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眼睛，白皮袄，长耳朵，真灵
巧；爱吃萝卜爱吃草，走起路来跳呀
跳。”这是一则流传于民间很久的诗
歌谜语，猜射的谜底是妇孺皆知的

“兔子”。农历辛卯年是我们俗称的
“兔年”，猜一猜与兔有关的谜语，很
能增添乐趣，助人雅兴。

猜兔谜，要注意到兔年、兔子的
借 代 ，比 如

“兔”可以用
“ 卯 ”来 借
代 ，如 果 掌
握了这些要
领 ，就 很 容
易中鹄。如以“四方迎来兔年”为谜
面，猜“留”字。此字的上半部分即

“卯”，扣“兔年”，下半部分的“田”字
扣“四方”，两者相合在一起即成谜
底。有一条谜语，谜面颇具新意，制
作十分工巧：“兔年招财又出才”，猜
一字，谜底是“贸”字，以“招财又出
才”扣“贝”，采用的是增损、拆字的
技巧。

兔谜与其他生肖谜一样，猜射
的题材十分丰富。“兔”字为谜面，猜
动物二，谜底是“象、兔”，这里的

“象”是“似”的借代，意思是“象兔”，
所以扣合了谜底。还有一谜，以“兔
目”猜疾病一，谜底是“红眼病”，这
是根据兔子眼睛的特征来设谜的。

另一则谜语用“兔缺”为谜面，猜京
剧目《三岔口》，也是以兔子嘴巴的
特征来制谜的。有一些“兔谜”，猜
射起来有一定的难度，需要认真揣
摩才能猜中谜底。如谜面出自《花
木兰》中的“两兔傍地走”一句诗句，
要求猜二字，谜底是“堍”和“逸”，一
兔傍地（堍），一兔傍走（逸），十分形

象 ，趣 味 盎
然。

还 有 些
“ 兔 谜 ”借 用
成 语 或 诗 句
来设谜，别开

生面，非常有趣。如“守株待兔”，
谜底是“柳”字，另一条谜语借用

“画龙点睛”作的谜面是“画兔点
睛”，猜“卵”，富有一种幽默感，谜
中用两点象形为两只“眼睛”，点在

“卯”上，惟妙惟肖，妙不可言。有
用李白“月兔空捣药，扶桑已成薪”
的诗句中的前一句做成这样的谜
面：“月囗空捣药”，要求猜成语一，
谜底是“动如脱兔”，主要是从谜面
中“动”掉、脱掉了一个“兔”字来设
谜的。此外还有像“儿童话新年”
猜少儿歌曲“小白兔”、“草丛藏兔”
猜“茆”字，虽然比较通俗易猜，但
也要掌握一定的猜谜技巧才能迎
刃而解。

史传，有一年冬天，元旦刚
过，东方朔到御花园观赏梅花，见
一专为皇上做汤圆的宫女哭泣着
正要投井自尽。经询问，那宫女
叫元宵，因为长年不能与亲人团
聚，不能为年迈的父母尽孝，便想
一 死 了 之 。 东
方 朔 被 这 宫 女
的 孝 心 深 深 地
感动了，说：“我
一 定 设 法 让 你
同家人团聚！”

第二天，东方朔便微服在长
安街头摆了个卦摊，向前来占卜
者发放签诗说：“长安在劫，火焚
帝阙。十五天火，焰红宵夜。”消
息很快传到了皇宫里。

汉武帝为此坐卧不安，忙请
来东方朔商议破解之良策。东方
朔趁机献计说：“听说火神君最爱
吃汤圆，何不在十五这天晚上，一
边让元宵做些汤圆供奉火神君，
一边让臣民满城挂灯，燃放烟火，
并让城里城外的百姓都来观灯，
遥天鸟瞰，灯火辉煌，人头攒动，

就像满城大火在燃烧，这样岂不
就瞒过玉帝了！”武帝听了，感到
有理，便传旨让东方朔去全权办
理此事。

正月十五这天，长安城里处
处张灯结彩，游人如织，元宵的父

母自然也杂在人群中观灯。当他
们看到写有“元宵”二字的宫灯
时，不禁惊喜地大声喊道：“元
宵！元宵！”元宵听到喊声，终于
找到父母与亲人团聚了。

如此热闹一夜，长安城自然
平安无事，汉武帝大喜，遂传旨以
后每年正月十五这天都要吃汤
圆，挂彩灯，放烟火，以示庆贺。
因为元宵做的汤圆最好，人们便
把汤圆叫“元宵”，正月十五这天
也就成了“元宵节”！

元宵节，又称上元节、元夕

节、灯节，是春节后第一个重要的
节日。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中
说：“正月十五元夕节，乃上元天官
赐福之辰。”“一曲笙歌春如海，千
门灯火夜似昼。”历代文人墨客赞
美元宵花灯的诗篇数不胜数，现

今读来仍是趣
味无穷。如唐
代著名诗人卢
照 邻 诗《十 五
夜 观 灯》云 ：

“锦里开芳宴，
兰红艳早年。缛彩遥分地，繁光
远缀天。接汉疑星落，依楼似月
悬。别有千金笑，来映九枝前。”
又如宋代词人辛弃疾词《青玉
案 . 元夕》云：“东风夜放花千树，
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
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
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
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
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把元宵节及
赏灯的热闹情景描述得淋漓尽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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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是年的尾声，人们除了吃元宵，
还要出门去看花灯和猜灯谜，元宵节之夜，
大街小巷往往是张灯结彩，笑语盈盈，非常
热闹。古代的女子最盼望着过元宵节，因为
古代的女子在平日里轻易不能出门，元宵节
赏灯是非常难得的去大街上游览的好机会，
年轻的男女可以借着元宵节这个大好机缘演绎出动
人的爱情故事，使得原本热闹的元宵节又能平添无
限温柔妩媚的色彩。

所以，对于古代的女子来说，元宵节是一个心向
往之的日子。

古典小说《金瓶梅》中，第十五回“佳人笑赏玩灯
楼”写到了古代女子过元宵节的情景，当时，西门庆
的老婆吴月娘率领西门庆家里的许多女子去赴李瓶
儿的元宵节宴会，李府的楼檐前挂着湘帘，还有彩色
的灯笼，女子们“头上珠翠堆盈，凤钗半卸，俱搭伏定
楼窗观看”，只见“那灯市中人烟凑集，十分热闹。当

街搭数十座灯架，四下围列诸般买卖，玩灯男女，花
红柳绿，车马轰雷……”这些描述详细记录了当时的
女子在元宵节玩乐的情景。在那个元宵节，“吴月娘
穿着大红妆花通袖袄儿，娇绿缎裙，貂鼠皮袄。李瓶
儿、孟玉楼、潘金莲都是白绫袄儿，蓝缎裙。李瓶儿
是沉香色遍地金比甲，孟玉楼是绿遍地金比甲，潘金
莲是大红遍地金比甲……”这样的服装打扮非常细
微地展示出了那些女子的个性和喜好，也展示出了
当时那些女子迎接元宵节的愉悦心情。

李翠微是明朝末年的一个才女，她写有《正
宫·山渔灯犯·元宵艳曲》的散曲，其中的第一支曲

子是这样写的：“灯如昼，人如蚁，总为赏
元宵，妆点出锦天绣地，抵多少闹嚷嚷笙
歌喧沸，试问取今夕是何夕。这相逢忒煞
奇，轻轻说与他，笑声更低。虽则是灯影
堪遮掩，也要虑露容光惹是非。爱煞你，
果倾城婉丽，害相思，经今日久，甫得效于

飞。”这是一对有情人在元宵节甜蜜幽会的情景和
心境，其中描写的女子勇敢、大胆、婉丽。清朝初
年的王端淑在《明代妇女散曲集》中说，李翠微是
陕西米脂人，是明朝末年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号称

“闯王”的李自成的女儿，这更让李翠微的元宵节
多了一种神奇的色彩。

宋朝的才女朱淑真却在元宵节之夜流着惆怅的
泪，她写道：“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
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
年人，泪湿春衫袖。”失意女子的落寞与伤感在字里
行间洋溢，让人惋惜和慨叹。

早上到紫荆山公园晨练，围着湖
走步。当行至湖北岸边时，突然朋友
叫道：“你看，迎春花已经开了！”我顺
着他手指的方向，向路边一米多高的
垄丘上望去，果然看到了几蓬如黄罗
伞盖般大小的“蒲楞”团儿。那些曾经
横七竖八的乱蓬蓬的枯槁枝条，在蛰
伏了一冬后，不知道啥时候开始变得
有些柔润了。尽管整体仍呈土褐色，
但褐中透绿，褐萎绿张，似乎有一股蓬
勃向上的朝气在升腾。在阳光的梳理
下，那些枝条顺着南渐的坡势，瀑布般
地披散下来，其上稀疏地点缀着一些
不起眼的小黄花儿和小花蕾儿。说实
在，那些花瓣儿给人的第一印象实在
是有些瘦弱，枵薄如命。在细风中，它
们要么耷拉着、畏葸着，要么蜷曲着、
佝偻着，颇似刚刚生下的小牛、小羊，
欲要挣扎着站起来，身子骨却不听使
唤。花儿的干瘪形秽同藤条儿的顽强
给力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大概是由
于一冬严重干旱无雨的缘故。再说，
季节还处在“四九”之中，严寒的势头
正足。在此情况下，谁能想到，那些自
己还在忧饥畏寒，有性命之虞的枯藤
儿，怎么就能铆足劲头把全身所有的
心血升华为新的生命？“啊，今天才腊

月二十呀！”我不禁想到了成语“弱不
禁风”，继而生出一丝悲悯。如此稚嫩
纤弱的生命，先天不足，一出世却要面
对如此严酷的生存环境，它们能够坚
强地活下去吗？

我叹息了一阵子，重又围着湖岸
走着，回忆着。童年的时光在倒流：战

乱，父母姊妹和伯叔；乡村，家园田野
和迎春花……

我出生在抗日战争胜利那一年的
农历二月，不仅从季节上看正是迎春
花开放的时候，而且从中国的命运看，
也是处在最严酷的冬春之交时期。当
时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解放区亦像
迎春花一般一片一片地开放在西北、
华北，昭示着伟大的祖国即将春回大
地。实事求是地说，把共产党、毛主
席、八路军、解放区比之为迎春花是一
点都不为过的。但是，在我眼里，共产
党、毛主席更像太阳，用迎春花比喻苦

难中顽强生存的家乡父老更为合适。
由于政治黑暗，战争破坏，民生凋敝，
家乡父老的生活苦不堪言。可是他们
就如同田野上那一丛丛的迎春花一
样，无论怎样穷困，依然乐呵呵地面
对。许多人家，即便家里没有隔夜粮，
也照样睡得喷香。他们养育子女，从

没有去想过养得起养不起，而是携儿
带女一起去抗争人为的和自然的灾
难，一起去接受“优胜劣汰”。 一切都
是自自然然，顺势而为。我母亲对我
说：“你四姐生下来最小，头就像个拳
头。我担心养不活，可是就你四姐长
大后身体最好，能干活。可是，你大妹
妹，却夭了。”

我是家里的第一个男孩，父母视
为宝贝。即便如此，生了病照样没有
看过医生。记得我曾得过一种不知名
的疮，流血流黄水，长达四五年。但由
于一时半会没有生命危险，无能为力

的父母就只好听之任之。去到学校
里，同学们怕传染，没有人愿意和我
玩，致使我的性格越来越孤僻。幸好
一位在县中学当校医的远亲给我抹了
一些黑药膏，才奇迹般痊愈。我很小
就会上山拉煤，起五更，打黄昏，来回
百余里。上学没有钱，我就到野外捡
蓖麻子，一斤卖一角二分钱。有一次
开学交不了学杂费，迟到了一天。班
主任老师说，违反纪律，没有按时到
校，学校不要了。我一气之下背起被
子半夜离开了学校……总之，说不尽
的千难万苦。可是在毛主席和共产党
的领导下，我和我的一家，还有我的父
老乡亲终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
不，当年我最小的饱受磨难的五叔竟
活到了90多岁，无疾而终。

迎春花开了。不管它目前是多
么的弱小，而其本身就彰显着伟大。
它意味着一切艰难困苦都将过去，即
将“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看着
迎春花，我在想，千万别小看这个

“开”字。它是神圣的命令，正义的召
唤，光明的使者，美好的化身。在迎
春花开过之后，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将
是一个万木葱茏，花团锦簇的“花花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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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如果子女在孝顺父母方面
做得不好，能指望将来自己的孩子
孝顺自己吗？

答:当然不能了。孝道要靠一代
传一代、一代影响一代。自己言传
身教，才能在子女身上起到潜移默
化的作用。

问：现在有些做子女的在父母
去世后，花重金买墓地，买小汽车
小别墅彩电冰箱金元宝等祭品，放
在坟前烧，看上去十分有气派。而
且这样的情况在现实中还不少见，
从政府官员到普通百姓都有。这算
孝顺吗？

答：根本不算。那只是“形
丧”而不是“心丧”。还有假哭，都
不是发自内心的悲痛。还有些子女
在老人生前不愿意赡养，争房产。
老人死后，子女才知道亲情可贵。
于是挥金如土，买高价墓地，甚至
请和尚做道场，搞迷信活动，靠厚
葬来弥补自己过去的不孝，以求得
心理平衡。

我 身 边 有 这 么
一个家庭，子女和母
亲商量，要花十万元
给她买一块风水好、
价格高的墓地。老人
坚 决 不 同 意 ， 说 ：

“你们在我生前孝顺
比什么都好。自己活
着老有所养，心里开
心，比死后讲排场不
知强多少倍。”

还 是 那 句 古
话，“与其哀不足而
礼有余也，不若礼不
足而哀有余也。”

问：如果让今天的孝道文化恢
复到古代的状态，你认为怎么样？

答：没有必要，也不应当。因
为传统意义上的孝道文化有一些糟
粕和迂腐的东西，不应当传承。但
是我认为还是需要做一些工作，探
索一些新的方法。

问：为了避免和老人发生冲
突，同时也为了尊重各自的生活习
惯，现在很多年轻人采取了各立门
户、经济独立、经常走动、互相帮
助的模式。你觉得如何？

答：挺好的。
除了我说的子女要学会谦让、

适应老人外，老人也要努力适应新的
生活，不能固守自己过去的观念，一
成不变，要考虑子女的感受。有些做
子女的给老人买衣服，老人不穿；给
父母做好吃的，老人不吃，让做子女
的说也说不通，劝也劝不动，处于两
难境地。这样不好。

问：有一篇文章报道说，一群
80 后的孩子提出“父母皆祸害”的
观点，以此来形容 50 后的父母们。
对此，你怎么看？

答：怎么能这样讲？我坚决不
赞同。虽然两代人生活的时代、环
境不同，观念上有差异，但父母也
绝不至于成为“祸害”。如果父母们
听到这样的话，恐怕伤心欲绝，甚
至会愤怒地说，“早知孩 子这样看
待自己，当初还要孩子做什么？”那
双方不就对立了吗？

问：说老实话，当我听到“父
母皆祸害”这种观点时，很震惊。
心想，现在的孩子怎么会有这种想
法？

答：我以为这个观点偏激了。
说到底，还是存在一个交流沟通的
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认
为双方都有责任，都应当静下心来
反思自己，平等地交换看法。做父
母的首先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要
动不动就以“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为自己开脱，自以为是，教训孩
子。同时，要增强尊重子女的权利

意识。尊重子女的隐
私，不偷看子女的信
件，不要对子女的朋
友横加指责等。

你知道为什么中
国人习惯于把父母称
为“家长”？家长就
是家长制的体现，是
专制的象征。专制的
父母对于孩子的发展
可能成为伤害。事实
上，许多孩子自我意
识 强 ， 或 者 出 现 抑
郁、离家出走、甚至
走上自杀的道路，其

实也与父母错误的教育分不开。
总之，两代人之间，对事情的

认识有不同，但人格是平等的。所
以要互相学习、共同提高。

问：你所理解的孝的内涵是什
么？

答：我认为孝有三层含义：一
是听父母的话，唯父母的话是瞻。
这是传统意义上的、浅层次的孝。
二是子女建功立业，光宗耀祖，许
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三是引导父
母，共同进步，这是高层次的孝。

问：总结一下今天的谈话吧。
答：好。那我就借用你说话的

风格说几句。
孝道是一切人伦道德的根本。

千百年来,就是因为孝道的大行天下,
敬亲睦邻,才使家庭有了和谐,社会有
了秩序,民族有了强大的凝聚力。而
世道在变,人也在变,天下也没有不变
的孝子,没有不变的孝道。我们应当
正视今天的现实问题,大家共同努
力，不断探索，不断积累和创造适
合新时代的孝道精神，从
而为构建和谐社会献出我
们普通百姓的一份力量。 10

然而，王亚樵此时早已离开上
海，到浙江湖州走马上任，他开始招
兵买马，训练军队。这既是卢永祥给
王亚樵的奖励，也是要让王亚樵为自
己冲锋陷阵。

发迹前的戴笠和胡宗南
1924 年初春，春寒料峭，别动队

的参谋胡抱一带着一个年轻人到王
亚樵面前，说：“王司令，这是我的好
朋友戴春风，人称江山才子，文武皆
备，而且为人足智多谋。他从小离家
漂泊，想投奔一个真正为国为民的队
伍，铲除强权，报效国民，但终不得
了。春风素闻司令英名，久欲追随左
右，只恨无缘相见，今见司令正值用
人际，故不远千里，特来相投，万望司
令收留。”

王亚樵见这位双手侍立于前的
青年面色微黑，两眼炯炯有神，神态
却颇为谦恭。于是问道：“为什么来
投军？”

戴春风立刻答道：“小时候，先生
问立志，吾答曰：希圣、希贤、希豪杰
而已，而今曹、吴窃国，奸佞横行，战
乱不已，民不聊生，希
圣、希贤皆成泡影，学
生唯有跟随先生，执
一利斧，铲除豪强，效
命疆场而已。”

王亚樵一听，心
中十分高兴，当即任
命戴春风当了一名分
队长，拨给一百名新
兵，交其训练。

从此，王亚樵的
命运紧紧地与戴春风
联系在一起了。

戴 春 风 ，字 子
佩，号苏洲，清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
十七日(1897年5月28日)降生在浙江
省江山县硖口镇保安村的一栋老宅
里。

戴春风六岁那年，父亲去世，母
亲蓝月喜孤寡一人，含辛茹苦，支撑
门面，艰难地带着三个孩子过活。

1910年，戴春风十四岁。这年春
天，他考入江山县立文溪高等小学。
在回答试题《问立志》时，他一挥而
就，在文中表达了自己“希圣、希贤、
希豪杰”的强烈愿望。文溪高小四
年，由于戴春风学习成绩优异，活动
能力极强，被学校连续四年指定担任
班长。

辛亥革命爆发后，地处闽、浙、赣
交通要冲的江山县，得风气之先，思
想活跃，结社之风盛行。戴春风也在
文溪高小内发起组织“青年会”，并被
选为会长，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这期间，戴春风先后结识了周念
行、毛善馀、王蒲臣、娄绍谟等同学，
这些人日后都成为他行动中的重要
助手。

1913年冬，戴春风以该校第一名
的优异成绩毕业。毕业后，他在县城
浪荡了一段时间，结识了不少社会上

的纨绔子弟，逐渐沾染上一些游手好
闲、调戏妇女的恶习。有一次，他躲
在茅房里看女人小便，被抓住后却振
振有词地说：“孔子曰：‘君子好德如
好色’嘛！”

1917年初，北京发生了张勋复辟
活动。在康有为等清室复辟势力的
支持下，张勋于 7 月 1 日请出溥仪重
登皇位，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各省
纷纷组织讨逆军。当时卢永祥还任
淞沪护军使，也指挥浙军第一师出师
北上。复辟失败后，浙一师又回到浙
江。

11 月下旬，浙一师刚回杭州不
久，浙军第三师师长周凤岐在宁波策
划独立，浙一师又奉命平叛。

1918 年初，浙一师开往宁波，与
浙三师交火。因浙三师早有准备，仗
打得十分艰难。浙三师初以坚城之
利，挫敌锐气，继而反攻，浙一师大
败。戴春风被一群败逃的乱兵裹挟，
慌不择路间，被浙三师俘虏，关进俘
虏营。不久，政变平息，他才被放出。

正值冬末春初，风霜雨雪，无家
可归的戴春风一路
乞 讨 ，落 魄 回 到 家
中。

但是，家中的几
亩薄地，实在难以提
起戴春风的兴趣，不
久他又只身到沪杭
一带流浪起来。

在这次流浪中，
戴春风结识了他一
生中最铁的哥们胡
宗南。

戴春风结识胡
宗南始于杭州西湖

的一次奇遇。当时，正值炎夏酷暑，
戴春风每隔一天，必要去完成一件

“大事”，这就是到杭州西湖里洗澡，
兼把自己身上唯一的一套夏衣脱下
来在水里洗净，然后放到湖边的草地
上晾晒。等衣服干了，他再上岸穿起
来，去逛大街，串门访朋友。他的一
双白帆布鞋每次穿脏后，也是先在湖
里洗一次，然后花上一个铜板，买点
白粉涂抹上去，又像新的一样。

这一天，戴春风照例又去灵隐寺
入口处附近的湖滨完成洗澡的“大
事”。阵风不时从湖面上吹过，戴春风
怕晾在湖边的衣服被风刮跑，特地在
上面压了几块石子，又裸身退回湖中。

当时，湖滨游人尚少，偏巧这天
来了一群小学生，从湖滨经过，其中
有几个调皮的，将压在衣服上的石子
捡起掷向湖中。眼看衣服被风吹起
在草地上翻滚，戴春风不禁在湖里大
声叫喊起来，可是身子却不能出水，
极为狼狈。

这一窘况被队伍中一位带队的
青年教师发觉，他重新捡起几块石子
把衣服铺平压好，并与泡在水
中急红了脸的戴春风相视一
笑，飘然而去。 5

连连 载载

舒
安
娜

著

迎春花开了迎春花开了
宋宗祧

随笔

正月 尚峰亦

卯年猜“兔谜”卯年猜“兔谜”卯年猜“兔谜”卯年猜“兔谜”卯年猜“兔谜”卯年猜“兔谜”卯年猜“兔谜”卯年猜“兔谜”卯年猜“兔谜”卯年猜“兔谜”卯年猜“兔谜”卯年猜“兔谜”卯年猜“兔谜”卯年猜“兔谜”卯年猜“兔谜”卯年猜“兔谜”卯年猜“兔谜”卯年猜“兔谜”卯年猜“兔谜”卯年猜“兔谜”卯年猜“兔谜”卯年猜“兔谜”卯年猜“兔谜”卯年猜“兔谜”卯年猜“兔谜”卯年猜“兔谜”卯年猜“兔谜”卯年猜“兔谜”卯年猜“兔谜”卯年猜“兔谜”卯年猜“兔谜”
高启蓉

文苑撷英

元宵节里的古代女子元宵节里的古代女子
王吴军

绿城杂俎

从
梦
里
来

刘
亚
男

元 宵 节 与 元 宵 诗
程勉学

文史杂谈

文翰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