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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

说 静
宋宗祧

最近，有位朋友把“吃喝嫖赌”
称为“下四滥”，把“琴棋书画”称作

“上四滥”。我听了很是惊讶，琴棋
书画可是很高雅的爱好呀，怎么能
叫“上四滥”呢？朋友见我犯傻，笑
道：“如今‘染指’琴棋书画者甚多，
除了自娱自乐者外，多赶时髦，急
功近利，匠气、俗气、媚气味重，好
作品如凤毛麟角，故而戏曰‘上四
滥’。”啊，原来如此！我除了佩服
朋友目光的敏锐外，不觉陷入了沉
思。这是人们心里浮躁的真实写
照啊！

俗话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就是说，天地万物，包括人类，不外
两种状态：动与静。如同电脑技术
的基础是“0”与“1”一样，正是动与
静两个字，使自然界出现了千变万
化、生机勃勃、日新月异、奥妙无穷
的瑰丽多姿状态。故而，有的人欣
赏“生命在于运动”，有的人痴情“宁
静思远”。而我则更看重“静而后
动”，“以静谋动”，“蓄势待动”。因
为静是动的基础。只有静如处子，
才能动若脱兔。静虽然不能直接表
现出气象万千的动感，但它富有内
涵的默默孕化的推动力远比动来得
汹涌澎湃。这一点爱好围棋的朋友
体会最深。高手谋势，势成而棋
胜。好的统帅何以不战而屈人之
兵？关键也是有了势。俗话说，形

势比人强。形势是很安静的，它没
有说话，但聪明的人知道，必须服从
形势，这就是静的力量。势就如同
高原的一湖水，静静地躺在那里，但
它蕴含着巨大能量。

还是再回到前面的话茬上。搞
琴棋书画，从表面看，属于动，但不
静下来，恐怕就搞不好。其实，不光
是这些技艺性的东西，就是大到自
然界的宏观天体运动，也都是在静
中进行和完成的。比如，日出、月
上、晨曦、夕照、雨霁、雾漫、彩虹、山
岚……而且越是美的东西，就越是
需要宁静的气氛。应该说，战争是
最激烈、最残酷的“动观景象”。但
是，取胜的一方，其运筹帷幄的统帅
一定是静得出奇，即特别地镇定自
若。东晋和前秦的淝水之战，作为
东晋总指挥的谢安，大战前，竟然与
他的侄子谢玄下围棋并以别墅赌输
赢。到了战事发生的前夜，才召集
将帅，布置任务。特别当谢玄打败
符坚，捷报送达之时，谢安仍在与客
下棋。看后，谢安没有任何兴奋的
表情。客人问时，才漫不经心地说：

“小儿辈遂已破贼。”这就是“每临大
事有静气”的谢安。可见，战争比的
不仅是双方的军事实力，而且还有
双方指战员的素质，特别是心理素
质，即心静者胜。

静不仅是一种境界，而且也是

养生的良方。当我们急躁的时候，
浮躁的时候，困惑的时候，狂妄的
时候，欲火中烧的时候，当然也包
括疲劳困顿的时候，都需要打一针

“静”的“弱心剂”，撒一把“静”的澄
清剂，让发烧的心慢慢冷却下来，
让扰动的心慢慢静下来，用“安静
之电”慢慢地给自己补充正能量。
说白了，静就是一颗平常心。人保
持了平常心，才能无惑、无祸、有
和、健康、长寿。

清末光绪皇帝的老师、松禅老
人翁同龢有一佳联——“万事尽如
秋在水，几人能识静中香”，耐人寻
味。

其实，由静字组成的词都是发
着清香的，犹如鲜花的芬芳一般让
人惬意。例如娴静、幽静、宁静、安
静、静谧、静穆，等等。静，用禅语
来说，就是入定；用俗语来说，就是
安处。静，不仅是一个最有禅意的
字，也是一个最有诗意的字。

静从某种意义上说，同净。由
于我们大都是凡人，如果我们不能
经常处于静的境界的话，那么每隔
一定时间，到“静”的澡堂里洗一次
澡，喷洒一次人性、人道的香水，找
回失去的自我，则远比一直迷失在
喧嚣的尘世中要好得多。

浮躁的社会，心静者胜出。让
我们抽出身来，养一点静气吧。

诗意江南
王继兴

乌镇写意
江南之旅至温馨，画舫载我访乌镇。
小桥流水船悠悠，窄巷老宅院深深。
处处码头系缆绳，时时舟楫进家门。
村姑凭窗闲品茶，个个都是画中人。
南浔写意
团团绿烟是岸柳，条条清溪景色幽。
枕水人家盆花灿，巨贾宅院匾额稠。
一塘碧荷小莲庄，万卷经典藏书楼。
悠悠踱步慢品味，缕缕诗韵绕心头。
苏州山塘街写意
岸浅桥横满城水，桨声灯影一河诗。
茶楼酒肆韵似古，莺喉燕语人如织。
曲曲评弹扬窗外，悠悠旋律撩情思。
泛舟七里山塘街，人境仙境难自知。
苏州虎丘印象
世上深山藏古寺，此地古寺含名山。
峰巅丘荒曾卧虎，崖畔石坚堪试剑。
池水悠悠映白云，宝塔巍巍摩青天。
墨客题壁述慨叹，古树迎风说流年。
赏苏州评弹
廊前依稀船橹声，窗楣高悬灯笼红。
三弦轻拨梧桐雨，莺喉婉唱钗头凤。
无穷愁绪句句咽，有限病魂字字情。
苏州评弹不能听，一曲惹得泪纵横。

民间艺术

构思巧妙话脸谱
连德林

京歌唱脸谱和川剧变脸术早已风靡舞
台，画脸谱除专业演员演出前在后台专画之
外，更多的则出现在庙会及游乐场所。它作
为一项业余爱好，既可提高绘画水平，还可
锻炼人的欣赏能力和动手技巧，此活动更适
合少年儿童参与。

说到脸谱艺术和有关脸谱故事，它大都
是戏曲艺人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而
又得以广泛流传。据传：唐明皇不但自扮小
丑粉墨登场演出，还下过一道圣旨，要三宫
六院，各部大臣，都要上台演戏。三朝元老
魏征也被逼上了舞台。这位治国大臣上了
舞台，锣鼓一敲，竟然窘得脸色由白变红，由
红变紫，浑身散了架，险些瘫在台上。明皇
脑子一动，想了个法子，命宫里的画师比着
魏征的脸型，做个假脸，涂上五颜六色挂在
老臣的脸上。这个法子果真灵验，假脸遮住
真脸，老臣胆大了，竟按要求演完了一场
戏。从那以后，舞台上就有了戴假脸(也叫面
具)的“加官戏”。加官戏是在戏班正式演出
之前，先由一个戴面具的角色出场，他手拿
一块可以变化的横布，一会儿亮出“天官赐
福”，一会儿亮出“恭喜发财”字样。这种独
角垫戏，民间叫“跳加官”。由于假脸面具不
好表达面部表情，后来就变成用油彩涂在脸
上，演变成了今天的戏曲脸谱。

初期的戏曲脸谱比较简单，主要涂抹白
、黑、红三种接近人面部肤色的颜色，后来才
逐渐增加了紫、黄、蓝、金、银诸色。在长期
的使用及衍变中，人们用诙谐幽黙、富于浪
漫主义的图案美，把人物的基本性格特征，
集中展露在面相上。民间关于包公的脸谱
在各剧种中有多个版本，如最常见的“阴阳
脸”，即在额头上画一个太阴，太阳里边套个
月牙，这表示包公做官公正，要日断阳，夜断
阴。如姜维脑门上画个八卦图，象征他识天
文地理。丑角鼻梁上的“豆腐块”，据传，是
因武大郎站在豆腐架上看兄弟武松跨马游
街，不慎摔在地上，一块豆腐正巧贴在他的
鼻梁上。这虛构的情节，给角色平添了滑稽
、幽默、风趣的艺术效果。

脸谱艺术过去只在戏曲舞台和民间
“社火”中出现，而今已被利用到人们的日
常生活当中。脸谱除高档次的艺术品邮票、
火花、书签、扑克等印刷品外，还被广泛用
在壁挂、团扇、风筝、背包、花伞、衣物等
处。脸谱的造型及材料也是多种多样，
如编织、刺绣、割绒、蜡染、布贴、纸贴、剪
纸等。用来作观赏玩具脸谱的材料就更
多了，如木头、石 膏 、砖 瓦 、葫 芦 、蛋 壳、
树皮、易拉罐等，又都是就地取材，简单易
行的有效选择。

文史杂谈

北宋的三个“球迷”皇帝
王吴军

北宋时期，踢球运动在京城开
封城里非常流行，当时，不仅老百
姓喜欢踢球，连平时威风八面的皇
帝也成了名副其实的“球迷”。宋
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和宋徽
宗赵佶就是北宋历史上的著名“球
迷”皇帝，要说起他们踢球的故事
来，也是非常有趣的。

北宋时期，京城开封流行的球
类运动主要有两种，一种叫“蹴
鞠”，和现在的足球基本一样。“蹴”
就是踢的意思，“鞠”是一种以皮革
为外壳、里面装满毛发的实心球。
另一种叫“击鞠”，或叫“击球”，是
骑在马身上用球杖打的球。当时，
在京城开封，蹴鞠这种踢球活动最
受人们的喜爱，赵匡胤、赵光义和
赵佶喜欢的就是蹴鞠。

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光

义原本都是军人出身，喜欢体育运
动，看到踢球不仅能锻炼身体，而
且还能带来无穷的乐趣，于是，就
将踢球作为自己工作之余最主要
的体育和娱乐活动。赵匡胤做了
皇帝后，还带着自己的弟弟赵光义
和赵普、石守信等几个人一起踢
球。他们兴高采烈，神采飞扬。后
来，有一位画家就把他们踢球的情
景画了下来，这幅画的名字叫《宋
太祖蹴鞠图》，人物形象生动，栩栩
如生，非常精彩。

更为值得一提的“球迷”皇帝
是宋徽宗赵佶。赵佶并不喜欢亲
自踢球，可是，他特别爱看球赛。
由于赵佶爱看球赛，所以，他在皇
宫里成立了一支专业的球队，这是
一支拿工资的国家球队。赵佶规
定，每年在他过生日的这一天，文

武百官祝寿之后，皇宫里的球队都
要进行足球比赛，以满足他喜欢看
球赛的心事。和赵佶政治上昏庸
无能一样，对于球场上的运动员，
赵佶也是胡乱发号施令。赵佶规
定，球队在比赛时，赢球的一队有
奖，而输球一队的队长（当时叫“球
头”）则要挨鞭子抽和用黄白粉涂
脸。这种蛮不讲理的惩罚方法，据
说并不是赵佶的创造发明，而是当
时的殿前都指挥使高俅给他出的
馊主意。

赵匡胤和赵光义只是把玩球
当成一种业余爱好，并没有因此耽
误工作。赵佶却是玩物丧志，他玩
球就和他玩书画玩女人一样，沉湎
其中，把正经工作给耽误了，于是，
北宋王朝就在赵佶的玩乐中灭亡
了。

新书架

《从西潮到东风》
朱丽君

2008 年 全 球 金 融 危 机 爆
发前持续多年的国际贸易不
均衡被西方经济学界和政界
普遍认为是这场危机产生的
根本原因，而国际贸易不均衡
则被认为主要源于人民币汇
率的严重低估，但在《从西潮
到东风》一书中，享有国际声
誉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却发出
了振聋发聩的声音——危机
发生的根源绝不在中国的汇
率政策。

在这本书中，林毅夫还认
为，发展中国家广为接受的现代
化理论源于西方社会的经验，这
样的理论经常与发展中国家的
现实相背离，简单照搬西方的理

论，容易产生“淮南为橘、淮北为
枳”，甚至是“好心干坏事”的结
果。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有必要
根据自己的社会现实创造性地
提出理论来指导其现代化的实
践。

作者还对解决欧洲债务危
机、恢复全球经济增长、构建新
的国际货币体系等热点问题进
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

可以说，这部作品是引领
发展中国家或中国学者独立思
考全球经济问题的开拓性作
品。阅读此书的读者也一定会
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受——

“西潮”并非皆是真理，“东风”
亦可贡献于西方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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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回 故人西辞黄鹤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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崭新的刀！
长七寸，高五寸，半弧形刃

口，脊宽三分。这是扬州厨刀中最
大最沉的一种。

这种刀通常是用来剁排骨的。
现在它正握在王癞子的手里，

阴沉的刀光映着他那张难看的笑脸。
王癞子笑得这么开心，是因为

今天他的生意着实不错，从清晨开
张到现在，不到两个小时，他已经
卖出了四五十斤排骨，他手中的刀
一直没有停过。

“癞子，换新刀了？”
王癞子抬头看清来人，脸上立

刻挤出了谄媚的笑：“哟，飞哥，
你来啦？”

被称作“飞哥”的人看起来比
王癞子还要小几岁，最多也就三十
岁左右。他中等个子，消瘦的脸
庞，长发随意，下颌上没有剃尽的
胡须隐隐透着一种
沧桑。

“把你的新刀借
我看看。”飞哥眯着
眼睛，笑容中带着
些戏谑的意味。

王癞子有些迷
惑地看了看自己的
刀，下意识地递了
过去。

飞 哥 接 过 刀 ，
在手中掂了掂，轻
声赞道：“好刀。”

“嘿嘿，”王癞
子 得 意 地 笑 了 ，

“这是我在……”
突然，飞哥扬手，挥刀，落刀

——那把厚重的厨刀直奔王癞子放
在案板上的左手而去。

没等王癞子反应过来，那刀已
经“笃”的一声，穿过他的手，剁
进了案板。

刀身犹在微微颤动。
王癞子面色惨白，没说完的话

也被吓得咽了回去。
飞哥却仍是一副笑嘻嘻的慵懒

表情，他若无其事地从刀刃边拾起
一块刚刚被切下的排骨，丢进了台
秤上的托盘，然后伸手一抹，从盘
底取下一块磁铁来。

“两斤二两，算两斤。”飞哥拍
拍手，看着台秤。

王癞子此时才回过神来，他颤
抖着抬起左手，手竟完好无损——
刚才那一刀只是嵌入了他的指缝。

“飞哥，你怎么和我开这样的玩
笑？可吓死我了……”王癞子擦擦
额上的汗水，心有余悸地嘟囔道。

飞哥嘻嘻一笑：“做买卖不公
平，你就不怕有一天真的切了自己
的手？”

王 癞 子 躲 避 着 飞 哥 的 目 光 ：
“是……是……都说你的眼睛比秤砣
还贼，我今天算见识了……”他一
边说着，一边想把剁在案板上的厨
刀拔出来。可任凭他使劲，那厨刀
却纹丝不动，仔细一看，刀刃已没
入案板半寸有余。

围观众人一阵哄笑。王癞子面
红 耳 赤 ， 挤 眉 弄 眼 地 看 着 飞 哥 ：

“帮帮忙……你这个力道，我拔不出
来……”

飞哥正要上前，另外一只手却
抢先握在了刀把上，只见这只手轻
轻一抬，厨刀便乖乖地脱离了案板。

拔刀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
男子，他英俊儒雅，风度翩翩，一
身整洁华贵的西装。

年轻人把厨刀还给王癞子，眼睛
却看着飞哥赞道：“‘一笑天’酒楼的
菜头都有这样的功力，淮扬第一名楼
果然名不虚传！”

“哦？”飞哥摸着自己下巴上的胡
子 茬 儿 ，“ 你 认 识
我？”

年轻人面带微
笑：“你叫沈飞。在

‘一笑天’酒楼做了
近十年的菜头，混迹
于扬州各大菜市场，
被菜贩子们称为飞
哥。闲暇，在酒楼附
近的巷口摆摊炸臭
豆腐，鲜香独特，远
近闻名。”

不 等 飞 哥 答
话，他已笑着转了
身：“我们很快会再
见的！”

“飞哥，这是谁啊？听口音不是本
地人。”王癞子好奇地问。

沈飞看着远去的背影，怔怔地摇
了摇头。

2
离“名楼会”还有一天。
对于即将参加大会的三位扬州

顶级刀客来说，现在应该已经到了最
为紧张的时刻。

用刀的人，通常会被称为“刀
客”。

刀客们施展本领的舞台是扬州
城内大大小小的酒楼。每个酒楼就
像一个门派，在那里本领最高的刀
客便成为酒楼的“总厨”。

“镜月轩”、“天香阁”、“一笑
天”，这是扬州城内公认的三大名
楼。

“镜月轩”，其老板陈春生是市
内最著名的餐饮企业家，资产过亿。

位于玉带河畔“天香阁”老板
马云，苦心钻研淮扬菜达数十年，
并创办“扬州烹饪学校”，
育人无数，淮扬刀客无不
尊称其为“马老师”。 1

不要神化徐向洋，也不要妖魔化
徐向洋。不要迷信行走的“一走就
灵”，也不要一味诅咒择差教育的“黑
暗”。他们只是在谁都不亲近这些孩
子而孩子最需要帮与爱需要人拉一
把的时候，走近了这些孩子，并接纳了
他们，真爱着他们。他们只是试图通过
短暂的“黑暗”使孩子拥有长久的光
明。他们只是在探索。他们本身也是在
黑暗与两难中寻找一条可走的路。

今天欣喜地看到一位母亲给征
途上的儿子写的一篇《致儿子》：

儿子，也许妈妈太爱你了，以致
这爱变得毫无原则。

儿子，也许妈妈太看重你了，以
致只认为你就是整个世界。

儿子，也许妈妈太宠你了，以致
你受点儿委屈我就无法忍受。

儿子，也许妈妈太放纵你了，以
致你故意学坏。

儿子，你回来后，妈妈要做个又
严厉又民主又狠心又慈爱的妈妈，和
你和谐相处。

儿子，你回来后，我要和你一起
学习，共同进步。我们
家里要充满欢笑。

儿 子 ，你 回 来
后，妈妈也想享受你
的爱！

哦，妈妈们也变
得出息了。妈妈们出息

“懂事”了，爸爸们呢？
百天日记（30）
今 天 一 整 天 一

口水也没喝，真是渴
得受不了了。在这里，
水都变得很珍贵。珍
惜一口水，这是在家
中从未想到过，从未
体会过的。

晚 10 点 21 分，儿子用杜义的手
机给晏紫发来祝贺生日的短信。因为
太突然，晏紫为此激动了一整天。记
住母亲的生日，其实记的不是年月日
不是日子。这种“记住”往往在幸福中
被忘却，却在困苦中被记住。

在离家的日子里，儿子给了我们
无数个“没想到”。

百天日记（31）
今天 6点起床，早饭后开始向登

封进军，11点左右到达中午的目的地。
下午 2点又开始行军。一路上又

热又累又渴，那种感觉真是对人的一
种考验。烈日头顶暴晒，身体发烫。每
次渴得受不了了，只是微微地抿一小
口水，不敢多喝。还不时碰到同学来
借水。下午还没到目的地水就喝完
了，舌头干，嘴唇胀，干渴得受不了
时，真有一死了之的念头。想起冰红
茶、可乐，那真是梦中之物！总在幻想
面前有一个冰箱，里面装满了各式各
样的饮料，随我！

父子书（4·节录）
爸、妈：你们好！

我们行程已经完成大半，一路真

的很辛苦。路上，我一直在思考，好多
事都想清楚了，心情也渐渐缓和起来。

我最大的感受是，我原来是如此
的幸福啊。原来吃到自己喜欢的食物
是一种幸福；听自己喜欢的歌是一种
幸福；和家长和朋友在一起也是一种
幸福；能为自己的追求而努力更是一
种幸福啊。多年来一直没有领悟到的
事，在 20 几天的时间里有些感受到
了。为什么我在无法直接感受到你们
的关爱时却懂得了你们如此深的爱；
为什么我在这种压抑艰苦的环境中
却能明白一些事；为什么我在苦累中
才知道应该怎样珍惜呢。人也许都是
这样的吧……我需要更快地成熟、醒
悟过来，否则很多事无可挽回了。

儿子希望行军完后就回家。
4 月 2 日，我去儿子的学校递交

了休学报告，时间是半年。我们不可
能答应儿子行军完就回家的要求。我
和晏紫商量好了，8月底接儿子回家，
9月复读高一。

父子书（5·节录）
修远：

和上封信比，你
明显有了很大的进
步，自我认识和反省
开 始 往 深 里 去 ，很
好！至于原因，不说
你也知道。我写这封
信的今天，你人已在
登封，行程已过 800
公里，中原会师已胜
利在望。你应该感谢
命运，不是世上的每
个人都能拥有如此
非凡的经历，它已经
无声地在你的心里
埋下了一粒种子，将

来会开出绚烂的生命之花，结出沉实
的人生之果。20 多天行走的汗水，那
是圣水，也许不久，也许很久，你会意
识到它的洁净之圣。

我们现在最怕的是“口惠而实不
至”，实不至是因为心不至，口惠易而
实至难……真正做到“实至”，人甚至
需要终其一生的努力。

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了儿子打军
体拳的照片，表情严峻。刚一月余，儿
子的严峻中已透出成人的刚毅和自
信。儿子突然长大了。

2007年4月8日，三军会师少林寺。
第二天，我就看到了会操表演的多

幅照片。我突然看到了儿子，正在进行的
军体拳表演中！峻厉的眼神，大幅度搏杀
的形体，大声喊叫的口型。我仿佛听见了
儿子嘶声的怒吼。我都快认不出这是我
的儿子了，那个一直在我印象中时尚而
委靡的儿子，那个喜怒不形于色的儿子，
那个温和得发冷的儿子。儿子这次却用
极其男性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全新
的徐修远！晏紫长久地看着这幅照片，
泪水数次滴进电脑键盘，嘱我赶
紧下载保存，唯恐它立刻消失。
随后，她将此照放大10寸保存。 11

连连 载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