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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扬州城内第一酒楼的名头，
多年来一直被“一笑天”占据着。“一
笑天”位于城北一条不起眼的小巷
中。据地志记载，这座酒楼至少已辉
煌了数百年，而悬挂在酒楼正厅中的
一张牌匾则是这种说法最好的物
证。牌匾用上好的楠木制成，历经岁
月沧桑，成色仍乌黑发亮，通身找不
到一处裂纹。牌匾上写着四个苍劲
挺拔的金色大字：烟花三月。

一个月前，三楼相约在淮扬“烟
花节”期间举办一次“名楼会”。

“镜月轩”的孙友峰和“天香阁”
的彭辉，一大早就起了床，他们要利
用一天中思维最清晰的早晨时分，来
训练和调整自己的辨味能力。

而“一笑天”的凌永生，此时却在
做着一件与“名楼会”毫不相关的事
情。

不仅是凌永生，“一笑天”的其他
人，甚至包括老板徐叔自己，现在都
在酒楼的厅堂里忙着招待一位重要
人物。

这位重要人物
是徐叔与前妻生的
女儿徐丽婕，她刚从
美国回来。二十年
前，徐叔通过自己的
努力，赢得了荣誉和
地位，但却失去了家
庭。二十年后，徐丽
婕辗转回到故乡扬
州，似乎并不感到多
少陌生。

此时，一桌人
正边说边吃，其乐融
融。徐丽婕今天算
是饱了口福，且不说
徐叔亲自打理的“四鲜狮子头”，就是
凌永生做的那几样家常小炒，也是道
道汁浓味美。再加上沈飞在一旁插
科打诨，欢笑之余，胃口更是大开。

一个客人走进大厅，在离他们不
远处的一张方桌前坐下了。

沈飞看着来客，那人冲他点头示
意。这来客正是两天前在菜场上拔
刀的年轻人。

年轻人忽然闭起眼睛，仰鼻往空
中深深地嗅了一口气，赞叹道：“鲜
肉、活鸡、香菇、蟹粉，四味缭绕，几位
可真是好口福啊。”

徐叔脸色微微一变。这样的辨
味功夫，即使是在成名的大厨之中，
也是少见。

凌永生自然也知道其中的厉害，
他皱起眉头，上下打量着这个不速之
客——他来到“一笑天”酒楼，多半不
是吃一顿饭那么简单。

徐叔镇定下来，邀请年轻人入
席，年轻人拿起筷子，夹下一片狮子
头放入口中，细细品味了良久，赞叹
道：“鲜香饶舌，真是名不虚传啊！”

“那当然。”沈飞得意地笑了，“这

徐叔做的‘四鲜狮子头’，可称得上
‘一笑天’酒楼里最好的东西了。”

“不对，‘一笑天’真正的好东西
可不是这个。”年轻人摇了摇头，抬起
手来，指着厅堂中悬挂着的那块牌匾
道，“‘一笑天’的好东西，在那里呢。”

徐叔和凌永生对视了一眼，沈飞
也停下了筷子，只有徐丽婕不明就
里。

片刻后，徐叔打破了沉默：“你知
道这牌匾的来历？”

年轻人点点头：“乾隆爷御笔亲
赐金匾。天下第一刀客‘一刀鲜’和
天下第一名菜‘烟花三月’，谁人不
知？”

徐 叔 沉 吟 道 ：“ 看 来 ，你 也
是 …… ”

年轻人淡淡一笑：“我叫姜山。
我的祖先，曾经在大内担任总领御
厨。”

此话一出，就连一向嘻哈不羁的
沈飞也露出了愕然的神色。

清代大内后厨
共分九堂一百零八
人，这一百零八人无
一不是从各地征调
而来的顶尖名厨，而
大内总领御厨，无疑
又是其中最为出色
和全面的。可以这
么说，大内总领御厨
即当时众所公认的
天下第一刀客！

而眼前的这个
年轻人，居然便是当
年的大内总领御厨
之后。即便是徐叔，
也不免肃然：“原来

是名厨后裔，失敬失敬！”
姜山谦然笑道：“在扬州这个地

方，外人怎么敢妄称名厨？”
徐丽婕迫不及待地追问道：“这

‘烟花三月’到底是一道什么样的菜
啊？”

姜山无奈地把手一摊：“这恐怕
只有‘一刀鲜’的传人才会知道了。”

“那这‘一刀鲜’的传人现在又在
哪儿呢？”徐丽婕又问。

姜山不说话，用询问的目光看向
徐叔。

徐叔静默着，似乎陷入了对往
事的回忆中，然后他开口道：“‘一
刀鲜’的传人，我是见过的。不过
那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我当
时是‘一笑天’酒楼的一个小伙
计，他则世代相袭，担任总厨。那
副牌匾，两百年来也一直挂在酒楼
大堂里。后来到了‘文革’，那帮革
命小将叫嚣着要批斗‘一刀鲜’，砸
烂牌匾。突然有一天，‘一刀鲜’不
辞而别，从此销声匿迹。而
他走之前，还想了个法子，
保住了这个牌匾。” 2

我当日给陈锋和杜义发去短
信：看完会师的信息和照片，非常
激动！这是中国现代童子军、少年
团的胜利会师，他们是英雄之师，
希望之师。他们完成了一次重要的
人生洗礼。这些孩子的会师以及这
次会师的意义，我相信一定会在将
来彰显于世！

“333”中原会师终于落下了帷
幕。

这是台上台下一起演出、共同
完成的一幕中国现代生活的大剧，
有声有色，有血有肉，有汗有泪，
有绝望有希望，有挣扎有奋斗，有
黑暗有光明！

今天收到儿子的第三封信。晏
紫课间去收发室拿信，这次她拆开
就看了。她说她看到中间时，两个
字突然像两声雷响在头顶，不敢相
信这是真的。她说她不敢看完，怕
眼睛红肿，怕再进教室时不能面对
学生。

父子书（6·节录）
爸、妈：你们好！

我们3天后就要
会师了。一路行来，
真的很艰苦，那是一
口水都变得无比珍贵
的艰苦，是一块饼干
都要分成 4 份来吃的
艰苦……一次大行军
下来，让我体验，让
我懂得，让我感悟到
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东
西，感觉人每一天都
在飞快地成熟。正如
你信上所说，有些事
理，在我行军之后才
领悟了。我甚至一直
在想，我该上哪所大学。

中戏，一直是你们所有人期
望我就读的，我现在也觉得，我自
身的条件非常适合在那方面发展。
而且我也很爱电影很爱艺术……篮
球，我只能去享受它，而不是被
它作为负担压着。热爱的东西不
能成为事业，我就要选取另一个
我真正热爱并适合我，值得我为
之努力的目标。现在，是真正开
始追的时候了。

当我考虑清楚这些时，心里有
种很充实、很沸腾的感觉。相信我
若就读了中戏，能达到一个很不错
的高度，我很期待。

我觉得这段时间，我真是受益
匪浅，太奇妙了。我的性格变不
了，转变的是心态，心态成熟一些
了，就能悟出一些东西。我只是经
历了一个人生中小小的低谷。我现
在意识到我那一点微不足道的烦
恼，和那些为生存而无奈的烦恼相
比，实在太渺小了。以后，我会经
历更大的人生起伏……我要好好享
受这咀嚼生香的生活，活得更丰
富、更潇洒、更积极。

“中戏”二字令晏紫沸腾。那是
她对儿子曾经有过的希望。没想，
在写给父母的第三封家信中，在极
其困苦的处境中，在那一天天走不
到头的行军途中，儿子终于走出了
一个“中戏”来！

这一切是走出来的，苦出来
的，累出来的，对比出来的，思念
出来的。

过于幸福，人的脑子不想事，
想得更多的恐怕仍是怎样更加幸
福。极限的苦痛能最大限度地激发
人思想，并思想出新的思想。

儿子 16岁的人生发生了第一次
蜕变。

4 月 10 日，是多年以来晏紫最
幸福的一天。

我在心里说，修远啊，中央戏
剧学院，那是你想进就能进的么？

然后，我又对自己说，人间路
千条，为什么一定要逼儿子走苦读
应试那一条呢？

剃发，一切从“头”开始
晏紫想儿子了，不顾３月不能

通话不准见面的工
作室禁令，今天跟
陈锋打电话，希望

“五一”到宜昌看儿
子。陈锋照顾情面
破例答应了。晏紫
难过“断奶”关。

今天收到儿子
4月15日来信。儿子
刚去一两个月就要
求回家，他已显露
焦躁的情绪。可在
我看来儿子的锻炼
才刚刚开始。儿子
性格中有十分明显

的偏执、任性的特质，而孩子的偏
执、任性是家长长期顺从的结果。
我预感“五一”的破例之行潜藏危
机，我和晏紫可能又一次面临非此
即彼的艰难选择。而我心里最担心
的不是儿子，是晏紫。

百天日记（54）
上午我们剪了光头。长这么

大，第一次剪光头，说实话，我觉
得很丑。看着自己掉下的头发，那
个心疼啊。这种样子怎么见人啊。

下午写家信。这已经是我的第
5封信了，感觉在每一封信间都有新
的收获，新的感悟。离家快两个月
了，对家人越来越思念！

我赶紧上网看，儿子真的剃了
光头，表情很苦，心结很深。行军
归来陈锋下了狠手，也许陈锋认为
必先“革面”，方能“洗心”。想起
上世纪 80 年代日本发生的一件事。
一名女中学生违背校方禁留长发的
规定被开除，女孩家长诉诸法院，
法院判其败诉，理由是日本之所以
有今天，日本之所以是今天
世界之日本，靠的就是规则
和纪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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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

爱荷的席慕容
王 莉

七月的午后，去绿博园看荷花。
莲叶田田，荷花亭亭。微风过处，绿
浪阵阵，清香缕缕。正是荷花最美丽
的时刻。看着眼前接天莲叶无穷碧，
红白莲花开共塘的景色，不由地想起

《荷塘月色》、《清塘荷韵》，想起了《莲
的心事》、《我愿为莲》，但是想的最多
的还是爱荷、写荷、画荷的席慕容先
生。

席慕容先生是台湾著名的诗人、
散文家、画家。著作有诗集、散文集、
画册及选本等五十余种，读者遍及海
内外。如今，年近七旬的老人，依然
不停地行走，书写，画着她爱画的、想
画的，写着她的所思所想。

席慕容先生是一位诗人。 她的
诗曾是青春心灵的精神食粮。她的
诗，充满着对人情、爱情、乡情的悟性
和理解，浸润着古老的东方哲学，饱
含着对生命和生活的挚爱。1981年，
她的第一本诗集《七里香》甫一出版，
立即在海峡两岸引起强烈反响，一版
再版。那首《一棵开花的树》，不知在
多少少男少女心海里激起共鸣。《无
怨的青春》，又不知让多少青春心灵
之舟驶出感情的旋涡。

席慕容先生是台湾知名画家，大
学美术教授，在海岛内外多次举办个
人画展，多次获奖。《七里香》、《无怨
的青春》中的白描插图，也是她哄孩
子睡觉时画的。一支钢笔、一个本
子，搁在床边，随时随地地画。

席慕容先生是一位好妻子。她
和丈夫刘海北在布鲁塞尔因猫缘相
识、相知。刘海北的博学和善良打动
了席慕容的芳心，席慕容的一碗粥俘
虏了刘海北的爱情。回到台湾后，他
们没有选择繁华的闹市生活，而是在
乡下住了整整 10 年。在乡下，孩子
入睡后的晚上，他们在巷子里散步，
身旁总是会跟着一猫二狗，亦步亦
趋。夫妻俩无话不谈，从孩子的可爱
谈到自己的童年，从学校的新闻谈到

中国的教育问题，从社会里发生的事
件谈到人类的前途。温馨的晚上，席
慕容通常都是听众，她喜欢听海北说
话，喜欢听他用自己的原则诠释人
生。世上最美好的事，不过是有一个
人懂你，与你一起分享生命的美妙和
感动。

他们共同生活的四十多年里，相
濡以沫，妇唱夫和。《同心集》见证了
他们的幸福。她的丈夫，一位研究镭
射的物理学博士，永远比常年熬夜的
她早起一刻，亲手做美味的食物。也
永远是她的第一个读者，虽然不懂诗
歌，却给她尊重和理解。把对她的爱
凝聚在《家有名妻》里。光阴似水流
逝。他们携手从葱绿的青春走到花
甲之年。2009年海北因病去世，爱却
永远珍藏在席慕蓉的心中。2011年，
她的第七本诗集《以诗之名》出版，扉
页是写的是“献给海北”。

席慕容先生是一位好母亲。她
热烈地爱着槭树下的家，爱着他们的
孩子。在孩子们小的时候，为保持手
的干净，随时能抱起需要她的孩子，
她放下油画笔改用针管笔作画，并时
时留意聆听孩子们的声音。家里养
着她和丈夫喜欢的猫和狗，却从来不
准它们进屋，只能待在院子里。她会
亲自下厨房为家人做红烧鱼，为中午
不回家吃饭的孩子准备午餐，也会在
不上课的时候骑车为给孩子送午
饭。她带孩子去书店，带孩子去山
上，教孩子欣赏不同的花，辨认不同
的树，重视和鼓励孩子的进步。出于
对孩子的尊重，长大后的孩子已不再
出现在她的文章里。

席慕容先生是一位智者，她把人
生感悟、她的乡愁，写进诗里，画进画
里。她说，绘画是她的专业，写诗是
她的家庭手工业。她的油画浓彩重
抹，她的诗歌清新淡雅，画里有诗，诗
里有画。她说，平凡的人生里有着极
丰富的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当

记者问，当初写下这些诗，是因为生
命的富足，还是对爱的渴望？席慕容
一脸满足：“应该是生命的富足。”她
说，不是她的诗写得好，是读者生命
的高度增加了诗的厚度。

席慕容先生喜欢植物，喜欢花。
木棉、槭树，凤凰木都能在她的笔下
找到影子，山间的野百合，师专的山
茶花，开得发疯的老茉莉，也都是她
画中的主角，但她最钟情的是荷花。
一生中，她画了许许多多的画，画了
许许多多的花，但画的最多的还是荷
花。为了画荷，她不辞辛苦，守在荷
塘边，为了画荷，她独自一人，飞越千
山万水。她曾用整整一年的时间，画
一幅三百号的荷花，整面墙上被她画
出满池的花与叶。她说：“总觉得荷
花是一个似曾相识的友人。在初识
的一次就是一见倾心。”“荷花是我心
中与眼中最爱的那一朵，是我最弱的
一点。荷是我无止境的乡愁。”小时
候，父亲曾带她去玄武湖看荷花，虽
然是只去过一次，但看荷的情景却在
她的心里出现了千百次，也是她文章
里的常客。她还出版了一本完全以
写荷、咏荷为内容的书，名之为《信
物》。

爱荷的席慕容先生，曾种过六个
陶缸的荷花。为了让荷花长得好，平
常爱干净的她，等不到丈夫从国外回
来，就穿上雨鞋，戴上手套，屏住呼
吸，把一缸一缸的黑泥往家里搬。为
了不让高大的芭乐树的枝子遮了荷
花的阳光，文文弱的她，会爬上树枝，
把芭乐的枝子一枝一枝地锯掉。

席慕容先生在自己平实的生活
里，营造着自己“丰饶的园林”，含笑
生活、知足拼搏，写自己的诗，画自己
的画，过着善良、知足、互爱的日子。

一阵清香扑面，忽然觉得爱荷的
席慕容先生自己就是一枝荷花，一枝
高雅圣洁的荷花，开自己的花，结自
己的籽，特立独行，香远益清。

新书架

《货币》
朱丽君

《货币》是中央电视台 10 集大型纪
录片的同名出版物。该书囊括了国内
外100多名经济学家、金融学者、政府智
囊、知名专家的第一手采访和观点，可
谓是“关于货币最权威的一本书”。

货币有着跟人类文明等长的历史，
货币与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
地区、每一个国家都息息相关，即使远
在非洲的原始部落，也有货币的踪迹。

货币从最初的起源到局部的通行
无处不在，从交换的手段和价值的尺度
到站在国际贸易的制高点，从成为人们
欲望的来源到密西西比泡沫，再到今天
成为世界经济浪潮中最棘手和最根源
性的课题，人类社会已经跟货币密不可
分。人们对货币从哪里来，它又将如何
影响世界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困惑，期待
得到最客观和最全面的解答。

货币到底是什么？是金钱，是债
券？是黄金，是钻石？是财富，是国家
意志？是梦想，还是其他？货币既是社
会经济发展中最根本的要素，也关乎我
们每个人的生活；它给人们生活带来便
利和财富的同时，也带给我们很多困惑
和欲望。

最早的货币，最神奇的矿井，最昂
贵的生产线……让我们带着对货币的
渴望和疑问，一起进入货币的世界，追
溯货币缘起，共瞻货币的未来。

民俗

十二生肖剪纸
连德林

有一首十二生肖儿歌唱道：
一年一换歌吉祥，你方唱罢他登场。
天干地支轮回转，年年都颂好时光。
另有一首民间谜语：“一人一个，一

家好几个，全囯只有一十二个。”谜底是
十二生肖，源远流长的十二生肖(又称十
二属相)，是中国民间特有的一种民俗现
象，它已成为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为历代人们所重视。

把十二生肖中的各种动物以剪纸的
形式表现出来，则是采用了古典的、民间
的和现代的装饰图展示给广大人民群
众，也充分体现出其是集资料性、实用性
和艺术性于一体的综合装饰吉祥图。因
此，长期以来使生肖文化得以长期的传
承和创新。

生肖中的十二个动物，大都为人们
熟知的家畜和家禽。其中龙为传说动
物，较为神圣；鼠为“四害”之一，人人厌
恶;蛇为“五毒”之一，使人恐惧。但在逢
到鼠和蛇这两个生肖年时，人们还是要
企盼当年风调雨顺，五谷丰收，给这两种
动物以吉祥的定位，如鼠年的“五子登
科”图，蛇年的“白蛇与许仙”图等，都以
美好寓意和象征作为创作的依据，并作
为传统剪纸得以流传下来。美好、美感
永远是艺术的灵魂，俗语“剪花要吉祥，
才会受赞扬”即由此而生。

生肖剪纸大都为单色(也有染色和
套色)，多用大红纸剪出生肖图，衬在白
纸上，最易产生明朗、强烈的对比效果。
而点、线、面又是单色装饰图案中最基本
的构成要素。生肖图最讲究的是造型和
装饰，因其构图中点、线、面的粗细、疏密
及平行、交叉等各种不同的纹饰，便产了
各样不同的美感和节奏韵律感。凡从事
剪纸创作者，每个人手中都会有好几种
式样各异的生肖图。所以，各种风格、各
种流派、百人百样的生肖图，不断推陈出
新，百看不厌。这也正是剪纸生肖文化，
能在庞大的剪纸艺术群芳中，永不凋谢
的主要原因所在。

郑邑旧事

巩义的巩姓今何在
阎兴业

巩义，原为巩县。秦始皇统一
六国，实行郡县制，始置巩县。春秋
时有一个姬姓小诸侯国叫巩伯国，
又叫巩伯邑，其都城旧址就在巩义
市洛水北岸的康北村。康北村现存
有一座红色阁楼，三层，高约十米，
村人称之为红阁，其实原名应为巩
王阁。阁上镶有石碣一方，其铭文
记载红阁仅是巩王庙的一座附属建
筑；巩王庙规模宏大，气势雄伟，面
南，俯瞰洛水，有山门、大殿和东、西
配殿等。早年，巩王庙香火颇盛，本
地百姓络绎不绝到庙里上香祈福，
外地巩姓也大老远跑来顶礼膜拜。
巩王庙当然要供奉巩王，而巩王又
是何方神圣呢？外地巩姓人为什么
前来朝拜呢？

巩王就是巩伯国的开国之君和
巩姓的得姓始祖巩简公。

春秋时，周王室有个同族卿士
名简，为伯爵，其封地在巩邑（今河
南省巩义市康店镇），称为巩简公，
又叫巩简伯。由此可以看出，周朝
之初就已有“巩”这个地名。周敬王
（公元前 519年—前 476年在位）时，
巩简公一度执掌朝政，是周敬王的
心腹大臣。鉴于周王室的历次内乱
大多因为贵族掌权而引起，他便大

量录用从各诸侯国来的贤士，而尽
量少用王族子弟为官。这项措施，
引起了王族子弟的不满。后来王子
朝作乱，杀掉了巩简公。没过多久，
春秋时期就结束了，进入了战国时
期。其后的巩伯国何人继位，又于
何时灭国，未见记载。巩简公的族
人及子孙们留居原封地，繁衍生息，
便以“巩”命氏，称巩氏。

因此，巩姓出自姬姓，是以地名
命姓的一个姓氏，其发祥地在巩义，
其后人尊奉巩简公为巩姓的得姓始
祖。

据《姓氏考略》所载，巩姓在原
居地开拓发展，人口大增，开始播迁
外地，其中一支到山阳郡（一说在今
山东省独山湖一带，一说在今江苏
省怀安县）形成望族，史称巩姓山阳
望。巩姓宗族楹联有“姓启巩邑，望
出山阳”，上联说姓源，下联指郡望。

其实，现在的巩姓，还有其他来
源。春秋时，有晋国大夫巩朔，他的后
代成了巩姓的一支。古代羌族姓氏中
有巩姓，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姓。
主要分布在陇西(今甘肃临洮)、金城
(今甘肃永清惶水南岸)二郡及其塞外
地区，其典型的代表人物有三国时期
曹魏政权的羌族酋长巩廉玉、巩廉至

等。另外，蒙古族、满族、锡伯族中都
有巩姓，分布于内蒙古、东北等地。

巩姓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古
老姓氏，在当今姓氏排行榜上名列第
223位，人口近50万。今山东、江苏、
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山西、内蒙
古、甘肃、云南、浙江、山西、北京等
省、市、自治区，均有巩氏族人分布。

历史上的巩姓名人，春秋时有
晋国上大夫巩朔，汉代有侍中巩
汲，宋代有著名学者巩庭芝、江西
招讨使巩信(与文天祥同时的抗元
名将，以身殉国)、大理寺丞巩嵘，
明代有航海家巩珍（随同郑和下西
洋，将 20 多个国家的见闻著成《西
洋番国志》），清代有著名学者巩建
丰等。现当代名人，有著名书画家
巩国安、影视演员巩俐、相声演员
巩汉林、法学专家巩献田、新闻摄
影师巩卫东等。

如今的巩义市还有没有巩姓人
呢？查 2007 年人口普查资料，巩义
80万人口637个姓氏中仍有巩姓，但
仅只 9 人。究竟巩姓人的大多数何
时何因离开了巩地，已无从稽考，就
像訾姓的姓源在回郭镇訾殿一带，而
巩境现在仅有訾姓156人一样，令人
遐思。

袁金水书法

戈洛霍维茨的冬天（油画） 刘 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