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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肉已经熟了，手台在呼唤。
回到车上的我，就再没有爬到

山顶帐篷那儿的愿望了。想想还得
爬 50 多米，才能到上面，便没了食
欲，即使是山珍海味，也不愿意冒着
高原反应去品尝，我还是决定省点
体能，该拼则拼，绝不拿生命当儿
戏，也不能给团队增加麻烦。

不一会儿，三毛回来，端着大
蒸汽锅，里面半锅汤，还有羊肉。

他说：“快，累死了；趁热吃，可
好吃了！”他摇着发酸的手腕，大口
地喘着气。

啊，从那么高的地方端下来这
么个大锅，太要命了。

这不是一份羊肉，而是好兄弟
的一份心意。

一掀开盖，足有半锅汤，我说：
“哎呀，汤倒掉些，那就轻巧多了。”

他说：“不行，汤没了，就凉了，
肉就不好吃了！”

苏东夹块肉，吧嗒两下嘴，说：

“膻了吧唧的，不好吃。”
我吃起来，觉得很是好吃，炖

得烂，原汁原味，特别鲜灵。
三毛说，什么调料也没放，只

放了大粒盐。
开锅时，队友们每人掏出一

把刀，一边割一边吃，有时嚼到沙
子，因为屋地上都是沙子，从河里
打的水也带沙子，有点牙碜完全是
正常的。

锅盖不平，藏民抓来牛粪就垫
到锅盖下。

大家看了相视而笑，觉得自己
也适应了一把藏民生活，吃起来格
外有氛围。

队友们以为再有一天就可以
走出无人区了，将自己多余的御寒
羽绒衣裤等都送给藏民，有的还将
自己喜爱的腰刀，送给藏民。这种
对贫困群体充满怜悯和同情之心、
乐善好施的义举，在美国是很普遍
的，在如今的中国也比比皆是，被称

为慈善事业。善有善报，因为他们
对世界的博爱，老天才赐予他们更
多的财富吧？

我这样说，没有什么理论根
据，看到身为老板的队友都是这么
做的，为了弘扬他们的善举，我必须
这样说，以便让更多的人都来做好
事，那样的世界是多么友善和谐啊。

藏民是很重情重义的，也懂得
投桃报李。朱纲捐助衣物最多，第
二天早起，朱纲脑袋一伸出帐篷，就
看到藏民站在那里等他，手里抱着
一个羊肉绊子，非要送给朱纲，望着
藏民真诚的眼睛，望着他冻得越发
黑紫的脸颊，谁能知道他抱着羊肉
绊子在这里呆呆地等待了多久？朱
纲无法推辞，他觉得拒绝的不是一
只羊，而是藏民的感情，用句时髦的
话，那就伤人家的自尊了。

朱纲想不到的是，接下来我们
陷车冰河，那天夜里，寒风刺骨，他
独自困在冰河的车中，想多一件御

寒的衣服，都没有。那夜他几乎冻
僵。但他不悔。当老天给予你常人
无法承受的苦难时，也会馈赠你一
些常人难以得到的体验。他会永远
记住住在海拔最高的无人区里的藏
民，也会记住与寒冷对抗中备受煎
熬的夜晚，对自己生命力的顽强感
到自豪。

触目惊心的一幕
10月25日上午9点，车队出发

没走多远，在一片冰河边停下。
这是多格错仁边缘地带的沼

泽漫滩。
透明的冰凌下，竟然有一头头

冻死的野牦牛、藏羚羊。
那牦牛头在河上，瞪着黑亮的

大眼睛，盯着什么，流露着一种不
甘；还有藏原羚，像漂亮的孩子一
样，那么白的屁股看得清清楚楚。

怎么会呢？怎么会是这样子
呢？我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这个场面，触目惊心。

这里曾经降临一场灾难，或者
是山洪漫过，或者是突降寒流，或者
是被饿狼追赶，这些可爱的野生动
物在突来的天灾人祸面前，曾经与
灾情抗争，曾经与风暴寒冷搏斗，曾
经与死亡拼个你死我活……

明年春天来的时候，这里的冰
河融化，这些生灵的尸体将顺这河
水不知道冲到哪里，这一幕又被冲
得无影无踪了，河水又在奔流，浪花
又在歌唱，一切复归美好。

可今天这一幕，我今生今世再
不会忘记。

在强大的自然面前，生命有多
少莫测？有多少不可预知？

我的多格错仁强错
从这里再翻山，是雪山，到了

山顶，我们再次惊呆了，这就是多格
错仁强错吗?

多格错仁强错东西长达 80 公
里，海拔 4800 米，汇入湖中的河流
众多。

真是太美了！世界上怎么会
有这么美丽的地方呢？昨晚怎么
不在这个湖边扎营？这是真的仙
境啊！

美在湖里，水是纯绿色的，哗
哗地向东流，走得很快，风吹着，水
波纹理清晰。

美在湖一圈的雪山。像白雪
公主带着一群小矮人拉着手站在湖
的一圈。

美在蓝天上有白云、有乌云。
早晨的阳光并不强烈，许多山上的
光线是游走变幻的。黑色的山一圈
是银色的光边，白色的山一圈是金
色的光边，太奇妙了。

苏东说：“这种美，怎么拍，也
不如看到的！”他的相机是顶级的，
可他对自己拍摄的片子还是不满
意，他说：“人的眼睛是最大的广角，
若眼睛是照相机，一眨巴，美景就跟
看到的一样，啪嗒啪嗒拍下来
多好！” 15

连连 载载

阅汉堂

汉代天马
张健莹

古代，看一个国家有没有实力，最重要
的是看这个国家有多少好马。

大汉建国之初，天子出行配不齐四匹
一样颜色的马，大臣更只有牛车出行，哪里
有什么天马？当时兵强马壮的匈奴对新兴
的汉朝虎视眈眈,时时侵扰，威胁很大。没
有马，汉高祖刘邦大受其辱。可是到了汉
武帝时期，你知军马有多少？据悉厩马四
十万匹，民间更有无数。这得力于文帝推
行“马复令”，其中有一条是养一匹军马可
免除三人兵役，这大大激发民间养马热情，
马匹很快繁盛起来，文景盛世也很快到
来。汉武帝更是雄才大略志存高远，不但
倡导民间养马，更不惜重兵重金折服邻国
大宛，获日行千里出汗如血的汗血宝马，他
称为天马。之后，对马的品种实行改良，天
马骏健骁勇如龙一般。汉朝得以富国强
兵，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

今天看到的汉画像砖上的马，更是追
求马的俊美，马的形象都是头小、腿细、蹄
大，颈粗、胸饱满、臀厚重。汉画像砖上几
乎所有的马都处在动态之中，或行进，或跳
跃，或飞腾，或跃跃欲试，或流连忘返，穷尽
了马的各种形态，表现了剽悍的战马雄
风，体现了汉代雄强的进取精神。

请欣赏这匹马。除了上述的特点外，
它是用阴线刻的方法，即用阴线勾画出马
的轮廓和细部形象，其余空间全是光面。
你看这匹马，线条多么粗犷准确，形象多么
逼真生动，再看整个画面，多么疏朗明快。

阴线刻手法只流行于河南洛阳。
天马是当时最剽悍的马。汉画像砖上

的马也应该是马最美的形象之一吧。

小小说

大耳
李培俊

见过大耳的人，都有些为他遗憾，拍
电视剧《三国演义》，导演太没眼光，咋没
选大耳饰演刘备一角呢？大耳从身坯到
长相，再到那双异于常人的耳朵，几乎就
是那位乱世枭雄刘皇叔再世。

大耳的耳朵虽没达到两耳垂肩的地
步，却也比常人大出一倍以上。大耳的
耳郭并不是很大，耳垂却长，足有两寸
多，厚实，透明，呈粉红颜色，加上那张胖
乎乎的圆脸，给人一种富贵之相。

大耳供职的单位是文化部门，图书
馆有个姑娘叫孙尚香。文化部门的人想
象力丰富，也善于创造，一个貌似两耳垂
肩的皇叔，一个取了东吴千金大号，这不
是天作之合吗？局办张姐一撮合，孙尚
香嗝都没打，一口应下了这门亲事。孙
尚香的妹妹说她姐，凭你那模样找谁不
行，偏偏找上大耳贼呢？孙尚香说，我还
就看上他那双耳朵了。妹妹吞一声笑
了，说，这可真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一
双扇风耳有啥好的？孙尚香没有回答。
孙尚香本来想回答的，话到嘴边又咽了
回去。大耳的耳朵特性感，肉乎乎的，见
了，就想含在嘴里咬上一口。面对 17 岁
的小姑娘，孙尚香能说这些吗？

婚后很长一段时间，孙尚香确实常
把大耳透明的耳垂含在嘴里的。

时间久了，孙尚香把大耳的耳垂从
小嘴里吐了出来。日子就是日子，柴米
油盐酱醋茶，光含耳垂远远不够。孙尚
香说，咱得买房子，老蹭娘家的房檐，心
里不是滋味。大耳就说，咱买。孙尚香
说，拿什么买？大耳说，这还用问，钱

呗。孙尚香把小手伸出来，一直伸到大
耳鼻子底下，说，拿来！这下大耳傻了，
两人所有的积蓄加起来，卫生间也买不
了一个。

于是，孙尚香开始数落大耳，不会挣
钱了，对家不上心了，只知道没心没肺地
玩了，等等，等等。大耳仍然笑着，胖脸
在灯光下有一种和谐平静的光芒。孙尚
香猛然煞住话头，说，你大耳什么都好，
就是听不得批评意见，一听心里就烦。
大耳说，没有啊老婆，我不笑着听嘛，我
不老老实实听嘛。孙尚香说，你老实个
屁，心里正骂我呢。大耳就想，这娘们神
了，怎么钻到我心里去了？

大耳有个习惯，听到不愿听的话，耳
垂便会猛地跳动几下，幅度相当大，或
者，大耳说了谎，耳垂也会跳几下。这便
把大耳内心的秘密暴露无遗。大耳不知
道，以为老婆真那么神通广大呢。

孙尚香说，没骂我你的耳垂抖个什
么劲？

大耳这才明白，一双大耳垂出卖

了他。
大耳是名牌大学出来的硕士，却得

不到提拔重用，像一块可有可无的抹布，
被塞进某个角落闲置。于是大耳便有虎
落平阳、龙困浅滩的感觉，哀叹怀才不
遇。棱角磨平了，磨光了，大耳把大部时
间用来搓麻将、喝小酒、斗地主。一天，
大耳几个哥们搓麻，直至凌晨 3 点方散。
回到家，孙尚香在客厅坐着，黑着脸问
他：加班加到这个时候？大耳说，有什么
办法，弄了个材料，领导今天早上要。孙
尚香冷冷一笑，说，大耳，你别跟我说材
料，说实话，到底干啥去了？大耳嘴犟，
说真是赶材料，我又没小三，我会干什
么。孙尚香一把提溜住大耳的耳朵，摇
摇，说，它说了，你没赶材料。大耳便叹
了口气，说，搓麻去了。孙尚香说，大耳，
我不是那种妻管严女人，我是不想让你
这么混日子，你是男人，男人是什么？是
家的脊梁，是支撑屋顶的柱子，你这么浑
浑噩噩，油瓶倒了不扶，日子还有法过
吗？

大耳默然不语，垂手侍立。孙尚香
叹了口气，说，睡去吧，补补觉。

大耳睡了，却没睡着，睁着两只眼，
一直睁到天明。

第二天，大耳买来一辆三轮车，购置
了平底锅、案板、擀面杖、面粉、青菜，大
耳说，老婆，下班咱卖烙馍卷菜去。

3 年后，大耳一家搬进 120 平方米的
新居。入住那天晚上，两口子坐在沙发
上看电视，看着看着，孙尚香头一歪伏到
大耳肩膀上，把耳垂含到了小嘴里。

随笔

波俏
王太生

夜读阅张岱的《桃庵梦忆》，里面有一段写乡贤
柳敬亭说书的：“柳麻貌奇丑，然其口角波俏，眼目
流利，衣服恬静。”

在扬州一带的方言中，“波俏”二字，是说女孩
子长得好看。柳敬亭，江湖人称“柳麻子”，张岱说
他“土木形骸”，又力挺他“波俏”，乍看这段文字，很
是让人忍俊不禁。

眼角生波，婉转流俏——女孩子的美，有江南
的烟水气。 因此，后来李敬泽评张岱平生所喜欢的
事情：“深深庭院，眼神波俏的丫鬟，繁花和少年，华
丽的衣裳，骏马奔跑的姿态，神奇的灯，烟花在幽蓝
的夜空中绽放……”不难想见，张岱在生活中是个
极富情趣，又容易陷入遐想的人。

《西厢记》里有崔莺莺“淡白梨花面，轻盈杨柳
腰”；《聊斋志异》里的狐仙小翠、莲香，调皮、天真。

清代徐震《美人谱》，以美女十条情态为标准：
容、韵、技、事、居、候、饰、助、馔、趣，像是为某个表
演系招生，或者电视台选秀。除了“帘内影、苍苔履
迹、倚栏待月、斜抱云和、歌余舞倦时、嫣然巧笑、临
去秋波一转”的韵致，这位美女鉴赏专家强调情趣，

“醉倚郎肩、兰汤画沐、枕边娇笑、眼色偷传、拈弹打
莺、微含醋意”，含有波俏之意。

我至今记得，若干年前跟随一个远房表舅，去
一个小镇寻找什么人。那个小镇很偏僻，就在离海
边滩涂不远的地方，轻叩小院木门，从里面应声闪
出一个年轻的女子，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顾盼生
辉。我至今不知道他们之间说些什么话，但那女子
的莞尔一笑，眼角生波，仍然留在记忆里。

波俏，还是杨柳青、桃花坞木刻年画上，大头
大眼睛的胖娃娃，藕段一样的胳膊、腿，怀抱一条
大鲤鱼，目色清纯。波俏的女子，在戴望舒的《雨
巷》中，有着丁香一样的愁结，撑着长柄油纸伞，消
失在细细密密的幽静深处。女孩子有着小心事，
静静地坐在树下才显得美。这与混沌尘世是两种
不同的颜色。

京戏中的刀马旦，翻转腾挪，身轻如燕，但最勾
人魂魄的，却是那眼角间的顾盼生辉。据说，以前剧
团里的女孩子，常对着笼中跳腾的画眉、水里穿梭的
小鱼练眼神，波俏的眼神，总是在不经意间流露。

李清照还是少女时，有一天早晨起来，在院子
里慵懒地荡秋千。见有人来，就只穿着袜子，顾不
及趿上鞋，落荒而逃，等到喘息稍稍平定，眼角四顾
打量，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倚门回首，却把青梅
嗅”。“波俏”，是装不来的，裙衫薄袖之间，尚未沾染
世俗之气。所以，一回首，一嗔一笑之间，是清晨草
尖上的露珠。

在一个广告恣肆、包装精致的年代，有时会有
这样的遐想：“波俏”，是九曲十八弯山峦间，漂来一
只竹筏上坐着的采茶女。茶，是刚从山中采摘下来
的新茶，露珠欲滴。这样的女子,不是选秀中的“超
女”，在她灿若春花的脸上，没有脂粉的痕迹，也没
有法国香水的味道，更没有美容院的白皙，她是大
山的真情流露，明眸皓齿，是大山的女儿；回眸一笑
是对乡土的眷恋，人与茶一样清新。

“波俏”是一种味道，清纯、古典的江南女儿气。

新书架

《巨人》
朱丽君

《巨人》对美国的帝国之路作了深刻独到的讲
解，作者的笔墨涉及美国自成立至今全部外事纷争，
并从各种角度——军事、经济、文化与政治——对美
国权力阶层作了深入分析。本书论点独到新颖、令
人信服，但又发人深省。在《巨人》中，作者认为美国
一直以来拒绝承认自己是一个帝国，同时在书中展
示了美国式帝国主义的致命后果。作者也探讨了对
美国霸权构成主要挑战的竞争者——欧盟与中国；
但也许最重要的是，本书对美国国内经济发展与其
外交事务间的内在关系作了出色分析，而这正是美
式帝国主义中最重要的两点。《巨人》对美国权力的
分析堪称同类书中的佼佼者，任何对美国感兴趣的
读者都应将本书列为其必读书目。

名人轶事

梁启超的婚事
鲍海英

国学大师梁启超自小聪明，17 岁参
加乡试成了举人。当时主持乡试的考
官、清末著名维新派人士李瑞棼，对梁启
超的才华极为赏识，当即请人做媒，将堂
妹李惠仙许配给了他。

1898年 6月，光绪皇帝下诏变法，参
与维新变法的梁启超，由此登上了中国
的政治舞台。然而，好景不长，百日变法
失败，康有为、梁启超匆匆逃亡日本，李
惠仙只得避居澳门。第二年秋天，梁启
超将家人接到了日本。

不久，28岁的梁启超应康有为之召，
前去美国檀香山办理保皇事宜，在那里
邂逅了美丽大方的何惠珍。当时，梁启
超在檀香山演讲。何惠珍为其担任翻
译，两人配合默契，演讲活动盛况空前。
此时，何惠珍对才华横溢的梁启超暗生
情愫，活动过后，向他表白了爱慕之情：

“今生今世，我之心唯有先生……”
“不行，我家中已经有妻子了。”梁启

超明确地拒绝了她。
初遭拒绝，何惠珍不仅没有气馁，反

而为梁启超的忠贞感到快慰。事后，为博
取梁启超的好感，她动员父亲为康、梁保
皇之事捐了一笔款，并托人设宴向梁启超
谈捐款事宜。席间，梁启超又一次见到何

惠珍。这次，何惠珍提出一个让梁启超心
惊的要求：“我情愿下嫁梁先生做小。”

晚上，回到寓所的梁启超心情久久
不能平静。他知道，何惠珍毕业于美国
名牌大学，她作出这样的决定，其痴情实
在令人感动。他们在事业上，确实可以
相互扶持，可是，他和妻子李惠仙这些年
来一直相濡以沫，感情深厚，怎能让妻子
伤心?为此，他异常苦闷。于是，他连夜
给身在日本的妻子写了一封信：“余归寓
后，愈益思念惠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
恋之念来，几乎不能自持……不知惠仙
闻此事将笑我乎，抑或恼我乎?”梁启超
心想，妻子接信后，定会生出一些醋意
来，大骂他一顿，这样，他发热的头脑也
好冷静一下。

很快，妻子回信了。梁启超打开信
后，愣住了，妻子给他寄来了《关雎》：“窈
窕淑女，君子好逑……”竟然乐意成全他
的婚事。李惠仙说：“我远在日本，不能
照顾，先生身边若有个情投意合的何小
姐照顾，岂不更好?”

梁启超在妻子的宽容面前惭愧万
分，将妻子的信转给何惠珍。何惠珍一
看，欣喜地笑了，说道：“惠仙姐贤德，我
就向她学习，我们就做先生身边的娥皇、

女英吧。”
梁启超却提笔为何惠珍写了一首

诗：“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与浏阳实创之
(“浏阳”指谭嗣同)。尊重公权割私爱，须
将身做后人师。”聪慧的何惠珍马上明白
了梁启超的意思，她眼泪汪汪地拿着梁
启超赠给她的一张自题诗词的小像，一
步三回头地离开了梁启超。

“惠珍是一位多才多情的好女子，可
惜……”梁启超叹了一口气，把何惠珍亲
手织的一把小扇寄给妻子，让其代为保
管。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想得到惠
珍的帮助，驰骋世界，但理想与现实的条
件，又万万不能……”

1924年 9月，李惠仙因病逝世，梁启
超身边少了一个理解、支持他的人，顿感
悲痛万分。痴心不改的何惠珍，听到李
惠仙病逝的消息，急忙找到梁启超，一面
劝慰其节哀，一面寻机重续秦晋。没想
到，梁启超以“年迈不想再婚”为由，第三
次婉拒了她。何惠珍心有不甘，多次上
门，梁启超都避而不见，万般无奈的何惠
珍只好挥泪告别……

梁实秋先生评价梁启超时曾说：梁
先生学问是第一，道德人品是第一，他是
名副其实的大师。

博古斋

唐诗在海外
陈永坤

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唐诗，不仅为海外
华人所喜爱，也为亚、欧、美各国人民所推崇和赞
赏。

日本是爱好和研究中国唐诗最早的国家。日
本京都东北部有一座诗仙堂，里面供奉着李白、杜
甫等36位中国古代诗人的肖像，并在像下附其较
为有名的诗1首。

德国著名作家汉斯贝特格早在 1905 年就
翻译了不少唐诗，后结集出版了《中国之笛》一
书，该书问世后，瑞典作家约格伦和奧地利作
曲家威伯恩均对唐代伟大诗人李白的作品发
生了浓厚兴趣，把他的名作《春夜洛阳闻笛》、

《春日醉起言志》、《静夜思》等谱成歌曲，广为
传唱。后来，德国音乐家弗兰肯斯特因还把诗
仙李白的故事，编写成歌剧《皇帝的诗人》在德
国上演。

1908年，奥地利著名作曲家马勒根据李白名
诗《悲歌行》、《釆莲曲》、《春日醉起言志》及王维、
孟浩然的两首《送别诗》，钱起的《效古秋夜长》等
创作了一部著名的交响乐套曲《大地之歌》。该套
曲于 1911 年在慕尼黑首演成功，震动了欧洲乐
坛。

在1983年的莫斯科之秋音乐会上，大型组歌
《四川悲歌》包括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无
家别》、《梦李白》等22首唐诗，受到观众与音乐界
人士的好评。

目前，欧洲许多国家都陆续翻译出版了各种
版本的唐诗。如匈牙利不少城市都有匈文译本

《唐诗三百首》、《杜甫诗选》、《李白诗选》、《白居易
诗选》等。俄罗斯等国还出版了研究唐诗的专著。

近十年来，美国相继出版了李白、杜甫、王维、
孟浩然、白居易、柳宗元、李商隐、杜牧等人的数十
部著作。美国还成立了全国性的唐诗研究会，举
办了李白等专题学术讨论会。

又是一年金凤开（国画） 杜应强

费新我 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