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卫的心情不错，一边开着洒
水车，一边哼唱着“今个儿咱老百
姓，真呀么真高兴”，虽然他唱得五
音不全找不着调儿，但自我感觉良
好，他是真的高兴。因为大卫买彩
票中了50万，他没有理由不高兴。

在得知买彩票中了 50 万后，不
到一个小时，大卫和老婆就计划好
了这 50 万元怎样开销：换一套大一
点的房子，连同装修在内，预计
40 万，其余 10 万存起来，以备
家庭一时急需。幸亏是 50万，
要是 500 万，大卫都不知道该
如何花了，能有这么高兴？

大卫跑了三条马路后，突
然发现一个十多岁的男孩骑着
一辆送牛奶的自行车跟着他。因为
洒水车后面喷着水，其他车辆都是
东躲西藏，只有小男孩若即若离地
跟在洒水车后面。难道是洒的水溅
湿了他，他撵上来要跟我算账？要
么是小男孩要撵上自己，让自己订
他的牛奶？是自己或是老婆乡下哪
个亲戚的孩子？想来想去，所有乡
下的亲戚中也没有这个年龄段的孩
子啊。

男孩为什么要跟踪我？大卫心
里一惊，心说难道男孩知道自己中
了50万，要伺机敲诈？可是，自己去
兑奖时，戴着墨镜、口罩和假发，穿
上风衣，也没让记者采访，没有人认
出自己啊？这次中奖，亲朋好友都
没来得及告诉，甚至包括正在上学
的儿子，除了自己的老婆，没有人知
道啊。旋即，大卫又一下子释然了，

大街上车来人往，骑着摩托的巡警
“日”地声来了“日”地声去了，男孩
敢对自己下手？再说，自己人高马
大的，就不一定不是小男孩的对
手。大卫转而一想，自己又没把钱
带在身上，小男孩没有必要跟踪自
己啊？还是小男孩眼下只是为了辨
认自己，以便日后动手？前不久县
城发生了一起抢劫案件，两名初中
学生为了上网，在一个偏僻的胡同
里，用棍子打昏了一个收破烂的大

爷，从他身上抢走了8块钱……想到
这里，大卫的心又提了起来。

这下大卫真的慌了，但他慌而
不乱，一边认真开着车，一边用手机
拨打了 110，说有个小男孩跟踪自
己，可能是图谋不轨。不到 10 分
钟，大卫就看到两名警察把小男
孩给拦下了，大卫的心里松了一
口气。

片刻功夫，大卫的手机响
了——是刚才的警察打过来
的。警察说，小男孩跟着洒水
车，只是想听洒水车洒水时播
放的音乐。

大 卫 疑 惑 地 说 ，就 为 这
个？小男孩是不是有精神病？
警察说，小男孩是个孤儿，在

一家送奶站打工，今天是他的生
日……

洒水车播放的音乐是《祝你生
日快乐》！大卫愣了一下神，差点闯
了红灯。

后来，大卫收养了那个小男孩，
并让他返回校园继续读书。

大卫对老婆说，咱这就叫双喜
临门，不但中了奖，还捡了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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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明嘉靖《郑州
志》记载：“郑州城区
有自西向东流向的金
水河、熊儿河。”这两
条河虽是地区性的小
河流，但因历史悠久，
而且贯穿郑州市区，对郑州经济发展与
人民生活关系密切。历史上在这两条河
上修建了一些桥梁就是例证。

清朝年间，郑州兴建一批砖石拱
桥。其中清乾隆10年（1745年）郑州知
州张钺监工，在毁于洪水的南关熊儿
河桥旧址上重建城南熊儿河双孔青石
拱桥，至今沿用旧址，重建加固后继续
使用。

民国初年，金水河、熊儿河洪水泛
滥，不少桥梁被毁，道路中断，一些商贾
厂主开始集资兴建桥梁。1915年，位于
火车站对面智仁里的郑州东亚第二商场
经理王廷如捐款400元，补修西城外一
座旧有石桥，该桥位于金水河上，名继善
桥（1988年市政在排水管道施工中，曾
在二七广场东侧挖出一座青石拱桥，长

约4米，埋深0.7米，桥口刻有“继善桥”
三字）。1917年，位于乔家门路东志大蛋
厂经理孔卓卿出资翻修临近该厂布厂街
北口东侧的熊儿河一座木桥为砖石拱
桥，取名志大桥。

1923 年，老坟岗一带变成了热闹
非凡的商业区，原位于长春路（现二七
路）南口金水河上的一座木桥显得狭
窄，郑县政府筹物觅工将木桥改建为
两孔砖石拱桥，宽约 6 米，长 30 多米，
桥两端灯杆上挂有燃油路灯 4 盏。
1925 年，在西陈庄建一铭功园而修建
的铭功路南口金水河故道上有一破烂
不堪的小木桥，重建为两孔砖拱桥，当
时成为旧市区通过广武、老鸦陈、黄河
南岸的交通咽喉。1927 年，冯玉祥二
次主豫期间，在修建道路的同时，对长

春桥、北下街桥、北
关外桥、铭功桥进行
过维修加固。1930
年，熊儿河从南向北
流经东三马路东段，
一到夏秋季节洪水

暴涨，行人过河不便，有三位热心公益
的方福林、刘济民、李木桥出资在郑州
商会会长张德海等人主持下修建了一
座桥，给桥起名时经过商议，认为首议
是方福林，其堂号为树德堂。建桥主
持人张德海，就取二人的“德”字和刘
济民的“济”字与李木桥的“桥”字相结
合，定名叫“德济桥”。1939年，金水河
改道市外，沿河修建了菜王、北闸口等
砖拱桥、还修建了一条位于铭功路北
段的单孔砖拱桥，长 18 米，宽不及 8
米。到 1948 年郑州解放时，市区内仅
存有南关熊儿桥、德济桥 、大石桥、铭
功桥，终因年久失修基础薄弱，残破不
堪，已不能适应恢复经济发展的需要
了。之后的年代里，又修筑了许许多
多的新桥。

中国文化中，有不少与
“七”这个数字有关的例
子。古诗多以七言为主
体。汉代刘向著《七略》、枚
乘作《七发》。曹植、王粲、
张载皆有《七哀》诗。战国
有七雄，汉有建安七子，晋有
竹林七贤。曹植七步成诗。
佛教将释迦牟尼佛与之前出
世的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
浮佛、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
佛和迦叶佛合称为“七佛”。
古乐理分为宫、商、角、徽、羽、
变宫、变徽。

我国旧俗，人死后每隔七
天祭奠一次，到七七四十九天
为止，称为“断七”。古代的灵
车谓之“七星车”，停尸床谓之

“七星床”，停尸床上及棺内的
木板谓之“七星板”。

习惯于运用“七”这个数
字的民族心理，归源于“七”在
人体及天地万物中的客观存
在及其规律性。《易经》曰：

“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
也。”王弼注：“阳气始剥尽至
来复，时凡七日。”孔颖达疏：

“天之阳气绝灭后，不过七日
阳气复生，此乃天之自然之
理，故曰天行。”“七日来复”
之说，揭示了天地阴阳的循
环规律及人体的节律变化。
西方人以七日为一星期暗合
其理。

许多人体及自然现象
都与“七”有关。太阳的光
线有七色：红、橙、黄、绿、
青、蓝、紫。人有七情：喜、
怒、哀、惧、爱、恶、欲。人还
有七窍。地球分成七块大

陆。道家将人体分成七魄。
七巧板拼图形变化无穷。

说“七”
陈永坤

掌故

黄居正书法

 金 秋 时
节，秋高气爽，
万物收获，粟
香袭人，人们
给秋以许多雅
称，以示秋爱。

三秋：古时的七、八、九
月份，称为孟秋、仲秋、季秋，
简称“三秋”。也指秋季的第
３个月，即农历九月。唐代
王勃《滕王阁序》中有“时维
九月，序属三秋”之句。九
秋：秋季共９０天，简称“九
秋”。张协的《七命》诗中有：

“希三春之溢露，溯九秋之鸣
飚。”金天：按“五行”推演，秋
属金，故称金天或金秋。唐
代陈子昂诗曰：“金天方肃
杀，白露始专征”。金素：谢
灵运诗云：“述职期阑暑，理

掉 变 金 素 。”
李 善 注 ：“ 金
素，秋也。秋
为金而色白，
古 曰 金 素

也。”素节：又称素秋，有时专
指重阳节，有时则泛指秋
天。宋代欧阳修诗云：“我来
夏云初，素节今已届。”素商：
按古代“五行”说法，秋天色
尚白，又属“五音”之中“商”
的音节，故有素商之称。元
代马祖常《秋夜》诗云：“素商
凄清扬微风，草根之秋有鸣
蛩。”西陆：晋代司马彪《读汉
书》云：“日行西陆之秋。”西
陆即二十宿中的昴宿之别
名。

此外，秋还有凄辰、高
商、商节、白藏等雅称。

秋的雅称
夏 吟

绿城杂俎

在韩国，信贷与透支已成为
民众的一种消费习惯，但由于信
用卡市场的支持体系不到位，风
险管理体系不成熟及基础信贷
组织架构发展缓慢，韩国信用卡
行业一度陷入恶性循环，信用卡
市场和信贷市场的混乱衍生出
的骗钱洗钱等金融犯罪屡见不
鲜。

根据韩国同名电视剧改编
的小说《钱的战争》，反映了现代
金融背景下个人与个人、个人与
机构之间以金融杠杆为手段进
行财富转移的冷酷现实，小说中
的主人公首尔大学数学天才金
纳罗曾过着悠闲生活，但后来被
信用卡和高利贷行业步步为营
地逼入绝境：父亲因为透支无力
偿还，在冷面的信用卡公司和高
利贷者逼迫下，用信用卡划破了
喉咙，自杀身亡；母亲急需手术
费用，却因无钱治疗辞世；房子
和家产被拍卖来抵押贷款，无家
可归的金纳罗从此顶着“信用不
良者”的帽子流落街头。忍无可
忍的金纳罗在走投无路的绝境
下，被迫反击杀死了冷漠无情的
高利贷者。因杀人罪入狱后，他
结识了被称作韩国高利贷皇帝
的独孤哲，当他洞悉了金融杠杆
和金钱的本质后，处心积虑拜师
研习高利贷和信用卡行业中的
信贷与透支技巧及手段。几经
锤炼的金纳罗摇身变为冷血的
高利贷经营商后，开始了他人生
转折性的金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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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化的概念中常常误以为
“经”就是“典”，“典”就是“经”。其实所有
的“经”在出笼之初，不过是一部学说，一
家之言。

经的本意不过是书的一种装帧形式，
经字的左边是绞丝旁，是丝织品，用丝织
品把竹片连接起来就是经书。如有“六
经”之说的“诗、书、礼、乐、易、春秋”没被“典化”之
前，不就是一部书嘛，还不具有“典”的身价，那么，是
谁能具备这“一点”把平常弄成“典”的能力呢？是皇
权的统治者。专制的皇权需要王道的德政让人敬
仰，独裁的统治需要忠孝的伦理让人臣服，这些“经
书”恰恰就是“绿豆”似的符号被“王者”看重了，于是
就对上了，就被当权者视为“典”了。“忠、孝、节、悌、
仁、义、礼、智、信、忍 ”这些“经”之中的基本“元素”都

是统治者“牧民”时需要的法
典。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是由
两部分组成的，一是民间非主
流的部分，它的影响力仅仅在
生存状态的范围之内，诸如衣
食住行、婚丧嫁娶，发育好的，
也不过是些口头传诵的“故

事”、“传唱”、“人物传记”，统治者是不会把它列入启
蒙、教化、典籍之册的。若不是现如今实行了保护、
拯救的措施，估计往好了说就是死掉的“木乃伊”
了。但统治者掌控的“主流文化”就不一样了，但逢
盛世，都修史，时局不稳，便读经，历代统治者让我们
读的“经”，都是重金组织士人“修订”、“编纂”出来
的，可这些“经典”从没有“经典”出“民本”、“人本”、

“人性”的普世的价值。
作为人文知识分子，我也觉得“经”是要读的，但

读仅仅作为了解就足够了，万不可把“经”视为
“典”。我早年“认识”一位大人物，一辈子读“经”，把
“经”读成“典”了，看谁都不顺眼了，一辈子与人家斗
争，一辈子与人“翻脸”，不放心别人，也一辈子没管
好别人。若不读那些“经”，就是读点儿《圣经》，都会
多些人味、多些仁爱。

更何况，有个无法忽略的常识，那就是今天的生活

和“生经”的春秋战国时代，是有着巨大差异
的。几乎接近于文化的断裂了，就像有人拿着

“半部论语”说能治天下，你就是读出骨髓油来，
我觉得也是扯淡。

新时代必须有新的文化与之相应，“经”
文时代是王道德政的“经典”，提倡读经的人
其实很多情况下只是出于一种激情信仰或文

化崇拜，并没有多少理性的思考。如“四书”、“五
经”、“六经”、“十三经”之类，似乎是无可置疑的“经”
了，可是熟悉经学史的人都知道它们的来历，乃是几
经变化的结果，不是自来就如此的。一经当代人解
读更是歧义百出，也都有“经”无“脉”了。

我从来就不信，世袭政权豢养下的士大夫们当
年苦读的经书，会适合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投票产
生的公务员们再学习。在闪烁着民主与自由光辉的
国度里一群系着红领巾的孩子们手捧线装书，摇头
摆脑念念有词，“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
则不逊，远之则怨”。经是经，典是典，经可阅读，但不可
当典。当今在人类的思想史上，那些具有永恒价值的
经典是能拯救一个民族存亡的，比如《圣经》与犹太民
族，比如《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与世界的人性解放，比
如《资本论》对劳资双方构成的社会体制的认识，这样的
书才是经典，是全世界的经典。

他和我一起分析剧本，帮助我
揣摩角色，给我讲老北京的传统习
俗，帮我练习台词，像“提溜”、“寻个
宿儿”、“装什么丫挺的”这些京腔京
韵的俗语，他一句句教我吐字归音，
让我放下心理负担。他像一个最有
耐心的老师，面对着一个不那么伶俐
的学生。我有时候做得不到位，很怕
他“呲儿”我，按理说一家子，彼此脾
气大点儿也正常。但他从来不会这
样做。他担心自己如果不能控制情
绪，对我太严厉了，我会更加失去方
向感。

我不能让远征脸上无光，不能
辜负剧院领导的信任，更不能辜负自
己多年的等待。“我一定要演好！加
油!”

有一天谢幕后，我在后台卸妆，
一个平时和我很熟的工作人员打招
呼：“丹妮，你干什么来了？”

我说：“演出啊。”
“哦？是刚才那场吗？哪个是

你啊？”
当他听说我就

是那个婀娜多姿的
“水珠儿”，万分惊
愕，“天哪，丹妮，你
居然能演这样的角
色！”

著名的旅美表
演艺术家卢燕当时
正好在剧院，她看了
这场戏，也不禁感
叹：“这是丹妮演的
吗 ？ 她 平 时 多 乖
啊！”

19． 忘 记 自
己的美丽，就成功了
——梁丹妮

当我在影视表演方面最低迷、
连续几年都没有遇到我喜欢的角色
时，远征曾经说：“幸好你还有人艺，
幸好你还有话剧。”的确，在人艺，我
经历了一些与过去天壤之别的角色，
她们让我寂寞，茫然，痛苦，矛盾，但
也逼迫我正视现实，重新寻找自己的
位置。

有一场根据老舍先生同名小说
改编的话剧叫《开市大吉》，我在其中
饰演“汪太”慕凤珍。这是我在话剧
舞台上遇到的最难演，也最另类的角
色。她原是一个肥胖、跋扈的阔太
太，在两个骗子屠夫的撺掇下去做了
整形手术，变成了一个身材窈窕、装
扮古怪的女人，颇具荒诞色彩。

坦率地说，这样一个角色，剧院
里的一线女演员是不会演的。但如
果让一个不够优秀的人来演，又根本
完成不了角色要求的巨大反差。

远征当时出去拍戏了，不在北
京。我打电话向他诉苦，他说：“要
不，你看看朱德庸的漫画吧，或许能

受到一些启发。”于是，我从书架上找
出朱德庸的《涩女郎》，从中参考那些
胖太太的一举一动，借鉴人物的动、
静状态，翻着翻着，好像真的找到了
一点儿感觉，而且慢慢地把那些顾
虑、面子、自尊全都抛到了脑后。我
决定，照着漫画演。

第二天，又到排练厅，我找了一
件大肥袄套在身上，在台上“横着
走”，还没忘了远征给我出的点子：胖
人通常腿短，为了表现“汪太”的滑
稽，我一坐在椅子上，就脚不沾地，两
条小粗腿来回地晃。导演说：“丹妮，
你一定做了很多功课，现在全对了！”

这种挑战对我而言是残酷的，
它完全颠覆了过去几十年中我对自
己的认知。但是我相信，作为一个长
得并不难看的女演员，如果连真正的

“丑角”都能演好，让魅力发自角色本
身，那么，我就可以无所畏惧了。在
掌声中，我想起远征曾经对我说的一
句话：“一个女演员，如果忘记自己的

美丽，你就成功了。”
20. 怨妇，悍妇——
梁丹妮

在《男人底线》
中，我出演了一个婆
婆妈妈的护士陶爱
华。濮存昕演我的
丈夫，许晴演他的情
人。有这么一场戏，
陶爱华知道丈夫有
外遇后，精神恍惚，
险 些 给 病 人 吃 错
药。她和丈夫的结
婚纪念日这天，丈夫
为了掩饰自己的“外
遇”，在家中张罗了

一桌酒菜，她却直截了当地叫丈夫
“别装了”，随即主动提出离婚。

这无疑是一大场“激情戏”，将
极其耗费精力和体力。那天早上 6
点，我就把远征叫起来，让他匆匆浏
览了一遍这场戏的剧本，然后征询他
的意见：“你说，陶爱华在丈夫面前，
会是什么样的状态？我应该‘含着演’，还
是放开了演？”

远征问我：“你自己想怎么
演？”

“我想含着演，不动声色地向
他提出离婚。”

“对，应该含着演，克制情
绪，不要一开始就很激动。”远征很
有把握地说。

他又接着说：“但是在某个合
适的时候，你一定要爆发一次，把
情绪全部宣泄出来。”

那天，我信心满满地到了片
场。为了配合灯光和摄影，要先走
一遍戏。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情绪
毫无起伏，只是淡淡地把
台词说了一遍。

“书怀同志是县长，一样嘛。”
林一达说着，桌上的电话响了，他
接起了电话。

杜光辉回到办公室，又给琚书
怀县长打电话。琚书怀不在，杜光
辉又打他的手机，没人接。杜光辉
心里有点急了。会议议程安排上写
着县主要领导指示的，而且，杜光
辉也希望他们过去。主要负责人参
加，是对事情的重视。没有主要领
导参加的会议，往往就带有很强的
部门性，缺乏全局性。

不仅仅林一达，琚书怀也联系
不上。会议定在九点，现在是八点
三十，杜光辉只好往会场去了。

会场就设在县委招待所的会议
中心，副县长王雨平和两办的分管
副主任都已经在旁边的休息室等着
了。

杜光辉问：“都来齐了吧？”
党办的毛主任说：“下面的都

到齐了。县直还有个别单位没到。”
“啊，还有五分钟嘛，再等等

吧。按时开会。”杜
光辉问王雨平，“书
怀县长，你看见了
吗？”

“没有。早晨好
像到办公室去过。听
说要下去吧。”王雨
平答道。

“啊。”杜光辉
望着王雨平，心事重
重地应了声。

九点到了，毛
主任问杜光辉：“杜
书记，是不是？林书
记他？”

“林书记有事不
能来了。开吧！”杜光辉道。

一行人从休息室到了会议室，
主席台上的席卡，还设着林一达
的。杜光辉让人拿了，他刚刚坐
定，琚书怀电话来了，说：“不好
意思，刚才没有听见。我到林山矿
了。是不是茶叶会的事啊？不是说
好一达书记参加了吗？”

杜光辉拿着手机，到了休息
室，说：“一达书记临时有事。
原来想请书怀县长来强调的。可
是……”

琚书怀说：“那不好办了。林
山矿回到县里要一个多小时，我来
回一跑，你的会也结束了。就你强
调吧，你是副书记，又是主抓茶叶
的，你强调最合适。”

杜光辉说：“现在也只好这样
了。”回到会议室，他调整了一下会
议的议程，原来定的由杜光辉主
持，王雨平做主报告，林一达最后
指示；现在改成了毛主任主持，王
雨平主报告，杜光辉最后作指示。

王雨平主报告结束后，还穿插了玉
树乡的茶叶开发交流。

会议按照议程，一项一项地进
行。杜光辉朝台下看了看，没有看
到高玉。他问旁边的毛主任：“玉
树的高乡长呢？好像没来。”

“是没来。李书记说高乡长身
体不太舒服，请假了。”毛主任说。

杜光辉心里咯噔一下，但嘴上
却没说什么。轮到他作指示了，他
清了清嗓子，看了一下整个会场。
杜光辉感到自己就像一个演员，在
空空的台上唱独角戏。原来定好了
的演员，临时却都有事了。只剩下
他一个人，还得在台子上，撑着场
面。他禁不住有了一丝悲凉。

台下很静了，杜光辉道：“茶
叶开发是个长期的工作，大家都
知 道 ， 我 是 个 挂 职 干 部 。 在 桐
山，我只待两年。现在已经待了
一半了。我完全可以过另外一种
生 活 。 但 是 ， 我 选 择 了 发 展 茶
叶。我就是想：作为一个下派挂

职干部，虽然时间
只有两年，也得扎
扎实实地为老百姓
做点事。我要做的
事 ， 就 是 茶 叶 开
发。我希望通过我
的努力，通过大家
的共同奋斗，桐山
的茶叶能够打出品
牌，做出名气，闯
开 市 场 ， 获 得 效
益。若干年后，如
果有人再提到桐山
的茶叶时，会记得
一个叫杜光辉的挂
职副书记。我就知

足了！谢谢大家！”
杜 光 辉 说 完 最 后 的 四 个 字

时，眼角有些发酸了。会场上先是
沉默，接着是掌声，热烈而真诚的
掌声。杜光辉想：人心总是人心，
虽然都是掌声，可是内容却不是一
样的。

会后，几个山区乡镇的领导找
到杜光辉，要求将茶叶基地开发的
任务，落到他们所在的地方。杜光
辉说：“我感谢你们，可是项目得
一步步做。下半年，如果争取得好
的话，每个乡镇都会有一些的。这
些主要是示范，至于大面积的发
展，可能还得靠自力更生。”

22
星期六，简又然本来准备回省

城，可是赵妮来了。这回，她是先
打了电话，说：“都一个多月了，
熊是不是忘了我啊？”简又然说：

“天天想呢。”赵妮说：“那好，我
下午过去，以解你的相思
之苦。”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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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可阅读，不可当“典”“经”可阅读，不可当“典”
阮 直

商都钟鼓

《钱的战争》
邓 楠

新书架

历史上郑州城区的桥梁
杜丰芮 王瑞明

郑邑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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