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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架新新

笔随随

古斋博博

眼睛多彩多彩

“喏，这是那个瓷器。”黄烟烟递
给我一包碎片。

我一看就知道，这就是素姐托我
送给黄克武的那个小水盂。他们两
个之间，一定有什么难以解开的纠
葛，才能让黄克武精神如此坚韧的
人，都遭受了重大打击，连这么个小
东西都拿不住。

病院里不能待得太久，我叮嘱了
烟烟几句，然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刘局和方震已经率队抵达，我得先跟
他们会合。

我走出玛丽医院大门，一路思考
着该怎么筹划下一步行动。这时从
左边的马路上冲过来一辆面包车。
它速度很快，我连忙向后退了几步，
没想到面包车在我面前一个急刹，侧
门一拽，从里面冲出来三四个戴着头
罩的家伙。我猝不及防，被他们一下
子拉上车，随即眼前一片漆黑，大概
是被什么东西套住了头。

我听到车门“咚”地一响，然后车
子开始疾驰。我挣扎了几下，脑袋上
突然挨了一记，随即不省人事……

46.素姐与黄家掌门的恩怨情仇
当我再度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

置身于一个废弃的屋子里。我的双

手被绑在一把破旧的不锈钢椅子上，
头顶是一盏忽明忽暗的白炽灯泡。

屋子外进来两个人，我定睛一
看。进来的人一老一少，老的是王中
治，少的是钟爱华。

钟爱华道：“许大哥，大家都是聪
明人，所以话不妨明说。只要你交出
东西来，我们之前的协议仍旧奏效。”

我心中一动。我猜钟爱华趁着
我昏迷时已经搜过我的身体。但我
把那张残片藏得十分小心，他们不可
能找得到。

钟爱华见我不说话，重新蹲到我
面前，双眼盯着我：“许大哥你对五脉
的龌龊，了解得还不深呐。”他抬起手
臂，打了个响指。门外一位戴着墨镜
的老妇人被人搀扶着走进来。钟爱
华小心地搀扶着她的胳膊，低声说了
一句：“外婆，您小心点。”

钟爱华管素姐叫什么？这是怎
么回事？

素姐道：“还是从豫顺楼那一战
说起吧。我想你东奔西走了那么久，
对那一战多少也有点了解了吧？”

我“嗯”了一声。
“1945年，五脉派黄克武南下郑

州，重新收拾河南古玩界。他到了郑

州，河南当地七家最有名的古玩大铺
联手，在豫顺楼设下赏珍宴，想一战
打退黄克武。却不料这七家里却出
了一个叛徒……当时七家之中，以梅
家的势力最大，梅掌柜有个小女儿，
叫梅素兰，不知发了什么昏，喜欢上
了那个叫黄克武的臭小子。梅掌柜
为了准备豫顺楼一战，和其他六家掌
柜筹划了很久。结果就在开宴前夜，
梅素兰把所有的设置，偷偷全告诉了
黄克武。黄克武允诺河南平定之后，
就带她回北平成亲——可是偏偏在
这个时候，变故横生。七家大铺眼看
抵挡不住，居然从开封请来一位阴阳
眼，要跟黄克武斗一场刀山火海。比
拼到最后，阴阳眼亮出一幅宋徽宗真
迹《及春踏花图》，阴阳眼就这么坐在
火炉上，面不改色地一段段绞碎。黄
克武没料到他如此决绝，自认做不到
这点，只得认输。”

我听得额头上全是汗，事隔几十
年后，我似乎都能嗅到豫顺楼三层上
那一股皮肉烤煳的味道。

素姐道：“黄克武认了输，这趟河
南就算是白来了。可这个人，却把失
败归咎给梅素兰，认为她故意隐瞒阴
阳眼的事，引他入彀。梅素兰没想到

等来的居然是这么个结果，她想去北
平找，正赶上内战爆发，道路不通，只
得回家。她很快发现，自己居然已经
怀孕了，只得匆匆找人嫁了过去。婚
后她产下一个男孩，很快和丈夫又生
下一个女孩，一家四口很是幸福。可

惜天有不测风云，没过几年，丈夫因
病去世，梅素兰只得独立支撑着这个
家庭，靠自己在丹青方面的造诣，在
顺州汝瓷研究所工作，带着一对儿女
艰苦度日。儿女都很争气，她的儿子
长大以后，大概是继承了他父亲的天
赋，对考古、古玩有着极大兴趣，去了
安阳考古队。而她的女儿也很快嫁
人，给她生了一个外孙。可是她的儿
子因为一次误买赝品的事故，被黄克
武查了出来。他一时想不开，居然选
择自杀。女儿一家决定移居香港，想
把她接走，她拒绝了，仍旧留在河
南。等到女儿女婿在香港车祸身亡、
外孙失踪的消息传来，她的眼睛彻底
哭瞎了，这时候一个自称老朝奉的人
出现了……”

素姐说到这里，双肩耸动，几乎
说不下去了。钟爱华双手抱住素姐，
抬头道：“我父母双亡，我只得流浪街
头，后来惹出人命官司，逃到九龙寨
城里，很快混成了一个小头目，和百
瑞莲的高层有了联系。”

梅素兰的情绪恢复了一点，她又
道：“你还记得我让你拿给黄克武的
小水盂么？这次他来到香港，我特意
去见了一面。我没说别的，我只是告

诉黄克武，这个小水盂，是用掺杂了
他儿子骨灰的瓷土烧成的，那个当年
他亲手害死的儿子。这是他们父子
第一次见面。”

一直在旁边没作声的王中治拍
拍我肩膀，笑眯眯地说：“许先生，这
可比电影还精彩吧？相比之下，我们
百瑞莲可要讲道义多了。我们苦心
孤诣，可全都是为了中国古董界的大
利益呀。”

说完他也转身离开。大门“咣
当”一声关上，屋子里只剩我一个人。

47.勇闯九龙城寨
又不知过了多久，交谈声在门外

响起。我知道，又到了吃饭时间了。
一个戴白帽子穿条纹短衫的外卖小
哥走进来，手里还提着一个食盒。九
龙寨城里不可能有这么高级的食物，
都是从外头送来的。

外卖小哥把食盒刚摆出来一半，
守卫忽然眉头一皱：“你不是小王？”
外卖小哥回过头来，笑嘻嘻地说：“你
到下面问问不就知道了？”他的手里，
是一把食盒里拽出来的五四手枪。

一声枪响，守卫扑倒在地。我抬
起头，外卖小哥把帽子一摘，露出药
不然的脸。

我顾不得问他是怎么找来这里
的，赶紧起身，跟他一起朝门口跑
去。这时门外传来大声呼喊和杂乱
的脚步声。看来百瑞莲不只放了一
个守卫在这里，刚才的枪声，惊动
了更多人。药不然骤然停下脚步，
左右看看，走到窗边，飞起一脚，
那面锈蚀的窗框轰然倒地。

药 不 然 探 头 出 去 ， 对 我 说 ：
“门口不能走了，从这儿跳下去。”

“这可是七楼……”
“相信我，跳下去！”药不然

喝道。
我不知从哪儿生出的勇气，二

话不说，纵身从窗户跳了出去。发
现自己置身于一大片垃圾堆中。药
不然也跳下来，我们两个挣扎着起
来，试图从这个垃圾山上爬开。

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立体迷宫，
几栋铅灰色的大楼之间被无数管道
相连，密布着数不清的通道和招
牌，高高低低的棚户和垃圾山填塞
其间，错综复杂，让人眼花缭乱。
除了污秽的灰褐色和惨白色，其他
颜色都被侵蚀无踪。几缕
阳光从天顶垂下来，仿佛
这已是上天恩赐的极限。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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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散散

秋天，我回到乡下老家，山上那菊花
的芳香让我陶醉。

于是，我便走出老屋，径直向开满菊
花的山坡走去，我老家后面的山坡和草
坪正被菊花点缀着。那些开得金黄金黄
的菊花，在深秋的阳光下，黄得更加耀
眼，黄得更加逗人喜爱。那在秋风中摇
曳着的花瓣，像是在向我点头致意，欢迎
我的到来。放眼望去，满眼金波，好一片
黄灿灿的美景，有的似隐在盈盈碧透的
叶子里，温秀内敛如一个淡若轻痕的远
梦；有的似在张扬华丽地装扮，犹如银针
展现着它弧形的风姿，美艳脱俗，让人沉
醉。

记得这里曾经是集体的农场，那时
的农场却是人人向往能进去的，农场里
除了种一些桃树、李树、柑橘树等果树
外，就是种一些柴胡、白芷、菊花之类的
药材，主要是为队里创收。可菊花在这
些药材中见效最快，头年种上第二年就
开花。也许因为菊花不娇贵，它们的生
存能力极强，只要有土壤的地方，这种菊
花就能生长，而且繁殖得特别快，那时菊
花也是最好卖的。由此，农场的那片山
坡上便种满了菊花。

每年秋天，菊花开放的时节，那山坡
上到处都是开得金灿灿的菊花，远远地

看去，一簇簇一片片地点缀着山坡、草
坪，山野上遍地的金黄，到处都呈现出只
有菊花盛开的季节才有的美丽。也是山
里最热闹的时候，全村男女老少都来到
这山坡上摘菊花，人们便可以得到摘菊
花的人工费，虽然很少，但能挣到现钱。
于是，不光是大人们放下手中的活儿来
摘菊花，就是小孩放学后也提着篮子上
坡摘，摘着金黄的菊花，闻着菊花淡淡的
幽香，听着大人们的说笑声，也和小伙伴
一边摘一边打闹，心中总有一种说不出
的开心。

也许是由于队上有这么一个农场，
人们便利用摘菊花和卖菊花的收入，支
撑一些日常生活之需，成了邻村向往的
队，更成了邻村姑娘梦想嫁来的队，队里
的农场更是成了队里人心中的骄傲。每
到深秋，菊花的芳香不光是让全队的人
陶醉，也让邻村的人陶醉，金黄的菊花也
似乎在他们心中开放，菊花的幽香也点
缀着他们的梦境。

后来，土地承包到户后，农场也相继
承包，有的人为了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便把菊花和果树挖掉，种上了见效快收
效高的葡萄、西瓜等，可生存能力极强的
菊花，不管是在土边，或者坎上、石崖缝
中，只要有阳光照晒的地方，都照样生长

着，在深秋依然开出金黄金黄的菊花，这
给秋天增添无尽的色彩。尽管如此，人
们仍旧来摘菊花，仍旧让山上充满着欢
笑声。

又是秋天，我回到了老家，菊花的芳
香依旧点缀着我儿时的记忆。走在山坡
上，原来种的果树己被杂草覆盖而多半
枯死，到处都显得荒芜起来，只有路边、
地头、山坡上盛开的菊花，却让山里多了
些色彩。那在秋风中摇曳着的菊花，一
簇簇，一丛丛，在阳光下绽放着灿烂的笑
脸，似乎让我又回到了童年的记忆中，可
似乎再也找不到记忆中采摘菊花时的欢
乐，只默默地观赏着菊花绽放的孤独。

我再回头向山下望去，山下那些砖
瓦房或小洋房，现在多半已空着，山里人
都举家外出打工去了，山下似乎显得空
空荡荡的，只有山上开得十分艳丽的菊
花，还在诉说着当年的热闹。这时，我看
见一位老人坐在菊花丛中，用手摘下一
朵菊花，看了看，又闻了闻，似在回首着
什么，又似乎在守望着什么。我没有打
扰他，只转身慢慢沿着开满菊花的小道
走去，让他静静地感受着这菊花带给他
的也许是美好的回忆，也许是长长的期待。

我抬头看看山坡上的菊花，似乎开
得格外的灿烂，开得更加的艳丽！

故乡菊花黄
张儒学

小南顶是一垒黄土。山不像山，岭不像岭的那种
丘阜，它一直就在我老家横亘着。

先民的才智令我折服，只有他们才会把这种山不
山岭不岭的地方叫作“顶”。在我老家，被叫作“顶”的
地方还有很多，这些“顶”里，小南顶是一处胜景。

说小南顶为胜景，是有秀才碑楼为证。秀才是村
里最后的一名秀才，他之后，天下再无秋闱。以秀才的
修为，他一定是中意了那里的景物，才把自己的碑楼盖
在小南顶脚下的河沿。除秀才碑楼，庙和戏楼和五孔
桥也盖在那里。

可见，中意小南顶景物的绝不只有秀才一个。
河是小南顶的青丝带、红丝带、金丝带，睡美人一

样细细地静静地缠着小南顶。河也是小南顶的心，小
南顶的魂，有河，小南顶才出落得温润情致有灵性。瓦
屋茅舍依着小南顶参差而筑，出村的大路沿着河肩逶
迤而远，河边老树瘿似的裸露着一坨又一坨赭红色的
风化页岩，土里一半，河里一半，藏一半，露一半，馒头
似的，圆鼓鼓，胖嘟嘟地穹窿着。乡亲们名事状物喜象
形，因形名事，据其形状叫它们为“鳖盖”。鳖盖和鳖盖
之间，河水聚而为潭，深深的一泓，又一泓，好似一湾又
一湾亮亮的眼。

小南顶的韵致不仅在河，还在它那漫坡繁衍蓬勃
生息的艾。艾，才是小南顶最值得夸诩的孩子。

小南顶，北坡陡，南坡缓。南坡是一台一台的梯
田，长着大豆高粱玉蜀黍那样惯见的庄稼。北坡大概
因为陡，背阴，开田不易，或者因为挨着村子罢，家畜家
禽又多，难有收成，一直是艾们的乐土。北坡里，几无
杂草，清一色生长着的差不多全都是艾。艾们疯长得
都已经无法自已了，一簇簇，一团团，一片片，蓬勃生
发，齐刷刷肥实实，艾们青灰苍绿的叶子都快要铺满整
整一面坡了。

小南顶的艾，有品，也有级。靠近坡顶，艾的叶子
窄而且瘦；从山腰到坡底，靠近河，艾的叶子宽而且
肥。叶子窄瘦的艾，秋深的时候才会有人去割刈，割刈
它们的人，是要拿它们去做引火的火绳。叶子肥而且
宽厚的艾，才会被乡亲们赋予一种神圣和庄严。

割刈这些叶子肥厚的艾，是为了一个节日。
这个节日，就是端阳。
我很小的时候，端阳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节

日。天还没有完全亮，母亲就吆喝父亲起来，要他到小
南顶去割刈艾。老辈子的人说，端阳的艾，必须要在端
阳这天的早晨去割刈，割刈艾的时候，不能看见太阳。
如果错过了这一天或者是见着了阳光，无论你割刈多
少，艾们只能是一堆草。

母亲把父亲割刈回家的艾用红线拴了，插在大门
上，屋门上，插在每一扇窗户上。于是满屋满院子满世
界都弥散着艾们那种辽远悠长的清苦的幽香。母亲搓
起一堆黄土，极虔敬地用双手捧了挂着红线的艾，插在
土堆上，之后，躬身跪在院子中间，深深地叩头。她要
向老天爷祈求我们一家整个夏天的平安。

父亲把剩下的艾捆成小把，一排排摆放在朝阳的
窗台上，让它们慢慢脱水，青干，之后，做成艾绒。

那时候，我肠胃弱，时常闹肚子。父亲拿一只小盒
子，把那些艾绒点燃，放在盒子里，之后在我肚脐上垫
上毛巾，放上那只点燃了艾绒的小盒子。一种温热的
感觉很快弥漫我的全身，我的肌肤在舒展，我的肠胃在
鸣荡。一直等到我学医的时候，我才知道，父亲的方
法，是针灸里的灸。灸的疗效，我是从父亲那里实实在
在地感受过的。

再后来读《诗经》，读到“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
三岁兮！”那样揪心的万千情结，远古那个怀春的少女
手里采摘的也是小南顶的艾么？我真的很希望是。如
是我愿，小南顶的艾，该是多么浪漫悱恻饱含苦涩的蜜
意啊。

俗词雅解
日常生活中，有些词说起来粗俗，不好听，让人觉得

不好意思说出口。有一天，卫士小封因公外出，被冷风
吹了半天，回来给毛泽东搓背时，冷不防放了一响屁。
他觉得很不好意思，一连声说：“主席，对不起！对不
起！”毛泽东马上给他解围，笑道：“不是屁，是放了气，有
气放出来就好。”接着又进一文绉绉的解释：“屁者，气
也，五谷杂粮之味也。”小封听后，高兴地笑了起来。1947
年 10月，毛泽东到陕北佳县调查，看到街上羊肉杂碎摊
子，随风飘香，生意红火，吃的人很多。他悄悄地同随行
的汪兴乐说：“咱也吃点吧！”汪告知同行县委书记。县
委书记说：“这里的羊肉杂碎吃不得，你们看，这锅里还
漂着羊粪呢！”毛泽东笑道：“羊是吃草长大，羊粪不过是
羊消化过的草，煮熟了，吃点也没有关系。”这一雅解，大
家都觉得有趣。

自我解嘲
自我解嘲是一种自我幽默，自己对自己开开玩笑。

碰到尴尬的事，自我调侃一番，自我安慰，就可自找台阶
而下。1961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有一天晚上参加
舞会，跳了一场舞后，回到座位上休息。这时，一位
工作人员提醒他：“主席，您这只脚后跟后面露出了
一片白鞋垫。”他低头一看，笑道：“这鞋垫总在脚板
底下压着，见不到光明，怎么能不闹革命啊！”这一妙
解，使在座的同志们笑得前仰后合。毛泽东有一根竹
拐杖，是在游杭州时用一根竹竿做的，末端绑了块胶皮
防滑。他很喜爱这根又省钱、又实用、又轻便的手杖，曾
经拄着它游过故宫、山海关、十三陵，与它有了很深的感
情。1965年，他在长沙会见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胡
提出用自己的漂亮、贵重的手杖与毛泽东的竹拐杖交
换。毛泽东幽默地说：“不换。你的手杖太漂亮了，我还
是用我的讨饭棍好！”他将自己的竹拐杖自嘲为“讨饭
棍”，实在是幽默得妙。

又是到了大雾弥漫的季节。这一天清晨，我忙完了
自己的活儿，关了机，按惯例，该到外边散步去了。站起
身，我的天，好家伙，窗外浓雾封锁了一切，让人感觉混
浊、闭塞、窒息。

正从书房走出，妻严厉地迎住了我，下了死令：不许
出门，在家活动。

我便窃想，诸多家庭老两口，用得最多的是，不许
这，不许那，而最最贬值的也恰是这俩字。

我趁妻收拾的空儿，换了旅游鞋，穿了外套……不
巧，电话铃响了。这个点儿，一般是文友打来的。他们
知道我这时写作告一段落，聊聊天。

这是老同学、诗人王永禄从宝坻打来的。他新出了
一本由我给他作序的诗集《夕阳短笛》，前几天给我寄了
两本，并十几首新作，征求我的意见。我既先睹为快，又
直率地写信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永禄激动地说，要是
没有老同学的鼓励，我的笔早就撂下了。

就在我们聊得起劲的时候，我就觉得妻蹲下，将鞋
带利索解开，将鞋麻利地脱掉，并且给我换上棉拖鞋
了。我无心顾及这些，只是全神贯注地融入诗境，揣摩
诗意，斟酌诗句。最后，永禄给我朗诵了新写的《雾》，我
一下子记住了：“一首耐人寻味的/朦胧诗。”最后老同学
嘱咐我道：“雾太大，千万别出去。”我说：“不出去，怎么
读朦胧诗？”

电话撂了，妻又过来严肃地说：“你听我一回话。你
也不是不知道大雾对人体的危害，为什么还非要出去
呢，你还写《听人劝，吃饱饭》，为什么不听我劝呢？”我
说：“那是写给别人看的。我是写一套，做一套，言行不
一的两面派。”说着，不顾妻的阻拦，执拗地夺门而出。

早饭，闷头相对。我瞥妻，竟默默无语两眼泪。
显然，妻在生我的气。这时说什么也不管用。只有

偷偷地干我最不愿干的活：刷碗。妻说：“弄这个没用。
你太拿我不当人了。这是一次教训。从现在起，我再也
不管你。看我有没有记性……”

上午，无事。各抱一台电脑，我在书房敲字，妻在卧
室玩游戏。我在快捷地敲着我对于苍天的祈祝：“雾霾
可以封住我的呼吸，千万不要窒息我的思维与联想。”先
是给妻读了，然后给老同学发过去了。一个没言声，一
个击节盛赞。

下午，刮起了西北风。友人寄来了他的画作。我要
去邮局取。待出门，妻拿了件毛衣追过来。一切尽在不
言中。我赶紧乖乖地穿上这件保暖毛衣，夺门而出。一
边穿，妻一边帮助抻肩、袖。心照不宣。

路上，我想：相濡以沫的老妻也是说了不算数的两
面派呀。

从一个节气算起
他已经走在了冬天的原野
世界安好
孤独的
唯有他不懂凋落的情怀
在冬日里漂泊
走过落叶如血的来路

每一滴泪
都是岁月沉积的誓言
被他安抚在
心海荒凉的暗礁
雨中曲
整个秋天，他都在想你的名字
想你的故事里怎样安插他的故事
叶落了一夜又一夜
他的心也疼了 一夜又一夜
疼着的心
怕一场雨后
足迹凌乱的世界
你还不来

以胡适、傅斯年、蒋梦麟、梅贻琦、雷震、于右任、殷
海光七位大家在 1949年移居台湾的前因及此后在台
湾的境遇为主线，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历史与文化解读。

本书在历史档案的基础上真实地勾勒出七位知识
人的命运剪影，透视出在特定时代背景下一代知识人
的命运悲歌与文化乡愁。

作者时而以亲历者的身份揭示或还原历史真相，
具有资料性、可读性、现场感。

古籍各有体例，比现代书籍
复杂得多，我们阅读古籍时不能
不知道它的体例规范。诸如：

作者：远古的书一般都不署
作者的姓名，如《诗经》三百篇，
绝大部分是无名氏所作。先秦
以及后来的书名常题某子，其中
一些是后人将同一学派的著作
汇集到一起，署其学派代表人物
的姓为书名。汉代以后，作者署
姓名多了，有的连字号、籍贯、官
职、封号、爵名和著作方式都标
出来，如《曹子建集》署名“魏陈
思王曹植撰”。魏表示年代；陈
是封地，曹植曾被封陈王，思是
他的谥号。也有的古书署别号。

书名、序和目标：古代的书
名有作者自取名，也有后人将单
篇汇集成册时加上去的。古人
取书名，或取书中首句二三字为
书名；或依书的内容取名；或以
字、号、籍贯、官爵、谥号、年代和
书室等命书名。如清蒲松龄的

《聊斋志异》，聊斋是他的书室
名。古书的序，或写作“叙”，有
作者自己写的，叫自序，也有别
人作的序。

篇章：古书怎样分篇章？有
的因内容不同而分内外篇，如晋
葛洪的《抱朴子》。有的因篇简
繁多而分上、下篇；还有的因文
章气势不同而分上、中、下三篇，

如贾谊的《过秦》。
注释：古书的注释形式很

多，各有特点。例如：“诂”，就是
用当代的语言去解释古代的语
言，或用普通话解释方言；“训”，
是用通俗的词语解释难懂的词
语，如《尔雅》有《释训》一篇；

“传”，即传述的意思，如左丘明
以《春秋》为提纲所作的《左传》；

“说”，解释的意思。如《论语》有
《齐说》二十九篇；“记”，其作用
接近“传”和“说”，如《五行传记》
十一卷；“注”，就是解释古书，如

《吕氏春秋注》；“解”，分析的意
思，如韩非的《解老》，就是解释

《老子》一书；“笺”，引申前人的
说法称为笺，如东汉郑玄写的

《诗笺》，引申毛公的《诗传》又不
与其相杂；“章句”，在训释词义
之外，再串讲一次经文大意，如

《公羊章句》三十八篇；“集解”，
即各家说法的总汇，如《论语集
解》；“义疏”，和集解很接近，如

《论语义疏》，盛行于南北朝；“正
义”，统一整理前人的义疏，盛行
于唐代，如《五经正义》。

还有个特殊的禁忌叫“避
讳”：古籍中的人名、地名、官名、
书名甚至物名，常因避讳而改
动。其避讳涉及的范围广，种类
也很多，如唐高祖名渊，有的书
改陶渊明为陶泉明。

毛泽东趣事（7）

曹一凡

雾 情
苏连硕

故乡琐记
吴文玺

《自由之魂

——20世纪后半叶的在台知识人》
龚依文

流水潺潺（国画） 刘金茂

写在冬天
李祖鹏

古籍的体例
王道清

春晓（国画） 吴意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