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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沈阳的山寨版——小沈龙回
忆：2008年 10 月，小沈阳来北展剧
场演出，小沈龙第一次见到自己的
偶像。“老板带着我去看他的演
出，演完了一块吃了顿饭。”小沈龙
说，当小沈阳知道自己在模仿他
时，微微一愣，说了句“加油”。

而在一年前的 2007 年 11 月, 阿
杜到沈阳宣传新专辑《差一点》时,
小沈阳也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偶
像。他崇拜地对阿杜说：“偶像，
我老稀罕你了！”在二人转表演生涯
中，他曾多次模仿过阿杜唱歌，于
是现场把这一绝活亮了出来，“我
躲在车里，手握着香槟
……”模仿得直让阿杜
惊呼：“你是在放我的
录音对口型吗？”

从山寨他人到被
他人山寨，一年时间，
搭上事件营销快车的小
沈阳已是冰火两重天。

小 沈 阳 营 销 悬
念：2009，赵本山不
再上春晚？

2005 年，小沈阳
还只是一名歌舞厅跑场
的普通二人转演员。当
时他不但崇拜后来成了他师父的赵
本山，而且还羡慕死了“非著名相
声演员”郭德纲。

凭着《我要上春晚》和《论中
国相声 50 年之现状》两个段子，郭
德纲和他的德云社在这一年一炮走
红。尤其是他以草根的立场，对春
晚操作的积弊极尽讽刺之能事，不
但赢得“钢丝”成群，而且迅速把
自己推到了“事件”中心：如果

《我要上春晚》真的上了春晚，那会
是个什么状况？春晚到底该不该接
纳郭德纲？在郭德纲一会儿“坚决
不上春晚”，一会儿又说“可能和赵
本山合作上春晚”的是是非非中，
舆论更是将其树立为春晚江湖外的

“梁山好汉”，为他是“反抗到底”
还是“接受招安”而争吵不休……

而今，“三起三落”的小沈阳

和他的《我要当明星》，何尝不是
郭德纲和其《我要上春晚》的另一
翻版？

但小沈阳又不同于郭德纲。郭
德纲白手起家，完全靠单打独斗和
标新立异自立门户。而小沈阳的背
后站着师父赵本山；赵本山的背后
站着庞大的“本山团队”，站着和
他关系已“铁”了十多年的春晚舞
台。这种背景和资源的差异注定郭
德纲与春晚的故事只是一时的“上
位”策略，无法永远讲下去，以致
后来郭德纲自己都承认他和春晚其
实并无实际接触，也无任何恩怨。

而 小 沈 阳 和 春 晚 的 故
事 ， 这 才 仅 仅 是 个 开
始。

2008年春晚虽然小
沈阳没有上，但他的师
父赵本山还是在台上。
赵本山和宋丹丹合作的

《火炬手》以幽默诙谐
的 话 语 ， 描 绘 出 北 京
奥 运 会 在 中 国 普 通 民
众 心 目 中 的 重 要 位
置 。 尽 管 这 并 非 赵 本
山 一 开 始 送 审 的 节
目 ， 完 全 是 一 道 “ 命

题作文”，演得也很吃力，宋丹丹
在排练现场，几次不堪压力放声大
哭。但最终，该小品还是与冯巩、
王宝强表演的《公交协奏曲》同获

“2008 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一等
奖，这是赵本山在春晚舞台上的

“十连冠”，其中国“小品王”的地
位变得更加无可撼动。

出人意料的是，这个奖项捧到
手还没有捂热，宋丹丹就喊着不

“玩”了。2008年 3月，在一个电视
剧的杀青会上，她公开宣布自己将
退出春晚。“没法超越自己，每年
年关都感觉过鬼门关一样。”“那年
赵本山的包落在台下了，没拿道具
上去，我们在台上简直都快晕过去
了。那种感觉想起来就后
怕，你知道那是直播啊，几
亿人在看哪。”

崇祯不该死，因为他是被李自
成灭掉的，所以李自成在清朝所修
明史里面的分类，是流寇。

而我依稀记得，清军入关时，
他们的口号并非建立大清，而是为
崇祯报仇，所以崇祯应该是正义的。

弘光之所以该死，因为他是被
清军灭掉的，大清王朝所剿灭的对
象，必须邪恶，所以，弘光应该是
邪恶的。

在百花缭乱的历史评论背后，
还是只有两字——利益。

但凡能争取大明百姓支持的，
都要利用，但凡是大清除掉的，都
是敌人。只为了同一个目的——维
护大清利益，稳固大清统治。

掌握这把钥匙，就能解开袁崇
焕事件的所有疑团。

其实袁崇焕之所以成为几百年
都在风口浪尖上转悠，只是因为一
个意外事件的发生。

由于清军入关时，打出了替崇
祯皇帝报仇的口号，所以清朝对这
位皇帝的被害，曾表示极度的同
情，对邪恶的李自成、张献忠等
人，则表示极度的唾弃（具体表
现，可参阅明史流寇传）。

因此，对于崇祯皇帝，清朝的
评价相当之高，后来顺
治还跑到崇祯坟上哭了
一场，据说还叫了几声
大哥，且每次都以兄弟
相称，很够哥们，但到
康乾时期，日子过安稳
了，发现不对劲了。

因为崇祯说到底，
也是大明公司的最后一
任董事长，说崇祯如何
好，如何死得憋屈，说
到最后，就会出现一个
悖论：

既然崇祯这么好，
为什么还要接受大清的统治呢？

所以要搞点丑闻绯闻之类的玩
意，把人搞臭才行。

但要直接泼污水，是不行的，
毕竟夸也夸了，哭也哭了，连兄弟
都认了，转头再来这么一出，太没
水准。

要解决这件事，绝不能挥大锤
猛敲，只能用软刀子背后捅人。

最好的软刀子，就是袁崇焕。

阴谋的来龙去脉大致如上，如
果你不明白，答案如下：

要诋毁崇祯，无需谩骂，无需
污蔑，只需要夸奖一个人——袁崇
焕。

因为袁崇焕是被崇祯干掉的，
所以只要死命地捧袁崇焕，把他说
成千古伟人，而如此伟人，竟然被
崇祯干掉了，所谓自毁长城，不费
吹灰之力，就能把崇祯与历史上宋
高宗（杀岳飞）之流归为同类。

当然了，安抚大明百姓的工作
还是要做，所以该夸崇祯的，还是
得夸，只是夸的内容要改一改，要
着力宣传他很勤政，很认真，很执
著，至于精明能干之类的，可以忽
略忽略，总而言之，一定要表现人
物的急躁、冲动，想干却没干成的
形象。

而要树立这个形象，就必须借
用袁崇焕。

之后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把
袁崇焕树立为英雄，没有缺点，战

无不胜，只要有他在，就有大明江
山，再适当渲染气氛，编实录，顺
便弄个反间计故事，然后，在戏剧
的最高潮，伟大的英雄袁崇焕，被
崇祯杀掉了。

多么愚蠢，多么自寻死路，多
么无可救药。

就这样，在袁崇焕的叹息声
中，崇祯的形象出现了：

一个很有想法，很有能力，却
没有脑子，没有运气，没有耐心，
活活被憋死的皇帝。

最后，打出主题语：
如此皇帝，大明怎能不亡？
收工。

袁崇焕就这样变成了明朝的对
立面，由于他被捧得太高，所以但
凡跟他作对的（特别是崇祯），都成
了反面人物。

肯定了袁崇焕，就是否定了崇
祯，否定了明朝，清朝弄到这么好
的挡箭牌，自然豁出去用，所以几
百年下来，跟袁督师过不去的人也
很多，争来争去，一直争到今天。

说到底，这就是个套。
几百年来，崇祯和袁崇焕，还

有无数的人，都在这个套子里，被
翻来覆去，纷争、吵
闹，自己却浑然不知。

所以，应该戳破
它。

当然，这一切只
是我的看法，不能保
证皆为真理，却可确
定绝非谬误。

其实无论是前世
的纷争，还是后代的
阴谋，对袁崇焕本人
而言，都毫无意义，
他竭尽全力，立下战
功，成为了英雄，却

背负着叛徒的罪名死去。
很多人曾问我，对袁崇焕，是

喜欢，还是憎恶。
对我而言，这是个没有意义的

问题，因为我坚信历史的判断和评
价，一切的缺陷和荣耀，都将在永
恒的时间面前，展现自己的面目，
没有伪装，没有掩饰。

所以我竭尽所能，去描述一个
真实的袁崇焕：并非天才，并非优等
生，却运气极好，受人栽培，意志坚
定，却又性格急躁，同舟共济，却又难
以容人，一个极其单纯，却又极其复
杂的人。

在这世上，只要是人，都复杂，不
复杂的，都不是人。

袁崇焕很复杂，他极英明，也极
愚蠢，曾经正确，也曾经错误，其实他
被争议，并不是他的错，因为他本就
如此，他很简单的时候，我们以为他
很复杂，他很复杂的时候，我们以为
他很简单。

事实上，无论叛徒，或是英雄，他
都从未变过，变的，只是我们自己。

越过几百年的烟云，我看到的
袁崇焕，并没有那么复杂，他只是
一个普通的人，在那个风云际会的
时代，抱持着自己的理想，坚持到
底。

即使这理想永远无法实现，即使
这注定是个悲剧的结尾，即使到人生的
最后一刻，也永不放弃。

（完）
中国海关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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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庸风雅的学子，寻花问
柳的阔少，博学古今的诡诈老
者，媚态百生的伶牙村姑，打
情骂俏的明妓暗娼，以及形形
色色的洋奴买办，构成了二十
世纪二三十年代文物市场上
一幕幕世相图。著名作家冯
精志的长篇历史小说《骗枭》
足本由春风文艺出版社推

出。 冯精志延续了
他一贯的风格，极为
重视历史背景的设
计和历史细节的考
据与推敲，使这部小
说富于历史真实感，
实现了知识性与传

奇性、故事性的完美结合。出
人意料的故事情节，峰峦迭起
的矛盾冲突，斑驳陆离的古迹
文物，鲜为人知的收藏知识，
男人与女人剪不断理还乱的
缱绻情怀，骗人又为人所骗的
曲折经历，不能不让人掩卷深
思。

《骗《骗枭》枭》
邓 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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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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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籍作家王刚出版的《升迁》，以其
精致的语言，寓意深刻的刻画，反讽式
的描写，以及同类题材小说中少见的冷
幽默，使作品显得出类拔萃，是一部值
得细细咀嚼品味的好作品。

让我们看一看开头的描写：
自从角逐败北后，陈海洋感觉人

们看他的眼光怪怪的，里面似乎大有文
章。得闲的时候，陈海洋仔细琢磨了琢
磨那眼光，发现那眼光确实已经不再是
他以前常看到的，饱含着尊敬客气自然
亲切崇拜甚至有些巴结的眼光了，而是
掺杂了好些陌生奇怪尴尬观察审视乃
至不屑的成分。有了这些成分，陈海洋
就感觉那眼光挺刺挠人的，于是浑身上
下便沾满了桃毛一般，不舒服得很……
沮丧的心里平添了几分恼怒的陈海洋，
心里被这百爪抓挠着，哪还平静得了！
心里越是不平静呢，就越发觉得这日子
过得不顺畅了，每天疙里疙瘩的，像是
一根长长的线上打满了结。

从小说开头部分这些十分讲究的
文字里面，作为读者，我们确实能够感
觉到，作者是在用心来创作文学作品
的，而不是在简单的罗列故事。随着阅
读的深入，我们会发现，诸如这样细腻
的语言和形象的人物心理刻画，在小说
中随处可见，确实体现了作者的语言才
能和心理叙事能力。阅读中，能够由此

体验到小说语言的魔力及其带来的快
感，让你比较容易的进入小说中人物的
内心。

不仅如此，作者还不惜笔墨的对
一些景物进行了出色的描写，以此烘托
人物的个性，使得小说更有艺术韵味：

窗外的蓝天难得那么湛蓝，一团
团棉花似的白云点缀其间，像俏丽的姑
娘头上插了几朵洁白的玉兰花，平添了
几分韵味。看，东边的那片鸡冠花，高
高耸起的花冠清一色红艳艳的，满身肥
大的叶子如同翠衣锦袍，使他不禁想起
了宋朝杨万里的诗词，“出墙那得丈高
鸡，只露红冠隔锦衣。”鸡冠花拥拥挤挤
在一起，真乃“有时风动头相依，似向阶
前欲斗时”啊！他眯着眼睛定睛细看那
些单个的鸡冠花，又暗自慨叹其形其状
真如明朝诗人沈周所言，“高冠红突，独
立似晨鸣！”看着风中微微摇曳的白色
鸡冠，他的脑海浮现出明太祖命解缙为
鸡冠花作诗的故事：解缙先是作了一句

“鸡冠本是胭脂染”，谁料明太祖却从衣

袖中拿出了一朵白色鸡冠花，解缙见状
马上随机应变，作出了“今日为何浅淡
妆？只为五更贪报晓，至今却戴满头
霜”的绝妙诗句……

这样的描写，在以故事取胜的官
场小说中，确实比较鲜见。许多小说的
作者，可能对文学创作的理解还有待深
入，其自身水平导致其不能或者不善于
调动使用这些文学手段；另外在出版环
节中，只看中作品的可读性和所谓的

“干货”，即故事，而忽视甚至抹杀了作
品中那些运用文学手段所创作出来的
文字。

在《升迁》中，作者如此艺术和幽
默的描写，尤其对两个人物看似表扬实
则讽刺，以及对其“辛苦”予以“体谅”的
冷幽默，让人忍俊不已。

在这部小说中，作者还使用了很
多象征意味的东西来刻画人物，起到了
点石成金的作用。如用陈海洋肚疼这
个肉体的疼痛，隐喻其在官场不顺所引
起的精神层面的疼痛；如用鸡冠花这个

前面的伏笔和后面的主线，隐喻了钱良
俊对升迁的极端渴望；以及通过禅学描
写，隐喻了某些不正常的现状……

当然，我们强调文学性，并不意味
着要削弱此类小说的长项——可读性。

在《升迁》这部小说中，我们同样
可以感觉到非常强的可读性。小说的
故事内容别有韵味，作者找到鸡冠花这
个奇妙的切入点，并以此为主线，透过
鸡冠花设置重重悬念，营造出所谓的官
场禅机，使得梦想升迁的官员们，与看
似不相干的鸡冠花密切联系在了一起，
就有了大量文章可作。

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官场中
那些梦想升迁的官员们，是如何绞尽脑
汁的要去悟通官场的禅的，是如何挖空
心思要去做领导腹中的虫的。作者用
细腻的笔触探伸到这些官员的内心世
界，赋予他们鲜明的人物个性，从这点
看，作者的另辟捷径，显然立意新颖，别
有洞天。

而今，官场小说的影响正越来越
大，回避和漠视都是不正常的。正像已
经占据图书市场主流的青春文学和日
益壮大的网络文学，文学批评的回避和
漠视，只能使其自身的批评阵地萎缩，
并逐步丧失影响，而不能阻碍这些文学
的发展。

名媛一个“媛”字，就那么几笔，已
把女人的秀娴典雅、风华仪彩都汇集在
方寸之间。汉字是十分丰富细腻的文
字，集声、形、体、画于一身，难怪只有中
国书法才可以作为艺术品鉴赏。汉语
中光形容女人的美，就有嫱、娉、婕、姝、
嫣、婷、媚……唯独一个“媛”，真有点

“行时春风细细，静时掩然百媚”的生动
画面。这样一个“媛”前再加上个“名”，
那就更显纡贵经典，这样的一个女人，
单单一个“名门闺秀”都不足以表现她
的高贵；“名门闺秀”只是先天好运出生
在一个显赫的家庭；“名媛”则要先天的
好运再加上后天的调养。称为“名媛”
绝对讲究家庭出身，否则何来“名”的依
据？她们必持有血统纯正的高贵族谱，
更有扎实的后天中西相融的文化滋养；
名媛不一定是十分漂亮，但一定气质高
贵、神韵夺目，有一种摄人的气势，上海
俗话为“风头十足”。

近日常有听闻呼唤名媛回归之
声，但是，总觉得历史是无法唤回。或
者名媛一词，犹如繁写体的汉字。我们
或许还读得懂它们，但再也不会生产或
制造它们，更遑论使用它们。

名媛是后天之果，培育名媛的土

壤，除了其特定的家庭背景，起决定因
素的是那有渊源历史的女子学校。

名媛是那样美好的女中极品，然
当着中国最后一个名媛章含之的逝去，
名媛在中国可谓已经绝迹。当今中国，
缺乏渊源深远的大家族，没有几代世家
之风的熏陶，名媛的“名”字，就出不来
了；再加我们尚欠缺历史悠久的百年女
校，如北京的贝满女中、上海的中西女
中和圣玛丽亚女中、广州的培正女中、
天津的中西女中……尽管可以恢复百
年女校的校名，但师资的断层，不足以
担当起教育名媛的重任。此外，世上万
物，都是相辅相成的，当着生活中缺乏
那么一簇与名媛相应的同样出身世家，
在专门男子学校（如旧的格致中学、华
童公学等）受过严格训练的各公子的烘
托和催化，名媛名花无主，也会凋谢黯
然……还是这句话，只有大观园内才出
得了金陵十二钗，有了贾宝玉的痴才会

有林黛玉的幽和薛宝钗的乖，有贾琏的
风流才会有凤姐平儿的娇俏和泼辣
……世界万物，都是这样互映互辉、斗
艳斗丽而生生不息的。

名媛不同选美，她不是打造出来
的，更不是包装出来的，她是经时光和
文化的淬火细细磨合而出的。网络化
和全球化的今天，连正宗如假包换的英
国皇室内，都是太子不像太子，公主不
像公主，更遑论在世家望族已断层半个
多世纪的中国，那滋养萌芽名媛的土壤
上，基因早已转化了，社会在进步，人们
的审美也在与时俱进，名媛的倩影已渐
渐消失在时间长廊的那端！笔者认为，
过去的已过去，不必徒劳去唤回，更不
必刻意去克隆，不如以一颗平常心来要
求女人，生活毕竟还是一宿三餐、舟车
劳顿、相夫教子、平安是福。男人如果
真娶得一位名媛在家中，犹如供入一尊
观音，即如徐志摩娶了陆小曼。陆小曼

是不可多见的才貌双全的正牌名媛，但
她也“作”得徐志摩够可以了！林徽因
也是一代名媛，却也不是一盏省油的
灯。张爱玲更是如假包换的名媛，有才
有气质，想来追求者也不少，偏偏爱上
那个花心胡兰成……她的姑姑也是独
来独往了大半世，到老年才与青年时代
恋人结婚，早一阵为何不抓紧？所以，

“名媛”固然光彩夺目，却也不是一般人
所能消受得起，更不是轻易能达到的境
界。身为名媛，多是寂寞清冷的，高处
不胜寒呀！不如，女人还是以一颗平常
之心来完善自己。

如果我们家里都有一位气质优
雅、知诗识礼、受过良好文化熏陶和教
育的女人，这个家一定是幸福的；如果
我们的社会处处都能见到不甘平庸又
谦谦有礼，奇妙地糅合了古典中华的雍
容和现代西方的干练和豁达的女子的
倩影，这就是一个和谐悦心的社会。相
对名媛，今天我们更需要好妈妈好女儿
好太太，这个“好”不在名门世家纡贵多
才，而在其平和温柔懂得珍惜的心态。
如果我们都是这样的好女人，我们的男
人，一定不会坏到哪里。

所以，不必名媛，但求贤淑。

不不必名媛，但求贤淑必名媛，但求贤淑
程乃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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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爱古典的唐诗和宋词，
无论豪放，无论婉约，都能展
示出心灵深处的真性情，那才
是最有质感最有光泽的文
字。少年时读苏轼的词，虽然
难以真正解得其中味，但是，
依然被一个男人对亡妻的缱
绻深情而打动。苏轼和妻子
阴阳相隔已经十年，思念之
情，总是萦绕于心，只是路途
遥远，无法去她的墓园里倾诉
衷肠，如果能够再相逢，怕是
她已经不认识这个满面风霜
的男人了吧？简洁的文字能
写出如此的深情，实在可贵。
我爱古典的文字，由此开始。

常常渴望能沉浸在古典
的氛围里，古典的庭院，古典
的服装，古典的家具，古典的
文字……这种怀旧一般的情
绪，让我渴望能走进旧日的时
光。在我的遐想和幽思中，古
典的庭院幽静而恬淡，适合读
书，也适合与知己倾谈。

和一个朋友说起了自己
的古典情结，朋友笑着说，古
典的东西是封闭的、拒绝的、
内敛的、游移的，我摇摇头，
说，古典是封闭中的开放，是
拒绝中的接受，是内敛中的激

情，是游移中的坚挺，更是一
种优雅，比如旗袍，比如古典
的文字和书画，那是魅力无穷
的。

有一天，看到二八妙龄的
小表妹笔直的垂发、淡小麦色
的皮肤，长瓜子脸的面庞、加
上咖啡色系的妆，以及她高挑
的身材和时尚的气质，简直是
旧日美人的翻版，一种落尽繁
华的雅致。我未免惊呼她的
古典，这是典型的中国女孩，
可爱，优雅。我的古典情结在
那一刻又被惹动了。女孩间
曾流行过一种用钱币制作而
成的手环，那是最质朴的古典
饰品了，民俗味道极浓，我给
了小表妹一些清朝年间的铜
钱，小表妹就用编好的丝线串
起，系在手腕上，很有味道，比
那些时尚的手链要匠心独具，
我每次看到这可爱的小东西，
都会愉悦地微笑。我喜欢这
种韵味的女孩。

我喜欢在温暖闲适的午
后，和好朋友穿过半个城市的
距离，来到老城隍庙，这里是
吸引我的地方，到处弥漫着古
典的气息。穿过一条街，又穿
过一条巷，我却不得不被吸

引。那里的每间铺子都别具
特色。房子是翘翘的屋檐，绛
红的窗棂，青砖加石瓦，卖的
是手绣服饰、古玩字画、蜡染
土布、瓷器酒具、文房四宝、民
族乐器、仿古家具。偶尔，还
会从古旧的老唱机里传来悠
扬的二胡曲。一抬头，会看到
泛黄的旧画上古典仕女迷人
的微笑。我最爱流连的是那
间卖古玩字画的小铺，龙凤的
图腾，对襟的扣子，韵味十
足。水蓝、草绿、绛红、金黄、
墨黑，这些曾经属于王孙贵族
的色彩，随处可见。

我喜欢穿着古典服装的
女子，她们娴雅地吟诗作对，
她们爱花爱草，她们爱天空湛
蓝，她们爱鸟语花香，优雅得
不得了。走在老街金色的阳
光下，偶然与古典的事物悄然
邂逅，那一抹的惊艳让我惊
喜。每年新年来临的时候，我
喜欢街头那一片艳丽的红，爆
竹的碎片、嫣红的姑娘、喜气
的红装、披红的骏马，这所有
的红漫过我的心灵，摇曳生
姿。

一方柔软的织布，一片浪
漫的花色，一页简洁的文字，
我并不觉得它们是单调的，
就像爱情，在繁华落尽后，总
是绽放着最本真的美好。只
是，让我惆怅的是，当我的心
越来越依恋那些古典的事物
时，我的脚却带着我渐渐远
离了它们。

鹰是一种力量的象征，大多
数人见到的或是心目中的鹰，是
在飞翔着，盘旋着，俯冲着，战斗着
的鹰。很少有人想到，鹰是怎样
死的，更不知道有几人见到过死
去的鹰。

据说鹰在临死前会拼尽毕生
之力如箭一般
向高空飞射，拼
力向上飞，在上
飞的过程中完
成死的仪式，然
后不知所终。
死得壮烈。在
它生前，可能曾经被鸡高飞过，但
几乎在所有的生命里，它飞的高
度，是鸡们穷其毕生，耗尽幻想也
无法想象的。就是死，也不能让
鸡们垂怜。

在陆地动物中，大象绝对属
于“重量级”的。它的大而不蠢，重

而不笨的形体和姿态，树立了一
种王者风范。据说大象能预知自
己的死讯。在死亡来临之前，它
会向伙伴们进行一个简单的告别
仪式，然后一步步，坚定、从容、稳
健地走向他人未知的象死之地，
死前细节，人们不得而知。我在

想象着如小山一样的
身躯在柱子一样的四
肢支撑不住时轰然倒
下的情景，内心的震
撼无以言表。

鹰与象，一个长
击于天，一个称雄于

地，它们的死，指向十分明确，而死
法却扑朔迷离。是一种我们看不
见的力量在左右，还是真有神的
世界？不知道。但是，从形式上
来看，这样的死，都体现了一种尊
严。这种尊严，不是做作出来的，
是做作不出来的。

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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