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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我才不信这时代这世界
还有真相！”

“呜呼！”
“哀哉！”“唐僧吃妖怪”和那

些不相信有真相的网民们一同在发
感叹。

关于焦三牛是不是“官二代”
的热论几乎成了 2012 年春节期间中
国网民们“最想知道”的事情。如
果不是焦三牛的老家——山西《 三
晋都市报 》的记者董杰连春节都顾
不上休息而专程赴焦三牛老家所写
的实地专访《 坐着“火箭”西部任
职 新绛“穷二代”工作半年官至副
县 》及时发表，恐怕网络上的“忿
儿们”一直会把事情闹到正月十五
还不会消停。

《三晋都市报 》的专访这样写
道：

1989 年 出 生 ， 2011 年 7 月 工
作，2012年1月升任副县级领导。刚
工作半年的清华大学毕业生焦三牛
被甘肃省武威市选
拔 为 副 县 级 领 导 ，
刚公示就引起了极
大关注。与他的校
友 、 被 媒 体 称 为

“中国最年轻市长”
的周森锋一样，他
同样受到了来自舆
论对他的家境和社
会关系的质疑，论
坛上、微博里，对
他 是 “ 官 二 代 ”、

“富二代”的猜测随
处 可 见 ……1 月 23
日、26 日，记者两
赴焦三牛的老家——山西新绛县。
面对记者，焦三牛一再表示“感谢
家乡媒体的关注，但不便接受采
访”。记者多方努力，通过他的家
人、老师、同学、乡亲，了解了焦
三牛的成长轨迹。

轰动全县的“文状元”
1 月 23 日，农历正月初一。早

上8时，记者走进历史文化名城新绛
县县城，欢庆春节的鞭炮声不绝于
耳。

在新绛县，也许有人不知道县
委书记的名字，但没有人不知道海
泉学校董事长王海泉。在路人的指
引下，记者走进了王海泉的家中。

“如果焦三牛有一点背景和社会关
系，我是不会接受采访的。”王海泉
开门见山直奔主题，“焦三牛是海
泉学校的骄傲，更是新绛县的骄
傲！”

交谈中，记者了解到，焦三牛
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孩子，家境十
分贫寒，父母靠种地维持全家人的
生计。2004 年，焦三牛中考成绩优
秀，王海泉亲自去他家做工作，许
诺“三年学杂费和生活费全免”，就

这 样 ， 焦 三 牛 走 进 了 海 泉 中 学 。
“这孩子很争气。”王海泉说，焦三
牛学习异常勤奋，进入高三后，在
运城市的历次统考中，他的成绩都
在600分以上。2007年高考填报志愿
时，在王海泉的鼓励下，焦三牛报
考了清华大学。当年高考，焦三牛
以617分的优异成绩成为新绛县的文
科状元，被清华大学录取，终结了
该县十几年没有出过清华生的历
史，在全县引起轰动。王海泉因此
奖励给焦三牛18.8万元。“不仅是学
习，焦三牛的道德品质也非常好，
每次从北京回来，一定先来我这
里。”每年寒暑假，焦三牛都会回到
母校，跟学弟学妹们交流经验，鼓
励他们好好学习。而每年春节，焦
三牛都会到王海泉家给他拜年。

去年，焦三牛大学毕业前夕，
王海泉曾到北京看望他。对于毕业
后的去向，师生俩进行过商讨。得
知焦三牛决定到西部艰苦地区工作

时，王海泉十分支持
并给予了鼓励。焦三
牛升任副县级干部在
全国引起争议时，王
海泉一直关注着事件
进展。“这次全国公
开招聘，一定是按照
相关规定和程序进行
的，甘肃武威市作为
经济欠发达地区，能
有如此开拓精神，是
难能可贵的；而且，
招聘结果能在全国引
起如此高的关注，我
想，这已经达到目的

了，这是一次成功的招考。当然，
像焦三牛这样的年轻干部还缺乏历
练，可能短期内不一定能比本地干
部优秀多少。但此次招考体现的是
武威市委敢为人先、敢于改革的思
想；体现的是求贤若渴的心态；体
现的是干事创业的决心！”

名副其实的“穷二代”
得知记者想去焦三牛家采访

时，王海泉当即决定陪记者一同前
往 ： “ 走 ， 咱 到 他 家 找 ‘ 背 景 ’
去！”

40 分钟后，记者来到了新绛县
北张镇马首官庄村，该村有 400 余
户，1700人。

焦三牛家在村里的一条小巷
内，房子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用
砖和土坯混合建造的。在农村，这
样的房子也为数不多了。屋内没有
一件像样的家具，仅有的电器就是
一台 21 英寸的老式电视……焦三牛
的父母都已年过六旬，两个哥哥在
附近的侯马市卖饼子，均已成家。
家里所有的亲戚里除舅舅
是退休工人外，全部是农
民。 4

李商隐欲走出家门，外出闯荡之
意萌生之时，也是让山要带堂弟出来
历练的念头生发之际，这也暗合李逸
的期望。尽管叔父厌恶官场，不齿商
贸，他还是在矛盾中送两个侄子渡过
荥水，一路西行，洛阳去了。挥挥手，
摇摇手，李逸回去，继续在父亲墓前
开馆启蒙晚生后辈。有幸的是，他终
于培养出了李商隐，给晚唐颓丧奢靡
的文坛推出了一颗耀目的明星；遗憾
的是，除了商隐之外，其他的学生均
不见大的作为。这就够了，作为一个
叔父，作为一位先生，一生有此建树
也就足够了。

初到洛阳，陌生的商隐随着堂兄
对东都做了短暂的察访。他很快发
现，洛阳城中许多人舍得花钱，需要
钱的人却没有钱。他以敏锐的谋生
目光瞄准了一个行业，这个行业，就
是少年商隐融入洛阳的一个楔入点。

隋唐时代文化事业发展很快，官
府以文化品位自居，官吏商贾也以家
有藏书而受人称道。公私藏书都很
兴盛。要藏书，没有书，当时印刷术
并不发达，所以要藏
书，便要有人抄写，有
需求就有市场，抄书
因藏书而成为一种职
业。收藏界在比较谁
的字好，谁的效率高，
成本低。抄书界也在
暗 地 竞 争 ，优 胜 劣
汰。少年商隐一笔好
字，更难得的是还有
一腔文章，初来洛阳，
若不抄书，却从何处
养家糊口？

于 是 ，夜 晚 抄
书，白天替人舂米。

少年商隐凭着自己的劳动，依靠
佣书贩舂，在洛阳永丰坊一侧租下了
一套旧宅子，把母亲和姐弟都接来东
都，开始市民生活。其实当时的商隐
和今日的农民工差不多，不过根据商
隐的“占数东甸”一句，推想可能是入
了临时户口。

在车马华盖、达官贵人云集的洛
阳，商隐艰难但却快乐的负起全家生
存的责任。深夜的永丰坊侧这个旧
宅子里，总有一扇窗子透着灯光，那
是商隐在灯下抄书。每遇佳句，他会
情不自禁地诵读出来，有时会被文章
感动得泪如雨下。许多问题，少年开
始更深层次的思考。有些懂了，有些
似懂非懂，有些就直接生吞活剥。那
于深夜一笔一画抄写下的文字亦融
入少年心中。慢慢长大，渐渐成熟。
从 12 岁到 16 岁，商隐的工作被当时
东都的藏书界广泛认可。高质量的
工作，应该有高额的报酬，商隐一家
再不愁生计，渐从贫困进入温饱。

16 岁那年旧历新年前，已小有
名气的李商隐在洛阳街头设摊为市
民撰写春联。他写春联，不仅根据不
同买主用不同书体书写，还能按照买

主的家世和期望撰写有个性的联句，
因而大受欢迎。春联摊前人头攒动，
人们争相排队索购，商隐赚得了办年
费用，尚有余钱，于是和母亲商定，节
后全家回荥阳给父亲上坟。

荥阳风俗，农历春节正日，初一
全家团圆，初二出嫁的女儿回家看望
父母，初三则是为逝去的先人上坟的
日子。坟前烧纸钱用物，燃放鞭炮，
也让先人在另一个世界过年。4年前
搬来洛阳，总因生活窘迫，尽管洛阳
荥阳也就是一两天的路程，但也很少
回家，只是不得已时，匆匆回去，上了
坟，看了叔父就径直回来。因为雇的
车也要收等待费的，时间长了花不
起。今年不同了，过了初一，商隐全
家就上路了。初三早上到家，给了车
马费，让车主先回去了。一干人把老
屋子打扫了，即上坟前烧纸。

按说年初三乡俗是不能到别人
家串门的，因为这一天是阴间的节
日。好在李逸不计较这些，再说，商
隐也是自家人，于是商隐带了厚礼去
看望叔父。

李逸依然鹤发
童 颜 ，颇 具 仙 风 道
骨。见到商隐，惊喜
还有赞许，也许还有
内疚，他不知道该把
侄子推向人生的哪条
路上，矛盾的老人只
有慈祥地打量自己心
爱的晚辈。

有一件十分重
要的事情。他说，人
命关天的事情。义
山，你先别忙着回洛
阳，明天务必去何庄
一趟。义山，是李商

隐的字。
原来 5 年前在何庄荷塘那惊鸿

一瞥，女孩何花就把对面那个翩翩少
年镌刻到心上了。李商隐一走 5 年，
音讯全无，而何花却渐渐长成，出落
成一个方圆百里闻名的美丽少女。
亭亭玉立，美目皓齿，多少名门大户、
青年才俊托人提亲，一概不见。一年
一年一年，三年过去了，五年过去了，
16 岁的少女一病不起，水米不进，延
在病床半年之久，眼看只剩下一口游
丝般的细气，恐怕不久于人世了。然
而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过去了，这
口细气还在软软地呼吸着。这种不
死不活的局面，难为了老何全家老
小。

家里把方圆几百里的郎中都找
遍了，没有一个识透症的，所有仙
奇药物，吃下去一无用处。无奈家
人只好请了当地最有学问的李逸来
看。谁知何花一见李逸，就如见到
了久别的至亲，哭不出声，却只见
涕泪横流，洇湿了枕巾被头，那泪
水有如荥水的源头，不断
地、无声地涌出来，把周围
一干人的心都湿碎了。 3

连连 载载

钧瓷是我国宋代名窑之一。
钧瓷的釉色窑变艺术效果不是人为

的，而是在窑内炉火的高温下自然形成
的。钧瓷入窑的时候，是没有任何色彩的，
一体素净。那七彩辉映、让人心旌动摇的
绚丽色彩和自然逼真的画面都是在烧制过
程中在窑内形成的，这就是窑变，也就是我
们常说的“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即便在
人们对窑变现象有了相当认识和了解的今
天，人们对窑变效果也不能完全掌握。

宋徽宗初年，宋徽宗传下旨意，在禹州
钧台附近建官窑为皇宫烧制贡瓷，这就为
钧瓷艺术的全面发展提供了良机。

钧官窑为皇家烧制贡品，只求器物精
美，可以不计工时，不计成本，好的送入宫
廷，坏的打碎深埋，不准流入民间，因而工
匠们得以把最为动人心魄的窑变精品呈现
出来。钧窑的基本釉色是深浅不同的各种
青色，可以分为天蓝、天青、月白三类。由
于在釉中掺入铜红釉，烧成后就出现变幻
莫测的红色窑变，有朱砂红、海棠红、茄皮
紫、胭脂斑、鸡血红等许多种。整个器物红
紫相映，青白相间，真是五光十色，瑰丽斑
斓。钧釉乳浊而失透，发出荧光一样幽雅
神秘的光泽。

河南中原收藏文化研究院供稿

中原收藏

钧 瓷

现代诗坛

村口
高金光

村口，是属于傍晚的
是属于母亲的

傍晚的村口
是母亲永远的瞭望台
身体瘦削的母亲
盼儿归来 眼窝深陷

很多年，我向往村口
村口是一个港湾
母亲的爱
像太阳的余晖
把我温暖

而现在
我不敢走近村口
我怕我奔腾的眼泪
让人们看出来
我是一个失去了母亲的人

想母亲
想母亲的时候
是心灵脆弱的时候
是泪水关不住的时候

想母亲的时候
除了想
什么也不想

你们这些 开门声
脚步声 说话声，都走开
让我一个人发呆

对面的墙壁雪白
如我的脑海空茫
就想 哭

在情绪的低潮里
身体不断坠落
塌陷

好友从淅川来
他没有说话
我已经闻到了故乡的气息

身上的衣着
走路的姿态
眉目间的一丝丝风吹草动
多么熟悉

那是一种密码
只有我能破解

隔着30年
淅川始终长在心里
断不了根

丹江
载我渡我
江南江北

哺我养我
童年少年

清波粼粼
我的记忆

融在血中
一生一世

随笔

那一次“阶级教育”
王建章

上个世纪 60 年代初，我上初中
的时候，学校搞了一次“阶级教育展
览”，旨在用“忆苦思甜”的方式提高
师生的阶级觉悟，不忘阶级斗争，永
保社会主义江山不变颜色，使劳动
人民“不吃二茬苦，不受二茬罪”。

首先，学校和班级进行动员，要
求广大师生以强烈的阶级感情、饱
满的政治热情，搞好这次阶级教育
的活动。农村广大贫下中农中就有
活生生的阶级教育素材，同学们要
收集好、保存好、整理好，按时按量
将阶级教育展品交到学校。于是，
同学们尤其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同
学们，立即回到家里寻找那阶级教育
的“活教材”。由于那时新中国才建
立十几年，这种“活教材”多得很，其
中很多还是人们仍在使用的农具和
生活用具，不需要“找”，而是选择哪
些东西更具有控诉旧社会的教育
性。我回到家向爷爷讲了学校的这
次活动和要求，爷爷说：“就把我这把
小锄头拿去吧，它是我给地主扛长
活时使用的，到现在给生产队干活
也用它，是我的心爱之物，你们用完
一定要还我。”我答应爷爷后，就带
着小锄头返回学校。这时，同学们
也都陆陆续续回到了学校，都顺利
地完成了任务。同学们带来的“活
教材”真是五花八门，有的是爷爷给
地主干活时使用的扁担，有的是爸

爸在旧社会逃荒要饭的破碗和打狗
棍，有的是妈妈被地主老财逼租上
吊的上吊绳，等等。有一位小名叫

“磨儿”的同学，就是因为妈妈怀他
时一直给地主家推石磨，以至于把
他生在磨道里，所以他想把那盘石
磨弄到学校里，无奈那石磨死沉，他
背也背不动，搬也搬不动，不能如
愿，这使他和同学们都感到非常遗
憾。总之，一件件饱含着旧社会地
主阶级对贫下中农的阶级压迫和阶
级剥削的“活教材”，就这样收集得
差不多了。于是，各班级把这些“活
教材”进行了分类整理，造册登记。

没过几天，学校就把同学们吃
饭的大饭厅腾出来，又让几位美术
老师“以强烈的阶级感情、饱满的政
治热情”，日夜加班、精心设计、精心
布展，大概用了半个月的时间，一座
庄严的“阶级教育展览厅”就办成
了。我和同学们带来的“活教材”，
都成了控诉旧社会人吃人的阶级教
育“展品”。它们齐聚在我们昔日那
个大饭厅里，看谁的泪多，看谁的血
多，看谁对旧社会控诉深，看谁对同
学们的教育大。

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个“阶级教
育展览”就如期向师生们开放了。
学校安排一个班级一个班级的参
观。我们班是利用一节体育课的时
间参观的。展室里的灯光很暗，让

人感觉一进去就如同走进了黑暗的
旧社会。那些一件件展品，站在一
个个展台上，经过美术老师们处
理，仿佛真在流血、流泪，仿佛真在
争相在诉说自己的血泪史。我好不
容易找到了爷爷那把小锄头，可能
是由于这些天没有使用了，在幽暗
的灯光下，它锈迹斑斑，形象猥琐，
完全看不见昔日浸透爷爷汗水时的
风采了。这是爷爷那个“心肝宝
贝”吗？它能起到“阶级教育”的作
用吗？同学们能记住它吗？它还能
回到爷爷手里吗？它还能回到生产
队的田野里吗？也许它流着血，流
着泪，只能在这里静静地当一件

“展品”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那场史无前

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
了。学生造反了，老师造反了，校
领导被打倒，学校完全停课，而那

“阶级教育展览厅”也被造反派占
为办公室。至于那些“展品”，那些
阶级教育的“活教材”到哪里去了，
谁也说不清楚。自然，我答应爷爷
还他的小锄头也成了空话，直至爷
爷去世那天也没有见到他那心爱
的小锄头。如今，我已经到了爷爷
当年的年龄，多少次回忆起 50 年
前那次“阶级教育展览”，想起爷爷
的小锄头，想起那把小锄头后来的
命运，使我联想很多、很多。

新书架

《陈独秀江津晚歌——一个人和一家人》
郑 甜

《陈独秀江津晚歌——一个人
和一家人》讲述陈独秀客居江津那
段最后的困顿人生岁月及鲜为人知
的邓氏一家人在艰难岁月中帮助这
个不平凡的落魄之人的感人故事。
陈独秀暮年孤独无助，没有追随者，
成为一个病痛和穷困缠身的老人。
邓燮康一家拥有大量实业，有古道
热肠、急公好义之情怀，以悲悯之心
帮助困窘中的人。伟人的谢幕，别
有一番人情滋味。

陈独秀 1938 年避居四川江津。
作为政治上的落魄之人，身处抗日
的后方，过着仰人鼻息的日子，在复

杂的政治环境中，陈独秀面临的不
仅是立场、世界观，改造中国、民主
与科学这些他所寻求的路如何走的
问题，还面临自身生存的尴尬与艰
难，尊严和困苦同样给予伟人人生
的命题。索解这道命题因历史的丰
富而深含意味。

这部作品的资料丰富，史料价
值强，披露出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
细节。冷与热是这部作品的特质，
它更多从细微之处讲述伟人暮年的
冷寂，更多从人情冷暖上触及读者
内心柔软的部分。让人感受到人性
的温度。作品以双线索结构，还完

整地讲述了名冠川渝的实业家邓燮
康及其一家人的故事。历史的丰富
在这一家人的经历中得以延伸。作
者钟法权以实地考察、采访与文献
资料相结合的方式，以娓娓道来的
口吻，平实地讲述了那个战火纷飞
年代中偏居一隅的伟人在历史光鲜
的舞台背后默默忍受的艰辛，而那
富有而朴实的邓氏一家则给这幕后
老人灰暗的晚年生活增添了温暖的
一笔。

中央党史办专家认为，作品还
原了陈独秀在江津的真实处境。政
治观点正确，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绿城杂俎

《红楼梦》回目“倒置”献疑
宋子牛

古典名著《红楼梦》在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被誉
为解读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对其深蕴的题旨，毛泽东
主席给军队高级将领荐读时，说“要读五遍”才能领悟；
他高度称赞的“中国对世界的三大贡献”，就有曹雪芹写
的《红楼梦》（另两项是中医和麻将牌）。而今，研究《红
楼梦》的“红学”，已成为一门显学，造就了许多专家学
者。

本人非“红学”中人，但作为喜爱《红楼梦》的读者，
对书中的诗词、联语，尤其对首先进入眼帘的回目联语，
很有兴味，也曾反复研习、琢磨，欣赏作者多方面的才
艺。这里，对《红楼梦》回目中联语的“倒置”问题，提出
点个人浅见，供红学家们参考。

以对偶式联语作章回小说回目，古典小说名著所在
多有。它须按照联语的艺术规则遣词造句，调协韵律，
讲究对仗，注意平仄。上下两句一定要做到“仄起平
收”，即上句末字为仄声，下句末字为平声。这是基本常
识。《红楼梦》的回目，大多如此。但也发现，有的回目联
语，在前后安排上并非“完璧”，而是存在明显的“倒置”
问题，且章回不在少数。

以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4年 2 月版的一百二十回本
观照，约有五十回的回目存在“倒置”问题，即前后两句
安排错乱。为节省篇幅，这里从略，不再将五十回逐一
列出。这种因“倒置”造成“失谐欠工”的，约占全书回目
的4l.7%。

此外，还有“双平”（尾字均平声）七回，双“仄”（尾字
均仄声）三回。

且从“倒置”回目中略举几例以作说明。先看第一
回的回目：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依据“平水韵”（下同）对平仄声字的界定考辨，本回

目上句末字“灵”为平声，而下句末字“秀”为仄声，不符
合联语“仄起平收”的基本规则，“倒置”了。故两句应换
位为：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再看第三十九回的回目：
村姥姥是信口开河 情哥哥偏寻根究底
原因同上，上句末字“河”为平声，下句末字“底”为

仄声，两句互换方合规制。故正确的回目应表示为：
情哥哥偏寻根究底 村姥姥是信口开河
同样，第七十三回的回目也“倒置”了：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上句末字“囊”为平声，而下句末字“凤”为仄声，故

应将两句互换，再“倒置”回来才对：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第九十六回的回目，也存在同样问题：
瞒消息凤姐设奇谋 泄机关颦儿迷本性
上句末字“谋”为平声，而下句末字“性”为仄声，显

然，两句“倒置”了，故应互换为：
泄机关颦儿迷本性 瞒消息凤姐设奇谋 第一百二

十回的回目，也是这样：
甄士隐详说太虚情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上句末字“情”为平声，而下句末字“梦”为仄声，故

应将两句互换方合联语规制：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甄士隐详说太虚情
回目被“倒置”的五十回中，其余各回问题类同。不

再逐一分析，请读者自行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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