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所当编辑的出版社
前身是开明书店。民国时
期北京出版界有三大品
牌，另外两家是商务印书
馆和中华书局。那时出版
公司的名字都特有个性，
一个叫书店，一个叫书局，
一个叫印书馆；不像现在，
统一都叫出版社。

开明书店解放后改名为中国
青年出版社，我曾有幸成为她的
一员，并为她光荣工作了十年。
中国青年出版社最引以为荣的作
品就是“三红一创”，《红岩》、《红
日》、《红旗谱》、《创业史》，在我年
轻的那个年代激励了多少人哪！
今天的小说再也甭想重现小说的
历史辉煌，仅以印数而言，《红岩》
印数上千万，今天的畅销小说比
起“三红一创”，恐怕连尾数都不
及，那当然就更甭提影响力了。

由于这些小说的影响力之
大，使它在历史上的地位高高在
上，今天的社会恐怕没任何艺术
形式可与之媲美。我年少的时
候，小说大大超出了文学的范畴，

让人仰视。多年以后，我
想我写小说的第一个动机
恐怕与此有直接关系。

我受了小说许多好。
先是看，阅读让我的快乐
经久不息。那些年，不管
什么小说，古今中外都能
让我快乐，让我了解我所

不知的社会。后是写，过去说“天
下文章一大抄”，这个“抄”实际上
是模仿，写小说的初始一定是在
模仿，设置人物、环境、情节，把矫
情的事情做足，小说就好看了。

今天的人好事太多了，多高
兴的事就那么回事。可我年轻的
时候看着自己的小说变成铅字，
大概与今天中了大彩感受差不
多，兴奋加一点儿傻。我调到出
版社后，曾一度以为文学是我终
身的事业，可未曾想仅十年工夫，
我就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出版社。

文学的颓势在我眼中清晰明
确，尽管她曾是我的挚爱，社会的
发展使之在科技与经济的裹挟
下，失去了往日的风韵。

郑州西郊须水镇孙庄村东约
一公里处，原有数座砖石结构的碑
楼，呈东西走向连成一道碑刻建筑
群，当地村民称为“大碑楼”。该碑
楼其实是一处碑林，是清德宗光绪
皇帝为表彰孙庄村的翰林院编修
孙钦昂父子和其家族辉煌业绩，钦
批官银六万四千两，历时四年建造
的。

孙庄村以孙钦昂为代表的孙
氏家族，在清道光五年（1825年）至
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八十余年
间，先后有二十余人荣任学政、道
台、郎中、知府、知州、知县等朝廷
官职，有七人受皇封，素有“父子双
翰林，一门三进士，祖孙四拨贡”之
称。因其家族政绩卓著，故清廷特
为其树碑立传，以彰圣德。

整个碑林计有碑楼四座，碑刻
十六通，除东边孙树之碑楼坐南向
北外，其余均坐北向南，碑顶雕龙，
碑座赑屃（状似乌龟，据称系龙王
第九子，力大，善负重）。孙树之碑
楼有石碑三通，中间一通碑的碑额上刻有

“钦赐山东禹城县知县，直谏大夫孙树之”
等字样，碑身刻有清武英殿大学士（相当
于宰相）、毅勇侯曾国藩撰文并书写的“孙
禹城碑文”，东西两边石碑碑文分别为知
县张桐荫和翰林院编修牛瑄撰文书写。
碑林西边是孙综源碑楼，孙综源碑楼东侧
是孙钦晃碑楼，有大石碑五通，中间大石
碑的碑额上刻有“钦赐三品衔、广西桂林

府知府、右江兵备道孙钦晃”等字
样，碑楼前面方石望柱上雕刻的石
狮、石猴等动物活灵活现，生动传
神，形态逼真，栩栩如生。

孙钦晃碑楼东边是孙钦昂碑
楼，该碑楼也是整个碑林中规模最
大、规格最高的碑楼，也有大石碑
五通，正中的硕大石碑称为圣旨
碑，造型独特，碑首精雕二龙戏珠，
龙身四周祥云缭绕，赑屃石雕碑
座，谓“龙首龟趺”。碑额正中刻有

“钦赐二品衔、通政司资政大夫、翰
林院编修、内宫侍讲、福建兴泉永
道孙钦昂”等字样。碑楼四角飞檐
高挑，飞檐末端悬挂铜铃，风起铃
摆，悦耳动听。碑楼下方四角位
置，塑有周瑜、韩信、罗成、庞涓四
大武将拱卫。碑文的书法艺术也
各具特色，堪称一绝。其中翁同
和、曾国藩的书法笔意灵秀，端庄
厚重，牛瑄、赵东偕的书法则刚毅
豪放，质朴雄浑。全部碑刻由著名
铁笔孟昭明雕刻。文化大革命前

常有书法爱好者到该碑林拓印、临摹。
令人惋惜的是，作为优秀文化遗

产的该翰林碑林，首次遭劫于 1958 年
兴修水利，村民将碑楼扒掉，将石阙和
望柱拆除，仅剩光秃秃的石碑裸露于
外。再次遭劫于文化大革命，石碑被
变卖，赑屃被砸毁，至此，闻名当地的
书法及石雕艺术珍品悉被损毁殆尽，
不复存在。

“三红一创”“三红一创”
马未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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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春
闭目养神，在床上
我感到我的身体在变轻

——宁静中我看到了树木
和流水，一些不开花的植物
张开纤细的枝……
——宁静中我想起去冬的故乡
白雪皑皑，松针冰莹
阳光下闪闪发光……
——宁静中我听到故国的风声
夹杂着拖拉机
奔驰在乡间……

我感到我的身体在变轻
像晚春枝头上的那些花
它们师法自然，在大地上

小麻雀之歌
一步之遥，我就能捉到你
但我放弃了，我放弃是因为
我看到了老麻雀

屋檐下，儿子站在隐影中
儿子说，抓到没有？
我忽然，想流泪
小小的麻雀呀，我是，为你

你很恐惧，你颤抖
你的翅膀是那么软，甚至
还不能飞

我们走吧，走吧，乖儿子
我给你买玩具，玩具——
我无法解释，我此时的心情
和老麻雀的敌意

在一个朋友家写诗
写一首诗，在朋友家的客厅里
不小心，把桌上的一只茶杯打碎
那些碎片躺在地板上，棱角分明

闪射着清冷的光，我感到恐惧
像一只虫子爬进了脖子。

“噢，易碎的壳，真像人类的初恋。”
女主人手脚并用，麻利地把一切
打扫干净，在我未做出反应前
她狭窄的一步裙，已消失于内房
多么好的比喻呀，像把钥匙
我记忆里的黑匣子在哪里？
脑袋像失事的飞机，冒着浓烟
在时间的残骸里能打捞些什么？
我坠入八十年代的一个秋天
胶质状地呈现一张脸

在泪水中微笑，在微笑中贴紧
我的身子，像火一样
烘烤，燃烧……
如今生活改变了谁？拧断钥匙
我动荡的心，无法趋于平静
像无限震颤的游丝

“再喝一杯茶吧，我的杯子很多”
女主人不知何时站到了我的对面
菊花般的微笑，像回忆中的人物

“真的很多吗？我在意的只是那一个”
她倒茶的手突然颤了一下
水溅出杯子，落在我的手背上
它开始很热，后来变凉。

上班
眼前，是自行车的海洋
我徒步，上班
和一片我
无法消化的思想
一袭唐装迎面走了过来
（丝绸缠满牡丹的霸气）

而另一袭是赝品，就在
街对面的发廊，她散发的肉香
火辣辣地烧烤着平顶山的心脏

尖锐着，刺伤！刺伤！
午后的阳光
像箭
柏油路发黏，蒸气不断地上扬

我移动，迟缓。
一点一点
在你的视线中我是一只蚂蚁
懂吗？就是一脚就能踩死的那种

公有制的大门依然敞开
爬上楼梯的累
是否还需要老牌吊扇的响
来缓解？
我麻木，像习惯注入思想
像水注入茶杯
水已溢出来了
而我还不知在想些什么

早春的湛河
柳树并没有停止发芽
尽管雪下着。相反的力量
总是一对矛盾，像夫妻
如果你有哲学家的眼光
你会进一步发现，那
风里的剪刀，是折叠的
双面刃，它一面企图刮去
冬天的影子，而另一面
干脆就是燕子的尾巴
事实上，许多人
看不到这一点，空气中
仍然弥漫着雪和冷
河水一动不动，好像被什么
卡着，铁皮桥哆哆嗦嗦
支撑着几个行人的空虚
他们也许和我一样，闷了
出来赏雪

诗人简介：简单,河南宝丰人。
1994 年开始写作，作品散见《人民
文学》、《天涯》、《名作欣赏》、《莽
原》等杂志，其诗曾入选《70 后诗人
诗选》、《70 后诗集》、《70 后诗歌档
案》、《2001 年 中 国 最 佳 诗 歌》、
《2002 年 诗 选》、《2003 年 诗 选》、
《2004 年中国最佳诗歌》、《2005 年
中 国 最 佳 网 络 诗 歌》、《2006 年 诗
选》、《中国网络诗歌风暴》、《21 世
纪诗歌档案》等选本。

城市的秋，行走在日历上，让
人们无法看到它的脚步，无法听
到它跳动的心房的声音。而，乡
下的秋，却是妩媚的——宛如一
位兰心蕙质的中年妇女一样风姿
绰约——一方连着一方的、色彩
各异的田块，就是她的 T 型台，一眼
看过去，让城市疲惫的心灵，就魂不
守舍了。

我牵着女儿的手走在城市的街
道上。

“爸爸，什么是秋？”
“爸爸，秋是什么样子的？”
在六岁女儿的追问下，我一遍又

一遍地用小学教材上极富优美的硬
硬的词汇，艰难地给她描摹着秋的生
动与色彩——田野七彩斑斓、枝头累
累硕果、农民伯伯绽放笑脸……还有
高远的雁阵、顽强的蚂蚱、晶莹的露
珠……我看到，女儿的脸上既漾满兴
奋，又尽写茫然。怎么不是呢？一如
女儿一样生活在钢筋混凝土不断向

空中延伸的丛林中的孩子们，是无法
感受到秋的成熟、秋的喜悦、秋的厚
重，还有秋那如画一般的绚丽，以及
给人以向上的信念和力量。

其实，城市的秋，如果你用心留
意的话，会发现也有它的不同之处。
我和女儿一起俯拾一片片路边法国
梧桐的落叶，叶子金黄而透亮。假
如，你细细抚摩它上面的道道叶脉，
纵横交错间，一样散发着透穿手背的
温暖。

街头路边，园林工人们正把一盆
盆黄色的菊花和一些叫不上名字的
花草摆放成各种造型，街道两边的黄
杨带又被重新修剪了一番……虽然
这些有些许人工雕琢的痕迹，但已足

够了，秋——毕竟盛装莅临了我
们的城市。尤其难得的是，原来
灰蒙蒙的天空，仿佛一夜之间被
高压消防水枪冲洗过似的，湛蓝
得让人难以置信，深远得使人胸
襟辽阔。
如果，赶上一场不大不小的雨，

城市的秋，一下子浓了起来。雨凉凉
的，和着一阵阵忽东忽西的冷冷的
风，让城市完全笼罩在秋的意念之
中、人的想象之中了。

城市的秋，就是这样：在人们不
经意间，悄然而至；又在人们期许的
目光中，变得淡然。这，反倒像极了
我们心中对某种事物的愿望、或者某
个人的爱，你愈是企求，你愈是无能
获得；你若是泰然，你才能感到它的
存在，至少你会离希望更近些，与你
爱的人的心更贴些。

秋，本身就让人们有太多回味和
憧憬，即使你不在乡村——身在城
市，又何妨呢？

小说《藏
地 密 码 》的
海 外 版 权 输
出 已 过 百
万 。 在 最 新
一集《藏地密码 4》中，剧情
进展得更加深入，西藏渐渐
向 我 们 敞 开 它 最 不 为 人 知
的一面：在西藏最荒凉最贫
瘠的西部，有一个只被少数
密 教 守 护 者 知 道 入 口 的 隐
秘之地，那就是遗失在西藏
千年历史中的“密修者圣炼
堂 ”—— 被 称 为“世 界 第 九
大奇迹”的倒悬空寺，这是
密 教 徒 专 门 用 来 修 炼 的 地
方。这十八座倒悬空寺，匪
夷 所 思 地 建 筑 在 一 座 身 高
超 过 千 米 的 巨 佛 的 手 掌 之

上 ，巨 佛 的
身 体 ，则 全
部隐藏在神
秘的藏地之
下。卓木强

巴等人历经这十八座倒悬空
寺，遭遇了无数诡异的事件，
西藏秘密正在慢慢揭开……

《藏 地 密 码》情 节 本 身
跌宕起伏，众多网络游戏商
盯上了《藏地密码》网游改
编权。《藏地密码》读起来很
像“闯关”游戏，每一集都很
惊险，人物的每次行动都有
明确的目的，那就是找到西
藏 有 史 以 来 最 大 的 秘 密
—— 关 于 藏 传 佛 教 的 珍 贵
宝藏遗落在哪里……

重庆出版社出版

《藏地密码4》
黄 雯

新书架

根脉相连——阿里山风光 无 忌 摄影

“简书记这是……咱们都是同
一战壕里的战友，还说这话？天下最
苦的就是搞办公室的。人说办公室
是大杂烩，既是大杂烩，你想想，什么
滋味没有？还能有什么好日子过？
哎呀，我算是在办公室待傻了，都 20
年了。不像你简书记，挂职回头，就
脱离苦海了啊。”江主任打趣道。

简又然笑着，说：“哪能呢？回
来还不是在办公室打杂？江主任你
这是笑话我了。哈哈，明学书记，是
吧？”

李明学点点头，道：“都别这样
说了。你们都是省官，我可是个县官
哪！”

简又然说：“来，来，大家喝酒。
喝酒第一，说话第二。来，喝了。”

酒喝到一半时，李明学拉着简
又然，和江主任一道到旁边的包厢里
说话。江主任问：“问题怎么这么复
杂了？怎么搞的？关键是一开始就
不能让吴大海进去？他一进去，事情
不就麻烦啦？”

李明学无奈道：
“我也知道。吴大海
的案子是省纪委办
的。不然这事不就好
办啦？省纪委这一块
我不太熟。何况这事
一般的熟人也摆不
平。老同学啊，这个
时候你不说话，谁说
话？只有你了。”

简又然也不好
插话，只是听着。江
主任挠了挠头，说：

“我知道了。我跟省
纪委的柳书记说说。
只要吴大海不坚持，
事情就好办。还有就是湖东那边，一
定得稳住。”

“这个当然。”李明学说，“湖东
现在发展经济是第一大事，如果这么
一折腾，人心不稳，经济怎么发展？
我也急啊！不仅仅我，又然同志，还
有其他的同志，都很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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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办公楼静静的，上午，大部

分同志都出去了。特别是二楼，领
导们的房间都关着。杜光辉在里
面，但是，他也关着门。他一直在
和小王一起，推敲县委即将出台的
茶叶开发的奖励决定。如果这个文
件能一以贯之地执行下去，不出五
年，桐山将成为全省最大的茶叶生
产基地。桐山贫困山区百分之七十
的农民会因此彻底告别贫穷，走上
富裕之路。

小王说：“文件搞好了，就怕到
时资金不能到位……”

“那不会吧？这事，我已经跟林
书记和琚县长反复说好了的。奖励

资金每年 30 万元，主要是用于以奖
代补。从财政笼子里出，全部用于茶
农开发基地。”杜光辉很有信心，笑着
说，“只要搞了一两年，成了规矩，以
后就好办了。”

“就怕杜书记走了，这事……”
小王担心道。

“我走了，还有别人来。茶叶开
发是个好产业，我开了个头，别人一
定也会坚持下去的。”杜光辉正说着，
电话响了。

高玉在电话里说：“窝儿山的茶
叶开发公司已经拉成框架了，想在最
近几天搞一个简单的成立仪式，想请
杜书记光临指导。”

杜光辉哈哈一笑：“这当然行。
你就是不请我也会去的。这是好事
啊，好事！什么时间？”

“你定吧。不过山里人讲究，最
好定在后天吧，后天是农历的五月十
八，带‘八’，吉利。”高玉说。

杜光辉稍稍想了想，说：“那
好。本来后天我准备回省城的。那

就先把你们的仪式
办 了 吧 ，再 走 也 不
迟。”

高玉问：“听说
县里正在出台奖励
制度，定了吧？”

杜 光 辉 笑 道 ：
“看你急的。我这正
在 和 小 王 商 量 呢 。
基本定了。”

放 下 电 话 ，杜
光辉的心情很晴朗
了。小王看着，想笑
却没笑出来。这时，
走廊上传来一阵吵
闹的声音，小王说：

“一定是上访的到了。”
“不是有信访接待室吗？”
“是有。不过，老上访的，还是

往县委跑。你挡也挡不住。有时人
多，一看头就大了，只好应付。他们
只找领导。所以他们一上来，往
往 ……”小王说，“这可能是没有挡
住，不知怎的，就上来了。不行我去
看看？”

杜光辉点点头，小王开了门。
可是，门刚一开，一群人就站在了
门边，有人说：“这是书记室，这
里面坐着书记。我们进去找他。”

小王急了，回头看着杜光辉。
杜光辉已经站了起来，走到门边上
说：“我就是副书记杜光辉，有什
么事进来说吧。不过，这么多人也
说不清，你们派两个代表进来吧。”

马上就有两个人进来了，这些
上访者一看就是有组织的，内部已
经推举了负责人。坐下后，其中一
个说他叫王有顺，另一个
叫王成兵。

连连 载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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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安嘉和不是坏人——冯远
征

从很年轻的时候起，我的外形
就不断地成为我演戏的阻碍。无论
演什么角色，大人物或小人物，我都
很难满足投资方的要求，不是太瘦，
就是太丑。我是《不要和陌生人说
话》的制片方最早找到的男主角人
选，但是导演从剧情考虑，希望这个
演员内外反差大一些，外表要高大帅
气，才更加衬得内心阴暗可怖。
各个买片方听说男主角是我，倒是对
这部戏很有信心。

其实我接下这部戏，并不因为
剧本是别人挑剩下的，而是我对安嘉
和的看法和他们不太一样。我认为
安嘉和不是坏人。

安嘉和打老婆，是出于一种畸
形的“爱”。他的内心有可怜的一
面。多年以来，我在表演中把握了一
个原则：如果是大众认为的“好人”，
我要找出他的缺点；如果是大众认为
的“坏人”，我要找出
他的优点。同样对
于安嘉和，我对自己
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我拍戏的时候
几乎不看回放，《不
要和陌生人说话》
2001 年年底开始在
国内播出，但我自己
真正看这部电视剧
是在 2004 年。那是
一次在中央电视台
做节目，因为节目需
要，在现场大屏幕放
了一段《陌生人》中
安嘉和打梅婷的片
段。尽管现场观众已经对这一段很
熟悉了，我自己却是第一次看。看了
以后真难受，想哭。

回家以后，我又看了一遍，这一
次，我不再单纯从感受出发，而是去
体会当时自己的表演，时隔三年后
我发现，我当初对这个人物的构想
全部实现了，而且层次很清楚。

23. 享受“老鼠过街人人喊
打”——冯远征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在全国
各地引起的反响，是我始料未及
的。有一年，我在北京方庄拍《在
一起》，那天的戏拍完了，剧组的工
作人员纷纷搬着家伙往屋里走，我
一个人叉腰在楼前的台阶上站着喘
口气。突然，我面前开过去一辆
车，车速不算很快，奇怪的是开出
100米后停住了，然后“噌”一声倒
了回来，正好停在我跟前。

紧接着，车窗摇下去了，车里
坐着的一个人看了我一眼，有点儿
犹豫似的叫了一声：“安嘉和！”我
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这是叫我呢，

赶紧笑着说：“哎哟，您好！”
他又犹豫了一下，愤怒地说：

“你以后别再打人家梅婷了！”
我说：“哎，哎，不打了，不打

了。”然后一直乐乐呵呵地“目送”着
他的车子走远。在那两年中，我已经
习惯了这种“人人喊打”的经历。我
并不委屈，相反倒有一种“幸福
感”。观众们恨安嘉和，说明我演得
很真实，而“家庭暴力”这个原本
不为大众熟悉的词，也逐渐引起了
人们的关注和理性认知。

2005 年，我在东北牡丹江拍
《遍地英雄》。有一天戏结束得很
早，剧组的人就一起到牡丹江市里
去吃饭。因为仍然处在“安嘉和”
的敏感期，我在公共场所都会比较
警惕，戴着帽子，低头直接走进包
间，坐在了背对门口的位置。

那家餐馆的包间没有门，只挂
了一幅珠帘。我正在吃烤肉，突然
有人在我背后“啪”地拍了一巴

掌 ， 可 谓 “ 稳 、
准、狠”，我差点儿
把嘴里的东西喷出
来。随后听到一个
豪爽的女声：“哎
呀妈呀！进门我就
瞅见你了！可别再
打老婆了啊！”我这
才明白，又遇上为
妇女主持公道的人
了，回头冲她苦着
脸一笑。她仔细看
看我，自言自语地
说：“看着没那么
厉害啊，够狠地！”
我只好点头不迭，

“好好，听您的，不打了。”
有一次我们开车去加油，一个

加油站的中年女工对我说：“我儿子
特喜欢看你演戏。”我一听挺高兴，

“哦，谢谢谢谢。您儿子今年上几年
级了？”“三岁半。每天一到点儿就坐
在沙发上说，妈妈开电视，看那个
打阿姨的。”从此，“最小的粉丝三
岁半”成了我们家的一段美谈，丹
妮有事儿没事儿就拿这个打趣儿我。

我曾经在超市里遇见一个三
四岁的小男孩满地乱跑，差点儿
迎头撞在我的购物车上，抬头一
看见我，傻了似的，立刻“蹬蹬
蹬”向后退，退到他妈妈身边去
了 。 他 妈 妈 一 边 擦 汗 一 边 教 训
他：“看你还跑不跑！再跑，让
医生叔叔打你！”哎？这叫什么
话？“我说同志，您可不能这么
教育孩子啊。”我琢磨着，“安
嘉和”还真深入人心，以前只知
道 是 人 人 喊 打 的 大 坏 蛋 ，
没 想 到 还 是 吓 唬 孩 子 的

“大灰狼”。沈浪泳书法

简单的诗简单的诗简单的诗
简 单

现代诗坛
















城市的秋
魏 峰

随笔

（五首）

黄塬高秋（国画） 杨 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