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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医院的单间病房？我这也
算是享受高干待遇了。我又问：“我
这是什么病？”

“肠胃炎，还有愚蠢。”方震面无
表情地露出毒牙。

我转动脑袋，想看看现在是几
点钟了，可病房里没有钟表。我正
欲开口询问，门外忽然传来一阵喧
哗，似乎有争吵的声音。方震推门
走出去，外面的喧闹声小了点。很
快门被再度推开，郑教授和刘局一
前一后走了进来。我看到，门外好
像还站着十来个五脉的人，个个面
露怒容，摆出一副若没有方震挡在
那里就要冲进来的样子。

刘局把门随手关上，神色凝
重。郑教授连我的病情都没问，几
步走到床边，手里抖着一张报纸：

“小许，这是你写的？”
我拿过报纸一看，是今天的《首

都晚报》。新闻标题起得很抓人眼
球：《佛头奇才再破奇案，故宫名画
实为赝品》。

“是我写的。”我把报纸放下，心
情变得好起来。

郑教授看我神色流露出得瑟，
不由得大为恼怒，声调都变了：“这

就是你探听《清明上河图》的目的？”
“没错。”
郑教授见我居然还顶嘴，痛心

疾首地拍着床边：“你知不知道，你
这次胡闹，闯了多大的祸！”

“那两个疑点都是客观存在的，
我自然有权质疑。去伪存真，难道
不是咱们五脉的精神？”我脖子一
梗，眼睛瞪得溜圆。

郑教授叹息道：“唉，我真后悔，
我应该早点查出五脉中是谁参加了
鉴定组。你如果早早知道，就不会
做这样的蠢事了。”

“您知道是谁了？”我一听，连忙
追问道。

郑教授朝门外看了一眼：“1951
年参与《清明上河图》鉴定的五脉中
人，只有一个人。这个人你不但认
识，而且对你有大恩——他是刘一
鸣刘老爷子。”

22.钟爱华从一开始就骗了我
一听这名字，我浑身的肌肉一

下子僵住了，整个人待在病床上。
在我的复仇理论里，老朝奉是

《清明上河图》的鉴画人，一切罗网、
一切计算，都是以此为基础。现在
郑教授却告诉我，鉴画人其实是刘

一鸣，那岂不是说，我用尽力气挥出
一拳，才发现打到了自己人身上。

整个计划，全乱了。
我原本的自信与快意，开始从

一角崩溃，顿时有些不知所措，一个
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这时候也不必再隐瞒了，我
无力地松开床单，告诉他们是素姐
说的。

听到这个名字，刘局和郑教授
对视一眼，我看到两个人的眼神都
有些异样。刘局又问道：“素姐，是
不是叫梅素兰？”我听这名字有些耳
熟，再一想，素姐送黄克武的那个小
水盂的底款，可不就是叫作“梅素兰
香”么？于是我点点头。

“你在哪里碰到她的？”刘局
继续问道，已经有点审问犯人的口
气了。

“我带着大眼贼的证据去了
郑州，然后找到老朝奉在成济村的
造假窝点。我是在那里碰到素姐，
她告诉了我关于《清明上河图》的
事情。”

刘局目光如刀：“跟你一起去的
记者，是叫钟爱华吧？”

“是。他是个热血小青年，一心

要打假，成济村就是我们两个联手
揭穿的。”

刘局从一个文件夹里抽出一张
纸递给我，脸色阴沉：“他可不是这
么说的。”

我拿过来一看，这是一版新闻

报道的传真件，作者正是钟爱华。
这期专题，名字叫作《五脉传人大义
灭亲，勇揭古董造假黑幕》。

等等？什么叫大义灭亲？这个
成语用得有问题吧？

我连忙去阅读里面的内容。文
章里以我的口吻表示，成济村的造
假窝点是中华鉴古研究学会的产
业。学会本来应该是鉴定古董的定
海神针，可在经济大潮中迷失了自
己，变得利欲熏心，不光造假，还
非法绑架工艺大师。身为五脉中人
的许愿不愿见到五脉被金钱腐蚀了
良心，毅然大义灭亲，誓要还古董
市场一个清白云云。

“一派胡言！”我气得差点要把
传真扯碎，这真是彻头彻尾的谎
言，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些话！

“你确定自己没说过这些话？”
刘局问。

“绝对没有！”
刘局轻轻叹了口气：“那我们

麻烦就大了。”
他把指头点了点传真纸的边

缘，我低头一看，这篇专题也是今
天刊发的，但报头不是郑州或者河
南，而是上海的一家著名报纸，发

行量和影响力不逊于《首都晚报》。
在这个恒温二十三摄氏度的病

房里，我浑身冰凉，如坠冰窟。
钟爱华骗了我，素姐也骗了

我，他们俩一直在演戏。整件事从
头到尾，都是老朝奉的阴谋。

刘局道：“老爷子前一阵子操
劳过度，身体有点不济，所以住医
疗养一段时间。我已经封锁了消
息，他还不知道这件事。”

我暗自松了一口气。刘局道：
“可是家里其他人，我却遮瞒不
住。”我回想起来，难怪门外那一
群五脉的人群情激昂。在他们眼
里，我根本就是个大叛徒、大工
贼。若不是有方震和刘局，他们说
不定会把我拖出去打一顿。

我无可辩解，只得保持默然。
说实话，我也觉得自己该被打。

“总之，这段时间，你就是一块
石头，不会说，不会听，也不会动。”

刘局下达了命令，然后和郑教
授离开了病房。

在空无一人的病房里，我一个
人躺在床上，在郑州的一幕幕事情
飞快地闪过脑海。我惊愕地发现，
表面上我挥斥方遒，披荆斩棘，实

际上每一步决断，都是钟爱华在悄
悄引导。更让我恼火的是，在这期
间，钟爱华明明露出过许多破绽。
只要稍微留心，便不难觉察。可我
对老朝奉的执着，反成了他最好的
诱饵。

“妈的……”
我一拳重重砸在墙壁上，痛彻

心扉。
23.去南京

这一天晚上，郑教授再次来探
望我，一点没客套，劈头就问：

“你听说过百瑞莲拍卖行吗？”
这个名字我依稀有点印象，好

像是香港的一家古玩大拍卖行。
“你确定钟爱华或者梅素兰没

跟你提过这个词？”郑教授紧盯着
我的双眼，仿佛不大信任我似的。

“绝对没有。”我肯定地回答，
“发生什么事了？”

郑教授从口袋里取出一张报
纸递给我，我一摸，就发觉纸质
不太一样，这不是内地出版的。
展开一看，竖排繁体，原来是香
港的《大公报》。就在头版
头条，我看到了一则惊雷
般的新闻。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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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说

“及时雨”与“酒疤瘌”
王振洲

“及时雨”原名卫赤诚，在行政科上班，
身兼电工、水工数职。他对人热情、赤诚，谁
家电灯不亮了，水管坏了，打个招呼，立马就
到。因此，人们都亲切地称他“及时雨”。

“酒疤瘌”本名朱相法，是个捉到个蚊子
都想从其大腿上刮下些脂油的角色。一次
他去亲戚家参加婚宴，别的客人吃好喝好陆
续走了，他看桌子上还有半瓶张弓大曲，便
把酒倒进碗里，拿两个馍在酒中把酒吸干，
用手绢一包走了。因为喝酒过量，回到家把
馍放到小饭桌上倒头便睡。半下午醒来一
看，馍不见了，只见他养的黄狗卧在床前，不
用问，是黄狗把馍吃了，他微笑着去抚摸黄
狗的头，向狗说：“乖乖，你也学会喝酒了。”
那黄狗吃了酒泡馍晕乎乎的，不妨被摸头，
眼也不睁，猛然抬头，“汪”一声在朱相法右
脸颊上咬了一口，顿时鲜血直流，好了后落
下个五分硬币那么大一个紫疤。此后，人们
都喊他“酒疤瘌”。

“酒疤瘌”本来在市政府行政处工作，因
他一无所长，又总嫉妒别人，爱打小报告，和
处里同志们的关系很紧张。他表哥从外地
调来当副市长后，把他安排到新力电器厂当
了行政科长，成了“及时雨”的顶头上司。小
人得志，不可一世，他横行霸道，把科里人当
成他的家奴、勤务兵。他家中甚至亲戚家的
一些事，都要指使科里人去干。这些“及时
雨”都能忍受，最看不惯的是“酒疤瘌”像嗜
血的蝇子一样，什么光都想沾。

一天，“酒疤瘌”指使“及时雨”说：“我有
客人，告诉食堂中午弄几个好菜送到我家
去。”食堂管理员老宋和“及时雨”去收盘子
和要钱，他煞有介事地说：“老宋呀，我中午
招待的是来检查卫生的领导，我怕你们没有
准备，卫生不好受批评，才赔了烟赔了酒在
家招待人家，这次检查就算过去了。”说着看
了“及时雨”一眼，示意他不要多嘴。

“及时雨”心中憋得难受，不顾“酒疤瘌”
的警告，正言厉色地说：“家中那些老太太，
小孩子都是上级派来的？”胆小怕事的老宋

赶忙打圆场说：“算啦算啦，厂里有招待费。”
不由分说，硬拽着“及时雨”离开。“酒疤瘌”
从此琢磨着怎样收拾“及时雨”。

“酒疤瘌”给食堂介绍了一千多斤猪肉，
价钱比市场上的肉便宜许多，对老宋说：“作
为行政科长，过去我对食堂关心不够，以后
要想法多为食堂办些实事。”老宋感激不尽，
特地砍了一个猪后腿送给“酒疤瘌”爱人表
示感谢。“及时雨”听说后也很高兴，心想：

“这小子总算办了回人事。”恰巧，“及时雨”
去给“酒疤瘌”邻居家修水管，路过他家窗户
下时，猛听到“酒疤瘌”在屋里说：“这肉不能
吃！”他爱人说：“咋不能吃？”接下去“酒疤
瘌”把声音放得很低，似乎这肉有什么见不
得人的事。“及时雨”警觉起来，莫非卖给食
堂的肉有什么问题？

原来“酒疤瘌”老家村中的猪得了瘟病，
卖给食堂的就是他父亲和几个本家的病猪
肉。“及时雨”得知这一情况后，赶忙去找厂
长报告。厂长听了“及时雨”说的情况后，
说：“这朱相法太不像话了，我这就找他去，
看我怎样收拾他！”路上他想到“酒疤瘌”的
表哥是副市长，腿便软了下来，对“酒疤瘌”
只不疼不痒地批评了几句，而“酒疤瘌”则更
把“及时雨”当成眼中钉、肉中刺。

一个星期天，“酒疤瘌”到刚刚兴起的集
贸市场找便宜，发现“及时雨”和一个人在摆
摊卖衣服。当时改革刚在南方兴起，而内地
一些人仍谈资色变，在职人员做生意是绝不
允许的。“酒疤瘌”火速跑回厂里向厂长告发

“及时雨”在搞投机倒把，趁机还说了“及时雨”
别的一些坏话。原来“及时雨”在广东的一个
朋友得风起之先，从深圳弄些衣服、电子手表
之类的商品到内地来卖，利润很可观。他劝

“及时雨”辞职与他合伙干。“及时雨”暂时舍不
得丢下铁饭碗，只在业余时间帮助卖卖货。
而以割“资本主义尾巴”著名的厂长正担心

“南风”吹乱职工的思想，要抓住典型来个杀
一儆百。在全厂对“及时雨”进行批判后，竟
以投机倒把、破坏厂里生产为名，投入大狱。

几年过去，“及时雨”无罪释放，他没有
回厂里去，用冤案所得的赔款开了一家酒
店。由于他热诚待客，饭菜美而不贵，天天
顾客盈门。这天承办一家婚宴，摆了三十多
桌，餐厅里祝福声、猜拳声、寒暄声组成一支
欢乐的颂歌。正当高潮时，突然有人喊：“啊
呀！这盘子中有个蝇子！”大家看去，果然一
个绿头蝇子在盘子里蠕动。

“恶心！恶心！”一个蝇子把欢乐气氛破
坏殆尽。一些客人也跟着起哄，骂骂咧咧，
甚至摔盘子。正在难分难解之际，饭店保安
扭着个五十来岁的男子进来说：“蝇子是他
往盘子里放的！”这男子一边拼死挣扎，想要
逃掉，一边大喊“冤枉”。有位客人提醒说：

“是真是假，看看监控不就清楚了。”听到这
话，那人像癞蛤蟆挨了一砖，一声不吭了。

监控清清楚楚显示，在人们推杯换盏之
际，他把蝇子放到了盘子中。客人们愤怒
了，拳打脚踢、辱骂，唾沫更是像雨点般飞到
他的脸上。

“怎么回事？”从外边回来的“及时雨”分
开众人，认出那男子是“酒疤瘌”。原来“酒
疤瘌”因为贪污，被判了三年刑。出狱后，他
因一无所长，又不愿干体力活，家里常常吃
上顿没下顿。在闲逛中他发现酒店的婚宴
中人多，主人客人往往都只顾高兴，没有人
去分辨真客假客，加上在人们心目中客人越
多越显出主人尊贵的习俗，因而即使发现了
冒牌货，也往往不追问。“酒疤瘌”看准了这
些，便经常混迹客人中白吃白喝。看到“及
时雨”开的饭店日益兴旺，他恨得咬牙，便想
歪招给酒店抹黑。

“及时雨”问明原因，又可气又可笑，从
地上拉起“酒疤瘌”说：“你什么时候学会办
点人事啊！按理，现在可以把你送到派出
所，看咱多年情分，我不追究了。”说完，让服
务员取来一千块钱给“酒疤瘌”：“拿去，做个
小生意，别再像个混街狗似的到处造孽。”

从来不知羞耻二字的“酒疤瘌”此时脸
竟然红了。那个疤瘌红得尤其耀眼。

新书架

《熟年》
时华语

近日，80 后作家伊北最新长篇小说《熟
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聚焦养老话题，
关注生存，关注社会。社会人口梯次的变化，
导致了中国目前养老现状的复杂性，四二一
的家庭结构，不但让独生子女一代遭遇了前
所未有的挑战，也让当今中国的养老问题更
加凸显。小说讲述了北京城倪姓家庭一家三
代，因为养老问题，而爆发的苦乐酸甜：老一
代进入晚年，需要面对疾病和孤独的侵扰；中
年一代上有老、下有小，自己也即将进入老年
生活，压力很大；年轻一代，有的啃老，有的则
已经开始操心父母的养老；与此同时，异地养
老，城与城之间的差距，也让养老问题变得更
加复杂。整部小说，以工笔细描的耐心，惊人
的洞察力，完整展现人老三代的养老困境和
现实悲欢，力透纸背。

随笔

姓名杂趣
苏 鸯

在我的生活圈子里，最让我惊艳
的名字来自我一个朋友的女儿。我
的朋友是戏剧演员，她希望女儿将来
能女承母业，并能青出于蓝胜于蓝，
于是取名为“青蓝”。而朋友夫家姓
黄，所以她女儿一出生就拥有了一个
五彩斑斓的名字：黄青蓝。一个名字
由三个表示颜色的字组成，又有着如
此美好的意蕴，当真少见。黄青蓝现
在十岁，从小就对戏曲感兴趣，将来
能否青出于蓝尚不得而知，但她的名
字着实让我艳羡不已。

另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名字来自
我的一个大学同学。他父亲是北京
人，母亲则是海南人，为了纪念这段
天南海北的姻缘，父母给他取了“京
琼”这个名字，京、琼分别是北京和
海南的简称。这样结构的名字其实
并不少见，著名的凤凰卫视主持人
陈鲁豫就是一例。不过我这同学恰
好有个非常大众化的姓氏：王，凑上
名字“京琼”——王京琼，给我的感
觉是俩字：绝了，其名字简直就是一
个精短的上联！

中国人取名字有个特点，爱用
与“金木水火土”有关的字，这与中
国的生辰八字之说不无关系。查良
镛五行缺金，所以名字里带个“镛”
字，这才有了武侠大师“金庸”。刘
墉则是五行缺土，以“墉”补之。幸
亏只是偏旁里带着五行，若是直接
用本字，则满大街都是张火李土。

取名要跟姓氏配合。我有个邻
居单名影，蛮好听的，可全坏在姓上
了，他姓邱，组合起来跟一种软体动
物有同名之嫌。香港有个乒乓球运
动员叫柳絮飞，名字跟姓一配合。
意境全出。

一个好名字能让人品出格调
来，这话适用于人，同样适用于物。
不久前在一个喜欢收藏的朋友家里
见到一方寿山石，黄黑红三色一体，
再无其他杂色。朋友笑言：此石名

“刘关张”。见我满脸不解，朋友解
释说，刘皇叔是正常的亚洲人种，而
黄；关云长“脸赤如猴”，说白了就是
红脸汉子；而张飞则是出了名的黑
炭脸，据说黑得能吓死人。三人一
黄一红一黑，而眼前这寿山石三色
俱全，取名刘关张岂非恰到好处？

我不禁莞尔。这名字大俗大
雅，着实绝妙。

郑州地理

天王寺村
朱坤杰

天王寺村是中原区著名的历史村庄，曾
是须水地区新文化的发祥地，位于建设西路
北侧，须水河西边，村名由寺名而来。

据 该 村 古 碑 文 记 载 ，唐 朝 贞 观 年 间
（627~650），该地建有一座大型寺院名叫天王
寺。该寺院占地约 15 亩，为古代宫殿式建
筑，红墙绿瓦，雕梁画栋，庄重典雅。院内建
有天王殿、石佛殿、火神殿、关公殿等11座殿
堂。各殿堂佛像威严逼真，栩栩如生;壁画人
物形象各异，姿态传神。寺院碑林立碑20余

通，记载着建寺时间、地方传说故事及乡绅
撰写的纪念碑文。

该寺由于建筑规模宏伟，香火旺盛，影
响较大，远至安阳、河北等地的一些香客也
都来此上香许愿。天王寺附近有两个村庄，
一个叫大刘村，一个叫谷新庄。由于寺名比
村名知名，久而久之，寺名也就成了两个村
的指示方位，不知什么时间天王寺逐渐代替
了大刘村、谷新庄两个村名，原村名被遗忘。

由于该寺庙宇文化的发展，吸引了不少

文人香客，使该地的文化发展较快，并带动
了整个须水地区。据记载 1884年天王寺就
建立了天王寺义塾；1898年崇尚新潮教育的
须水名人李舒锦、李德固等，在该寺办起了

“须右书院”，是须水地区第一所初等小学；
1900 年复建“蚕桑学校”，传播种桑养蚕知
识；1917年又建立了“纺织学校”，并开设了
实习工厂；1942年再建“须右中学”；新中国
成立后，“须右中学”更名为荥阳县第一初
中，1960年更名为郑州市21中学，沿用至今。

散文

牡丹在秋末绽放
王建章

10月26日是个周末也是秋末，它离11月7
日立冬只有十几天。这天下午，我们先是在著
名的佛教圣地洛阳白马寺参观访问，随后就进
入与白马寺遥遥相对的洛阳神州牡丹园。也
许是我们从白马寺带来了佛光仙气，也许是我
们对牡丹的景仰之心感动了牡丹，在那花圃里
竟然有一株牡丹迎着寒风绽放了。那花是白
色的，而且很小只有正常花朵的十分之一，看
着她那瘦弱的形态不禁使我产生了几分怜惜
和心痛。这时一阵寒风过来，捺着牡丹的头压
下再压下，而牡丹坚强地挺起再挺起，这株瘦
弱的牡丹凭着大地给的那点能量和养分顽强
地与强权和命运抗争。凡那天看到这一幕的
人无不为之感动。这就是牡丹的品格、牡丹的
精神。看着这株坚强的牡丹，使我想起流传在
洛阳城里关于牡丹的故事。

相传，武则天登皇位，自称圣神皇帝。一
年冬天，她突然兴致大发，带着妃嫔、宫女到上
苑饮酒赏雪。此时大雪刚停，只见那一切景物
都穿上了洁白的素装；各种花草树木虽说枝叶
凋零，但经雪一打扮，犹如银枝玉花，显得格外
的美丽。武则天看得入迷，没想到雪的景色竟
是如此壮丽。突然，她发现在那白皑皑的雪堆
里，有点点燃烧跳跃的火苗。仔细一看，原来
是朵朵盛开的红梅。武则天真是高兴极了！
这时，有个妃嫔说：武后，梅花再好，毕竟是一
花独放。如果你能下道圣旨，让这满园百花齐
开，岂不更称心愿吗？另一妃嫔摇摇头说：“如
今严冬寒月，梅花开放正适时令。若让百花齐
放，需等来年春天。”

武则天听罢一阵大笑，说：“春时花开，
不足为奇。百花斗雪竞放，方合我的心意。”

于是，令宫女拿来文房四宝，当即在白
绢上写了一首五言诗：

明朝游上苑，火速报春知。
花须连夜放，莫待晓风吹。
写罢，她叫宫女拿到上苑焚烧，以报花

神知晓。
宫女把武则天的诏令拿到上苑焚烧以

后，吓坏了百花仙子。大家赶快聚集一起，
共同商量对策。

桃花仙子胆最小，瑟瑟缩缩地说：“武则
天心毒手狠，什么样的事都干得出来，咱们
不敢违抗呀！”

有几个小花仙子也怯生生地附和着说：
“是呀！咱们还是早作准备，提前开放了吧！”

牡丹仙子不同意她们的意见，气愤地
说：“武则天也太霸道了。你管人间的事，如
今竟又管起我们来了。这百花开放，各有节
令，开天辟地，四季循从。岂容你逆天乱
道？姐妹们，咱们不能从！”

百鸟啾啾，晨曦初露。武则天一觉醒来，
醉意已经全消。正在这时，宫女推门而入，欣
喜地禀报：“万岁，上苑的百花全开放了！”

武则天一听大喜，想想昨晚写出的诗，只不
过是“酒后戏言”，没想到百花真的奉旨开放
了。她急忙走出皇宫，来到上苑。举目一望，满
园的桃花、李花、玉兰、海棠、芙蓉、丁香等全部
怒放了，一丛丛，一簇族，绚丽多彩，争芳斗艳。

这时，武则天发现花丛中唯有牡丹未
放，一股怒火油然而生，破口斥责道：“大胆
牡丹！竟敢抗旨不开。放火焚烧，一株不
留！”说罢，愤然而去。

武士们领旨后，马上点柴引火，扔入牡
丹丛中。霎时，浓烟滚滚，烈焰熊熊，只烧得
牡丹噼噼啪啪乱响。

武则天怒气未消，又恶狠狠地说：“连根铲
除，贬出长安，扔到洛阳邙山，叫它断种绝代！”

武士们又马上挥起铁锹，把牡丹连根掘
出，连夜装车送往洛阳，扔到了邙山岭上。谁
知，牡丹一入新土，就又扎下了根。来年春天，
满山牡丹竞相怒放。灿烂的牡丹装扮了邙山、
装扮了洛阳，装扮了人们的生活。牡丹在洛阳
繁盛了，这种牡丹在武则天的烈火中骨焦心
刚，矢志不移，洛阳人赞它为“焦骨牡丹”。

我回味着这则动人的故事，看着眼前在
寒风中绽放的牡丹，使我从心里赞佩道：洛
阳的牡丹真“焦骨”、真硬气！牡丹的容颜可
以让人赏心悦目，牡丹的品格可以教化人的
品格和灵魂。唐朝刘禹锡诗曰：“唯有牡丹
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诗人只是赏花，
不是品花，赏花只能发现牡丹的“国色”，而
品花才能感觉牡丹的风骨，“动京城”就不只
是“花开时节”了，而是一年四季，因为感动
人的是牡丹的精神、牡丹的传说、牡丹的魂。

杨 杰书法

早市（油画） 齐俊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