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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抗战刚结束，古董在河
南民间散落极多，市场非常混乱。
黄克武这个人，疾恶如仇，手段苛
烈，身上还带着功夫。他到了河南
以后，有心快刀斩乱麻，一口气接连
挑了好几家有名的铺子，寻回了五
六件文物，声威大振。河南古玩界
的人非常紧张，七家古董大铺的掌
柜联手在郑州最有名的饭庄豫顺楼
办了个赏珍会，请黄克武出席，意图
钳制他的滔天气焰。”

“那么这场赏珍会上发生了什
么？”

钟爱华露出遗憾神色：“只知道
一开始黄克武大占上风，连破十
宝。七家大商铺的掌柜抵挡不住，
连夜从开封请来一位绰号阴阳眼的
高人，上了三楼，与黄克武斗了一出
刀山火海。据说这位高人以绝大代
价，终于逼住了黄克武。黄克武之
前话说得太满，只得黯然下了豫顺
楼，连夜返回北平。而刘一鸣那时
早已收复陕西群雄，在五脉恭候大
驾。这掌门之位，自然就落到了红
字门手里。”

“那个高人是谁？”我好奇地问
道。

“这人什么来历，什么身份，没
人知道。唯独有一点，他天生一对
阴阳眼，能看透黄泉来路。可惜阴
阳眼当天回到开封就死了，那七位
老掌柜如今也都过世了，亲历者只
剩黄克武一个人，再详细的故事，恐
怕只能去北京问那位黄老爷子了。”

就在这时候，车子速度忽然降
了下来。远远地可见到一个村庄，
大概就是他们的目的地了。

我和钟爱华抓准一个卡车转弯
减速的机会，先后跳了下去，我们俩
等到车子开远，猫着腰一路从麦田
里趟过去，故意划了一道弧线，从另
外一个方向钻进了村子。

月光很亮，不用仔细辨认也能
看清环境。这村子估计是老自然
村，欠缺规划，里面大多是红砖瓦
房，也夹杂着几间歪歪斜斜的土坯
屋，东一间，西一间，非常散乱。大
部分村民都已经睡去了，四周静悄
悄的，连狗叫的声音都没有。

我站在路中间，指给他位于右
侧的一间农家小院。院子外长满青
苔的土坯墙壁很低，发情的公猪甚
至可以一跃而过。钟爱华趴在墙头
往里看去，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12.在造假窝点掉进了瓷器堆里
寻常的农家小院里，都是些猪

圈鸡舍，堆放农具蔬菜之类。而在
这个院子的空地里，堆放的却是密
密麻麻的瓷器！在瓷器堆旁边，还
有一个用塑料布和木杆扎起来的简
易工棚，里头搁着几件铁锅、铁棒、
小锤、几张锉纸和一个盛着半桶干
涸泥浆的塑料大桶。

“这都是干吗用的？”
“铁锅用来烧酸，铁棒和锉纸用

来磨边，小锤可以造出缺损效果，那
个塑料大桶是用来上泥的。一件瓷
器从窑里出来，先要咬酸，然后磨
旧，必要时还得故意缺上一角，造成
残缺效果。都弄好了，抹上泥土，扔
到墓土里去养着，基本上就能糊弄
住大部分人了。”

钟爱华摘下相机，嘁哩喀喳开
始拍起来。

“省着点胶卷，咱们去找找造假
作坊的厂房。”

钟爱华一听，大为兴奋，连声问
怎么找。我用力跺了一下脚，脚下
路面被跺起了一团土尘：“这儿有路
标。”

这里的道路都是黄土路，一下

雨就会变成泥浆，再被自行车或拖
拉机那么一轧，就会变得坑坑洼
洼。车辙附近的黄泥里，夹杂着一
些细白的土壤颗粒，两者颜色分明，
有点像是黄酱里掺了一勺白糖。

“古董界有句话，叫作假不离

真。造假的地点，一般都不会离真
货的产地太远。这是为了保证土质
和自然环境相仿，最大限度模拟真
实。这个村子既然造瓷器，说明一
定是紧邻一处著名古窑，这样才能
保证品质一样。烧瓷器的第一步，
就是把瓷土研磨澄清，筛成瓷粉，然
后再捏成泥坯。这一个环节会产生
大量粉尘，飘得到处都是。所以当
作坊把需要做旧的瓷器运来这里，
一路上不可避免地会有瓷粉末抛洒
出来。”

我们在村子里摸索了很久，中
间有好几次跟丢了白粉痕迹。大约
到了凌晨两点的时候，我们终于锁
定了作坊的位置。

在这片区域最靠近村子的地
方，有一栋二层小楼，样式还挺新，
门口挂着个牌子，上面写着“顺州汝
窑研究所”。我一看这牌子，心中顿
时一片了然。

原来这里是顺州啊，难怪了。
我一直怀疑这里挂靠着一个著

名瓷器品种，现在看来，主要仿的居
然是汝瓷！汝瓷位列五大瓷之魁，
传世极为贵重，素有“纵有家财万
贯、不如汝瓷一片”的说法。顺州就

在汝州旁边，两地土质相仿，这里出
的瓷器，往往也被刻意称为汝瓷。
这个村子，应该就是顺州下辖的某
一个村子。

钟爱华朝作坊方向猫着腰摸
去。我们俩猫着腰，屏住呼吸朝前
蹑手蹑脚地走去，很快攀上河边的
一处小丘陵，丘陵的另外一侧下方，
正是那一排大小不一的馒头窑。

钟爱华爬到一半，突然脚下一
滑，我下意识地伸手去拽他，结果我
们俩同时失去平衡，朝着地面跌
去。这边紧靠着馒头窑，摆有四五
条木板架，上头堆放着一大堆晾着
降温的瓷器，大大小小琳琅满目。
我和钟爱华跌落其中，正好似是两
头疯牛冲进镜子店，顿时推金山，倒
玉柱，木架一散，噼里啪啦撞碎了无
数瓷碗、瓷瓶、瓷罐、瓷盏、瓷杯。

这一阵响动在黑暗中不啻爆竹
惊天，远处的屋子里立刻亮起灯来，
人影闪动，还有狗叫的声音传来。
我和钟爱华环顾四周，发现这里地
势开阔，除了往一千多度的窑里钻，
没别的躲处。

钟爱华忽然把相机往我手里一
塞，然后一指那边说：“许老师，你拿

上相机，去屋子里躲一躲。那边没
开灯，应该没人。”

馒头窑口正对五十米开外有一
片小围墙，两扇木门敞开着，里头是
一间平顶砖屋，窗户里一片漆黑。

钟爱华把我往那个方向恶狠狠
地一推，然后转身朝相反方向跑去，
一边跑还一边故意把瓷器踢倒，发
出脆响。我穿过木门，冲进院子里，
在黑暗中摸到屋子的门把手，手腕
一拧，发现没锁，连忙拉开一条小缝
闪身进去，迅速又把门给拉上。

这间屋子朝向背阴，月光照不
进来。我一关上门，整个屋子立刻重
新陷入黑暗。我站在这一大片黑暗
中，一动不动，视觉被完全遮蔽，其他
感官却变得异常灵敏。我索性闭上
眼睛，让自己的感觉伸展开来。我的
耳朵，能听到外面隐约传来的瓷器碎
裂的声音和呼喊声，能听到自己慢慢
恢复正常的心跳；我的鼻子，能闻到
屋子里有一股若有若无的味道；我甚
至能感到皮肤的咝咝酥痒，那是对气
流流动的感应。

突然，我的头皮一阵没
来由地发麻，一个飘忽的女
声在背后响起：“谁？” 8

连连 载载

李 文

一刀平五千
（王莽时期）

为市博物馆征集，属国家三级
文物。

币通长7.5厘米。一刀平五千
俗称“金错刀”，或称“错刀”。青铜
质，由“刀环”和“刀身”两部分组
成，环如大钱，有内外郭，面文“一
刀”二篆字，在穿上下，阴文，嵌以
黄金；刀身形如刀，面文“平五千”
三篆字，阳文。一枚一刀平五千当
五铢钱五千枚，二枚一刀平五千兑
换黄金一斤。西汉末年，王莽改
制，制造大量的错刀和契刀。金错
刀铸造美观精致，是我国钱币发展
史上的珍品。

养生堂

“快乐水果”香蕉

马 佳

去探望病人，人们常常会买些香
蕉作“伴手礼”。这是有道理的，因为
香蕉是一种“快乐水果”。荷兰科学
家研究认为，香蕉所含的泛酸等成分
是人体的“开心激素”，能减轻心理压
力、排解紧张、提高注意力、解除忧
郁，是最符合营养标准又能令人快
乐、增添笑容的水果。

无独有偶，德国医学家研究分
析，香蕉能促进大脑分泌一种化学物
质——血清素，这种物质能刺激神经
系统，有助于治疗抑郁和情绪不安，
给人带来欢乐、安静，还有镇痛的效
应，所以香蕉被称为“快乐食品”。

相传佛教始祖释迦牟尼爱吃香
蕉，因为多吃了香蕉而获得智慧，因
而香蕉又被誉为“智慧之果”。这种
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香蕉富
含各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尤其富含钾
和镁，钾能稳定血压和肌肉痉挛，而
镁则有助于消除疲劳，舒适怡人，一
个心情舒畅的人自然会获得更多的
智慧了。

现代医学认为，香蕉能助消化、
促减肥，是老少皆宜的健康食品，早
餐吃点香蕉更是明智的选择，因为香
蕉能长时间保持能量，又是低卡路里
食品，即使正在减肥的人也尽可放心
食用。

从中医学角度来看，香蕉味甘性
寒，最适合燥热人士享用，它有助于清
热润肠，促进肠胃蠕动，可治疗便秘。

香蕉虽然香甜好吃，却并非人人
都适宜。脾胃虚寒、便溏腹泻者不宜
多食，胃酸过多者不可食用，急慢性
肾炎及肾功能不全者更应禁忌了。

散文

菊花霜
王太生

对物候的敬畏，是步入中年之后，感恩大
于好奇。寒霜，岁月的味精，《月令七十二候
集解》中说：“九月中。气肃而凝，露结为霜
矣”。撒一层薄薄的细盐，大地上就有了咸的
味道与寒的感觉。那些曾经湿漉漉的氤氲草
木，开始白露为霜。

少年的青桐树，是站在一处老院子里
的。青桐，不同于法国梧桐，树干青且直，是
草木中的“土著”。霜蚀过的青桐，簌簌的树
叶下面，掩着圆硬的青桐果。轮廓毛边的青
桐黄叶，再经过阳光的过滤，手捏即破。

菊花初绽时的霜，又叫“菊花霜”。苏东坡
老先生诗云：“千树扫作一番黄，只有芙蓉独自
芳。”只是现在菊花都搬到室内观赏，霜染的须
瓣见得不多了。我在黄山附近的山野，见到几
丛野雏菊，秋霜凝结在菊叶上，寥寥数笔的写
意风格，画过一个季节的疏疏痕迹。

老柿子树上的红柿子没几颗了，零星的
叶子缀在枝上。父亲的柿子树，还是前几年，
别人拆迁时丢下的，父亲小心地把它移栽在
楼下的花圃里。老柿树挂果了，冷风中的红
柿子，老熟、清冽，早已没有了三四月里的娇
嫩青涩。“菊花霜”染过的草木，有菊的香味
吗？我吃过一颗霜打的红柿子，是自然的熟
与甜。

栎树的树叶，通体褐黄，开始大片大片地
凋落。栎树叶，从天而降，它们在与空气的摩
擦中，会有声响吗？一个冷雨霜天，我在苏州
的穹窿山中，看到被雨水淋湿的栎树叶，贴在
冷峻的山石上。

染霜的树叶，开始泛黄变红。每年这时

候，我的朋友张大个子要去皖南拍枫叶。天
不亮，他就扛着几十斤重的器材上山了。这
时候，东方泛着鱼肚白，远处村庄刚刚从睡梦
中醒来，有一二缕炊烟飘荡。张大个子站在
半山腰上，不停地拍，枫树杂叶掩映的粉墙黛
瓦渐渐稠厚起来，看着镜头中色彩斑斓的村
庄，张大个子兴奋得不停地打喷嚏。

朦胧的霜花，印在植物草叶上，几株老玉
米烂在地里。霜打过的老玉米秆，有岁月的
肃穆、沉静。那些曾经胞浆即破的嫩玉米，渐
渐蒸脱去水分，风干成一颗颗，硬如粒石、有
着浮雕手感的老玉米。我觉得，老玉米有禅，
静谧地长在山野谷地，一粒一粒地排列在玉
米棒上。玉米也长胡须，淡黄的胡须、缨红的
胡须。玉米是雄性的谷物，美髯飘拂，像植物
世界里的老僧。

霜打的青菜，愈发碧绿。我们这个地方，
地里的青菜叫“苏州青”。一棵菜与一座城
市，听上去是那么风雅。霜打在菜叶子上，一
畦菜，睡在丝丝缕缕的穰草之下。苏州青的

睡姿很美，袅娜的穰草，缠绕绿身玉脖。这时
候，有人想到它，便用手去拂，拂去一层霜，苏
州青显现出来，青翠欲滴。

收割后的稻田，稻子们早已颗粒归仓。
散落下的稻草，匍匐在稻田里，通体泛着金
黄。干爽的稻草上沾一层淡淡的霜，几只麻
雀在霜草上留下爪印子。稻草人，显然是按
照一个人的意思设计的。稻草人头顶上有那
个人的破帽子，穿着那个人的旧衣衫，留有那
个人的汗味和体温。

霜，是一个敏感的物象。驿旅上，一个离
家在外的人，无意中瞥见窗外植物草叶上的
瑟瑟寒意，心底里的乡愁便会弥散开来。就
像我这样的中年人，一想到唐诗里，板桥有
霜，也会变得多愁善感。

苏州城外的寒山寺，可以看中国最著名
的人间霜月天。枫桥边，江枫渔火，月落乌
啼，一个流浪的诗人在寒冷夜晚，孤独难眠。
其实，若干年前，我是去过姑苏城的，游罢观
前街、沧浪亭，唯独没有去寒山寺。少年心中
是满满的阳光，怎么会想到有霜的地方？

一个从深秋清晨走来的人，凉风中，他这
是挑着一担菜到集市去卖，头发、眉毛和胡须
上，染上浓重的霜色。

霜天草木状，对应着人间的俗世表情。
一个人衣裳和神态有霜，是说明他是个外表
凝练、内心有沧桑故事的人。

薄薄的菊花霜，轻轻落在一枚金黄的梧
桐树叶上，叶片印上一枚清晰的六角霜花。
寒霜凝结在穰草上，如果有人去草垛搬草，穰
草一动，窸窸窣窣，霜花顷刻间，破碎而散。

老孟爱打广播里的热线电话。有天晚上，
老孟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专家正在里面说话，说
看病的事。听专家说话，老孟很感兴趣。专家
描述的病灶，怎么和自己的状况一样呢？老孟
静心聆听，就听见专家开始公布热线电话，说凡
是打进来热线电话的，都可以得到奖励。

老孟抓起电话，居然打通了。专家在电话
里为老孟颁了奖，并鼓励他说，只要坚持拨打热
线电话，一定会源源不断得到奖品。

第二天，老孟按照专家的指引，兴冲冲地跑
到百货大厦领奖去了。百货大厦的人告诉他，
领奖在负一楼。负一楼，也就是地下室。

进了地下室，老孟报出了自己的电话号码，
很顺利地领到了奖品。奖品是一本书，是关于
健康方面的书。老孟如获至宝，捧着书回了家。

这本书真厚，讲的都是有利于健康的道理。
老孟津津有味地看着书，儿子回家来了。

平时，儿子是很少回家的。成家立业的人了，早
就独立自“煮”了。是老伴儿给儿子打了电话，
要他无论如何回家一趟。

老伴儿朝老孟努努嘴，示意儿子，别让老爹
中毒。儿子从老孟手里拿过书，翻了翻说，这是
本假书嘛！

老孟夺过书说，这是专家发给我的奖品！
儿子笑了，什么专家？穿个白大褂，就是专

家了？
老孟说，你胡说！什么白大褂？我没见

过？我只是给专家打了个热线电话！
儿子指着书说，瞧，印刷质量多么低劣！不

是假书是什么？说着，儿子就拿出手机，按照封
底上的电话号码，打了过去。打了几次，都没打
通。儿子说，怎么样？电话号码是假的！

老孟说，这能说明什么？反正，我认为书上
说的，就是有道理！

儿子说不通老孟，转身对老娘说，我爹已经
中毒了，看好他，别让他给骗子拿钱就是了。

老孟一声冷笑，并不搭理儿子。
儿子扮个鬼脸走了。儿子知道，有老娘虎

视眈眈地盯着，老爹再迷瞪，也晕不到哪里去，
总不至于白给人家送钱去。

老孟对老伴儿陪下笑脸说，老婆子，你的眼
睛不要瞪那么大好不好？放心，我不会往水里
扔钱的。

老伴儿警惕地说，你想拿钱打水漂，我可不
答应！

老孟笑笑说，放心，我只拨打专家热线，只
领奖品，行不行？

老伴儿“噗”一声笑了。老东西，天上能掉
馅饼吗？能掉你怀里吗？

晚上，老孟又打开了收音机，又听见专家在
里面说话。专家不停地接着热线电话，鼓励各
种声音的男男女女。在老伴儿的监督下，老孟
拨通了热线电话。

专家听出了老孟的声音。专家高兴地告诉
老孟，恭喜您今天又获奖了！

老孟抑制着兴奋，奖品还是书吗？
专家说，这次不给您发书了，这次奖给您的

是一盒保健品！明天，去百货大楼提货吧！
老孟问，还是负一楼吗？
热线电话却断了，专家开始接另一个听众

的电话了。
放下电话，老孟对老伴儿说，怎么样，今天

的电话没白打吧？弄了一盒保健品！
老伴儿不以为然，让你上钩呢，先让你尝尝

甜头，再拉你下水！
老孟黑着脸，不理睬老伴儿了。
次日一早，老孟又去了百货大厦。这回路

熟，直接去了负一楼。进了地下室，小姐让他等
一会儿，说是奖品断档了，需要去公司拿。老孟
只好坐下来，与小姐东拉西扯地胡聊，等待有人
送奖品过来。小姐对老孟说，大叔，不如您干脆
买十盒吧，买十送三，多实惠呀。另一个小姐敲
着边鼓说，今天搞活动，最后一天，机不可失，时
不再来，走过路过，千万不可错过。

老孟心里盘算，是比较划算，可以省百十块
钱呢。

老孟动了心，准备掏钱买十盒。可一摸口
袋，钱包不见了。老孟想，一定是老伴儿干的好
事，悄悄把钱包拿走了。

老孟正在尴尬，忽见一只大老鼠从柜台里
钻了出来，探头探脑，吓得小姐们哇哇大叫。一
个男人跑过来训斥说，嚷什么嚷？有什么好奇
怪的！地下室能没老鼠吗？

闻听此言，老孟不由得笑了。地下室的老
鼠这么肥，吃保健品吃的吧？

想到这里，老孟钻出了地下室。
室外的阳光很灿烂，晒得他睁不开眼。

热线电话
秦德龙

小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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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桑”国在哪里
王道清

长期以来，许多人都认为“扶桑”就是日本。
《知识就是力量》1981年8月号上曾登载过一篇

资料，说：中国人到达美洲要比 1492年哥伦布发现
它早一千年。邓拓同志认为，中国佛教徒到达的那
个美洲国家，就是我国史书古籍里提到的“扶桑”国。

邓拓同志在一篇短文中摘引了《梁书》卷五十四
有关“扶桑”国的部分：“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其
国有沙门慧深，来到荆州，说出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
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地多扶桑木，故以为名。除
了《梁书》，《南史》上也有类似记载。

日本在我国古籍中一直被称为“倭国”。《山海
经·海内北经》里已标出其“在带方东大海内”。早在
汉武帝时代，倭国就同我国有了往来（见《汉书·地理
志》）。三国年间，倭国又四次遣使来魏（见《三国志·
魏志·倭你传》）。

南北朝时，世人当不至于将“扶桑”与“倭国”混
淆。《梁书》和《南史》的作者都是唐代人，均说得很清
楚：“扶桑国在大汉国二万余里（见《梁书》）。大汉
国在文身国东，五千余里”，而文身国“在倭国东北七
千余里”（见《南史》）。

总之，根据《山海经》《梁书》和《南史》等典籍的记
述，我们可以断言：“扶桑”国应在美洲，而决非日本。

新书架

《历史的细节Ⅱ》
刘文莉

人类是生而自由的，但奴役无所不在，那么征服
与统治是如何起源的？在冷兵器时代，为什么总是
野蛮征服文明？中国古代为什么一直将弩作为主战
武器？为什么中国发明了火药，却没有避免失败？
为什么中国发明了指南针，却没有发现新大陆？崖
山之后，中国为什么会走向文明滑落？主导现代世
界的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

在这部闪烁着思想光芒与历史细节的作品中，
杜君立集百家之长，见微知著，以优美节制的文字和
理性深邃的洞见，揭示了真实历史中一些普遍性的
人类文明发展模式，以及其背后蕴含的纷杂吊诡的
物质动因。在当下这个将历史功利化和庸俗化的戏
说恶搞潮流中，本书以其广博理性而震撼人心的平
民视角和人文情怀，尊重历史的严肃和思想的真实，
试图解构传统的以权谋思想和国家主义为基础的狭
隘的历史叙述模式。

本书是当下人们理解人类社会发展史和中国文
明进化史的一个独特文本，它从“大历史”的角度重新
审视现代世界、现代中国及其诸多人类不平等形成的
历史原因。同时，本书也是一部有诚意有良知的关于
人类文明谱系中不同民族发展命运的历史读本。

博古斋

中国古代画史之最
陈永坤

最早的画院：是成立于五代时期西
蜀的翰林图画院。西蜀在唐末时因少
受战事的影响，中原画家多避乱入蜀，
致使蜀地绘画更为兴盛。明德二年(公
元 935 年) ，后蜀孟昶创立“翰林图画
院”，为中国画史有正式画院之始。

最早的皇家绘画学院：是宋徽宗
绘 画 学 院 。 宋 崇 宁 三 年 ( 公 元 1104
年) ，徽宗赵佶设立了画学，并创建了
皇家绘画学院，有系统，有目的地培养
绘画人才。据《宋史·选举志》记载，它
是当时中国最早的皇家绘画学院，也
是世界上最早的绘画学院。

山水画的最早兴起：是在魏晋南
北朝时期。早在汉代，山水画就已见
端倪，到了魏晋，成为独立画科，得以
独立发展。从文献记载来看，六朝不
少画家以山水为题材进行创作，均取
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我国山水画成
为独立画科出现，比欧洲的风景画要
早 1000 多年，在世界绘画史上，也占有

极为重要的地位。
花鸟画的最早兴起：是唐代。中

国花鸟画，是由工艺装饰发展而成为
独立画种的。唐代以前彩陶画像石中
出现的花木草兽图案现象，只能作为
花鸟画成为独立画科前的萌芽状态。
到了唐代，成为专门的画科。自中晚
唐奠定了花鸟画科的规模之后，逐渐
成为中国传统绘画的主流，出现了一
批知名的花鸟画家，其中边鸾被美术
家奉为“花鸟画之祖”，对五代花鸟画
家有很大影响。

第一部绘画断代史：是唐代朱景
玄撰写的《唐朝名画录》。全书收录并
评价了画家 122 人，分“神、妙、能、逸”
四品，对毎个作家，既记载他们的生
平，又对他们的画迹及艺术成就进行
评述。这是一部发展的断代画史，也
是一部最早给中国画分科的著作，它
将中国画分为人物、禽兽、山水、楼殿
屋木等四科。

苍狼胡杨风沙 乌日切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