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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最见不得女孩儿落泪。“好
了，宝贝儿，你别急啊。钱总会有的，
我会尽快让公司立项通过我现在这
个剧本，要不我现在就给周导打电
话？”张伟笑嘻嘻地开玩笑，但时间已
经不早了，真给周导打电话肯定不合
适。但让人想不到的是，导演周鸣舟
这时竟自己打来了电话：“哥们儿，我
最近走窄，摊上事了，你过来一趟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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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周导去年在深圳拍偶像剧

时，有个叫孙厉梅的表演系毕业生，
经朋友介绍，进了周导的剧组，周导
安排了一个女四号的配角给她。

孙厉梅是个很有心计的女人。
有一天大家都喝大了，孙厉梅和她的
女朋友把周导扶到了房间。周导也
是没把持住自己，和孙厉梅发生了关
系。可没想到孙厉梅的女友在暗地
里偷拍下了两人发生关系的全过程。

两人发生关系之后，孙厉梅让周
导给她多加点室内戏的戏份。周导
也是喝大了，加上吃人
的嘴软，拿人的手短，也
就满口答应了下来。但
由于前面拍摄的室外戏
的服装和室内戏接不
上，因此要再加孙厉梅
的戏比较困难。

于是孙厉梅和周
导在戏份上就有了争
执，孙厉梅有意把事情
闹腾大。周导只得答应
她在下一部戏里加戏。

但周导的下部戏
是个小成本电影，演员成本控制得非
常死，周导根本无法安排多余的人，
两人就此撕破脸。

上个星期，孙厉梅打电话给周
导，告诉他两人当时发生关系的经过
被她录了像，两人的谈话也录了音，
让周导花二百五十万来赎录像带。

周导这下傻了，二百五十万啊，
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就算这次能拿
出来，那下一次呢？周导无计可施，
只好找到蔡总这帮哥们问意见。

“张伟，既然让你来，就没把你当
外人。自家兄弟出了事，你也给出出
主意。”蔡总说。

张伟只好说了自己的想法：“周
导，既然她当时就偷偷录了像，说明
她早有敲诈你的打算。就算你现在
给了她二百五十万，以后她还会继续
敲诈你。因为她知道你好敲，一敲一
个准儿。”

一夜之间，周导似乎就老了许
多，“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没事，录像上面有你不假，但里
面不也有她吗。咱们给她几部戏拍，
让她也小火一把。女人嘛，终归会找
个归宿。她也要面子，她也要名声，
到她小有名气时，她自己就会把这些
录像带处理掉。”蔡总帮他分析后，又
对孙海说：“孙海，你不是有个戏明年

开机吗？给她个女三的角色。”
孙海对张伟说：“待会儿给你个

本子，你把女三的角色琢磨下，看看
怎么把戏份调重一点儿。”

“行，没问题，叫我过来就这事？”
张伟低声问。

“就这事。还有，今天晚上听到
的绝对不能说出去。你考虑一下改
本子需要多少稿费，再开个数，我回
头跟蔡总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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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过去了，王新的家人踏上归

程。
看着列车远去，张伟松了口气，

可以安心写东西了。于是他便想先
约孙海吃个饭，谈谈剧本的事。结果
孙海说不用约了，他已经把人攒齐
了，让张伟带着王新赶过去就行。

傍晚，张伟和王新赶到孙海订房
间时，包房里已经到了八九人。张伟
扫了一眼，王雪儿居然也在，脑子不
由得嗡了一下。

王雪儿拉着王新的手说：“哦，你
就是嫂子啊。嫂子好漂
亮哦，张哥喝酒的时候总
是说起嫂子。说不能太
晚了，惦记着嫂子呢。”

张 伟 心 里 暗 自 苦
笑：好你个王雪儿，先把
王新的马屁拍足、位子抬
高，王新就算想发火都发
不出来。

孙海赶忙凑过来介
绍：“这是王雪儿，我们剧
组的演员，很有才华的，
跟我们都特熟。”

孙海一介绍，王新不再疑惑了，
也拉着王雪儿的手说：“那天我老公
还收到你短信呢，说要借盘。既然大
家这么熟，咱们找个机会好好聚聚。”

王新这句“老公”很有意味，她平
时很少叫张伟老公，今天突然在外人
面前叫他老公，他感觉十分奇怪。

他有些烦乱地走到洗手间的门
厅，碰见了从另一个包间里走出来的
丁雷。

“张伟，哈哈，来来，真巧啊，去我
们包房坐坐吧。”丁雷倒很热情，不由
分说地拥着张伟就进了他的包房。

丁雷热情地介绍：“这是王总，最
近在朝阳区开了三个楼盘；这是宋科
长，我的铁哥们儿；这是赵处长，对
了，他能办经济适用房。”

张伟本打算找借口走的，但丁雷
最后那句话，对他是个不小的诱惑。
要知道经济适用房比市面上的房子
便宜得多。

喝了一会儿，张伟借故与赵处长
搭讪：“来，赵处，我敬您。”

两人碰了碰杯，张伟倒也不遮
掩，直接就问起了经济适用房。原来
赵处长主管批售经济适用房的工作，
不过决定权有限，因为经济
适用房只有持有北京户口簿
的居民才能购买。

钟灵应道：“我们省委有针对性
地研究了一下，计划先在深圳、珠海、
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来做试验，用各种
优惠的条件吸引外资。再说，这几个地
方地处粤南粤东，偏于一隅，万一事情
没办好失败了，对全省全国影响也不
会太大。”

宋梓南：“如果中央同意，我愿意
回汕头去搞试验。我是汕头人嘛。将来
要杀头，就先杀我的头！”

叶剑英颔首笑道：“你这个话，我
已经听你说过不止一次了。古话云，军
中无戏言哦！”

宋梓南：“今天钟书记也在场。我
表这个态当然不是戏言。这不光是我
一个人的心愿，也是我们省委省政府
所有成员的决心。请叶帅无论如何也
要替我们到中央去争取这个优惠条
件。说起来，您也是我们广东老乡哦。”

叶剑英大笑道：“宋梓南，你要在
中央工作会议上拉一个广东帮出来，
那可不行啊！”然后他又转过身来问钟
灵：“你们办这样一个试验区，叫什么
好呢？你们想过没有？”

钟灵答道：“我们
正为这犯愁哩。想了好
几个名字，觉得都不怎
么妥当。”

一个省委领导补
充道：“我们也设想过，
叫它‘自由贸易区’，怕
别人会误会我们就是冲
着资本主义去的。叫‘出
口加工区’吧，又让人觉
得是跟台湾学的。叫‘贸
易出口区’吧，还是不很
确切，因为我们的试验
肯定不能仅仅局限于外贸。研究来研
究去，勉强定下一个‘贸易合作区’，好
像也不是很理想……”

叶剑英想了想：“叫贸易合作区，
不理想。中央不是一直让进出口委员
会在过问这件事吗？你们可以找找他
们，让他们给出出主意。当然，最重要
的，还是要尽快直接给小平同志作一
个汇报，听听他在这方面的想法。”

宋梓南忙问：“这些枝节问题，我
们能去打扰小平同志吗？”

叶剑英笑道：“这怎么算是枝节
问题？改革开放搞试验，任何小事都是
大事。当然要听听小平同志的看法
啦！”

广东驻京办的同志将唐惠年和
那份调查报告一起送往京西宾馆。钟
灵在认真阅读了唐惠年的调查报告
后，立即把这份报告批给了省委全体
常委，要求常委据此来反思广东多年
来的工作得失，认真落实省委和中央
关于“全国改革开放，广东先行一步”
的伟大战略决策。并让身边的工作人
员用最快的速度，把他们那天在叶帅
西山住处确定下来的一些想法，形成

文字，报到了谷牧那儿。谷牧在对这份
报告附上他的意见后，又很快把它呈
送到了邓小平处。第二天，他又亲自打
电话到邓小平处，再一次转告了广东
省的同志请求“先行一步”的想法。

小平同志的秘书在接了谷牧的
电话后，立即把电话内容告诉了邓小
平：“刚才谷牧同志来电话，再一次申
述了广东省委的那个想法。”

邓小平说道：“你告诉谷牧同志，
我赞成‘广东先行一步’的提法。这和
打仗一样嘛，大部队行动，总应该有人
先走一步探探路嘛。广东先行一步，在
深圳、珠海、汕头等地方先搞一点试
验，我看可以。”

秘书又说：“谷牧同志说，这里有
一个难题，广东的同志一直拿不定主
意。到底应该怎么称呼这几个试验区？
有的同志主张叫‘自由贸易区’，有的
同志主张叫‘出口加工区’，有的同志
主张叫‘贸易出口区’，还有主张叫‘贸
易合作区’的……”

邓小平笑了笑，几乎不假思索地
回答道：“就叫‘特区’嘛！当年的陕甘

宁就是特区嘛！”
秘书再问：“如果办

试验区，广东的同志还希
望中央能给一点钱，哪怕
象征性地给一点启动资
金也行。”

邓小平立即很坚决
地回答道：“这一点要跟
谷牧说清楚，中央没有
钱，让广东的同志自己去
搞钱，改革，试验，就是要
解放思想，敢闯，敢想，就
是要杀出条血路嘛！”

当天晚上，吃罢晚饭，在中南海
办公的谷牧正在海子边上散步，不远
处，看到邓小平在警卫和家人的陪同
下，也缓缓地散着步走来。他不想在这
时候打扰邓小平，刚想回避，却不料被
邓小平叫住了。“谷牧，我今天白天说
的话，你听明白了吗，广东那几个划出
来做试验的地方，就叫‘特区’。延安和
我们的陕甘宁边区那个时候就是个特
区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

“叫‘特区’好。我记住了。我马上
去转告广东的同志。”谷牧答道。

“建立特区，一定会遇到很多困
难，告诉广东的同志，告诉将来去特区
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有杀出条血路的
思想准备和勇气。”

谷牧回到办公室，立即吩咐秘
书，马上替他接通钟灵的电话。他把刚
才在中南海海子边上见到邓小平和他
讲的话，重点地，简要地给钟灵复述了
一遍。

钟灵一边听着谷牧的复述，一边
在自己那个本子上记录着，一边应道：

“叫‘特区’，好啊。叫特区
……那，它们是不是就直属
中央，不归省里管了？”

连连 载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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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美国家，中产阶级最快乐，他
们经济收入稳定，文化层次较高，应酬
较少，闲暇较多，可以充分享受物质和
精神的双重乐趣。富翁和政客之所以
不在此列，并不是他们舍不得花钱，而
是他们的精力和时间被一把无形的快
刀切割成了若干小块。他们殚精竭虑，
奔波于商务和政务活动之中，寻找升官
发财的台阶而分身乏术。尽管有不少
赏心乐事，却往往浅尝辄止，或失之交
臂。他们拥有权力和金钱，却独独缺乏
从从容容去享受生活的时间和心境。

中国古代的铁血专制造成极端压
抑极端危险的生存状态，老百姓在享乐
方面总是谨小慎微，显得不够积极，甚
至十分被动，因为他们认定享乐比受苦
更考验一个人的品德，更摧残一个人的
意志。韩愈的《进学解》中即有这样的
名言：“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
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
这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理，正反
映出中国士大夫在精神上很不爽朗很
不舒畅的那一面。

真正的快乐乃是一种怡然自适的

感觉，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外物的
制约，但绝不受其操纵和摆布。真正的
高手决不会被身外之物玩弄于股掌之
间，失去自我的主宰，他们完全可以做
到宠辱不惊，屈伸自如。1935年 6月 18
日，瞿秋白被国民党第三十六军军法处
枪杀于福建长汀。临刑前，瞿秋白自斟
自饮，谈笑如故。酒至半醺，他说：“人
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
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嗣后，他自
请仰卧受刑，要眼睁睁地看着子弹射向
自己的心脏。瞿秋白虽是白面书生，却
算得上是一条铁骨铮铮的硬汉子，尤其
难能可贵的是，他对快乐的理解达到了
君子坦荡荡的境界，戚戚小人根本无法
得其要领。

台湾女作家三毛曾引用著名记者

波拜的话说：“我要把一生痛痛快快地
玩掉。”有一次，记者采访她，问及如何
处理好人际关系，她开出的“处方”中
有一条便是“把快乐当做传染病”。她
说：“我们不要把不快乐的气氛带给人
家，而要把快乐当做传染病，把快乐带
给人家，这是人际关系最基本的要
求。”当有位朋友感叹世路多艰，人心
太冷时，她不以为然地批评道：“哪
里？你不会先笑啊？还好意思怪人
家！”三毛说得不错，主动把快乐扩散
开去，绝对是既造福于己，又造福于
人。一个人独自快乐，无论如何也比
不上与人分享，世间的其他东西都是
由分享而变小，唯独快乐是由分享而
放大，你用快乐感染了别人，别人又用
快乐反过来感染你，一份变成两份，两

份变成四份，四份变成十六份。那些关
起门来偷着乐的人不仅自私，也很不明
智，他们抽掉了快乐的最大值，只取其
最小值，将一张大额支票兑换成了一枚
镍币。

快乐是人生至宝，是人之为人活着
的根本意义和价值所在。但我们也必
须清醒地看到，快乐是一柄锋利的双刃
剑，任何追欢逐乐的游戏若玩得过火，
都会滑向危险的边缘，历史上乐极生悲
的例子可谓俯拾即是，周幽王烽火戏诸
侯，晋朝大臣石崇向天下炫富，一个亡
国，一个杀身，教训不可谓不惨重。

清人张潮的《幽梦影》是一本教人
追求快乐闲适的小书，其中有这样的句
子：“阅《水浒传》至鲁达打镇关西、武松
打虎，因思人生必有一件极快意事，方
不枉在世一场。”对于常人来说，一生之
中能有一件扬眉吐气的“极快意事”，确
实不错。若只有一些小小的快乐密密
地串接在一起，也足慰平生，不枉来人
世奔走一趟。清水、空气和食物使我们
得以生存，快乐则使我们领略到生命的
醇香至味。

分享快乐
王开林

作家阿
来写《格萨
尔王》就是
要告诉大家
一个真实的
西藏，要让

大家对西藏的理解不只停留在雪山、高原和布达拉宫，还要
能读懂西藏人的眼神。出身藏族的阿来，对《格萨尔王》从
小就非常熟悉，正是因为这种血肉相连的对西藏文化的自
豪感，才使得阿来的文学创作带有鲜明的西藏色彩。

阿来重述《格萨尔王传》，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
是到藏民族腹地调查研究。《格萨尔王》反映的是藏民族从
原始部落联盟到国家产生，也就是从格萨尔称王起这段历
史。它涵盖了藏民族独特的文化精髓，他身为藏族作家，过
去也掌握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但很不够，所以还得从案头
走向藏区。二是钻研史诗。100 多年来，《格萨尔王》一直
都是口头传承，现在要用现代手法来表达，研究成果很多，
也很杂，还得花费很大力气去研读、梳理。三是核实史料，
国家由小到大扩张，牵涉到一些战争，时过境迁这么多年，
需要重新核对。

故事由两条主线交叉并行推进，一条主线是围绕格萨
尔王展开的，大家不会特别陌生，但故事会更具象；另一条
线索则围绕着一位神秘的陌生人展开，这个人其实是那个
时代西藏人的代表。

重庆出版集团

《格萨尔王》
田 果

火了好些年的楼市，说冷就冷，如
今房子是越来越不好卖了。开发商皮
总经理，为房子卖不出去每天都在发
愁，他的房子，开盘好几个月了才卖了
几套。想起以前大家昼夜排队买房的
火爆场景，皮总很是感慨，真是此一时
彼一时啊！有人劝皮总把房价降下来，
说没有卖不出去的房子，只有不被接受
的房价。皮总不同意，他说降价等于自
杀，要知道，大家买房是买涨不买跌，你
把房价降了，大家想说不定还要降，再
等等看。你总不能一直往下降，最后把
房子当青菜萝卜卖。

皮总不愿降价，硬撑着，撑到实在
有些撑不住了，这才决定降价，但也只
是变相降价。你买房子，就送你彩电、
冰箱、空调几大件；要是大户型的，就送
你一辆车，当然不是“奔驰”、“宝马”，是
国产的便宜货。

房子变相降了价，还是卖不出去。
就在皮总感到“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
销售部的贾经理说：“房子在城里不好
卖，咱何不到乡下去卖。我有个亲戚在
乡下，是古井村的村长，我听他讲，他们
村这些年靠养王八种蘑菇或办厂跑运

输什么的，几乎家家都发了。别说几
十万元的房子，就是上百万元的房子
也买得起。”

“好，咱们就到乡下去卖房子，卖
一套算一套。”转忧为喜的皮总立即拍
板道。

第二天，在皮总亲自带领下，一行
人来到了贾经理所说的那个古井村。
城里人来村子卖房，对古井村人来说，
这还是破天荒的事。他们把皮总一行
人围了起来，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眼
花耳聋，没搞清楚是咋回事儿，就拉着
皮总的手说：“以前咱们村受了灾，政
府给咱们又是送吃的又是送穿的。现
在无灾无害，还给咱们送房子，让咱们
搬到城里去住，咱打心窝里感谢政
府！”

大家听了老太太的话，都笑起来。

“老人家，咱们不是来送房的，是来
卖房的。”皮总说。

“买套房子要多少钱？”有人问。
“看你买多大的房子。一套 60 多

平方米的房子，只要30多万。”
“30 多万？太贵了！要卖几万，咱

还可以考虑买一套。”
“几万买啥房子，最多只够买间厕

所。要在北京、上海，买间厕所都不
够。”皮总心想这些乡下人还真会杀价
的。

村人都嫌房子贵，皮总他们说破了
嘴皮，也没一个说买的。到晌午，围着
看热闹的村人渐渐散去，只有一个老汉
站着没走。这让皮总看到了希望，他赶
紧上前去对老汉说：“老人家，你想买房
是吧？你真要买，这几大件白送你。”
“这些东西咱家都有，送给咱搁在家

里没啥用。你要送咱一头牛，咱还用得
着。”老汉说。

“送你一头牛？行，就送你一头
牛！”

“那等明天你把牛拉来了再说吧。”
老汉说罢就走了。

老汉走后，皮总立即吩咐贾经理
说：“你马上去买头牛，要买健壮的能犁
田的牛。一定能把那老汉搞定。”

殊不知，那老汉第二天没再来，皮
总叫贾经理去找，贾经理找了好半天才
把老汉找到，老汉对贾经理说：“房子咱
不打算买了，大家都说‘城里一套房，几
十万斤粮’。城里的房子实在是太贵
了。还说‘城里买房等着房价涨，还不
如在乡下办家厂’。”

老汉没搞定，买来的牛得送出去，
皮总见人就说：“谁买房，这牛就送谁。
你瞧，这牛多健壮，犁起田来，绝不比拖
拉机逊色……”

在古井村卖了三天房，一套也没卖
出去。那头牛最后便宜卖给了贾经理
的亲戚。回城后，大家没想到，皮总竟
会把房价直接降了下来，而且是一步降
到位。结果，房子很快就卖光了。

在生肖十二个动物中，为其立庙
敬祀的不但有龙王庙，还有牛王庙。
在兽神崇拜中，牛王是个很重要的兽
神，郑州西南郊早年就有一座牛王庙，
在牛王庙嘴村，今是二七区侯寨乡的
一个自然村。

早年，这里沟壑纵横，水草茂盛，
是放牧的天然草场。相传有一个曹姓
老农，通晓兽医，又爱做善事，人们都
称呼他为“老善”。有一次出外行医路
过一个屠宰场，猛听到里面传出悲哀
凄凉的牛叫声。他定神一看，见一头
黄牛被拴在木桩上正要宰杀，这牲畜
急得眼泪不住地往外流。此情此景让
老善顿生怜悯之心，他决定要买下这
头牛牯。可偏偏手头的钱不够，就随
身脱下新上衣顶数，牵走了这头牛。
半路上遇到了下雨，温度骤降，老善因
少了上衣而着凉感冒。回到家妻子埋
怨他干了一件傻事。他说：“蝼蚁尚且
惜性命，何况它是头牲畜，自古道善心
自有善报。”

可谁知老善的话应验了，果真得
到了牛的善报。这头牛自到曹家后，
在主人的精心调养下，不但耕地力气
大出活多，而且还有德行，从不吃田里
的禾苗，只啃田梗边的杂草。有天下
午，老善使牛耕地，中途他坐在田埂上
抽烟休息，黄牛在旁边啃青草。这时
突然从乱草丛中钻出一条鞭杆粗的长
蛇，直朝老善扑来。就在这紧急关口，
黄牛快速赶到，一只前蹄踩在长蛇的
头部，将其踏死。一直看得双眼发怔

的老善长长出了一
口气，自言自语地
说：“真奇！真奇！”

奇 事 还 有 一
桩，有天下午，老
善 10 岁的儿子小
宝，骑着黄牛去放

牧，在坡崖处冷不丁窜出一只大灰狼，
正要从牛背后偷袭小宝。这时黄牛听
到动静，立即掉头转向灰狼，因转得过
猛，小宝从牛背上滚了下来。黄牛与
灰狼对面僵持着，此时黄牛猛发怒威，
双蹄一跃，一对尖牛角朝大灰狼牴
去。不料，此处正在深沟的边沿，黄牛
牴着灰狼双双落下深沟，都被摔死
了。小宝赶快跑回家，将脱险的经过
告知父亲。老善带着几个人，把牛抬
上坡顶，舍不得宰杀，就地掩埋了。此
事在附近一经传开，都发出了一连串
的赞叹声：“牛真神了！真是神牛！”黄
牛救了曹家两个人的命，于是曹家人
在埋牛的沟边盖了一所小牛王庙，因
是用草盖的顶，被人们称其为“草庙”，
又因主家姓曹，也叫“曹庙”。之后，散
居在附近的人们为借牛王庙的灵气都
围着庙向此聚集了。因此庙在沟坡的
出口处，人们习惯把口叫做“嘴儿”，行
成村落后，村名就叫牛王庙嘴。

若干年后，村民又集资建了一处
具有规模的两节院庙宇，每年农历的
清明节和十月十三为庙会日，逢会必
唱大戏三天。如今庙虽不在了，但两
个庙会都久盛不衰。早年，还有一首
颂牛王的歌谣在民间传唱：

黄牛黄，爱撒欢，毛色纯正四蹄坚。
两犄角，似钢钻，两只眼睛赛鸭蛋。
套上大车运肥料，牵到地里能耕田。
不吃禾苗吃杂草，膘肥体壮人喜欢。
遇险情，能分辨，怒气一发尾朝天。
为救主家献了身，封个牛王受香烟。

下下乡卖房乡卖房
孔兴民

牛王庙的传说
连德林

我国最早的法医专著是宋代宋慈
所著的《洗冤集录》，成书于 1247 年，
这部书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有系统的司
法检验书，比 1602 年意大利人法特里
写的法医专著要早 355 年。后来，这
部书传到了海外，有英、法、荷、德、朝
鲜、日本、俄文等多种译本，深受法学
界的青睐。

法医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
可是，在宋代以前没有专门的法医
书。宋慈出生于福建的一个官僚家
庭，曾四次担任高级刑法官员。史料
记载，宋慈为官公道，听讼清明，扶弱

除奸，雪冤禁暴。
他通过长期的实
践，积累了许多行
政司法经验，参考
了很多文献，写成
了我国第一部完
整的法医专书《洗

冤集录》，这是宋代以前法医的经验总
结，在以后的几百年间，这部书一直是
审案官吏必备的参考书。

《洗冤集录》共分 4 卷，有不少内
容至今仍可借鉴，比如验尸，从死后
身体各部肌肉僵直的程度来推断
死因。比如鉴别毒物。比如服毒
症状的鉴别。都写得很详细，实用价
值很高。

我国宋代的时候，欧洲的法医学
还处于黑暗时期，直到 18 世纪，欧洲
的法医学才开始逐渐发展。

最早的法医专著
王吴军

博客丛林

博古斋

新书架

郑州风物

小小说

秋色（摄影） 原 原

山水（摄影） 毕 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