年（1484 年），中牟全
年大旱，庄稼几乎绝收，百姓饥饿难耐，
将树皮食尽，严重的村镇还出现了人吃

人的惨景。朱渊心急如
焚，他慨然叹息说：“民为
同胞，尚不忍弃。况在乡
井，容可若秦人视越人之
肥瘠乎？于是，朱渊将家
里的数百石粮食拿出来

赈济灾民，救活了无数濒临死亡的乡亲，
百姓为之感激涕零。”朱渊的“义士”之名
四处传扬。

为了给县里的老人提供一个休闲歇
息的安静场所，朱渊自己出钱，在中牟县
城西的荒地上植树种花，建成了一个美
丽宁静的花园，使得全县的老人有了闲
游散心的地方。朱渊的许多忠义之举，
使他声名鹊起，连省城的府台衙门也知
道他的盛名。当时，河南巡抚李衍路过
中牟，专程看望朱渊，并让有司赐官服给
他，以示褒奖。

据传说，朱渊去世的时候，全县名士
及读书人和百姓纷纷前往拜祭，追悼他
的贤德和懿行。后人写的《挽朱义士》这
样赞叹：“筑圃城西近水滨，荣膺冠带乐
闲身。七旬为寿人稀似，八子联芳世罕
伦。每酿春酒留好客，常输廪粟济饥
民。仙游一去无消息，说著高风共怆
神。”对朱渊的一生做了真诚的褒扬。

卡车喘着粗气爬到山顶，就再也
走不动了。司机下车检查了一番，气
恼地踹车轮两脚，骂骂咧咧回到驾驶
室，蜷在后排卧铺上，还嘟囔一句：“得
在这儿过夜了。”

这是一个北风呼啸的冬夜，车坏
的地点恰巧在山顶。无遮无挡的寒风
肆无忌惮，卷起的细小土粒打在脸上，
针刺一般疼。四周一片漆黑，最近的
人家距这儿也有十多里路。

车上除了司机，还有他的助手以
及半道上搭车的一个女孩儿。

助手下去垫好绊木，感觉手都快
冻僵了，心里不由暗骂混蛋天气。他
站在外面想想，跳上驾驶员的座位上
坐好。副驾驶的座位可以坐两个人，
原本他坐在那儿靠车门的外侧。

风更大了。寒气透过车身袭来，
一阵紧似一阵。车上唯一的御寒棉军

大衣，被睡着的司机裹在了身上。疲
乏的司机必须休息，天一亮，他还要动
手修车并开车走几百公里的路。助手
爬在方向盘假寐，忽然，他感到女孩儿
在瑟瑟发抖。心中一动，这才想起女
孩儿比较时尚，穿得单薄。助手动动
身，想脱下身上的棉衣给女孩儿。他
马上意识到自己的举动，在滴水成冰
寒风肆虐的山顶上，无异于自杀。他
沉吟许久，毅然跳下车，绕过去，拉开
另一侧车门，坐在了副驾驶座位的外
侧。他斜身倚着车门，抬手拍一下女

孩儿，示意她靠过来，会暖和一点儿。
女孩儿感激地笑笑，听话地把身

体靠上来。
助手迷迷糊糊睡着了。常年跑长

途，他已经适应了各种恶劣的环境。
没过多久，他听到了女孩儿上下牙齿
打战的声音。他知道天实在太冷了，
即使两个人的身体依靠着取暖，也无
济于事，何况一个女孩儿被困在空荡
荡的山顶，心中一定充满了恐惧。他
再次拍拍女孩儿，转身面向她，解开棉
衣纽扣，眼睛勇敢地看着女孩儿。女

孩儿明白了，她知道这是唯一的选择，
没有犹豫，把身体贴了过去。助手把
女孩儿冰凉的双手塞到自己的胳肢
窝，接着，用宽大的棉衣围住女孩儿，
紧紧抱住她。

……
助手是我的父亲，那时，才刚刚二

十岁。他抱着女孩儿的事儿，被冻醒
的司机瞧个正着，回到家，经过他添油
加醋地渲染，父亲便有了一夜的艳
遇。小时候，我经常听到有人说到父亲的
艳遇，往往还伴随着一阵坏笑。我感到
了屈辱，在人多的地方我抬不起头。

知道原委，是我上大学的时候。
那次，父亲脑梗住院，我过来陪护。第
三天的晚上，母亲和我讲了上面叙述
的事情经过，“至此，我才听到父亲艳
遇的真正版本，我也才知道，世上，除
了恋情、亲情、友情，还有真挚的温情！

在这个充满爱情的城市，我
已经作了13年“报喜鸟”。有1000
多对终成眷属的恋人，在我的祝
福中，携手走上绚烂的红地毯。

婚礼是人生的一场盛筵，是
爱情之花华美的绽放。新娘的笑
容，是绮丽的云霞。新郎的微醺，
是幸福的涟漪。亲人的祝福，如
清芬的雨露。鲜花、音乐、烛光、
焰火、香槟、红酒、拥抱、亲吻，太
多的唯美、太多的温馨、太多的美
丽、太多的感动。而在 13 年的婚
礼司仪生涯中，最打动我的，却是
婚礼上的颤抖，父母的颤抖。

婚礼上有一个流程，父母代
表讲话。在洋洋洒洒的主婚人致
辞、庄严神圣的证婚人证婚之后，
新人父母中的一位，或是父亲，或
是母亲，在来宾的掌声里，走上礼
仪台，说些期望、祝福与感激的
话。

从鲜花锦簇的主宾席，到熠
熠生辉的婚典礼仪台，仅几步之
遥，父母却等待了很久，也期盼了
很久。那短短的几步，对新人父
母而言，步步凝重，步步情深。此
时的父母，有一些忐忑，有一些激
动、有一些幸福、有一些晕眩，有
一些紧张，有一些无措。手握话
筒，面对无数亲友的目光，历经沧
海的父母，却在那一刻，突然失
语，突然哽咽。那些或事先偷偷
背过无数次的致辞，怎么也记不
起来，握话筒的手，开始不听使
唤。长长的沉默之后，有的父母
会在口袋里摸索出一张已经皱巴
的讲话稿，有些走调地念出来，那
只握话筒的沧桑之手，那片修改
过无数次诵读过无数次的稿纸，
都在轻轻地无规则地晃动。而有
的父母，没有那样的应急方案，便
憋红了脸，语无伦次，整个身体都
像在风中，止不住地颤抖。作为

主持人，此刻，我在离他们最近的
地方，真切地感觉到他(她)们的心
跳，他们身体的倾斜和颤动、他们
湿润的泪水和无声的哽咽。常
常，我会腾出一只手，轻靠他(她)
们的肩膀或是后背，给他们些许
的鼓励和安慰。

主持了这么多年，这样的情
景于我，早已司空见惯。而每次，
我都同样的，会被一种感动，紧紧
攫住。新人的父母中，有很多是
从政多年的官员，久经沙场的领
导，成功的企业家，优秀的人民教
师、记者、新闻工作者，他们阅历
丰富、处变不惊，他们在平素里娓
娓道来、谈笑风生、出口成章、妙
语连珠，他们在许多群众云集的
大场合大场面运筹帷幄、淡定自
若、张弛有度、游刃有余、豪气干
云。而在儿女的小小婚礼仪式
上，却怯场了、失态了、无语了、紧
张了、哽咽了、颤抖了、流泪了。
我的感动，是因为我最近距离的
感知了一种最真挚的爱，父母之
爱。儿女们的十月怀胎、呱呱坠
地、嗷嗷待哺、咿呀学语、蹒跚起
步、十年寒窗、成家立业、娶妻生
子，不短不长的20余年，却仿佛一
个世纪，蕴含着父母多少的酸甜
苦辣、默默付出。在子女华美的
婚礼上，每一个父母都百感交集，
欣慰、喜悦、幸福、激动、祝福、不
舍、牵挂、担忧，有放心更有担心，
有释然更有牵念，悽悽惶惶，忐忐
忑忑，犹犹疑疑，无限滋味。此时
的父母，有万语千言，在心头，在
嘴边，却因千丝万缕，打了结，绕
了团，于是语塞，于是酸涩，于是
流泪，于是颤抖。而那样的生命
的颤动，却是对子女最深的挚
爱。无声的颤抖，是风的语言，是
爱的语言。那样的颤抖，令人动
容，也更令人起敬。

婚礼婚礼上的颤抖上的颤抖
段代洪

中牟义士朱渊中牟义士朱渊
蔡学敏

温 暖温 暖
郝好贤

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屡试不
第。为激励自己发奋写作，在压纸
用的铜条上，刻写了一副对联：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
二秦关终属楚；

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
千越甲可吞吴。

联中运用了项羽破秦、勾践
灭吴的典故，表达自己的决心和
斗志，埋头撰书，终于写成了著名的

《聊斋志异》。

晏殊以联荐才
北宋宰相晏殊，路过扬州大明

寺，从寺院墙壁题诗中，发现小官王
淇的诗写得特别好，招他促膝交
谈。晏殊忽然想起自己以前作的一
句诗：

无可奈何花落去。
久久未得下联，问王淇能不能

续对？王淇略加思索对道：
似曾相识燕归来。
晏殊惊叹不已，便推荐王淇到

集贤院任职，使得人尽其才。

蒲松龄题联发奋
陈永坤

博客丛林

随笔

博古斋

小小说

郑邑旧事

原野（摄影） 晓 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