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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着他的语气流里流气的，
有些不善，不像是夸奖。小青年从
怀里掏出一枚玉佩，轻轻搁在玻璃
柜台上，拿无名指点了点：“哥们
儿我也是少年，咱们俩少年就不说
老话了。我姓药，叫药不然。你这
儿不是经营金石玉器么？哥们儿手
里有件东西，看你收不收？”

我心里咯噔一声，心想果然来
了。他这个举动，在古玩行当里有
个说法，叫做“斗口”。斗口这个词
本来是旗人玩鸟的术语，意思是斗
口不斗手，不玩真的。后来演变到
古玩行当，就成了卖主儿不是真的
要卖玩意儿，而是要考较收宝之人
的眼力。这种试探是明目张胆的，几
乎可以算是一种挑衅，一般只有卖主
儿跟收宝的有深仇大恨，成心要砸人
招牌，才会这么干。

可我跟他能有什么仇呢？估计是
这位老教授被削了面子，所以找来自
己的学生砸场子了。

药不然看我面
露 犹 豫 ，冷 笑 道 ：

“你要是不敢收，哥
们儿可就拿回去喂
狗了。”

我听他的话里
全是刺儿，知道今日
肯定不能善了，遂伸
出手去，也用无名指
点住那枚玉佩，挪到
柜台里侧，算是接下
来他这个斗口。

药不然拿来的
这块玉佩是童子持
莲 ，有 半 个 巴 掌 大
小，我扫了一眼，直接扔回给他：“您
自己收着吧。”

“哟呵，挺麻利啊。”
药不然有些愕然。他还以为我会

先拿放大镜看，再煮玉出灰，可没想
到我这么快就给扔回来了。他下巴一
抬，等着我继续说。要知道，斗口斗的
不是真假，而是为什么假，得说出门
道儿。

我客客气气告诉他：“您这块
玉，连新提油都算不上，只能叫个狗
打醋。”

提油是古代给玉器沁色的手法，
宋代叫老提油，明清叫新提油，近代
用来沁色的原料是狗血，狗血稠且
黑，所以又叫狗打醋，不值钱。

“你凭什么这么说？”
我耐心地拿起玉，指着那条鸡

血沁线道：“您看，凡是‘狗打醋’
的玉件，在沁边必有血疙瘩，细看边
缘，像一条草绳上系着几个绳结一
样，好认得很。”

药不然没想到我没费多大力气
就认出来了，连声道：“好，好，
果然有两下子。”

药不然从怀里掏出一块玉片，

扔给我。这片原玉不大，但却是货
真价实的和田籽玉，摸起来手感温
润，绵而不软。

“这玩意儿不值钱，哥们儿家里
藏着一万多块儿呢，你拿去玩儿
吧。”药不然说得轻描淡写，我不知
道他是真大方还是假大方，也不客
气，直接把玉片揣口袋里。这东西
卖出去，够付两个月房租了。

药不然见我急不可待地把玉收
走，面露鄙薄，轻佻地吹了声口
哨，又把“狗打醋”扔过来：“这
块也给你了，碰上冤大头，也能赚
一笔。”

我却照样给他扔了回去：“自
从我入了古董这一行以后，就给自
己立了一个规矩：绝不造假，也绝
不贩假。”

“行，行，算你正派。敢不敢跟
哥们儿再比一次？”

我笑道：“我可是还要做生意
呢，不敢和您在这里耗着。让我跟

一个来历不明的人莫
名其妙地赌斗，我可
没有兴趣。今天他来
斗口，明天您来挑
战，我这四悔斋也别
做买卖，改成虹口道
场算了。”

药不然在旁边
冷笑道：“那哥们
儿要是说‘明眼梅

花’呢？”

五脉门人的挑战

我第二次听到
这名字，悚然一惊，

瞪着药不然。药不然道：“咱们就
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刘局把你们许
家的事，跟我们四脉都说了，所以
哥们儿跑来看个究竟，看看这失传
许久的许家，到底有什么能耐。”

原来这家伙是五脉的子弟。
“刘局知道这事么？”我谨慎地

问道。
“他这两天一直在跟中华鉴古研

究学会的几位理事开会，还没有个
结论呢。这当了国家干部的人，就
是喜欢开会说废话！其实有什么好
讨论的，五脉从来都是在手艺上见
真章儿，较量一番，不就全明白
了？”药不然不屑地挥了挥手。

郑教授道：“小许，许家已经
沉寂这么多年，突然又重新现身，
势必引起许多人的关注。不说别
的，就是药不然的背后，都站着不
少大人物。你若是退缩，只怕以后
这种事情会层出不穷。”

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鬼迷心
窍去破解那个茶阵。现在可好，捅
了一个大马蜂窝。我一向
自诩谨慎，可还是没有勘
破这名利心。 6

可是，她也万万不能同意浦诚忠
去陪那个女人还有他们的儿子。

秋棠在一家制药公司当技术员，
这天上午，她几次打翻了药瓶，失手
将玻璃器皿掉到地上，自己还摔倒了
一次，问她怎么回事，她只是摇头，只
是抱歉，再问，眼泪就流了下来。她
的上司不得不要求她回去休息一下。

她不知道怎么把车开回来的，
进了家，空荡荡一片死寂，秋棠倒
在沙发上号啕大哭起来。

昏昏沉沉中，电话铃声尖锐地
响起，秋棠睁开眼睛，扶着墙慢慢
走到厨房，拿起了电话话筒，里面
传出了晓华活泼的声音，像一缕阳
光照进秋棠荒涩黑暗的心中，将她
拉回到光明里来。

千难万难，千痛万痛，不能影
响到女儿，这是秋棠存在心中的一
点清明。

她捂住话筒，使劲咳嗽两声，
让声音恢复正常。

晓华叽里呱啦
地倒豆子一样讲她
在学校的经历，然
后问道：“妈你这
两天怎么都没给我
打电话，你和爸都
好吧？”

秋棠说：“我
们都挺好的，没什
么 事 。” 说 着 ， 眼
泪已经忍不住地流
了下来。晓华在那
边 听 出 一 点 端 倪 ，
问道：“妈你怎么
了？”

秋棠压住哽咽：“没事，想
你想的，你不在家，这个家就不像
家了。”

女儿笑道：“这才几天啊，我
感恩节就回去看你们。”

第 二 天 醒 来 ， 秋 棠 躺 在 床
上，不知道自己起床要干什么。她
原来每天一大早要起来给浦诚忠做
早饭的。

今天，他在另一个女人家里吃
早饭。

一个念头浮上秋棠的心头，何
不去看看他们在干什么。

有 了 目 标 ， 秋 棠 爬 起 来 梳
洗，喝了半杯牛奶，拿起钥匙走出
了家门。

在浦诚忠的实验室里有个女实
验员也是中国人，秋棠和她相熟
些，在浦诚忠和她摊牌之后，为了
解叶霓的底细及这件事的前因后
果，秋棠在电话里和实验员长谈
过，并从她那儿要来了叶霓的电话
和住址。

秋棠根据地址找到了叶霓居住
的公寓，把车停在道边，远远地望
着那扇紧闭着的门，心中突然茫然
起来。自己这是在干什么？

正在茫然不知所措之际，她看

到浦诚忠和叶霓领着一个小男孩出
来了。浦诚忠牵着孩子的手，三个
人走到浦诚忠的车旁，上了车。

车子慢慢驶出车道，向小区外
面驶去。

秋棠也把车打着了火，老远地
跟在后面。

到了一个社区公园，浦诚忠和
叶霓领着孩子来到儿童游乐场，让
孩子去攀爬玩耍。

秋棠把车停在路边，她远远地
躲在树后，看到叶霓亲昵地挽着浦
诚忠的胳膊，一边看着孩子一边扭
头说笑着什么，他们就像一对正常
的夫妻，周末带孩子到公园玩一样。

可秋棠知道他们不正常，他们
不是一家人。

恍惚间，秋棠好像看到了年轻
的自己，和浦诚忠一起领着女儿在
公园里玩耍嬉戏，那个秋千上的小
孩变成了女儿晓华，晃着两个冲天

辫 在 秋 千 上 娇 笑
着 ， 喊 着 ： “ 爸
爸，再高一点，再
高一点……”

那个男人是自
己的丈夫，是晓华
的爸爸！

她 闭 了 闭 眼
睛，再睁开时，泪
如 泉 涌 ， 在 这 一
刻，她才真正了解
了什么叫嫉妒，什
么叫痛苦，什么叫
伤心，什么叫心碎
欲绝！

胃又开始剧烈地疼了起来，她
蹲在那里，用拳头紧紧地顶着胃，
头垂着，头发披散下来，那样痛苦
又无助。

一个遛狗的女人经过，发现她
的异状，走近前来问：“你还好
吧？需不需要帮忙？”

秋棠抬起头来，向那个好心的
路人摇摇头，摇摇晃晃走回到停车
处。她咬着牙把车开回了家，进了
门就直奔厨房，找到两片止疼药吞
了下去，然后扑倒在沙发上。可是
止疼药并没有让她的痛苦消减半
分，她依然觉得痛不欲生。

晚上十点多钟，秋棠正辗转反
侧间，听见车库门响，心里忽然就
踏实了下来。她不禁苦笑起来，自
己怎么就到了这步田地?

浦诚忠走进厨房，看到桌子上
摆的几盘自己喜欢的饭菜，原封未
动。他定在那里，长叹出一口气。

原以为把事情跟秋棠挑明了，不
再遮遮掩掩，自己的日子会好过一
些，没想到两边都难以摆平，自己两
边不是人。

秋棠从卧室出来，看他
盯着桌上的饭菜，问道：“要不
要吃一点？” 6

连连 载载

散文

说不尽的庄子
宋子牛

秋山流丹，雁阵南翔，霜露渐重的晚秋时
节，有庄子故里之行。

旷世哲人庄子安息在豫东平原、黄河之
滨的民权县一个偏僻乡村。我们和海内外赶
来的庄氏族人一起，向庄周陵焚香献花，行礼
如仪。

游走于青松翠柏环伺的陵园内，读着来
此膜拜的名家诗联，不禁思接千载，神逸八
方，在历史的时空中穿越。

作为哲学家，庄子的思想博大精深，其核心
或灵魂，也许是“逍遥游”，即追求心灵的放飞与
自由。《庄子·天下》中说，“判天地之美，析万物
之理，察古人之全”。这种“仰望星空”的探究与
思辨，是何等的豪迈与雄奇，何等的视野与襟
怀！庄子还说：“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
者，谓之天乐。”他对“天人合一”、众生和谐伟大
命题的诠释，很豪气，很超拔，很高远。

庄子在“秋水”篇中写了不少有趣的故事。
他钓鱼与姜太公不同。老先生安坐濮水，既不
为“钓人”，也不为“钓誉”，为的是“得鱼忘筌”般
的快乐。正是这种恬淡心境、潇洒人生，使他对
天地之道有了特殊颖悟。那次关于“鱼之乐”与
惠子的辩论，轻松中透着智慧和机趣，至今为人
乐道。他们还经常就“山与泽平”、“卵有毛”、

“鸡三足”、“火不热”、“矩不方”、“白狗黑”等，进
行驳诘研讨。话题看似悖论，实则彰显了哲人
们思想气象的无羁、奔放与阔大。

许是机缘巧合，恰有几只黄花黑蝴蝶在
陵园花丛上飞舞。这让我想起庄周“梦蝶”的
故事。他老人家与蝴蝶互易的奇特梦境，自
然是文学的意象，但却深寓哲理在焉。它释
放的精神向度有自由自在，有事物转化，有爱
情隐喻，还有几许禅意。庄周看似迷失了自
我，实则玄妙无穷，发人深省。

“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句出
《庄子·天下篇》。一尺长的木棍，今天取它的
一半，明天取一半的一半，后天再取剩下一半
的一半，如此取下去，总有一半留下，所以“万
世不竭”。这简单的事例，论证的却是有限和

无限的辩证思想。毛泽东在一次哲学谈话
中，提到物体的无限可分时，就举此例说，“这
是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
没有科学了。”庄子塑像耸立在蓝天白云下，
长髯飘拂，衣袂凌风，那深邃的目光，正凝神
视天际。塑像四围的级级玉石栏板，没有花
卉人物、云龙图案，倒是刻着一个个人们耳熟
能详的成语，诸如碧血丹心、沉鱼落雁、踌躇
满志、大而无当、大方之家、扶摇直上、鬼斧神
工、庖丁解牛、鹏程万里、螳臂当车、吐故纳
新、望洋兴叹、邯郸学步、一日千里 、大惑不
解、栩栩如生、相濡以沫、初生牛犊不怕虎，等
等，有215个之多，全都源自于《庄子》，也早被

《中国成语大辞典》收入。庄子作为非凡的语
言大师，诸子中恐罕有比肩者。

身居陋巷，一贫如洗，“衣大布而补之”，
时而散步于濠，时而垂钓于濮，在平均寿命不
到50岁的先秦，庄子却活了84岁。这位高标
独树的智慧老人，“思之无涯，言之滑稽，心灵
无羁绊”，“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极具浪漫个
性。他有过显达的机会，但却断然拒绝了高
官轩冕，只做了个漆园小吏。但他的游于物
外的自由观、淡泊名利的人生观，却发散出恒
久的浩然正气。

庄子的思想对现代人尤具启迪意义。物
欲横流、浮华奢靡，他是厌恶并扬弃的。他强
调生活的质朴，倡导个性的张扬，否定神鬼的
权威，内心世界永远无忧无虑，自由自在，汪
洋恣肆。隐于江湖，息影田园，看似“清静无
为”的他，其实并非真的消极避世，内心深处
一样有着体恤民生的悲悯情怀。

一抹林园，无限风光。“读罢南华锦绣文，
焚香肃拜庄周坟，贤愚自古皆归土，谁似先生
百世闻！”表达了人们对这位圣贤的仰慕之情。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风流总被雨打风
吹去，而永不湮灭的是文心，是思想、是纪
念。一部《庄子》，闪耀着一代文哲的智慧之
光。仰望庄子的星空，让人愉悦、痴迷、神往，
那里有撷取不尽的思想魂宝。

中原收藏

许钧扇面书法
许钧（1878—1959）字平石，号子猷，又称一散居

士、凝一居士等。河南开封人。1897年中秀才，以“案
首”进学，纳优“贡生”，名杨汴京。1912年当选伪省议
员，曾任教于河南淮阳学堂兼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1936 年任开封修志馆馆长。1948 年居北京，1939 年
受聘为开封文史馆馆长。许钧多才多艺，于诗文、历
史、金石、考据、书画、古玩鉴赏等都有很深的造诣。
尤其书法，魏碑为主，骨气铮铮，洒脱自然。特别是大
字榜书，起笔惊天地，落笔扫千里，大气凛凛，庄重威
严。此扇书，篇幅不大，用笔沉实，结体宽博，既灵动
雅致，又质朴端庄，字字珠玑，赏心悦目。读之作品，
那一笔一画微妙的穿插与揖让、那细腻的笔法横竖与
转折，显然是出类拔萃。不愧被誉为“中原一支笔”。

王顺喜供稿

新书架

《神奇的桂林鸡血玉》
桂 师

中国玉的传统分类中，本来没有赤玉一
类，公认存在白、青、碧、黄、墨五色。但古代
典籍中却经常提到“赤玉”的存在。据专家考
证，东汉以前的相关典籍中提到的“赤玉”，是

“玛瑙”，“玛瑙”这个名称是在佛教传入中国
之后才出现并取代了“赤玉”的称法。

2006 年，广西桂林龙胜县出土了一种新
的玉石，即古板块缝合带深海底火山沉积变
质产物，以鸡血红为主色调，被命名为“桂林
鸡血玉”。中国宝玉石检测中心鉴定了桂林
鸡血玉的构成、密度、硬度，因而区分了现有
的“鸡血石”与“桂林鸡血玉”。

《神奇的桂林鸡血玉》一书，对桂林鸡血

玉的“神奇”之处做了细致的分析介绍。鸡血
玉的基质（地子），包括黑色、黄色与白色，因
而可以分为黑地鸡血玉、黄地鸡血玉和白地
鸡血玉。由于色相与明度的不同，可将桂林
鸡血玉分为血红、橙红、曙红、水红、紫红、褐
红几类，以血红为尊。再按照血色形态来评
鉴，又有片红、团红、点红等之分。鸡血玉多
以复色、多色组成，根据这样的色彩组合，最
终经打磨的鸡血玉呈现出“刘关张”、“福禄
寿”、“五福”、“多彩虹”等类型。

《神奇的桂林鸡血玉》一书以彩色照片及
配文、相关说明组成，收入了大量的、门类齐
全的鸡血玉照片，极富品读、收藏价值。

文史杂谈

我国古代的图学
夏 吟

我国是具有丰富图学传统的国家，而工程图学则是古代
科学技术宝库中独具特色的一支，它是现代工程图学的基础，
也为未来工程图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中国图学绵亘数千
年，其成就之盛，状若汪洋。

早在《周易》中已有“制器者尚其象”的记载，就是说在制
造器物时，必须按照一定形状或图像制作。而《周礼》中，对图
的论述更加丰富。如图的认识功能、图的重要性，图在管理国
家政权中的地位等等。

汉代的刘徽在注《九章算术》中提出：“析理以辞，解体用
图”的研究方法，认为文字与图形并用才能更好地解决数学中
的问题，才能达到“庶亦约而能周，通而不黩，览之者思过半
矣”目的。晋人裴秀在《禹贡地域图·序》中说：“图书之设，由
来之矣。自古重象立制，而赖其用。”指出若图样“不设分率，
又不考证准望”，“虽有粗形”，“不可依据”。所谓“分率”，就是
今天的比例尺，“准望”就是方位坐标。

宋人郑樵在《通志》中认为“图谱之作，不可偏废”，没有图
谱，或人们不识图谱之学，就会严重地阻碍学术的进步。这个
理论为后世图学发展和图谱专著奠定了思想基础。此后就出
现了大量的有图谱之作的科技专著。

制图比例尺的使用，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汉代《周髀算
经》中记载：“以丈为尺，以尺为寸，以寸为分”的作图比例。宋
人李诫编纂的《营造法式》中又提出“举折之制，先以尺为丈，
以寸为尺，以分为寸，以厘为分，以毫为厘，侧画所建之屋于平
正壁上。”比例尺的应用，是工程图样精确化的标志。

南朝宗炳的《山水画序》中提出了近大远小的原理和投影
面的概念：“今张素绡以远映，昆阆之形，可围于方寸之间。”宗
炳的论述与现代透视投影原理相似，当为第三角画法理论的
先导。中山王墓出土的战国时期的“兆域图”就是一幅用正投
影法制成的建筑工程规划平面图，也是世界上罕见的早期工
程图。

中国古代的图学，是世界图学史上仅见的，不仅在机械制
图、建筑制图、考古制图方面，而且在工程制图的技术标准方
面，中国古代图学都已成为古代科学技术赖以发展的技术体
系。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说：“中国古代的工程图样是历史上
一个里程碑。”他指出：“在中世纪这整整一千年中，当欧洲人
对科学的制图学还一无所知的时候，中国人却正在稳步地发
展着他们自己的制图传统。”

掌故

唐图
王道清

何谓“唐图”？“唐图”是外国人给中国的早期玩具——七
巧板取的名称。七巧板是一种由七块板组成的拼图玩具。
它起源于我国古代的一种错综复杂的分合案几。宋代黄长
睿曾撰有《燕几图》，这种案几原是供宾客娱乐的，后来逐渐
演变成了一种小玩具。到清代，我国有人撰写了专门研究七
巧板的著作，并随图传到国外，很快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尤其
是上层人士喜爱的玩具。据说拿破仑在著名的滑铁卢战役
失败后，被流放荒岛时，还常常津津有味地摆弄这个为之解
忧的玩具。由于这个有趣的板块诞生在中国，因此，世界各
国几乎都不直呼它为“七巧板”，而称它为“唐图”——“中国
的图块”，即今天所谓的玩具。

郑州地理

燕庄村与毛主席
朱坤杰

燕庄村是金水区的一个著名历史村庄。
虽然该村早已变成了繁华的都市区，但是因
为该村曾被毛主席视察过，在郑州非常知名，
所以郑州人还是习惯用燕庄这个名字。

据传：明初，燕姓始祖由山西洪洞县移民
至此。其中一支后裔是皇宫一内卫侍臣，曾
在此购地置业，并建有当时郑州著名的燕家
花园。后来，因燕姓后人不知去向，花园荒
芜，其他姓氏陆续迁此安家落户，逐渐形成一
个村庄。因燕姓居住在先，遂取名燕庄。

由于郑州重要的战略位置，早在 1942 年
燕庄村东就建有郑州燕庄机场。当时，只有
一条南北方向长 300 多米的土质跑道。1950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该机场后，又重建了
一条长 1960米的混凝土跑道，1951年正式投
入使用。在新郑机场没启用前，一直是军民
合用。1954 年省政府从开封迁移至郑州，
1952 年开始征地建设，燕庄村成了省政府的
邻居，省政府通往第三招待所（现在的黄河迎
宾馆）的专用铁路线就通过该村。

1960 年 5 月 11 日，在时任河南省委书记
吴芝圃等人的陪同下，毛泽东主席视察了燕
庄麦田。由于这块麦地处在通风口上，并有
金水河、熊儿河的河水从两边流过，保证了
充足的水和阳光，长势非常好。一眼望去，
齐齐整整，令人心旷神怡。主席对燕庄大队
书记吴玉山说：“还是一麦一稻好。”半个小
时后毛主席离开。主席“一麦一稻”（收完麦
子种水稻）的指示，一直落实到最后一块田
地的消失。

1970 年 5 月 11 日，在毛主席视察燕庄十
周年之际，大队建起了“毛主席视察燕庄纪念
亭”，亭名由穆青先生题写。是日，各界人士，
数万人集会庆祝，表达了对主席的爱戴之情。

2002 年 5 月 11 日，在毛主席视察燕庄 42
周年之际，富裕起来的燕庄人，自愿捐款，重
建了该纪念亭。新亭高12.26米，寓意主席12
月 26 日生，宽 8.30 米，寓意主席寿 83 岁。现
在的纪念亭已经成为人们在重大纪念日纪念
毛主席的重要场所。

我和土地（油画） 罗贵荣

灵魂像风 布拉特 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