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次日我早早起了床，只好打算
坐最近的一班火车赶回首都。爱民
旅馆可以代买火车票，所以我把钱
交给服务员，然后坐在前台旁边的
沙发上，等着拿票，旅馆外头忽然传
来一阵喧哗。

我抬头一看，一个身穿红色夹
克衫的小个子连滚带爬地跑进来，
他年纪不大，脖子上还挂着一台相
机。在那小个子身后，还追着四五
个裸着上半身、下穿牛仔裤的长发
汉子。小个子脚下一不留神被拖布
绊倒在地，怀里滚出一样器物，掉在
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一听这响声，我耳朵陡然立了
起来。这声音我太熟悉了，是铜声，
而且是精铜！我朝地上扫了一眼，
发现那东西是一个铜索耳三足香
炉，不大，通体黝黑，看起来像是一
件古玩。

小个子看到香炉掉出来，神情
紧张，俯身把它捡起来，往怀里揣。
就在这一迟疑的当儿，那几个大汉
扑过来，恶狠狠地按住他肩膀，喝令
他把东西交出来。小个子拼命挣
扎：“我是记者，你们快放开我！”

那几个人大怒，狠狠踹了他两

脚：“记者算个屁！赶紧把偷的东西
还给我们！”

“这是我买的！”小个子大叫。
“我们不卖了！”为首的人从怀

里掏出一沓票子甩到地上，然后下
令去搜他的身。小个子梗着脖子趴
在地上，拼命护住那香炉：“你们卖
假货！这就是证据，不能给！”

“那可是正宗的宣三炉！”大汉
一本正经地说。我一听，“扑哧”一
声差点乐出声来了。

宣三炉是指在大明宣德三年炼
出来的铜器。当时宣德皇帝亲自监
督，从暹罗进口铜料，前后精炼十二
遍，质地极纯。这些铜一共炼成三
千件铜器，再也没有多的了，收藏者
谓之“宣三炉”。

小个子在地上大喊：“他们是在
撒谎！他们卖的是假货，我买来当
证据去曝光，他们就想给抢回去。”

我点点头。其实刚才我一听那
响动，就知道这玩意儿真不了。真
的宣德炉，铜质均匀，铜声恢宏大
气，赝品往往声音发闷。而且正经
的宣德炉，表皮黯淡，收敛在内，如
同炉中有火光而不冒。

我笑道：“您这尊宣三炉，宝光

不是很足啊，拿出来可有点烫手。”
为首的还嘴硬：“我们这可是真

品，专家鉴定过的。”
“好，你们既然说他偷了宣三

炉，这东西的价值够得上立案了。
要不这样，咱们去派出所去报案，你
看如何？”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杂乱的脚
步声，三四个警察冲了进来。警察
一见屋里这阵势，如临大敌，连忙掏
出枪来，喝令不许动。

“刚才是谁报的警？”带队的警
官放下枪，环顾四周。

“是我。”我从怀里拿出我那只
摩托罗拉3200大哥大。

警察把我们几个全带去了附近
的派出所。做笔录的时候我才知
道，那个小个子记者叫钟爱华，二十
出头，刚毕业参加工作不久，在当地
晚报负责文化版面。他最近有个选
题，调查郑州市文物市场状况，顺藤
摸瓜摸到一家黑店，打算买一件赝
品当证据做曝光，结果不慎被对方
发现，一路追到此处。

那伙人涉嫌人身伤害、非法禁
锢和诈骗，直接被收押了，我和钟爱
华被盘问了几句以后就放了出来。

钟爱华一把抓住我胳膊，非要请我
吃饭道谢。我本想拒绝，但架不住
他生拉硬拽。

钟爱华见我答应，高兴得不得
了，说我带您去吃羊肉烩面，我知道
一家特别好吃的！

他带着我七转八拐，来到一处
小店，叫刘记羊肉烩面。

8 .老朝奉的手段
我们坐下来，一会儿工夫就端

上来两个白瓷大碗，热气腾腾的红
油汤面浮着几丝香菜。于是我也不
客气，低下头稀里呼噜吃了起来。
直到把里头面筋捞干净，汤喝光，我
才抬起头来，满意地打了个饱嗝。
对面钟爱华也吃得差不多了，一嘴
都是羊油，一脸难为情地掏出手帕
擦了擦。

“你上午干吗那么冲动？”我问他。
“我做这个选题，就是打算好好

曝光一下现在的赝品乱象。现在多
乱啊，假货遍地都是，不曝光的话，
恐怕会有更多人上当。”

钟爱华忽然盯着我的脸，一脸狐
疑：“您知道明眼梅花不？”钟爱华问。

我嘴里“咯吱”一声，把舌头给
咬了。

明眼梅花是五脉的别称，古
董界知道这词的人都不多，一个刚
毕业的郑州记者怎么能一口叫出
这名字？

这什么情况？我心中升起一团
疑惑。

“那是个老词儿了，你知道的还
不少嘛。”我反套了一句，仔细盯着
他的脸。钟爱华大为得意，眉飞色
舞地晃着筷子：“为了做这个古董市
场现状的选题，我着实去查了不少
资料呢——前一阵有个玉佛头事件
你听过吧？据说在玉佛头的背后，
就是明眼梅花。人家一共有五脉传
承，现在改名叫中华鉴古研究学会，
在首都管着古董鉴定。你想想，五
大家族专注打假几百年，往那一坐，
就是泰山北斗，说真就真，说假就
假，多牛逼呀！”

“你好像很崇拜他们？”我饶有
兴趣地问道。

说到这里他整个人突然僵住
了，眼睛瞪得溜圆，手指颤巍巍地指
向我：“你……你……你？”

“我怎么了？”
“我想起来了，你是……那个许

一城的孙子，敲佛头的许愿！”钟爱
华的嘴唇开始哆嗦。

我心想我什么时候多了这么个
绰号，当下点了点头。

“您来郑州，一定是和古董鉴定
有关系吧？是不是又有惊天大案等
着破？”钟爱华一脸期待地问，然后

还没等我回答，又自己敲了敲头，自
嘲说，“对啦，这都是机密，怎么能跟
我一个小记者讲呢。”

我看着钟爱华，心里突然冒出
一个想法。

看得出，这家伙对古董行业很
有感情。他是本地人，又要做郑州
文物市场的专题报道，手里一定有
不少关于造假的资料。从他那里，
说不定可以挖到一点关于老朝奉的
资料。

于是我让他冷静一点，一脸严
肃地开口道：“我来郑州，确实有件
事想查清楚。要不你听听，帮我参
详一下。”于是我把阎山川家的事情
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当然，我隐
去了老朝奉的名字，只说追查到一
条制假贩假的线索。我问他：“你觉
得这信，是如何送进阎山川家的？”

钟爱华这会儿已经稍微恢复了
点冷静，听我说完，他陷入沉思，过
了许久，说道：“许老师，我想明白
了。”

“哦？”
“大眼贼告诉您的地址，

应该没错；阎山川对此毫不
知情，也没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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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都志斋千唐魂
吴建国

穿过一条幽深的林荫道，推开厚重
的大门，一座历经百年风雨、占地百亩
的大型园林——“蛰庐”展现在我们面
前。花园主人乃著名的辛亥元老、北洋
略威上将军张钫先生。“蛰庐”因收藏千
余方唐人墓志而闻名于世，章太炎先生
以古篆题额“千志唐斋”。

张钫，字伯英，新安县铁门镇人，孙
中山发动护法运动时，张钫任陕西靖国
军副总司令。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第
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馆副馆
长，毛泽东曾赞他“中原老军事家”。

千唐志斋是中国唯一一座墓志铭
博物馆。张钫先生酷爱金石字画，1931
年起，他在公务之余开始广泛搜集散落
各处的墓志石刻、碑碣和石雕，陆续不
辞辛苦运至故里，还将平生收藏的名人
翰墨请人刻石存于“蛰庐”之内，为国家
保存了一大批珍贵文物。为安全起见，
1933年他在“蛰庐”西北角修建十五孔
窑洞、三大天井及廊道，请来大批工匠
将这批墓志石刻一一镶嵌于里外墙壁

之上，使其得到永久妥善保存。
“蛰庐”共镶嵌墓志、碑碣 1419件，

仅唐代墓志就占 1191 件，“千唐志斋”
由此得名。笔者躬身细细观看，发现
自唐代首个年号“武德”到最后的

“天佑”，囊括了全唐各个年代，记载
了武则天改元、安史之乱等诸多重大
历史事件。墓主身份既有皇亲贵戚、
相国太尉，也有处士名流、宫娥才
女，甚至有外国人。因为兼有证史、
补史和纠史的功能，为研究唐代社会
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难怪“蛰
庐”被史学界赞为“石刻唐书”。

庐内所藏的历代字画石刻也不乏
稀有珍品，令观者尽享翰墨艺术之
美，倍感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大家
对汉武帝梦景图浮雕、武则天造文字和
北宋米芾、明代董其昌及清代王铎、刘
镛所书的行草对联、条幅、中堂赞不绝
口。一块刻有郑板桥风、雨、阴、晴竹姿
四态的屏扇和名曰“醒”竹的单条石刻，
以及光绪皇帝引见官王纯谦指画兰草

更是令人趋之若鹜，还有于右任、蒋
介石等人的遗墨石刻，堪称精彩纷呈。

人文遗存犹如发酵的酒，年代愈
久远愈挥发出醉人的馨香，千唐志斋
就是这样。走在布满石刻的幽暗窑洞
中，令人深感一种凝重的历史沧桑感，
生出“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的感
谓。那些曾经演绎的故事穿越时空隧
道，向今人诉说它们曾经的辉煌或悲
壮。仿佛见到一千多年前的志主们“带
甲百万，车千乘，跨千匹马”夹风而来的
磅礴气势，令人坠入思古之幽情。洛
阳因其历史的久远而深邃，“蛰庐”
则因藏宝而弥足珍贵，一如唐代诗人
卢照邻的名句：“昔时金阶白玉堂，
即今唯见青松在”。

古斋古志何灿然，名人名园亦生
辉。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步出“蛰
庐”，我们一行仍觉意犹未尽，“石刻唐
书”将穿越千年的人文景观再现今人面
前，让后人与智慧的祖先和文化大师对
话，使我们以史为鉴、感悟过去、启迪未
来，端的是不虚此行。归途中，一位老
作家吟出苏东坡的“大江东去，浪淘
尽，千古风流人物……”秋风中，再
次回望古树掩映下的灰色石屋，我忽
然想起英国教育家史蒂芬·斯宾德经典
之语：“历史好比一艘船，装载着现代
人的记忆驶往来……”

眼睛多彩多彩

茶的倾诉
陈孝荣

杂俎绿城绿城

孔子曾有一句“三思而行”的名言。意思是
教育人们，无论是做什么事情，都不要盲目行事，应
当三思而后行才是。是哪三思，他没有细说，但是，
按照常情常规理解，应该进行这样的思考：一、这事
该不该做？二、做这事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三、做
这事是对于自己有利还是对于大家有利？凡是应
该做的、正确的、对于大家有利的事，就应该认真地
做好。否则，就不能够去做。这不无道理。

然而，我以为，做人仅有“三思而行”还不够，还
应当坚持“三思而说”才完整些。尤其是在信息传播
极为迅速、网络普及现代化的今天，在人与人之间进
行交际的时候，相互的说话更不能不假思索、信口开
河。不然，就很可能会造成无中生有、以讹传讹、蛊
惑人心的不良影响。轻则，很容易使大伙儿造成误
会，影响和睦如亲的关系；重则，会给大家造成恐惧
感，思想情绪不稳定，或者影响工作和生活。

那么，我们提倡“三思而说”，应当坚持哪三思
呢？

坚持实事求是地说话。事情有就是有，没有
就是没有，不能把有说成没有，也不能将没有说成
有。既不能把小事情说成大事情，也不能将大事
情说成小事情。既不能把尚没有发生的事情说成
已经发生的事情，也不能将过时的事情说成现在
的事情，更不能把希望将来做的事情说成现在必
须干的事情。事情有利有弊的，不能光说有利的
一面，还要讲有弊的一面，既不能以利掩盖其
弊，也不能以弊掩盖其利。一就是一、二就是
二，不修饰、不打扮，直抒胸臆、直言其是。

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地说话。对任
何事情，都应当坚持客观性、公正性、全面性和
准确性，绝不能添枝加叶，添油加醋，恣意忘
形，更不能无中生有，随便捏造，或妄加猜测。
对于事关全局的问题，不能说成是局部的问题；
是局部发生的事情，也不能说成是全局发生的事
情。譬如，局部地区某个单位几个人之间发生了
打架斗殴的事情，就坚决不能说成是局部地区发
生了大范围的恐怖事件进行传播。是某个人自身
产生了思想问题，或是对于某个领导人有意见
的，决不能说成是某个单位或某个地区发生了思
想混乱的现象，然后，不经过调查，或仅凭道听
途说，就拿到网上大肆渲染。这样做，无疑是煽
风点火，制造事端。不顾客观、公正、全面、准
确随便地说话，说你是不负责任事小，实乃是丧
失原则和立场、恶意攻击、对于现实社会不满的
表现与行为，理当受到指责。

坚持说短话、说有用的话。说短话和说有用
的话，这两者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出发点和利
益是一致的，不是对立的，更不是相背的。对于
语言的作用，自古就有两种认识和态度：一是说

“一言兴邦”，一是说“空谈误国”。或许有人说这
两句话是矛盾的，其实不然。它告诉人们，提倡
说短话，不提倡说长话，反对说空话、套话、废
话。为什么说短话好？因为短话，言简意赅，一
语中的，节约时间，容易记，听得懂，最管用。
体现的是一种思想和能力素质，反映的是一种境
界和精神。所以，把话说短，是一种本事和能
耐。而说长话，说空话，说套话，说废话呢，不仅
难以突出重点和主题，而且啰啰嗦嗦，夸夸其谈，既
浪费时间，不容易记得住，又难以听得懂，更没有什
么意义和作用。对此，毛泽东主席称之为：“赖老婆
娘的裹脚，又臭又长”；而鲁迅讲得更加地严厉：“无
异于谋财害命！”有话则短，无话则免，方为上策。

我时常惊叹于唐代诗人痴于菊花
的深情和大爱，也陶醉于他们吟诗菊花
的恣意和潇洒。我相信，唐诗原野上的
菊花，寄寓着诗人的情怀向往悲欢离
合，也浸透着诗人的千年风神浪漫思
想。

在唐诗里，诗人与菊，实为身魂合
一之相融。吴履垒的《菊花》写道：“粲
粲黄金裙，亭亭白玉肤。极知时好异，
似与岁寒俱。堕地良不忍，抱技宁自
枯。”此菊已非菊。清秀岁寒，西风不
落，宁愿抱枝自枯也决不堕于世俗，是
为诗人心智品德之写照。“移家虽带郭，
野径入桑麻。近种篱边菊，秋天未著
花。扣门无犬吠，欲去问西家。报道山
中去，归时每日斜。”（皎然）此为幽人高
士之菊。居宅四周，秋菊满目，向野怒
放，足见心之素简，性之淡雅。诗人那
挥手尘嚣痴恋山水之情，诗人那栖身世
外特立独行之致，凸现着高人逸士的襟
怀与风度。

菊花是诗人情感的载体。在诗人
笔下，常有承载心怀感伤之奇葩。无限
青山行已尽，回看忽觉远离家。逢高欲
饮重阳酒，山菊今朝未有花。（张籍）别
家异乡，欲饮无花，故难能登高赏菊佩
茱萸。在安史之乱之际，这当是诗人的
悲惨之花吧，含有多少感伤和无奈、怅
然和凄怆。“强欲登高去，无人送酒来。

遥怜故园菊，应傍战场开。”（岑参）诗人
历经战乱，漂泊辗转，虽想借重阳登高，
饮酒赏菊，以寄思乡之情，但回望长安，
是满目战火纷飞，淤血涂地，断壁残垣，
灼灼菊花也被乱军践踏得凋零落败。
诗人怜菊感伤中，赋蕴多少离乱苦恨，
难言悲痛。杜甫有“丛菊两天他日泪，
孤舟一系故园心”，这菊花之上，露珠成
泪，饱含着诗人无限的感伤。身在天
涯，心系故园，家事国事两相融，思念尽
在不言中。

唐诗里的菊花，在景换情移中，灿
烂着诗人的情操。那素洁优雅，芳香四
溢，那置身乡野，毫无自馁，那君子之
德，隐士之风，壮士之志……激荡诗人
情思，蓬勃着诗的灵感，于是那菊就有
了千年不凋的光彩。元稹诗云：“秋丛
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不是花
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诗人伫立
菊前，忘情夕阳中，那菊之傲骨与坚贞，
不就是诗人不畏权贵敢言的化身吗？
不就是历尽贬谪亦风神纯粹之写照
吗？郑谷在《菊》中吟道：“王孙莫把比
蓬蒿，九日枝枝近鬓毛。 露湿秋香满
池岸，由来不羡瓦松高。”菊花虽置身乡
野，却高洁清幽，晶莹明艳，香飘天地。
瓦松虽踞高位，却形神委琐百无用途。
此菊有不羡高位之品质、不慕荣利之淡
定，当是日月昭昭之风范。

唐诗里的菊花，更被赋予生命之大
气，多有激扬之气魄，战天斗地之宏
愿。读黄巢《题菊花》，总让人顿生豪情
意取万丈。“飒飒西风满院栽, 蕊寒香冷
蝶难来。 他年我若为青帝, 报与桃花
一处开。”黄巢之菊，是为平民化身英雄
群像。诗中意旨，当是要改天换地砸碎
社会之不公。另一《菊花》：“待到秋来
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
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读来更为壮观
雄奇，满城尽开，遍地金甲，轰轰烈烈，
如火燎原，有着傲骨凌霜之劲节，摧枯
拉朽之凌厉。那种王侯将相有种的血
统论，那种世袭官爵的不公平，那种利
益集团的腐朽和丑恶，那种贫富日益拉
大的黑暗……都将被打碎。“莫言马上
得天下，自古英雄皆解诗。”黄巢无愧马
上打天下，笔下写壮志的英雄。一曲菊
花，把唐代菊花诗推向了雄壮豪迈的境
界，以其俏奇瑰丽，恢弘气魄，塑造了诗
人身披甲胄剑指千里霄汉的千古英雄
之形象。黄巢之菊，脱孤脱俗，想象奇
瑰。其意其景，回荡石破天惊之声，走
雷挟电之威，宣示着诗人宏伟之抱负。
唐诗里的菊花，因时不同，因人而异，因
势而别，诗人或赋采精绘，或传情言志，
无不飞扬生命的个性、思想的锋芒。欣
赏唐诗里的菊花，不仅能走进心灵的世
界，更能重新审视雄奇的大唐。

《权力的终结》涵括商界、宗教、教育、家庭内
部、战场等所有领域权力变迁的书。洞穿掌权者
真实心态，颠覆常人对权力的理解。或许你毕生
追寻的只是权力的空壳。

《权力的终结》大胆揭示权力不仅正在从西方
到东方、从精英到草根、从男到女的转移，同时也
在不断扩散和衰落。今天的当权者在运用权力时
的束缚更多，更易陷入失去权力的危险。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巴西前总统卡多佐、金融
大鳄索罗斯联袂推荐《权力的终结》，感叹纳伊姆
写出了他们当权时难以言表的心声。

作者纳伊姆结合其多年担任专栏作家时，与
世界顶尖政、商精英对话的亲身体会，深入掌权者
内部，剖析权杖如何在时代更迭中交替，在技术革
命中扩散，在分配不均中衰落。

凌晨起床，无论早与迟，意识支配我的第一
个动作，便是伸手去我的工作台上拿过茶杯。然
后出来，将昨夜的剩茶倒掉。然后刷牙、洗脸，再
出来打开茶叶盒，取出茶叶，倒上开水，泡上一杯
茶。这一连串动作，早已被我的思维编成了固定
的程序。除非是偶尔出差或别的干扰，绝大多数
时间里，它们就基本上是按照程序执行了。

而当第一口热茶滚过我的喉咙，茶的芳香
顿时就弥漫我的整个口腔和感官。它们和那种
微烫的感觉一起，轻巧地就拨开了我的意识，我
的精神立刻就为之一振。筋骨、血液、细胞也都
被一一唤醒。它们似乎是在告诉我，油已加满，
可以开始新一天的起跑了。

吃过早饭，再坐到我的工作台前，我便开始
了新一天的工作。此时，陪伴我的茶杯就放在我
的左手边。它就静静地呆立着，一动不动。从杯
口冒出的热气正在轻轻地叙述着，一急不慢。

这个时候，妻子早已上班。窗外的热闹也
被我推在意识之外。只有寂静包围着我。唯一
启动的，是我转动的思维，还有飞跃的灵感，以
及敲击键盘的声响。其余的，均被我一一拒绝。

渴了，或是累了，我便顺手拿起茶杯，饮下两
口。若是茶杯里不需续水，我便沿着思维的路线
继续向前，不停地敲击键盘，让文字在我眼前的
屏幕上舞蹈。若是茶杯里没水了，我便站起来去
续上水，然后坐下来，接着与文字一起跋涉。

现在想来，这种习惯已经保持了二十多年了。
而且打开存储的记忆，我发现这种生活习

惯一旦被我喂养成，它就对我特别忠诚，一直伴
随着我，不离不弃。

其实我知道，我不是品茶。喝茶对我来说，
不过是解渴、解乏而已，有着非常实用的目的。

但任何事物在时间面前，都逃不脱本性的
显露。时间那根银针，总有一天会为我们挑起
世间一切物事最本真的价值。也就随着时间的
延长，我发现我与茶之间有了一条相通的路
线。我们之间的情感被接通了。原来，它一直
在对着我倾诉着。只是那种倾诉，只有当一个
人静下来的时候，才能真正体会得到。也只有
经历了天长日久之后才能渐渐明白。

它的叙说也是轻轻的，淡淡的，一如它的高
雅与淡泊的本性。并不在意别人听，或是不听。

它的倾诉，其实是在讲述着一个最基本的
道理，或者是最根本的做人之道，那就是淡泊，
先苦后甜，物我两忘。茶因淡泊而高雅，因先苦
后甜而从容，因物我两忘而不为外物所累。

为市博物馆旧藏，属国家三级文物。
币通长 5.6厘米，宽 3.9厘米。平首布，

币面背俱无周郭，首微弧，圆肩圆裆，短方
足。面阳文“梁正尚金当寽”六字，字体较清
晰，平背。《东亚钱志》：“梁正尚金当寽，正
者，常制也，尚金者上等金也。”“尚”字也释

“币”字。梁，魏国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
为魏国铸币，盛行于战国中晚期。此币是布
币中文字较多的钱。

寽：量词，古代重量单位。

《权力的终结》
曹萌瑶

三思而说
周广生

醉眼唐诗品菊花
茹喜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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