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时候于莉莉看着张先生，会
突然产生一种幻觉。

她觉得，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
蛮戏剧化的。是不是还会更戏剧化
些呢？比如说，像日本那个片子：

《W 的悲剧》。讲一个著名的中年女
演员，就像她于莉莉那样，年轻时
被一个有实力的男人一手捧红。女
演员红了以后，男人也老了。但他
们仍然定期幽会。有一次，幽会的
时候，男人心脏病发作，突然死在
女人的床上。

于莉莉想：会不会也有那么一
天，他们在幽会的时候，张先生也
突然死在她的床上？

于莉莉是第一个知道徐丽莎和
姚先生的事情的。

姚先生和张先生是朋友。说是
朋友，其实只是经常共同出现在某
些场合的同伴。当然，他们中间也
存在默契。比如说，姚先生讲那个
没放盐的汤很咸，张先生就一定不会
说它淡。张先生会说：你们真的应该
少放一些盐呵。他们
两个，就像一根神秘
的指挥棒的两头，各
执一端，互相用力，
互相牵制，最后达到
某种平衡。同样的道
理，也正因为彼此各
执一端，他们其实是
最陌生、最生份也最
冷漠的两个。

于莉莉非常清
楚他们两人的关系。
她和姚先生也很熟，
在姚先生面前，她是
个成熟而有身份的
女人。

她有身份，又未尝没有间接的权
力。因此说，他们很平等。

先是在那次开机酒会上，于莉莉
注意到，杨秀娟差点让姚先生下不了
台，最后是徐丽莎救了场。后来姚先
生就盯上了徐丽莎，或者说，是徐丽
莎盯上了姚先生。于莉莉开始以为是
逢场作戏，后来发现不对了，动了真
格。也不是完全动了真格，逢场作戏
还是逢场作戏，但戏演到一张床上去
了。于莉莉暗暗觉得徐丽莎要吃亏，
同时又感到这女孩子轻贱，做事情不
知轻重。姚先生这种人，姚先生这种
人能指望他什么！

于莉莉倒是和张先生聊起过这
事。

张先生听了几句，突然笑起来
了。张先生把烟点起来，一手搂过
于莉莉，说道：“那小姑娘难道也
想成为第二个于莉莉？”于莉莉怔了
怔，想起经常产生的那个幻觉，脸
上便稍稍有点挂不住。没想到张先
生接得快，张先生的下一句马上就
来了。张先生说：

“有几个于莉莉，又有几个张先
生呵！”

于莉莉听懂了张先生话里面的
意思。张先生在说：于莉莉和徐丽
莎是不同的。张先生还在说：张先
生和姚先生也很不相同。还有更重
要的一层。虽然时过境迁，物是人
非，张先生的潜意识里还一直在强
调：

没有张先生，就没有于莉莉的
今天。

姑妄言之姑听之
这天康远明刚走进沈小红家的

大门，沈小红便急急迎上来，没头
没脑地问了句“真换演员了？是真
的吗”时，康远明皱了皱眉头。康
远明不喜欢沈小红这种一惊一乍的
样子。康远明来了，沈小红应该轻
手轻脚走上来，替康远明把鞋换
掉。“热吗？”沈小红说。“凉了
呀。”沈小红或者说。然后沈小红再
轻手轻脚地倒好一杯碧螺春茶。放
在茶桌上。再给康远明递过一条飘

散着淡淡茉莉花香的
手巾。

还 要 好 好 调 教
调教她。

康远明心想。
沈 小 红 见 康 远

明没有回答，就又把
问题问了一遍。沈小
红说昨晚听父亲讲，
剧组里的人员有变动
了。原先是杨秀娟演
杜丽娘的，现在突然
改 了 ， 改 成 了 徐 丽
莎，不知道是不是真
的 。 康 远 明 稍 稍 一

愣。接着就说是真的，昨天才决定
的。沈小红倒是不依不饶：“为什
么？徐丽莎有什么好！”沈小红说。
脸都有点涨红了似的。

“你管这么多事干什么？”康远
明猛一抬头，看着沈小红。

这一看，沈小红脸更红了。沉
下去。嘴里叽里咕噜的，又不说出
来。过会儿又抬起头，可怜巴巴地
再看康远明一眼。真像做错事的样
子。眼圈那里都有点粉红色的了。

康远明心里一种奇怪的感受突
然涌了上来。是神在人面前的那种
感受。好多天不下雨了，人渴得受
不了。站在大太阳底下向神祈祷。
神呵，普降甘霖吧。

康远明刚才心里产生的就是这
种感觉。

康远明走过去，一把搂住了沈
小红。沈小红人长得娇小，又没有
防备，哎哟了一声。刚才是眼圈那
里带点粉红，现在是整个脸都红
了。快要哭出来的样子。
身体却一个劲地往康远明
怀里钻。 12

然而，我前脚刚进小区，施杰
后脚就追来了。

车头远光灯刺得我伸手挡眼
睛，他刷地把车甩在路边自己追进
来拉住我。

“我给你打了好多电话。”他说。
我们面对面站在小区简陋的小

花坛边，他开口第一句话竟然是这
个。

“你女朋友知道你来找我吗？”
我直视他。眼前这个男人真是好
看，浓眉大眼身形修长，更要命的
是有风度又有钱。摆在我们大龄女
青年面前简直闪闪发光足以闪瞎我
们全体的狗眼。他的好条件实在超
出我们的期望太多，有时候男人只
需要有八块腹肌就能在十分钟内把
聪明女人变成傻子。

可那又如何？面对如此迷人的
男人，我还是不知不觉把自己调到
了刻薄模式。

他还摆出无辜被冤枉的受气表
情：“我跟Elaine没什么，你不是一
直都很信任我吗？”

我 走 近 他 身
边，指指他的牛仔
裤：“我猜你跟金田
一也没什么，它就是
随便留了两根猫毛在
你身上？”

他 果 真 好 演
技 ， 连 头 都 不 低 ：

“别闹了，这么黑哪
儿看得见什么毛！你
别瞎猜了行不？我们
在公司谈事情！”

“要不要我找一
根给你看？”天这么
黑我当然看不见猫毛，只是碰巧记
得金田一属于夏天拼命掉毛族。

而且，这借口实在蹩脚。慧仪
从不做笔译，跟他有什么公事要两
人在夜里抱着猫单独谈？

“丁霏，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幼
稚？我们晚上一起工作怎么了？”他
还火了。

“可以。我就是以前不知道你们
公司洗手间还有沐浴露。”

离得这么近，鼻塞都能闻出刚
刚洗过澡的味道。

“我来找你就是想跟你说清楚，
别越闹越过分！”

“既然没事，你这么紧张跑来干
什么？”

“是我要紧张吗？是谁鬼鬼祟祟
用店里的电话打来查我的行踪？”

“我打的是慧仪的电话，不是你
的。”

施杰提高了声音：“你是非要
逼我承认一脚踏两船才高兴是不
是？”

“我不在乎你一脚踏几船，唯一
的要求就是别让我知道。”

“你到底要怎么着？！”
就冲他立马追来找我，可以断

定目前他还想挽回，而且只要我们
继续下去，他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他会换另一个人，换一种不再
让我发现的方式。我不是不能视而
不见，因为我明白，发生过这事他
以后只会对我更好更体贴周到。只
是，对方是慧仪。

“结婚，白纸黑字写下‘如有再
犯净身出户’。有保障我马上原谅
你。”我面无表情地扔出了这类男人
最讨厌听到的答案。他完全可以纡
尊降贵先妥协，哄回去了再说；可
他绝对受不了自尊被女人狠狠一挫。

施杰似笑非笑地盯着我许久，
那 表 情 像 是 真 正 有 怒 意 的 前 兆 ：

“你就这点儿要求？”
“不乐意就消失。”我也盯着

他，哪怕他有可能暴怒地给我一耳
光。

可他不怒反笑：“你他妈拍电
视剧呢？哄我哄得挺顺口啊！少跟
我来这一套，想怎么样痛快说！”

“聪明。我想拜托你有多远闪多
远。”

“你知道你自己
在说什么吗？你就是
疑心太重，被一个男
人骗过就觉得所有男
人都有问题！我跟你
以前认识的男人不一
样！”他愤然下结论。

我 顿 时 呆 了 。
他怎么会知道？我半
个字都没提过，他怎
么会知道？难道又是
慧仪？他们到底好到
了什么地步？她不是
个随便说是非的人，

她跟他要亲密到何种程度才会向他
透露自己朋友的往事？

他一直都知道，却选择在这种
时 刻 说 出 来 ，攻 击 我 ， 保 全 他 自
己。没错，他成功了。我们两人之
中有第三者的是他，而窘迫挫败无
言以对的是我。我反而成了需要羞
愧难堪的那一个。记忆中那种毫无
预兆被人劈头盖脸一顿打的感觉再
次袭来。

我觉得自己像整个人被扒光了
站在他面前，毫无招架之力。

见我不出声，施杰语气软下来，
像安抚般摸摸我的头：“我没你想的
那么坏，别把我当成那种人行吗？”

我也不动，只愣愣地问他：“谁
告诉你的？”

他显然没料到我有此反应，也
自觉失言，便接着哄道：“不管那
些了。你要信任我，行吗？谁都有
过去，你的过去我不在意，我的你
可不可以也别在意？”

一转眼，半小时前发生的事情
立马成了“他的过去”了？

男性生物典型的避重就
轻招数：温柔地睁着眼说瞎
话，死不承认企图糊弄过去。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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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收藏

饕餮纹带盖角
角是一种饮酒器。该饕餮纹带盖角

有盖，盖顶有半环钮，器口呈橄榄形，深
腹圆底，三棱锥足，器腹一侧有兽首状
鋬。盖及腹部有扉棱，间饰云雷纹衬底
的饕餮纹，颈部和足部饰蕉叶蝉纹。该
角构思巧妙，造型优美，花纹流畅，工艺
精湛，为同期青铜器中罕见的珍品。

河南中原收藏文化研究院供稿

域外见闻

拜谒
马克思
故居

柴清玉

欧洲之行很长时间了，德国西南
摩泽尔河畔美丽小城特里尔布吕肯
街10号那栋朴实的灰白色三层小楼
一直萦绕心头，那里是马克思故居纪
念馆，1818年5月5日，无产阶级的革
命导师马克思就诞生在这里。

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这
幢不起眼的灰白小楼。小楼门口的
墙上，镶嵌着带有马克思石雕头像
的铭牌，告诉人们这不是一座普通
的建筑。迈进大门，故居正厅是马
克思的铸铜雕像，仰望那熟悉的面
容、深邃的眼神，一种敬慕之情油然
而生，国际歌的雄浑旋律在耳边响
起。

我放慢脚步，仔细地浏览着展
品，倾听着介绍。小楼建于 1727
年，曾经屡换主人，历尽沧桑，几经
整修，至今保存完好。小楼成为马
克思故居纪念馆对外开放，已经半
个多世纪了。纪念馆共分 23 个陈
列室，每一个展室重点展示一个主
题。一楼第二陈列室介绍了故居
的历史，二楼的第十一陈列室展现
了青年时代的马克思，旁边的一个
小套间，就是马克思的诞生地。我
深情地看着马克思生前使用过的
桌子、椅子、书柜……想象着马克
思学习生活的场景，胸间涌动着温
馨和虔诚。

马克思故居纪念馆运用大量的
实物、图片、人物介绍、手稿书信和
墙壁张贴的一段段马克思的名言，
构成了立体式的现代展览效果，使
参观者全面了解马克思的生平、著
作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在连接陈列
室的走廊里，可以看到许多世界著
名人士的名字，他们或是一个时期
受到马克思的影响，或是终生为宣
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而奋斗不息，
使参观者可以更完整地了解一代伟
人马克思、一个生活中的真实马克
思，也可以看出布展者的良苦用心。

马克思故居纪念馆陈列着《共
产党宣言》、《资本论》不同时期各
种文字的众多版本，由此我不仅想
到巴黎公社，想到俄国十月革命，
想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并领导取
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想
到了苏联和东欧的巨变、中国的改
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我的
目光被 1938 年由成仿吾和徐冰合
译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所吸引，
因为它是我国重要的《共产党宣
言》译本之一，更重要的是封面上
有“周恩来”三个大字，那是周恩来
同志1943年12月在延安留下的亲
笔签名，让人感到格外亲切。

遥远东方的中国人对马克思
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中国游客是
马克思故居纪念馆的重要客人，纪
念馆专门备有中文说明。华国锋
同志是拜谒马克思故居纪念馆为
数不多的国家领导人之一，华国锋
同志赠送的绘有马克思彩色头像
的瓷盘摆放在纪念馆显眼位置。

纪念馆厚厚的留言簿，写满了各种
文字的感受和思考，其中大部分是
熟悉的中国方块字。浏览这些留
言，可以从侧面了解当今时代人们
对这位伟人的评价。西方持续的
债务危机和发展停滞，使不少政治
家、经济学家把目光投向了马克
思，使马克思的伟人地位进一步巩
固。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
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一位来自上
海的参观者在留言中说：“无论你
信仰马克思主义，或是不信仰甚至
反对马克思主义，都无损马克思的
伟大。”这使我想到马克思的亲密
战友恩格斯曾经说过：“他可能有
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形象思维第一流，文章经纬
冠千秋”。拜谒马克思故居，引发
我的思考，使我明白了不少是非，
最重要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僵
化的，不是终极真理，它只是为我
们探索真理开辟了正确的道路，指
明了科学的方法，把马克思主义教
条化、神圣化，其本身就是背离马
克思主义的，是没有出路的。

我们的时间有限，在马克思故
居纪念馆只能是走马观花。带着
纷繁的思绪匆匆走出马克思故居，
在门口嵌有马克思雕像的铭牌前
拍照留念。这时天空飘起了细雨，
我忽然记起似乎是《马克思传》里
写到的一句话：“特里尔，不是下雨
就是打钟！”小城笼罩在蒙蒙雨雾
中，可是不宽的街道依然喧闹，打
着各色雨伞的游客步履匆匆……

车已开出很远很远，美丽的特
里尔小城和那栋朴实的灰白色的
三层小楼仍在我的眼前浮现。

金顶祥云（国画） 庞 泰

博古斋

中国古代的监狱
陈永坤

早在远古时代，原始人就建有监狱，不过那
时不叫监狱，只是他们用来将狩猎捕获到的野
兽关养起来的洞穴。到后来有了战争，要把捉
来的俘虏关进洞内加以看管，这就算是最早的
监狱了。国家出现以后，监狱才正式成为一种
专政工具。唐代一本重要的法律著作《唐律疏
义》记载了一个皋陶造狱的故事。皋陶是四千
多年前传说中的人物，舜帝时期他担任刑法官，
首创了监狱。从而皋陶就成为古代掌管监狱的
神明。历代狱官狱卒及犯人莫不崇拜于他。

尧舜时代，监狱称作“圜土”，也叫“圜墙”。
据《广韵》彭氏注：“皋陶作狱，其制象斗，墙曰圜
墙，扉曰圜扉，名曰圜土。”《汉书·司马迁传》：

“幽于圜墙之中。”颜师古注：“圜墙，狱也。”这种
作为监狱的圜墙，也就是用泥石土砖筑成的一
种高大的环形围墙，里面关押犯人。据目前所
知，圜土是我国最早的监狱。

夏代，监狱叫“台”，后来夏桀将汤囚禁在现
河南省禹州市南，台就改称“夏台”或“钧台”。
商代将监狱谓“羑里”，也是因纣王将周文王囚
在“羑里”(今河南汤阴一带)而得名。

“囹圄”，我们今天还把这个名词当做监狱
的说法，起于秦朝。其实根据《说文解字》的注
释，“囹”为狱，“圄”为看守。关押起来的犯人，
绝大多数施加刑具，以防反抗和逃跑。

到了西汉，才有“牢狱”之名。《汉·箫望之
传》：“望之仰天叹曰：‘吾尝备位将相，年逾六十
矣，老入牢狱’。”掌管牢狱的官员，叫“提牢主
事”。牢房也不再是土牢石圈一类，还增制了地
牢、水牢、铁牢，建造规模比先前的更要扩大和
牢固。而且不再只在皇都才有。而是从京城到
州、府、县普遍设有牢狱。用“牢”的另一种叫法

“牢城”，是到了宋代才有的。古代封建统治者
惩罚犯人常常是在折磨之后，把他们遣送到荒
远的边陲地区去充军，或关押，或苦役，关他们
或強迫他们劳动的地方就称作“牢城”。《水浒》
中林冲发配沧州看草料场，这草料场就是牢
城。而“监”的出现，是到了明代始见用。《明律·
捕亡门》：“凡犯罪被囚禁而脱监，及解脱自带锁
钮越狱在逃者，各于本罪上加二等。”

至清，“监”、“狱”两字合用，及至再后一段
时期叫“班房”、“看守所”，均已一直成为今天
人们熟知的用以监禁犯人的地方。但在淸代这
三种设施，各有不同的区别，是对已决和未决的
人犯实行分管分押场所。

新书架

《中国式送礼》
姜涛

本书每一节都针对人人头疼的送礼问题，
通过案例做全方位深入探讨，并彻底找出解决
之道。在此，你可以获得大量关于送礼的好点
子，其中，不仅包括传统的礼物及实用性的礼
物，同时也有大胆新奇的个性好礼，满足各种
人，各种节日，各种场合的需求，给你全方位的
送礼指导，保证你成为身经百战的“送礼达人”！

中国人一向崇尚礼尚往来，《礼记·曲礼上》
就说道：“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
往，亦非礼也。”无论是个人送礼还是企业送礼，
都成了我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人类社
会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交往内容。

礼品是人品的延续，礼品是社交的纽带，礼
品是人际交往的润滑剂。它也反映了你希望自
己在别人心目中树立怎样的形象：一位能赞赏
别人的人、一位情趣高雅的人，抑或是一位知道
如何用微笑来促进关系的人……更重要的是，
它对接受者来说也是一个肯定：对方的忠诚得
到了你的认可，对方的坚忍精神值得赞扬，对方
的领导才能对本部门至关重要，对方的健康令
人牵挂……它把你和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促
进了你和他的情谊。

商都钟鼓

有车无车 和谐相处
彭天增

在居民社区内，有车一族经常
会有这样的烦恼，自己的“座驾”总
是无缘无故、莫名其妙地被“毁
容”，究其原因，除因贼偷窃时的破
坏或偶尔有人恶作剧外，另有一个
不容忽视的原因，乃是有车一族与
无车一族的不和谐相处。

不和谐的是是非非暂且放一
边，只来说说怎样才能和谐相处。
就先拿轿车进出社区大院说起吧，
首先少鸣或不鸣喇叭，尤其是怪音
高音喇叭，大马路上都禁鸣了，居
民社区内更不应该随意鸣笛了，社
区内的路一般不宽，如果你前面有
同向行走的人或是骑车者，千万不
要着急，能过就过，不能过就慢慢
尾随，寻机再过，前面的人如觉察
到后面有车，主动让你你就过，过
后将车窗玻璃摇下来轻声说声谢

谢也不是不可以。遇到小孩或是
老人，车速应立即放慢，让对方感
到安全，能快也别快，也为自己安
全。停车时如固定车位停满了，一
定不要随意乱停乱塞了事，自己首
先要审视一下，自己停车的地方是
不是碍别人的事，如果碍事坚决驶
离再找地方。不管一早出行或是
外出归来，在楼下不要用车喇叭叫
人，不要在楼洞门口刷车，弄得到
处湿漉漉的，或是修车撒的满地油
污。

邻里之间，如果谁无意之间碰
到了你的“座驾”，一定不要冲动，
更不能出口伤人，要慢慢地与对方
协商，如属于很轻微的擦蹭，干脆
大度一点不再追究，因为在激烈的
争执过后，赔出来的那点钱，你肯
定觉得不值过，和一辈相处的邻里

关系放一块，简直就没有可比性，
捡芝麻丢西瓜的事咱趁早别干。

另外打一个比方，某一天夜
晚，你有事需要驾车外出，下楼时
碰巧看到同楼的一对无车夫妇，正
抱着他们两岁大的女儿，显得十分
焦急，当得知他们的小女儿突然有
病急需去医院时，你别犹豫马上提
出开车送他，当对方谦虚地回绝
时，你应坚持并装假表示出生气的
样子，如果你这样做了，当时可能
会耽误你一点时间，或带给你一点
不便，但你的邻居会记在心中一辈
子，如果某一天凑巧你的“座驾”挡
住了楼道门口，他们再感到不便也
不会怪你。

有车一族与无车一族的和谐
相处还有很多方面，例如雨天进
出社区时，注意放慢车速，以免雨
水溅到路人，夜晚进出社区时尽
量使用近光灯和小灯，让别人也
能看见路，不要旁若无人地从车
内往外扔杂物等等。这些方面你
都可以在你居住的小区试一下，
相信你的“座驾”一定不会再因之
而“毁容”。

文史杂谈

乾隆皇帝的藏书印章
王吴军

清朝的各代皇帝的印玺均有
印谱，《乾隆宝薮》中记录了乾隆皇
帝的印玺有 1000 余方，其中，乾隆
皇帝的藏书印章更是引人注目。

乾隆皇帝喜欢读书，也喜欢藏
书，还喜欢在藏书上留下自己的藏书
印章。乾隆皇帝有不少的藏书印章，
这些藏书印章很有特点，它们不仅个
头大，边框粗，而且显出十足的霸气，
藏书的哪里显眼，乾隆皇帝就把自己
的藏书印章留在哪里。

乾隆皇帝在皇宫里有一个藏
书之处名叫“天禄琳琅”，是一座大
殿，里面藏书甚富。乾隆皇帝有很
多藏书印章，号称“乾隆五玺”。“天
禄琳琅”是其中的一枚。乾隆皇帝

在最喜欢的宋版、元版书上都盖了
这些藏书印章，而且，乾隆皇帝还
把当时“天禄琳琅”里藏的盖有“乾
隆五玺”印章的书印成了书目，加
上后来的《天禄琳琅续目》，大概有
300多种，共计数千册之多，是自古
以来天下宋版书之集大成者。

乾隆九年，乾隆皇帝颁布圣
旨，要编纂《石渠宝笈》一书，共计
四十四卷，此书编成之后，乾隆皇
帝在上面留下了五个藏书印章，其
左上方是“乾隆鉴赏”的藏书印章，
正圆白文，其右上方是“乾隆御鉴
之宝”的藏书印章，椭圆朱文，其左
下方是“石渠宝笈”的藏书印章，长
方朱文，右下方是“三希堂精鉴”的

藏书印章，长方朱文，以及“宜子
孙”的藏书印章，方白文。

乾隆皇帝还有一些书藏在乾
清宫、养心殿、寿宁宫、御书房，这
些地方的藏书，乾隆皇帝总是加上

“乾清宮精鉴”的藏书印章。
对于续编的“宝笈”之类的藏

书，乾隆皇帝则加上“石渠定鉴”、
“宝笈重编”这两个藏书印章，偶尔
也有用“石渠继鉴”这个藏书印章
的。

乾隆皇帝还有“文渊阁宝”、“乾
隆御览之宝”、“五福五代堂宝”、“古
稀天子”、“文源阁宝”等藏书印章，
文渊阁新藏的《四库全书》，乾隆皇
帝在每册前后都留下了“文渊阁宝”
和“乾隆御览之宝”的藏书印章。文
源阁藏书六万卷，装潢经、史、子、
集，以不同的颜色别之，仿照隋、唐
藏书旧制。乾隆皇帝在这里藏书的
每卷的卷首各留下了“文源阁宝”和

“古稀天子”的藏书印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