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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知道《清明上河图》如今
身在何处？”素姐又问。

这个问题我也知道答案。真本
原是收藏在紫禁城内，后来被溥仪
带到了伪满洲国。长春解放，解放军
四处寻访，这画才重见天日，先收藏
在东北博物馆，后来调至北京故宫。

素姐赞许地微微颔首，继续说
道：“据传此画历来伪本摹本很多，所
以它被迎回故宫之后，上级调集了一
批专家成立鉴定小组，对这幅画进行
一次全面鉴定。五一年这画进了故
宫，当时鉴定小组分成两派，争论不
休。最后一位德高望重的专家一锤定
音，认定此本为真，才有了定论——”
说到这里，素姐抬起手来，语速放慢，

“——这个人，正是老朝奉。”
我眼睛一亮。如果老朝奉参与

过《清明上河图》的鉴别，那他的身
份，就很容易查出来了。可我转念一
想，又冒出一个疑问：“老朝奉参与

《清明上河图》鉴定这件事，又如何
化为利器，点住他的死穴呢？”

“如果我说这画有问题呢？”素
姐淡淡道。
15.追溯《清明上河图》的历史（上）

“这画有什么问题？”我满怀期

待地伸长了脖子。
素姐说道：“五一年《清明上河

图》送回故宫鉴定时，当时我正在学
国画，教我的老师差点就进了专家
组。他虽无法亲见实物，但能接触到
一点消息。鉴定结果出来以后，他一
直存有疑问，但顾虑很多，不敢说出
来，只敢吐露给我。终我老师一生，
也没机会去验证这个疑问。现在看
来，我也没有机会了。现在我把它告
诉你，希望你别让我们失望。”

素姐把笔搁下，缓缓道：“若要
讲明此事，须得从《清明上河图》的传
承说起。你不妨耐着性子把它听完。”

“嗯。”我忙不迭地点头。
素姐不疾不徐道：“《清明上河

图》是北宋徽宗朝一位叫张择端的
宫廷画师所画，完成之后，将它献给
了宋徽宗。宋徽宗亲题‘清明上河图’
五字，并钤上一方双龙小印，收入宫
中。靖康之变，这幅画遂落入金人张
著手中。所幸《清明上河图》是无上
精品，收藏之人无不精心呵护，它在
金、南宋、元三朝之间辗转数十手，
没毁于战火。到了明代，这画先归朱
鹤坡，后传徐溥、李东阳，然后落到
了嘉靖朝的一位兵部尚书陆完的手

上。陆完极为喜爱《清明上河图》，每
天都要玩赏一番。他临终之前，叮嘱
自己夫人说这幅画是传家之宝，一
定要收藏好。他没想到，这一番叮
嘱，却牵扯出一桩大事。”

素姐“看”了我一眼，继续
道：“陆完死后，陆夫人谨遵遗
嘱，把《清明上河图》缝在枕头
里，片刻不离身，连自己亲生儿子
都不允许碰触。这位陆夫人有个外
甥，姓王，平时也对丹青极为痴
迷。他早听说陆家藏有《清明上河
图》，垂涎已久，只因陆完看管得太
严，不敢张口来借。好不容易等到陆
完死了，他就去找陆夫人，央求看一
眼。陆夫人被缠得没办法，就对他说
你只能在阁楼上欣赏，不许拿走，不
许带纸笔，而且不许说给别人听。这
姓王的外甥满口答应，空手登上阁
楼，先后连看了数十次，前后两三个
月，然后凭着惊人的记忆力，愣是默
摹了一张一模一样的出来。”

素姐这时话题一转：“嘉靖朝有
一位大奸臣，名叫严嵩，他有个儿子
叫严世藩。严世藩为人歹毒，嗜好搜
罗这些奇珍书画，尤其是想要《清明
上河图》。都御史王忬正好有事相求

严家，就花了八百两银子，从那位姓
王的外甥手里把这幅摹本买了过
来，当作真品进献给了严世藩。严世
藩大为高兴，请府邸里一个叫汤臣
的装裱匠来装裱。结果这汤臣一眼
就识破这是赝品，借此勒索王忬重

金。王忬却没理睬他，汤臣一怒之
下，就告诉严世藩，这幅画是赝品，
里面有个绝大的破绽——”

说到这里，素姐故意拖了个长
腔儿，直到我急切地伸长脖子咳嗽
了一声，她才继续说道：“《清明上河
图》画的是汴梁市井，里面举凡饭
庄、酒肆、民居、车马铺、杂货铺，都
刻画得非常精细。其中有一处画的
是赌坊，有四个赌徒围着台子在扔
骰子。骰子一共有六枚，其中五枚都
是六点朝上，还有一枚仍在旋转，赌
徒们都张口大呼。汤臣告诉严世藩，
按照常理，这几个赌徒应该喊的是

‘六、六、六’。而宋代汴梁口音里‘六’
是撮口音，要把口卷成圆形，而这些
赌徒却都是张开大嘴，用的是闽音。
从这一字之音，可知这是赝品。”
16.追溯《清明上河图》的历史（下）

“不是说默摹得一模一样吗？”
我在黑暗里举起了手来，傻乎乎地
问道。

“古代又没有复印机，也没有照
相机，而《清明上河图》又以海量细
节著称。王姓外甥只凭着记忆临摹，
难免有些偏差，这些细枝末节想当
然地一笔带过，未及深思。”素姐简

单地解释了一下，继续说道，“得知
王忬进献的居然是赝品，严世藩勃
然大怒，回报严嵩。严嵩怀恨在心，
将王忬寻了个别的罪名害死。这时
汤臣又告诉严世藩，说这张赝品如
此逼真，执笔者一定亲眼见过真本。
严世藩按图索骥，查到王某，又查到
陆家。一打听，发现陆夫人已死，真
本已被陆家人变卖到了昆山顾家。
严世藩施展手段巧取豪夺，从顾家
将真本抢了过来，放在府中收藏。可
他没想到的是，王忬有个儿子，一直
对他咬牙切齿，怀恨在心。他叫作王
世贞——这个人你知道吧？”

我忙不迭地点点头。
“王世贞年纪轻轻，就以文名享

誉京城。他除了诗文以外，还擅长写
小说戏曲。王忬死后，有一次他去严
府，严世藩问他最近有什么新作可
看。王世贞对害死自己父亲的凶手
无比痛恨，可自己无权无势，只得委
婉地回答说没有。严世藩不信，再三
强逼，王世贞看到桌子上放着一个
金瓶，瓶中插着一朵梅花，急中生
智，回答说最近只写了一部小说，叫

《金瓶梅》。
“据说王世贞回到家里，仔细

思索了一番，不由计上心来。他以
水浒一回为本，数天不眠不休，赶
出了《金瓶梅》的稿子。王世贞知
道严世藩生性淫乱，故意在书中夹
杂了大量男女之事，把这些关键之
页放到毒药里浸泡，还故意粘在一
起不裁，装帧好了送到严府。严世
藩对这部书喜欢得不得了，手不释
卷。当他读到关键情节时，发现书
页粘在一起，就用手指沾了唾液去
捻，一捻两捻，书页上的毒药就送
到他嘴里去了。没过几天，严世藩
毒发身亡，死前叮嘱左右，停灵时
只许至亲靠近。出殡那天，忽然来
了一个白衣书生，放声大哭。严府
的人觉得他哭得情真意切，就忘了
严世藩的叮嘱，让他进了灵堂。白
衣书生扑在还没合盖儿的棺材上又
大哭了一场，等他离开，严府才发
现严世藩的胳膊少了一条，被那书
生取走了。而事后严府清点，发现

《清明上河图》也没有了。不过他们
顾不上追查，因为严世藩死后没过
多久，严嵩就在政敌的攻击下倒
台。朝廷在查抄严府的时
候，发现居然有《清明上河
图》，便直接收入内府。”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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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红妆辣妹
王镜镔

金秋来临，天地间搭起了巨型舞
台，庆丰收的综艺演出迅速开场，五谷
弯腰，六畜竞歌，鸭梨打鼓，提子弹琴，
枸杞点唇，板栗炒作，石榴开唱，苹果走
秀，核桃摇滚，橘橙比酸甜。只有你，不
甘落后，避开歌舞，在热情奔放的民歌

《辣妹子》伴唱下，一阵旋风登上舞台，
一甩金绿色大氅，猛踢脚过头顶，转眼
间果实由青变黄；又一个华丽转身，面
部由黄转花；再一挥手，典韦面变关公
脸；随着秋风走一溜台步，抖落了大氅，
张嘴喷出一口热情的火焰，点燃了整个
金秋，把演出推向高潮。——你表演了
川剧变脸、吐火的绝活，技压群芳，一举
夺魁，赢得了人们海浪般的掌声喝彩。

你是秋天的一大主角——红妆大
枣，是果品大世界的“辣妹子”。

大枣出身草根，崛起于薄土，唱响
的是一曲拼搏之歌。它的四季要过五
关斩六将，历尽艰险，一直要与薄地缺
养抗争，要与干旱少雨搏斗，要和病虫
害、大自然的风雨斗争，它是荒漠之舟，

“铁杆庄稼”，是抗击干旱少雨的利剑，
是贫地的克星。严冬时，繁花落尽时它
是一尊手持狼牙棒的武士，抗击着严冬
的寒冷；春暖花开，它披着一身绿袍，是
一位烫了卷发的婀娜美女；盛夏结果时
它是怀抱一树雏凤的青色凤凰；金秋，
它是一树会唱歌的木鱼石，因此，它“外
虽多棘刺，内实有赤心”。

枣树唱出是一曲奉献之歌。春
季花开，它那米粒般的枣花在万花丛

中看似灰姑娘、丑小鸭，但经勤劳的
蜜蜂采撷、加工之后，就变成了一箱
箱上等的枣花蜜，富含二十多种微量
元素，杀菌，抗衰老，美容养颜，是天
然的补品和美容护肤品。夏季，它撑
开绿伞为人和鸟儿遮阳，是干旱地区
的一道风景。秋天，它如约献出一树
爱心枣，是“木本粮食”，无论山区或
平地，它率先唱起那一曲令人感动的
童谣：“秋天到，秋天到，田里庄稼长
得好，黄澄澄的是梨，红通通的是枣
……”鲜枣是“活维生素丸”，木枣、熏
枣、红枣、板枣、相枣、壶枣、骏枣、油
枣、酒枣、狗头枣、黄河滩枣等，枣氏
姐妹如千军万马铺天盖地而来，一个
个财神骑着骏马奔向金秋，演绎出一
个红通通的财茂枣丰的世界。冬天，
它一身盔甲，挥舞刀戟，站成方阵，驰
骋沙场，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剪断雾
霾和沙尘暴，枣树组成一道道铜墙铁
壁。因此，“可曾沾雨露，不改向阳
心”是它的精神风貌。

大枣唱出一曲乐观向上的“四季
歌”。它从不挑食不挑地，在新疆沙漠
戈壁滩，它吸收天山雪水，撕碎沙尘暴，
脚拓绿洲田，站成守疆扩土的猛士，唱
出是一曲苍凉悲壮的《大风歌》；在西部
晋陕大峡谷的黄河岸边，它落地生根，
沿河成带，唱响嘹亮的《黄河大合唱》，
千里回声，形成气候；在中部华北大平
原上，它忍受刀剪手术后的剧痛，脱胎
换骨，转变基因，矮化果树，长成一道道

风景，唱出香飘四野的一曲丰收歌。它
的果实是幸福果，它的颜色是吉祥色，
感染万物。——枣红马是马群中领头
马，一马当先，万马奔腾；枣红木家具是
人们最喜爱的喜庆色，出门见喜，开门
见红；枣红色是办喜事的幸福色，一揭
红盖头，幸福满枝头；枣馍点缀生日，枣
糕调剂节日，湿枣染红金秋，干枣靓丽
四季，红枣药食同源，枣树的风格入诗
入画，不次于任何奇花异果。

因此，枣树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它的成长经历给人们诸多启示：不管身
处何时何地，无论顺境逆境都要自强自
立，不依赖他人，不向命运低头，不把命
运交给别人掌握，顺境时奋力长成大
树，成为栋梁，结出红通通的大枣，入药
入食，药食同源，回报大自然和社会，食
之甘美，补血养气，健脾益胃，镇静安
神，护肝抗癌；困境中也要奋力拼搏，长
不成参天大树也要超过灌木杂草，成为
抵御风沙的“沙打旺”，结出小枣，实现
自我价值；逆境中即使无人眷顾也要与
命运抗争，扎根薄土，抓住水土，防止流
失，长成圆滚滚如珍珠般的酸枣，食之
生津，开胃消食，但去皮入药，养心安
神，益阴敛汗，成为一味绿色中药，登上

《本草纲目》的大雅之堂，同样实现人生
价值，擎起一片蓝天，带来意想不到的
收获，带来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财富，成
为受人敬仰的一尊名副其实的“小财
神”，你千百年的成长经历演绎出一个
红红的中国结。

文苑撷英

劝诫诗撷趣
苏 鸯

劝诫诗，是指以劝善戒恶为内容，以
道德教育为目的的供人习诵的旧体诗、
歌谣或口诀。严格地说，它不算文学作
品，不形象，也不生动，没有诗歌的抒情
性，不具有文学的感染力，但它押韵顺
口，好记易背，便于传习。劝诫诗内容主
要是两方面：一是劝，劝人学好、行善；二
是戒，劝人戒掉恶习、清除积弊。古代的
劝诫诗，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如劝人珍惜时光努力进取的《明日歌》和

《今日歌》。先看《明日歌》：“明日复明
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
跎。世人若被明日累，春去冬来老将
至。朝看水东流，暮看日西坠。百年明
日能几何，请君听我明日歌。”

再看《今日歌》：“今日复今日，今日
何其多。今日又不为，此事何时了？人
生百年至今日，今日不为真可惜。若言
姑待明朝至，明朝又有明朝事。为君聊
赋今日诗，努力请从今日始。”

《乐学歌》提出了“快乐学习”和“学习
快乐”的原则，只有愉快地学习，学习的效
率才高、成效才大。请看明代王良所作

《乐学歌》：“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私
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
心依旧乐。乐是乐自学，学是学自乐。不
乐是不学，不学不是乐。乐便然后学，学
便然后乐。乐是学，学是乐。呜呼，天下
之乐，何如此学；天下之学，何如此乐。”

《戒嫖歌》《戒赌歌》《戒烟歌》合称为
三戒诗，20 世纪初原本流传于广东沿
海。20 世纪末被《羊城晚报》翻检出来
教育公民。笔者当时出差韶关，有幸借
机抄录。现誊写如后以飨读者。

《戒嫖歌》：少年休去被花迷，失足青
楼空惨凄。散尽钱财诚可惜，一有病疾更
难提。几多疯染身躯腐，亦有疔侵鼻骨
低。鸳鸯起居同枕席，君家未必独无妻。

《戒赌歌》：形容憔悴不堪怜，苦计谋
生路一条。到底赌钱非正业，至今方觉
寸心焦。借贷无门凭引路，每逢赌处便
为家。田房产业今何在，只为当年一念
差。天穹巧计运奇谋；赌却何能刚制柔，
多少英雄成恨事，千金不换是回头。

《戒烟歌》：天生毒种太缠绵，劫数原
知定在天。不到此时终不悟，只差一念恨
多钱。屋舍田园转眼空，可怜身世怜飘
蓬。烟枪志气消磨尽，自问无颜见祖宗。

最后说一首反映中华民族传统价值
取向和审美标准的劝诫诗，其名曰《何为
贵》，它从十几个领域回答了什么为贵的
问题。

人以正为贵，家以和为贵，师以严为
贵，友以诚为贵，官以廉为贵，书以理为
贵，文以真为贵，树以根为贵，物以稀为
贵，情以挚为贵，画以神为贵，山以青为
贵，水以秀为贵。

商都钟鼓

给子孙留点什么
侯发山

给子孙留点什么？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话题。
有人说，给子孙留下一笔存款；有人说，给子孙留下一

套房子；有人说，把自己的藏品都留给子孙……说什么的都
有。说这些的话人总是怕儿孙没钱花，没房子住，总想把儿
孙的后事都安排妥帖。然而，这样行吗？不一定。

晚清重臣左宗棠告老还乡。他不打算留下太多钱财让
子孙挥霍，觉得房子比金银珠宝牢靠，于是就在长沙大兴土
木，建造亭台楼阁，想给子孙留下一处房产。房子建筑设计
豪华，采用的都是上等材料，其金碧辉煌不亚于皇亲国戚的
府第。左宗棠总担心工匠们偷工减料，每天亲临工地监
工。这天，一位上了年纪的工匠忍不住对他说道：“大人，请
您放一百个宽心。我做了几十年的工匠，造过无数的高宅
豪第，从没有倒塌过。但是，屋主易人可是常有的事情。”左
宗棠听了此言，一脸惭愧，哀叹离去。

另一位清代名臣林则徐，在对待给儿孙留不留家业的
问题上却颇有高见。他说:“子孙若我，要钱干什么？贤而
多财，财损其志；子孙不若我，要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
其过。”

再说一个当代的真实故事。一位收藏家收藏了一套明
朝时期的家具。有位商人曾出价一亿元收藏，他拒绝了。
商人困惑地说：“老人家，我出的是天价了，您还想怎样？”这
位藏家对商人说：“你如果真的喜欢这套家具，就建个博物
馆，我把这套家具捐出来。”商人被感动了，就真的建了个博
物馆，藏家也如约把珍藏一辈子的家具捐了出来。商人问
他：“你这样做，给子孙留下的是什么？”这位藏家淡淡一笑，
说：“我给子孙留下的是平安。”

老子在《道德经》的第四十四章说：“甚爱必大费，多藏
必厚亡。”把道理说得很明白，为了得到喜爱的财物，就必然
有很大的耗费；爱好财物的人一定会浪费不少心思和精力，
花掉许多钱。储藏心爱的东西愈多，将来损失也愈大。因
为贪爱的人不会流通钱财与人共享，多藏的人不会施舍东
西救助别人。需要和求取的人很多，嫉妒和夺取的人也不
在少数，所以时常被财物所累，心生烦恼，不得人缘，而且终
究要因财物的耗损败坏，而产生无穷的懊恼。

说到这里，就涉及另外一个话题，既然积累起来的财富
不能留给子孙，怎么处置？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财富拿来施
于社会，才能真正属于自己，才能把有形而且会毁坏的财富
转变成为无形而且别人无法夺走的福德。

在给子孙留什么的问题上，林则徐和当代这位收藏家
的境界值得我们学习。

郑州地理

地铁1号线站名的来历
王瑞明 郭增磊

桐柏路站
桐柏路位于中原区，是中原区政府

所在地。它建于 1956 年，北起五龙口，
南到长江路，全长 16公里，宽 36米。现
以中原中路为界分为桐柏北路和桐柏南
路，路两侧各建有两条 1.5 米宽的绿化
带，分为快慢车道，是中原区一条南北走
向繁忙的主干道。桐柏路的得名，据有
关地名记载：1953 年，国家开始实施第
一个“五年计划”，从此郑州西郊开始了
工业化建设的高潮，最初称为工业区，后
又改叫建设区(1981年 8月之后，更名为
中原区）。当年，新兴城市形成了许多工
人居住的院落和街道，市政府在规划新
兴区街道名称时，用祖国绚丽多姿的山

脉命名街路名以激发人们热爱祖国，热
爱大自然的热情。桐柏山虽距郑州有数
百里之遥，但因是中原名山，颇具特色，
故遵循“南北为山，东西为川”的惯例，故
将西郊新兴的南北大路命名为桐柏路。

桐柏路站，站内装修的文化主题墙
为时代缩影。

秦岭路站
秦岭路站位于中原区，南起航海西

路，北至电厂路，全长5.9公里，宽35米，
1956年规划开始建设，分段建成为一条
南北走向主干道。

秦岭路的命名，是以我国地理上的
南北分界线秦岭命名。秦岭位于我国东
半壁的中部，尽管它的高度不及我国西

部的高山那么高峻，但它以山势雄伟、多
峡谷、气候复杂而闻名于世。有名的宝
成铁路通过秦岭，它所经过的地区尽是
高山、深谷、江河。火车不仅要蜿蜒地爬
行在崇山峻岭和悬崖峭壁之上、而且还
要穿山越岭过河，许多地段都是桥梁连
着隧道，隧道接着桥梁，有的地段，线路
反复迂回盘旋，成为“S”形，这一个车站
可以看见那一个车站，具有引人入胜的
魅力。郑州市以名山作为路名的依据道
理很简单。因为这些名山是方位最理想
的标志，导向性好，文化内涵很丰富。用
秦岭命名的秦岭路被人们称为佳例。

秦岭路站，是地铁 1 号线的一个停
靠站。

新书架

《萨哈林旅行记》
韩 融

《萨哈林旅行记》是契诃夫毕生至为自豪的作品，
是极有分量的非虚构经典杰作。作者拖着几近崩溃
的病弱之躯，途经一万俄里的苦寒与荒凉，他踏进这

“不可容忍的痛苦之地”，用文字诊断俄罗斯。
村上春树说：“萨哈林岛，俄罗斯这个巨大国度的

患处，不仅让契诃夫震惊，也已经成为了他身体的一
部分。萨哈林之行，是他涤荡文学污垢的一次朝圣。”

梁文道说：“这世间苦难深重，他为岛上的苦役犯
写了一本书，描述他们的故事，传达他们的声音。”

而契科夫自己说：“我很高兴，在我的小说的衣柜
里，将挂一件粗糙的囚衣。”

掌故

“漫画”
王道清

“漫画”这个名词在我国出现的历史还不到一个
世纪。我国早就有漫画作品了，但那时并不称为漫
画，只叫讽画、讽刺画、讽喻画、讽字谐画等等。

“漫画”二字在我国出现于1925年。当时丰子恺创
作出了有独特风格的画。这件事不久被郑振铎发现，
郑氏当时是著名刊物《文学周报》的主编，他热情地索
稿，于是丰子恺的画就连载在《文学周报》上。丰子恺
后来回忆说：“‘漫画’二字，的确是在我的画上开始起用
的，它也不是我自称的，却是别人代起的……编者代为
定名《子恺漫画》。这位定名的人，即主编者郑振铎。
这是1925年上半年的事。”可以说，“漫画”这个名称是
与丰子恺分不开的，而这定名的功绩却属于郑振铎。

据了解，漫画这个画种，在国际上尚无统一的名
称。在西方，人们习惯地称之为讽刺画、卡通、幽默画，
或称滑稽画，并无“漫画”这个名词。在东方，日本率先
使用“漫画”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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