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神赋》是三国时期曹植所
作，传说是曹植借词对洛神的爱慕，
寄情现实生活中对甄妃的相知相
恋。由郑州歌舞剧院原创的大型舞
剧《水月洛神》很好地演绎了这段凄
美的古典恋曲。

看了舞剧《水月洛神》，奇丽、大
美萦绕心中。

首先，剧本结构简练
得体，起伏有致。以往，舞
蹈专家对“编剧法”似乎都
略有欠缺，作为一部称之
为剧的舞蹈大作，故事结
构上往往会给人留下一些
不满足。而这部舞剧，编
导深谙剧作的编创技巧，
故事的“起承转合”，生动
的情节安排，人物的性格
刻画，场景的变化组织，一
脉相承，紧凑合理，让观者
在欣赏故事的推进中领略
舞蹈风采，在领略舞蹈风
采中感知优美传奇。

第二，舞蹈编创非常
精美。印象最深的是以
曹植为主的一段群舞，曹
植才华出众，尤以诗歌、辞
赋创作成就杰出。剧中这
段以曹植为主的舞蹈，编
导巧妙运用汉魏时期服饰
崇尚“宽襦大裳”的特点，
在明快灵动的音乐伴奏
下，演员“罗衣从风，长袖
交横，骆驿飞散，飒珈合
并”。演绎出曹植气若浮云，志若秋
霜的才情。舞者长舒的广袖，时而划
作曹植挥洒文字的锦笺，时而又如曹
植手舞巨毫在空中洋洋洒洒。奔逸、
飘洒、流转、舒卷的飞动之美，令观众
也不禁对曹植的文采飞扬心生倾
慕。最后一场，舞蹈更为曼妙。曹
植与洛神梦中再次相遇，此时，甄妃
已逝，曹植被逐，再无牵挂的曹植全
身心地寄情神交仙界。他与洛神的
这段双人舞，以裙裾的飘曳，配合肢
体的折曲，传递人神和谐的美好。
在由舞蹈演员组成的祥云托举之
上，曹植和洛神缓缓走向对方，轻柔
飘逸，纤巧婀娜，若惊鸿游龙，飞于
天汉，完成了这段旷世奇情的升华。

第三，道具的运用甚为传情。
自古“琴瑟和鸣觅知音”。剧中一张
古琴贯穿始终，对演绎这个凄美的
爱情故事起到了极其重要的辅助作
用。曹植于洛水畔初梦洛神，曹植
才竣，洛神非凡，人神间本无法相通
的境界，其他任何手法的假借，或亵
或媚都会有渎污这段神交之嫌，唯
琴曲使他们得以交融。当观众正沉

浸在这美妙的神曲中时，战乱来
临。权势争斗令哀鸿遍野、百姓哭
嚎。甄妃抚琴于囹圄，表达着她的绝
望，期盼着众生脱离兵戈利刃。宫墙
内，曹丕醉心霸业，自然无暇理会甄
的心迹，只有宫墙外的曹植，同样厌
恶战争对生灵的涂炭，能懂得甄的心
声，此时，琴又使他们相知。后来，兄

弟相残，植被流放。知音
分离难再聚，不能执手，
更不能相拥，甄只能以
琴、袍相赠，琴伴君旁若
相守，袍挡寒风好自持。
惺惺相惜，琴心相连。剧
情至此，观众也不禁唏
嘘，叹有情人却终不能
成。甄妃忧郁而死，曹植
奔波在流放途中，窘迫孤
苦。人亡物在，睹琴思
人，曹植抱琴而眠。这时
琴声抑扬，烟波缥渺间，
琴伴曹植再遇洛神。曹
植洛神共同抚琴，得奏和
鸣。洛水畔人神相交，那
琴音心曲辉映着“甄、植”
的精瑞之气，吟唱着“真
挚”情爱，更好地揭示了
剧作主题之深邃意蕴。

再说说音乐。舞剧
《水月洛神》的音乐风格，
巧妙地吸纳了汉魏时期
音乐的特点，将一种充沛
的生命精气与深邃的天
人同构意念，与剧情反映

的时代气息融会贯通。该剧本身就
是一部充满浪漫遐想的唯美之作，
剧中人性呼唤真善美、挞伐凶残杀
戮。反映曹植才华时，音乐生动、激
荡，给人以活力和舒畅；反映曹丕蛮
横称霸时，音乐浑厚、压抑，让人仿佛
置身讳莫如深的宫廷纠结中；反映战
争的嚣乱时，又以鼓声猛擂人心，似
见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反映甄
妃的凄美时，音乐哀怨如泣，盈盈间
娇柔怎敌乱世；而反映曹植与洛神的
交融时，音乐又如轻云出岫，祥和绝
于纷争，妙不可言。通过音乐的辗转
跌宕，引导着剧情起承转合。而观众
随音乐的轻缓与激进，伴同剧中人物
一起喜怒哀乐。最萦绕耳畔不绝的
是尾声一场。先是男声吟唱，渐渐音
乐加强，变成合唱，反复不断，似是曹
植在咏叹对洛神的追慕，又像是每一
位今人在诵读了美文《洛神赋》后由
心所生的无限感慨。

舞剧《水月洛神》容遐想、神往
于一体，集舞蹈、音乐、多媒体光影、
服饰各美之大成，让人流连在想象
中，陶醉在爱意间……

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
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
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
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
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
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
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
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
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
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
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
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
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
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
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
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
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
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
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
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
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
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
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
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
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
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仧

奇
丽
水
月
间
，大
美
洛
神
赋

奇
丽
水
月
间
，大
美
洛
神
赋

—
—
观
舞
剧
《
水
月
洛
神
》

王
明
山

书法乃寂寞之道。
小时也曾随父启蒙入门，那时没有

“书法”概念，只有“写大字”的说法。兴
趣是从春节写对联开始的，父亲买来那
种乡村普遍用的红纸，熟练地叠好割开，
铺纸磨墨，我在旁打下手，一点点帮忙伸
展，墨香便悄悄溢散出来，其实那时根本
不知墨香这个词，墨反而有不好
闻的臭味道。父亲有各式墨盒，
上面多刻着线条狂放精美的草
书毛泽东诗词。而我喜欢摆弄
笔墨，大致就从那时起。

其后几年，大字写得勉强
能写对联，春节里也得意地挥
洒几笔，比如“清水满缸”、“小
心烟火”之类，父亲都放权我来写。后
来家里写对联的盛况不再出现，春节一
到，为了省事到街上花几元钱买了了
事。再后来，电脑普及，连钢笔都不多
用了，毛笔更是渐离视野，只有作为“文
化”一词悬置在记忆里了。

后因工作原因，接触了一些整日
与笔墨厮守的书画家，慢慢地，与书法
也渐渐走近，得以窥其堂奥。

记得有这么一次，在一家单位办
完事，正准备转身离去，突与走廊上一
幅章草打个照面，“国破山河在，城春草
木深……”字体沉郁雄健，老辣脱拔，借
此表达杜甫的这首苍凉悲痛之作堪称
完美。不由地驻足，玩味，从书法中又

重新感悟这首杜诗。再看落款，原来是
郑州市文联主席钟海涛先生的大作。
从此，便记住了钟先生的章草。

在省市举办的各种书画展中，笔者
有机会在众名家作品中多次观看到钟
先生的翰墨，一次次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诸体之中，钟先生独喜章草。

章草是隶书的草写，它是从秦代的草隶
中发展而成的书体。章草的书体特点
是字字独立，不似今草字间有牵连，通
篇之间，可谓意连而笔不连，对书者来
说增加了难度。以钟先生之性情，似乎
书写在狷之行草或草书，方显其英雄气
节，如虹气概，但其却选择了孤独幽静，
茕茕独行的章草。

这也很好，章草不能阔步如飞，便
谨慎而行。不宜放歌，便漫吟浅唱，不
宜疾风，便细雨轻抛，诸体之中别有韵
味，自有千秋。

名家曾有书论，言书写运笔时要
有收有放，有精神相挽处。钟先生身为
书家，并一直担任行政职务，从政生涯

的历练使他既旷朗豪情，又谨严内敛，
落实到章草书法上便恰如其分，既笔势
纵横，隽永飞扬，又个个似连非连，意态
万千，互为呼应。

这只是从一方面来解读钟先生的
书法。更重要的是，从钟先生的字中，
可窥测出汉碑，汉简，《平复帖》《出师

颂》等古法传统的真迹，其精
华在钟先生的书法中传承演
变下来，而渐形成钟氏之书法
符号。

钟先生还是诗人，所著
《中原书家论》笔意纵横，一口
气写了几十位中原书家，中原
书家的特点与气象纷纭尽陈，

精准丰富，写出了中原翰墨百家的峥嵘
书风。

在他书法的飞扬灵动中，又可体
察到身为诗人所喷涌的浪漫激情，飘逸
神思，不觉被书法之美所吸引。

有时，书法所起的作用是微妙的，
它对文化的释解，在不知不觉间流入了
读者的心田，启示了读者，使读者瞬间
领悟其精髓所在。其中有书者对文化
的理解，个人的修为，他写的不仅是一
幅作品，也书写着自己对古往今来，对
仁人先贤的精神交汇。

近来，钟先生的书法愈来入大化
之境，而气象也趋向奇伟。想必这是书
家所孜孜以求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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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漫步

李啸书法

清平乐·喜咏春
暖暖春风，醒我春之

梦。梦里似游花丛中，扑鼻
花香浓浓。

层林尽染花红，小河鱼

跃声声，心潮激荡诗涌，轻
声喜咏春景。

鹧鸪天·迎春抒怀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光

明媚更喜人。桃红李白美
如画，点缀江山尽缤纷。

畅抒怀，迎新春，翰苑
道 友 相 聚 亲 。 作 诗 填 词
歌 盛 世 ，挥 毫 泼 墨 绘 彩
云。

所谓“音乐决斗”其实就是音乐比赛，但又
不同于一般的比赛，它是一对一的比赛，具有
一定的残酷性，除非一方宣布退出，否则，一旦

“决斗”，必将“你死我活”，决出胜败，其结果可
能改变音乐家一生的前途和命运。因此，人们
称其为“音乐决斗”。

最早的一次“决斗”发生于1709年。德国
作曲家韩德尔，想到意大利发展，后在罗马主
教主持的演奏会上展露他的妙技。其时，被称
为“近代钢琴演奏之父”的杜梅尼哥·史卡拉底
也是演奏会的座上客，宾客们要求二人来一次
比赛，于是，他们在偶然情况下成了“决斗”的
对手。决斗开始，先由史卡拉底弹奏大键琴，
全场鼓掌。继由韩德尔上场，也掌声不绝，评
判员认为“难分胜负”。决定改用管风琴演奏，
这次先由韩德尔弹奏，受到听众疯狂鼓掌。轮
到史卡拉底时，他却站在大厅中对韩德尔的演
奏拍手称好，宣布对方获胜。从而倒增进了二
人的友谊。

第二次“决斗”是1717年。32岁的德国作
曲家巴赫，到德勒斯登旅行时，正好遇到法国
风琴大师路易·马尔，人们促使他俩在伯爵家

来一次“较量”。在约定的日子，巴赫到达伯爵
府邸后，等候很久未见对方光临。原来路易·
马尔明知自己不是巴赫的对手，主动放弃了这
次“决斗”。

第三次“决斗”是在 1781 年，年仅 28 岁的
意大利大键琴演奏家克莱门第，颇负盛名，他
到维也纳旅行时，与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不
期而遇，莫扎特比他小 4 岁，名气也远不如
他。人们要求他们比赛时，他以为自己必
胜。但没有想到评判员是地道的“莫扎特迷”
奥皇约瑟夫二世，莫扎特成了必然的胜利者，
克莱门第对此怨恨终生，并发誓从此不再从
事演奏。

第四次“决斗”发生在1796年。乐圣贝多
芬到柏林去旅行演奏，有机会与柏林宫廷乐长
亨麦尔一决高低。亨麦尔自恃有优越条件，没
把贝多芬放在眼里。比赛时贝多芬抽头签先
演奏，他没有弹奏大家熟悉的乐曲，而是自己
临时谱成即兴的曲子。在演奏到某段落时，突
然停止，要对手接着弹奏下去，这让亨麦尔措
手不及，又气又急，羞愤地离开会场，贝多芬最
终成为“决斗”的胜利者。

“莺莺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真真，事
事风风韵韵。”燕子自古以来都被人们
看作报春的使者，一年好运降临的预
兆。因此，人们给予了它丰富的意蕴，
春燕也被染上了浓烈得化不开的情
感。读着唐诗宋词，那一个个鲜活灵动
的形象如汩汩泉水一样奔突而出。

唐朝诗人郑谷就有一首专门写燕
子的诗：年去年来来去忙，春寒烟暝渡
潇湘。低飞绿岸和梅雨，乱入红楼拣
杏梁。闲几砚中窥水浅，落花径里得

泥香。 千言万语无人会，又逐流莺过
短墙。诗中的燕子冒寒飞渡，播绿逐
雨，轻快活泼形象跃然纸上。

“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泥土
初融，燕子翻飞着衔泥筑巢；沙滩和
暖，鸳鸯静谧地安然入睡。春光的明
媚，盎然的生机都在清新明丽的画图
中。小小的堂前飞燕衔来了春。诗人
杜甫在颠沛流离之后，暂得栖居成都
草堂，又喜迎新春，心境的安适，内心
的欢悦自不待言。

其实，面对着美好的春光，人们更
多的是对春易逝的感叹与惋惜，并借
以表现爱情的美好，思念情人的深
切。柳永在《玉蝴蝶》中唱道：念双燕、
难凭音信；指暮天、空识归航。黯相
望，断鸿声里，立尽斜阳。一种独立斜
阳，渴盼出现痴人说梦般的期盼让人
慨叹。秦观在《如梦令》中诉说：黄莺

啄花，瓣儿纷纷落下；燕子掠水，绿波
泛起皱纹。笋借一风争作竹，燕分数
子别成窠。冯延已在《蝶恋花》中表现
的悲情之苦、思情之切更让人潸然泪
下：泪眼倚楼频独语，双燕来时，陌上
相逢否？

春去秋来，燕子羁恋旧巢，不离不
弃，无心的燕子却见证了时事的变迁，
兴衰的更替，于是它又承载了“黍离”
之悲。刘禹锡在《乌衣巷》中叹道：“朱
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

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文
天祥在《金陵驿》中啼血：“山河风景元
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满地芦花伴
和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

当然，春燕引发的诗情并不止如
此。“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垂
下帘栊，双燕归来细雨中。”欧阳修在

《采桑子》中表达了不同的意蕴。西
湖上的笙歌消逝，游人遁去，只有残
花点点，一湖烟柳，才发现春的空
寂。想放下帘栊，抬眼细雨中一双燕
子翩然归来，呢喃着飞回檐下的巢。
这燕子归巢是慨叹自己被历史遗弃
呢，还是坚信经历政治风雨后终能找
到人生的归宿？这岂是一只小小的
燕子所能表达？

翻拣着唐诗宋词，我的思绪也随
着春燕起起落落，对酒高歌，抑或唏嘘
慨叹，终不是一句可以了的。

古诗词中的春燕
章中林

文苑撷英

春
雪

薛
水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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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于是又握笔疾书：
我总理昔日为集中革命势力而

容共，为联合平等待我之民族而联
俄，乃自总理逝世，中国共产党竟
背弃服从三民主义之前言，压迫本
党，恣行捣乱，破坏革命，加害民
生。我同志为保持国民革命之目
的，于是有去年四月清共之举……
凡兹政策之变更，皆经同志反复考
虑，认为无背于总理之遗教……

陈布雷写到这里，觉得说服力
不强，因为除了听到湖南“痞子运
动”过火外，似乎其他捣乱之举还
未听到过。他托腮搁笔，沉思许久
后，只好继续加上：

然使总理迄今健在，共党当不
致逞如是之狡谋，人民庶可免蹂躏
之浩劫。是则我总理之中道殂谢，
奚止国民革命之不幸。令总理既不
可复生，而全国同胞困穷凋敝之
余，又何堪再受无谓之牺牲？……
此中正所兢兢自勉，以勉同志，敢
为 我 总 理 告 者 一 也
……

这 篇 祭 文 写 了
洋洋2500余字，确实
绞 尽 了 陈 布 雷 的 脑
汁。

7 月 6 日上午 8
时，蒋介石偕同冯玉
祥 、 阎 锡 山 、 李 宗
仁 、 李 济 深 、 李 烈
钧 、 吴 稚 晖 、 戴 季
陶、张静江、张群、
白崇禧、鹿钟麟等 30
余人去碧云寺。陈布
雷当然随行。在众多
的黄呢戎装、长袍马褂中，有两个
人显得很特别，一个是陈布雷，一
袭布衣；一个是冯玉祥，一套布军
装。

蒋介石主祭，冯玉祥、阎锡
山、李宗仁襄祭。当司仪宣布祭告
典礼开始，全体肃立，“向总理三
鞠躬”时，蒋介石忽然抚棺大哭，
李宗仁、戴季陶也随之大哭，吴稚
晖则大声号啕，其他人也频频揩
泪，陈布雷也不断拭泪。接着是宣
读祭文，就是陈布雷的大作了。听
的人开始是泣声不断，但当听到告
总理第六点时，泣声没有了，冯玉
祥的脸色立刻反映出来，阎锡山也
有不满之色。陈布雷有点担心，可
是蒋介石却很得意，也很镇静。

7月 8日，蒋介石在北平行营果
然召开了善后裁兵会议。蒋介石的
理由冠冕堂皇。

“……完成革命最要紧的问题厥
惟裁兵，用于筑路、治水、开垦及
采矿等方面。”他说，“裁兵之前先
成立编遣委员会。”他提出了一套裁
兵计划和裁留标准。

冯玉祥先发言说：“总司令提

出裁兵，无可非议，但是裁遣对
象，首先应该是总司令收编的吴佩
孚、孙传芳、张宗昌的 20 万部队，
不应先裁北伐有功的部队。况且奉
系还占据着东北三省，应待东北问
题解决后，再裁遣也未迟。”

阎锡山不动声色，慢条斯理地
说：“焕章说得对，东北三省尚未
解决，裁兵应从长计议。”

李宗仁不慌不忙地说：“裁兵
禆利于民，势在必行，但焕章兄所
言也甚为有理。”

最 后 ， 冯 玉 祥 说 起 笑 话 来 ：
“喔，总司令老弟，你的兵天天大鱼
大肉大米饭吃着，身体有多棒，裁
弱留强，当然得留你的兵了。希望
也给我们留几个窝窝头、一两块老
腌咸菜啃吧，不然，就要把我们饿
坏了。”

蒋介石用手指着冯面向阎、李
等人哈哈大笑说：“焕章大哥真会
说笑话。”

蒋 介 石 回 住 所
后 ， 对 陈 布 雷 说 ：

“冯玉祥这个老兵油
子 ， 哼 ， 他 反 对 裁
兵，他要保持他西北
军 的 实 力 。 布 雷 先
生，诸侯、藩镇历来
是祸患呀！”

中央候补监察委
员和浙江省政府教育
厅长

蒋介石本来想通
过裁兵把冯玉祥的西
北军和阎锡山的部队
裁掉一部分，可是这

个计划不能实行，他心中十分恼
火。陈布雷很同情蒋介石，陈布雷
也认为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
必合”，国家要统一，一定要削弱地
方势力，而中国四分五裂，地方割
据太严重了。但是另一方面，陈布
雷对政治既感到厌烦也有点害怕了。

1929 年春，国民党召开第三次
全国代表大会，陈布雷是作为上海
市党部代表参加大会的。他在会中
提议：“凡入党不满三年者概不得
当选为中央委员。”他想以此来杜绝
你争我夺的竞争局面。可是主席团
却没有把他的提案提出，最后选举
揭晓，陈布雷自己也被选为中央候
补监察委员。陈布雷连忙上书给胡
汉民、蒋介石力辞，说：“自己入
党未满三年，实在不够资格。”蒋介
石对他说：“唉！布雷先生，党中
向例，被选者不得请辞。”

“蒋先生，那么我的提案，主席团
为何不提出来？”陈布雷书生气大发。

“恐引起争议，才未予提出。”
蒋介石笑笑。

“唉，蒋先生，吾深忧党
中此后将因竞争地位而多事。” 7

2月9日那天，王亚樵经侦察证
实日军设在虹口的司令部兵力空
虚，经请示十九路军，由十九路军
抽调部分兵力配合，以王亚樵的锄
奸团为主力，于当日下午向日军司
令部发动突然袭击。激战至傍晚，
日寇伤亡惨重，弃司令部逃窜至

“出云”号军舰。
当时，此事被称为“踩日本司

令部”。
对此，日军极为恐慌。日军侵

华早期，最高司令官植田大将曾咬
牙切齿地把王亚樵说成是“支那魔
鬼”。这个魔鬼给大日本皇军带来了
极大的麻烦。植田曾下令谍报机关
从日本浪人手中收买十多个武林高
手，专门对付王亚樵。

且说这些日本浪人，个个自认
武艺高强，听说对付王亚樵，全都
显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

“支那魔鬼，只会欺侮没功夫的
人，我们一到，定叫他和他的同党
统统死了死了的。”

就在吹牛的当天晚上，有两个
日本浪人毙命。他们
全都左眼中枪。子弹
从 左 往 右 斜 穿 过 脑
袋，从后脑壳飞了出
来。

第 二 天 晚 上 ，
又有两名日本浪人毙
命。他们全是右眼中
枪，子弹从右往左斜
穿过脑袋，从后脑壳
飞了出来。

第 三 天 ， 同 样
有 两 名 日 本 浪 人 死
去，他们全都是眉心
中弹。子弹不偏不斜从眉心穿过脑
袋，从后脑壳飞出。

日本浪人们慌了，他们已找了
三天，王亚樵的影子也没找到，但
却丧了六条性命。正在他们惊慌失
措时，有个日本浪人在自己的口袋
里发现了一封信，一封画着斧头的
信：

日本倭瓜，滚回你们的海岛上
去，不然，你们还将陆续有人丧
命。记住，下面的子弹该是从左耳
朵眼射进去右耳朵眼飞出来了。

王亚樵即日
日本浪人们将信将疑，但他们

一向自以为是惯了，谁也不愿先提
出停止行动的想法。

就在这一天，又有两个日本浪
人被毙，果如信上所言，子弹全是
从左耳朵眼射进去，右耳朵眼射出
来的。他们一个死在自己的家里，
问佣人怎么回事，佣人说：“半夜
里听到一声枪响，我到客厅里一
看，他已倒在地板上了。”另一个人
是死在妓院里。

日本浪人们慌了。剩下的六个
人在一起商量了一下，一致分析认
为，前面的八位哥们之所以都那么

奇怪而悄然地死去，纯粹是因为大
家分散开来，各自为战，让王亚樵
这魔鬼钻了空子，各个击破。要想
战胜他，今后必须集中起来，一致
行动。

计议停当，日本浪人们就没
有再分开来。当然，他们也不敢
分开。六个人当晚睡在一间房子
里。

早春时节的上海城，寒意尚
有些浓。中日双方交战的枪炮声
从远处隐隐约约传来，令这些日
本浪人们感到激动。他们都无法
入睡，都在黑暗中睁大眼睛，静
静 地等待着。12 点以后，夜很静
了，依旧没有动静。又过了大约三
个 多 小 时 ， 依 然 没 有 任 何 动 静 。

“看来，王亚樵不会出现了。”黑暗
中，有人小声说。

“不能大意，天还没亮。”
又过了一个小时，有一个家伙

的尿憋不住了，不得不起身上厕
所。就在他慌慌张张地尿完尿，正
感浑身轻松时，枪声响了。子弹从

他的右耳朵眼射进
去，从左耳朵眼飞
了出来。

其他人听到枪
响，立刻摸起家伙
冲出门。门外的走
道上空荡荡的。他
们走进卫生间，看
到 了 尿 尿 的 那 小
子，已经断气了。

已经是第九个
了，今天还应该有
第 十 个 ， 该 是 谁 ？
这五个小子面面相

觑，人人都胆寒起来。
没有人敢出去追凶手了。这五

个日本浪人像丧家之犬，又缩回了
原来的房间。他们守着门，直到天
大亮后，也没有人敢先跨出一步。

当天，这五个日本浪人连东西
也未敢收拾，就一同跑上了黄浦江
上的日舰，寻求起保护来。

从此以后，说起王亚樵，没有
任何一个日本浪人敢与他斗了。

炸死了日军侵华总司令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连连得手，

兴 高 采 烈 。 他 们 决 定 在 “ 天 长
节”——日本天皇诞生之日，在上
海日租界虹口公园举行盛大的“祝
捷”大会。

此时，京沪卫戍总司令、十九
路军最高长官陈铭枢也怒不可遏地
来到上海，邀请王亚樵密商破坏日
军的“祝后来居上”大会事宜。

当晚，王亚樵回到住处，和弟
弟王述樵商量起来，他们决定要下
刀就狠杀一刀，让侵略者嚎叫一
番。于是，他们决定拿侵华日军最
高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开
刀，让他在“天长节”上西
天。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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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歌二首
马青云

十八世纪的四次“音乐决斗”
夏 吟

艺海拾贝

——小祖宗，这也吃得！ 宝吉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