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撷英文苑文苑

2014年农历马年即将到来。马是十二
生肖之一，是人们的好朋友。历代诗人写
过许多咏马诗，马年说马，谈点咏马诗喜
迎马年，也是一种乐趣。

马是人的好帮手、好战友。南朝
梁无名氏在《折杨柳歌辞》中写道：

“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唐代大
诗人杜甫在《高都护骢马行》中赞扬
青白色相杂的骢马：“此马临阵久无
敌，与人一心成大功。”古时名马是战
将的坐骑，带着战将驰骋沙场，冲锋
陷阵，英勇杀敌，立下汗马功劳。如
项羽的乌骓马、关羽的赤兔马、秦琼的
黄骠马等，它们的作用可与现代的坦克
车、直升机相比。

诗人笔下的马，英俊威武又潇洒。
“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马成。竹批双耳
峻，风入四蹄轻。”杜甫在《房兵曹胡
马》一诗中，描写大宛马骨有棱角，耳如
竹削，奔跑时四蹄生风。他在《李鄠县丈
人胡马行》中写道：“头上锐耳批秋竹，
脚下高蹄削寒玉。始知神龙别有种，不比
俗马空多肉。”他将著名的胡马比作“神
龙”。唐代诗人李贺，写过《马诗二十三

首中》，他认为名马是天上的房星下凡，
非同寻常。“此马非凡马，房星本是星。
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这真是把名
马写话了，写得神龙活现。

马有各种毛色，诗人的妙笔将它们写
得绚丽多彩。“似鹿犹依草，如龙欲向
空”，这是南朝陈张正见紫骝马。“君家
赤骠书不得，一团旋风桃花色”，这是唐
诗人岑参写赤骠马。“五花散作云满
身”，这是杜甫笔下的五花马。

为了抢战机，要求战马快如飞。晋代
诗人曹毗写得好：“奔电无以追其踪，逸
羽不能企其足”（《马射赋》）。他形容好
马奔驰比闪电和射箭还快。“怒行追疾
风，忽忽跨九州”，宋代王安石这样写名
马骅骝。

马有老骥，也有小驹，在诗人笔下，
对老马和小马写得都各有妙趣。“老骥伏
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这是曹操写老马的名句。“儿驹三岁未受
羁，不知身要为人骑。跳梁川谷龁原野，
狂嘶憨走如骄儿。”这是清代诗人写套马
驯服小马驹的诗，把小马驹比作狂嘶憨走
的骄儿，十分生动有趣。

马年趣谈咏马诗
曹一凡

已经是入夜时分，大地上的雪光依然很
强硬，暮色好像永远地迟到了。雪早已经不
下，大地上一派白茫茫的空寂。整个小路
上，异常地干净。我听着自己咯吱咯吱的脚
步和心跳的咚咚咚声，不免有一些孤独，一
整块冰一样的孤独。

我不断地倾听脚下的秘密。每一脚踩下
去，都感觉有一个生命在我的脚底下，轻轻
地抱怨。也许是一株枯草，也许是一粒正在
萌动的花籽；也许是一只冬眠的青蛙，也许
是一只藏匿的蟋蟀。它们仿佛就跟着我的脚
步，嗅着我的声音，探着我的气味，只要我
的脚一落下来，就仿佛踩碎了它们的骨骼，
踩疼了它们的心灵。

那一层厚厚的雪，均匀地铺盖着我要抵
达的路。在我的梦境，任何一条路都没有尽
头，任何人也走不出大雪覆盖着的困扰。我
不知道脚下的路去了哪里，我也不知道这一
场大雪向哪里绵延了。不过，我的脚在不停
地摆动，在不停地踩踏在满地的雪花银上。

我走在回家的小道上，我仿佛踩疼了理
想的肌骨。我多么疼爱这满地的洁白，我想
从我的脑海里挖掘一匹白绸，给它寻觅一套

合身的比喻。我想在梦境之中采撷几片
音符，给它著一袭温暖的蝉翼。可是我
越走越单调，越走越趋近于无聊。我不
能想明白，一个世界的纯净仿佛就是一
个世界凝固的孤独。而我在行走，渐趋
于沉寂，将留下满地的脚印，孤零零地
告诉后来人有关我的隐秘。

我走在路灯下面，我看见白花花的碎银
子。不，天一样大的一块银子，照耀得我睁不
开眼睛，我的心灵也睁不开眼。一路上我都
在选择，我不要银子，我不要银子。然而撵不
走、甩不掉的银子，白花花的银子，天一样大
的银子，撵得我的华美的修辞无处藏匿。

我的修辞在哪里呢？我在哪里呢？我停
下来，贯注全身的气力狠狠地踩在一层厚厚
的雪上。我顿时豁然了。这个无意的动作似
乎让我找到了证明自我的秘密。这是一个很
简单的策划，我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我不
在别处，我就在自己的身上。

我把自己狠狠地摔在地上，一尺厚的雪
地上。正身的、侧身的，前倾的、后倚的，
一个又一个的我，活脱脱地印在雪地上。我
给它们吹上一口气，它们一个一个噌噌的就

立了起来。像我一样，开始在雪地上行走。
它们并不和我打招呼，站起来就朝着四面八
方走去了。

一个我又一个我，从雪坑里爬出来，
拍拍屁股就走了。它们消隐在我的眸光
里，但我不知道它们都去了哪里。我把
他们从我的身体里释放出来，我不知道
它们会干些什么。他们都不像我要做一
个流浪者，他们都有远大的目标，他们都
有干一番大事业的梦想。

在那些一个又一个冠冕堂皇的我走后，
身后又只留下我和他们走出的雪坑。我们呆
呆地相互凝视，不说一句话。这时候我又感
到一种莫名的孤独，悄悄袭遍了我的身心。
这时候我仍旧不能找到理想的修辞，我不知
道它在哪里。我仍旧在空寂的雪地上，犹
豫、徘徊。

而在我的梦境之中，我终于看到我从雪
地和小路上突围出来了。我在我释放的每一
个人的雪坑前，给他们名字。一一登记造
册，它们永远也跑不了。最后我写下自己的
名字，在洁白的大地上，他们不再孤独，这
些名字将熠熠生辉。

北方的雪天很寒冷。
寒冷的冬天，常有洁白的雪花飘飞。下雪的时候，

不待清晨的炊烟袅袅升腾，就有许多狗皮帽和花围巾从
每扇关不住的门里钻出来，于是雪地里顿时彩绘出一片
烦恼的景象：堆雪人的、打雪仗的、溜冰的……他们组
成一幅热闹多彩的北方冬天特有的风景画。

北方的雪天，是欢蹦乱跳玩闹的大好时节，就连洁
白的风里也飘荡着欢乐的音符。

北方的雪天很冷。再冷的严寒也封锁不住北方男
孩、女孩的热情奔放。当夹着雪飞的朔风从北飘来，当
这精灵之雪装点和烂漫整个季节，簌簌地落向树上、屋
顶、田野……顿时，这冰封的北方就变成了洁白的世
界。这会儿，那些活泼的女孩欢笑着在冰天雪地里跳
绳、踢口袋、随风而舞；而北方的男孩恰恰是其中最捣
乱的风景。北方的男孩好健壮，随着朔风里飘荡的音
符，男孩们欢快地跳起冰上迪斯科，来展示北方人的矫
健与气魄，谁摔得鼻青脸肿，谁就能赢得开朗的北方女孩
一连串咯咯的笑声。

北方的雪天，因有了女孩增添了更丰富的色彩；有
了男孩，北方的雪天增添了欢乐。

北方的男孩、女孩在雪中快活地疯长。
北方的冬天，常有洁白晶莹的雪花飘过青春的篱

笆，常有多彩的身影融进心河的柔波……
北方的雪天，常有爱情之花在这雪中不经意间绽

放，让冬天不再寒冷，让青春更添红火。
北方的雪天，多有赏不完的美景，男孩、女孩欢天

喜地赏雾凇，迎接风雪扭秧歌！
北方的雪天。这年轻的小子娶媳妇，俊美的姑娘坐

花轿，锣鼓、鞭炮齐鸣，喇叭、唢呐嘀嗒欢叫的北方雪
天哦！

北方那寒冷却又充满喜气的雪天哦！

2011 年，热情活泼的传媒大学研究
生张昊作为交换生去台湾生活学习了一个
学期。在此期间，她游历了台湾著名的风
景区和地区，并参加了各种活动。从她在
学校的上课经历及在社会中与人交往的过
程中，她感受到台湾文化与大陆文化的强
烈不同，于是她将这些珍贵的记忆与想
法流诸笔端。整本书时尚活泼，感情
真挚，巧妙将海峡两岸的不同融于日
常生活的描写，内容丰富且有思想，
对热爱旅游或想了解台湾的读者来说是不
错的选择。

今天大陆的知识分子、文人作家所写
的台湾，给大陆一般人的印象，就是台湾好
像非常文明、非常有人情味、非常温暖、非
常温柔。这样的文化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我们对这样的文化的认知是不是有偏差？
这些东西是不是就能构成台湾的文化特
色？

这本《请问 101在哪里？》，可以帮助我
们从侧面去看看这些经验，这些问题。

民国时期，山东省主席韩复榘，集军政
大权于一身，声势煊赫。他一个堂叔，前清
秀才出身，在家无业，到济南找到他，想谋
个工作养家糊口，他满口答应，立即写手
令，连同其叔的登记表装入封袋，命人送交
秘书长速办。秘书长拆封一看，大吃一惊，
立即派人将老头抓捕关押在军法处。一个
多月后，韩召开军政会议，坐在主席台上东
张西望，问秘书长：“××老太爷怎么没来参
加会议？”秘书长说：“老太爷关押在军法处
还没放出来哩。”“混蛋！”韩复榘大发雷霆：

“谁把老太爷抓起来的？”秘书长随即取出
韩的手令，韩一看写的是“抓军法处”，便理直
气壮地说：“我这不明明写的‘派军法处’，让他
当秘书的吗？你们为什么抓他？”秘书长小
声说：“‘派’字是三点水旁，您这写的是提
手旁，写成‘抓’了。”韩复榘眼一瞪说：“干
什么事不要用‘手’呀！快去请老太爷来开
会！”韩老头被放出来后闻知此事，一肚子
气，一句话不说，提笔写了一首诗：一纸公
文“派”作“抓”，小爷无故坐军法。若教留
在济南府，“手令”来时定吓煞。写好后往
韩复榘桌上“啪”地一放，袍袖一甩回老家
去了。

潘安，本名潘岳，字安仁，
中牟县潘家庄（即今中牟县城关
镇大潘庄）人，是西晋时期著名
政治家、文学家。潘安首先以貌
美传世，名贯古今，在中国是家
喻户晓的美男子。“掷果盈车”一
典穿过1700多年的历史烟云一
直流传到现在。“貌比潘安”一语
成了人们追美、爱美的口头禅。

潘安是两晋时期著名的政
治家，他一生担任过十多种职
务，经历或直接参与了西晋前
期几乎所有的重大政治事件。
他在政治上最辉煌、最受称道
的是其两任县令时期，因而也
留下了不少动人的佳话。

潘安是太康文学的代表人
物之一，是“中原文士”的首
领。他一生创作了大量文学作

品，有《潘黄门集》传世，是我国
历史上第一部文学总集《昭明
文选》载文最多的文学家。《文
心雕龙》把他推为“魏晋之赋
首”。钟嵘的《诗品》把他的作
品列为上品，并有“潘才如江”
的赞语。

潘安的一生具有浓郁的传
奇色彩，他叱咤风云，又扑朔迷
离；跌宕起伏，又悬念陡起；看似
轻松，而又充满了悲剧色彩。同
时，他又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
人物，“望尘路拜”、“构陷愍怀太
子”等也曾让人厚非。潘安一生
的传奇性和复杂性使历代文人
对他吟咏不绝。吟咏潘安的文
人如刘勰、钟嵘、萧统、李白、杜
甫、白居易、元稹、王维、杜牧、李
商隐、王实甫、李笠翁、王国维、

章太炎等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大
名鼎鼎的人物。

潘安的传说形象地反映出
潘安传奇的一生，包括其家庭
的传说、故里的传说、出身的传
说、生活的传说、仕途艰险的传
说、文学的传说、凭吊的传说，
及一些相关的奇闻逸事等。其
中最突出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
潘安之美的传说等，内容丰富、

传奇性强，既能给人以美的享
受，同时也使人受到启迪，具有
较高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审
美价值、伦理道德价值和多元
文化价值。

2009 年，潘安的传说被列
入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题图为建于中牟县城的
潘安像）

风从北边吹到南边
冬天就来了
中午有弱弱的阳光
傍晚有霾，夜间有霜，清晨有薄冰
老房子里有老人的絮叨和咳嗽
我穿一件旧棉衣
依旧按时出门，回家
有时也像女人一样
戴着口罩，以防刀子
割痛我渐入中年的脸

湖边

平静的水面，安静的水榭，寂静的树林
一幅画，就这样铺在湖边
冬日深重，只剩懒懒的阳光照看着
画中单调的冷
如果，再加上一层厚厚的雪
会不会感到温暖一些？有了雪，冬天的视线里
就有了觅食的鸟雀，顽皮的孩子
和拍照的情侣
这是另一幅画了。我只需要
远远地站着，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看着，或者想着这幅画
整个冬天就会变得更有意义

每到春节的时候，大人们总是要给孩子们一些零用
钱，称为“压岁钱”，是希望用这些零用钱换来平安吉
祥，让孩子们在新的一年里能够健康茁壮地成长。其
实，“压岁钱”源于北宋的一次偶然事件。

北宋的时候，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是北宋的京
城，每到春节的时候，汴梁城里总是全城庆贺，热闹非
凡。据史籍《桯史》中记载，北宋神宗年间，当时的朝
廷枢密副使王韶的小儿子名叫南陔，在有一年春节的夜
晚，南陔随着大人在汴梁的街头观灯游玩，却不料祸从
天降，南陔被歹人给掠走了，准备勒索南陔家一笔钱
财。途中，带着南陔的歹人巧遇朝廷里的车子经过，南
陔大声呼救，歹人心中害怕，放下了南陔，仓皇逃跑，
南陔得以随车进入皇宫。宋神宗问清了这件事情的经
过，就赐予南陔一些金钱，给他压惊。

此事原本是发生在北宋都城汴梁的皇宫内，但是，
却很快传扬了出来，并流传于民间。于是，人们纷纷效
仿宋神宗的做法，在过年的时候，除了给孩子们买爆
竹、吃食外，还要给孩子们一些压惊的零用钱，并称之
为“压岁钱”。

后来，全国的百姓也纷纷效仿这种做法，时间长
了，春节给孩子们发放压岁钱就成为我国传统的春节习
俗之一。《清嘉录》中说：“长幼度岁，长者贻小儿以
朱绳缀百钱，谓之压岁钱。”意思就是说，大人在春节时
都要给孩子用红绳子串的百枚铜钱，称之为“压岁钱”。

“压岁钱”原是为了给孩子们压惊，是为了使孩子
们免受惊吓，用来安慰孩子们，以求孩子们能平安快乐
的成长。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压岁钱的意义已由
压惊转化为春节时期的美好祝福了。

春节给孩子“压岁钱”这种习俗虽然源于北宋的一
次偶然事件，却在我国世世代代流传了下来，一直沿袭
至今。

写错一字讨没趣
牛 锐

《请问101在哪里？》
刘文莉

北方的雪天
李忠元

一马当先（书法） 安福昌

“压岁钱”之源
王吴军

雪夜归来
衣 水

潘安的传说
左 文

冬天（外一首）

吕付平

山色空濛（国画） 何常灵

要实现他的非洲梦想，没有资
金是万万不能的。卡扎菲敏锐地将
其经略非洲的重点锁定在货币上。
他积极筹划一种新的货币体系，试
图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和其他
伊斯兰国家联手推出新的伊斯兰通
货——黄金第纳尔。

黄金第纳尔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632 年，直到 1922 年土耳其帝国灭
亡，第纳尔一直是伊斯兰世界的贸
易结算货币。根据伊斯兰法律，1第
纳尔相当于 4.22 克（0.135 盎司）的
纯金。卡扎菲的黄金第纳尔计划，
在伊斯兰世界显然拥有某种历史回
归的使命感和强烈的现实需求。

2003 年黄金第纳尔正式面世，
它虽然没有引起一场货币变革的风
暴，但美国和 IMF 已经被这一设想
所震惊，黄金货币化不仅与 IMF 的
规定激烈冲突，更是为了完全绕开
IMF而另起炉灶。特别是黄金第纳尔
的概念既有世界性的号召力，更有
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足以在阿拉
伯世界引起广泛的共鸣。

卡扎菲在推进新货币的同时，
还积极筹划建立非洲中央银行、非
洲货币基金组织和非洲投资银行这

三大金融机构，准备发行以黄金第
纳尔为价值基准的非洲统一货币，
将非洲与阿拉伯世界从货币上结为
一体。

卡扎菲希望黄金第纳尔能够在
中东和非洲出售石油和其他资源时
作为标准的结算货币，从而彻底摆
脱美元与欧元的控制。可以说，卡
扎菲的货币雄心比萨达姆还要高
远，他考虑的不仅是打击美元和欧
元，更试图建立独立的非洲与阿拉
伯世界的货币体系。

不过，卡扎菲的计划同时挑战
了美元和欧元，而他的身后也没有
大国强有力的保护，面对两大强权
的联合绞杀，卡扎菲的雄图大略最
终灰飞烟灭。

美元，是美国霸权最重要的基
石，无论是谁，想要撼动美元的地
位，都必须有强大的国际联盟作为后
盾，同时还要有可信的战争威慑力，
否则不过是秀才造反，十年难成。

2013 年 3 月 27 日，号称“金砖
五国”的中国、印度、俄罗斯、巴
西、南非，在保护自身利益的共同
需求下走到了一起，决心建立金砖
国家开发银行，准备用本币来进行

金砖国家之间的相互结算与贷款业
务，从而减少对美元和欧元的依赖。

金砖五国终于走上了“货币起
义”的道路。

除了金砖五国，南美洲 12个国
家组成的南美洲国家联盟，也对

“美元暴政”心怀不满，已于2011年
11月25日宣布“货币起义”，成立南
方银行，推动地区贸易本币结算体
系，逐步将每年 1200 亿美元的区内
贸易进行“非美元化”。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无论是
金砖五国，还是南美洲国家联盟、
上海合作组织、海湾阿拉伯国家合
作委员会，要想真正实现货币独
立，只有团结起来才有成功的希
望。如果这些地区最终脱离了美元
的版图，这将是美元霸权以及美国
霸主地位的终结。

这才是美元的心腹大患。

雪上加霜：德国黄金运回家，
美国金库要核查？

德国人在2013年1月16日宣布了
一项举世震惊的声明：德国将把存放
在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300吨黄金

和法国央行的374吨黄金运回国内。
美 国 《 福 布 斯 》 杂 志 惊 呼 ：

“德国人准备将黄金储备从美国和法
国运回家的惊人消息，让贵金属的
投机者们担心这是全球央行之间的
信任可能恶化的第一个重要信号

……纸币价值的信任危机，使拥有
实物黄金成为人们的本能反应。”

德国央行发言人对《福布斯》
透露，德国运回黄金并不是准备卖
掉，而是对未来的“货币危机”进
行预先防范。此前数月，德国央行
宣称从美联储运回了一小部分黄金
进行熔炼，检验一下纯度和重量，
而最终宣布的运回数量却大得多，
这不禁引发了市场的强烈疑惑。

英国《每日电讯报》1 月 15 日
惊呼：“这一行为意味着西方央行
之间的信任已然崩溃。”全球最大债
券基金——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
(Pimco)首席投资官、债券大王格罗
斯(Bill Gross)也在推特上发文感叹：

“报道称德国将从纽约、巴黎运黄金
回国，难道各国央行不再彼此信任
了吗？”

2012 年 11 月，德国《明镜周
刊》曾报道，美国方面拒绝了德国
要求“看一眼”自己的黄金储备的
要求，理由是“可能会对金库造成
安全隐患和程序问题”，这使得德国
国内要求召回其黄金储备的呼声日
益高涨。

在冷战时期，苏军陈兵百万，

虎视眈眈，离德国央行的金库近在
咫尺，德国人一想到自己的黄金就
在苏军的眼皮底下，不能不感到如
芒在背。于是，德国将部分黄金储
备存放在美国、法国和英国，这样
也不至于家底儿被一锅端掉。随着
冷战结束，德国人不能不惦记起寄
存在别人那里的财富，就算不运回
来，能看上一眼心里也会觉得踏实
些。但这样的合理要求居然被美国
反复地拒绝，而理由又明显不能令
人信服。

德国人开始疑心，自家的黄金
会不会出了什么问题呢？早在2011年
德国人就开始惦记自家的黄金储备，
2012年这种情绪已经不可遏制。据德
国《明镜周刊》介绍：“德意志联邦
银行（德国央行）拒绝了（德国审计
局核查海外黄金储备的）要求，声称
中央银行之间通常不核查彼此的储备
资产，审计局的做法不符合央行之间
的惯例，海外托管机构的诚实和信誉
是毫无疑问的。”

很明显，德国央行不愿意与美
联储闹僵，西方央行之间存在着某
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深厚关系。但德
国国会不干了，有议员亲自跑到纽

约联邦储备银行要求检查德国的黄
金储备，接待人员不能或不愿告诉
德国议员金条在哪里。不久，欧洲
其他央行被迫披露了黄金储备已被
大量租借出去的消息，越来越多的
德国人开始强烈质疑自家的黄金储
备已被美国人“整没了”。

德国央行仍在辩解黄金留在美
国的益处，特别是如果德国出现危
机，黄金可以立刻用来融资救难。
德国议员们反唇相讥，既然两国央
行之间的信任度那么高，金子放在
德国和放在美国就没有区别，在哪
儿都能融资解困。

德国央行在德国议会、广大民
众、各界知名人士联手的强大压力之
下，最终不得不同意召回黄金储备。

德国人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
其实，就连美国人自己也有同样的
疑问。从 20 世纪 50 年代艾森豪威
尔担任总统之后，美联储的黄金库
存再也没有接受过审计，至今已有
半 个 多 世 纪 了 。 以 罗 恩·保 罗
（Ron Paul）为代表的美国国会议员
一直试图审计美联储的黄
金储备，但提案却从未被
通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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