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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早高峰的三环不怎么堵，出
租车里的顾晓珺心里却堵得厉害。
她不停地拨欧阳剑的电话，先是一直
占线，然后就是无人接听。

没办法，她只能一个劲儿地催司
机，快点，再快点。

她赶到欧阳剑家，摁响门铃，是
欧阳淼淼开的，顾晓珺一下子愣在了
门口。她虽然见过淼淼几次，可那是
在欧阳剑求婚之前，如今身份变了，
面对这个未来的“女儿”，她倒有些不
知道怎么开口。

沉默了一会儿，顾晓珺打破尴
尬：“淼淼，我不知道你在家里，你爸
手机没人接——他不在啊？”

欧阳淼淼倒是不生分，说：“他去
学校了，家里就我一人！”

“哦……”顾晓珺有些失落，“那
我先回去了……”

“别啊，小妈！”欧阳淼淼一把拽
住她的手。

这响亮的一声把晓珺吓了一跳：
“你叫我什么？”

欧阳淼淼一边把她往屋子里拉
一边说：“小妈呀！哎呀别不好意思，
以后都是一家人了，这么客气干嘛？
快进来，我正好有事儿问你呢！”说着

不由分说地就把晓珺拽进屋里，按在
沙发上，“小妈我给你倒水去！”

顾晓珺被叫得起了一身鸡皮疙
瘩，说：“你还是叫我名字吧，这么叫
……我不太习惯。”

欧阳淼淼哈哈大笑：“哦，我懂
了，怕把你叫老了对吧？那我就叫你
——小妈姐？嗯，小妈姐好听，就这
么定了！”

顾晓珺早知道这个鬼灵精的厉
害，无奈地摇了摇头，看到了淼淼笔
记本上的汽车资讯，说：“你在看车
啊？你爸都跟你说了？”

“说了！”欧阳淼淼递上水，一把
挽住晓珺的胳膊，往她身上靠去，“小
妈姐你真好，太惊喜了，我兴奋得昨
晚一宿没睡着觉！”

顾晓珺最受不了被小姑娘贴在
身上，小心翼翼地想把胳膊抽出来，
可她越躲，淼淼就贴得越紧。她没
法，说：“你高兴就好。”

“你来得正好，咱俩一起挑挑车，
我都挑花眼了。”欧阳淼淼一脸的谄
媚，“哎对了，你报名摇号了吗？”

“你爸没跟你说吗？我已经中
签了。”

“啊？真的？”欧阳淼淼激动得一

把抱住顾晓珺，嘴巴直往她脸上凑，
“小妈姐，我太爱你啦！你放心，虽然
这车是给我买的，可只要你想用，拿
去开！”说着就是“吧嗒”两下，在顾晓
珺脸上亲了两口。

被她这么一亲，顾晓珺完全傻眼
了，这才意识到两人说岔了，她说的
是自己要买车，而淼淼误会成了给她
买车。顾晓珺表情僵硬，说：“淼淼，
这事儿还是得等你爸回来再说。”

“不用，他负责出钱就行！小妈
姐你太仗义了，还没进我们家门就先
送我一辆车。你放心，将来要是我爸
欺负你，我帮你收拾他！”

顾晓珺面无表情地咬了咬牙，
说：“不用，我一个人就能收拾他。”

咖啡厅里，欧阳剑跟人洽谈完电
视节目的事儿，起身送对方离开，却
一眼看到了坐在不远处的任大伟。
他刚要过去打招呼，忽然看到任大伟
身旁的女人，用纸巾暧昧地把任大伟
嘴边上的油渍擦掉。

与此同时，任大伟也看见了欧阳
剑，四目相对，好不尴尬。

欧阳剑挪开眼神，转身要走，任
大伟赶紧跑过来拉住他：“欧阳教

授！这么巧啊，您也在这儿？来多久
了，怎么没看见您啊？”

欧 阳 剑 看 了 一 眼 那 个 女 人 ，
说：“我来谈点儿事情，正准备走，不
打扰了。”

“瞧您说的，坐坐坐，我给你们介

绍一下。她叫王思思，我们公司的销
售主管，这位是欧阳教授，是——我
妹夫，我连襟！”

欧阳剑没想到他会这么介绍自
己，反倒有些不好意思了，只能向王
思思点头示意。

“今天我们去上海出差，这个点
儿去机场太早，就顺路吃点儿东西。”
任大伟解释说。

王思思很识相地站起来，提议他
俩聊着，自己先去机场。

任大伟点点头，王思思一笑，转
身婀娜多姿地离开了。欧阳剑察言
观色，已经看出了端倪，揶揄道：“任
总很爱才啊，这么年轻就提拔主管，
想必王小姐一定是能力不凡。”

“实话实说，你是不是误会我跟
她……肯定误会了吧？”任大伟假笑
着岔开话题，“来坐，我正有话想问
你，昨晚上那一闹，没让你丧失斗志
吧？下一步准备怎么办？”

欧阳剑不愿和任大伟多纠缠，
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耽误你
时间了，告辞。”转身就走。

吃了个冷脸羹，任大伟坐下，看
着欧阳剑的背影若有所思。

办完事，欧阳剑回到家一开门，

就看见顾晓珺的高跟鞋摆在门口，不
由一惊，预感到买车的事要穿帮。

这一天天的，净是些烦心事儿，
欧阳剑摇了摇头，硬着头皮进去了。
看见沙发上坐着俩人，闺女黏在未婚
妻身上。他故作意外：“晓珺你怎么
来了？”

“ 幸 亏 我 来 了 。”顾 晓 珺 冷 冷
一笑。

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欧阳剑
明白事情不妙。

“爸，你见了小妈姐怎么一点儿
不热情啊？”欧阳淼淼这局外人不明
就里。

“等会儿，你叫她什么？”欧阳剑
被女儿的话噎住了。

“小妈姐呀！”淼淼解释说，“她进
了咱家，不就是我妈嘛，可我还有一
亲妈呢，就只能叫她小妈；可她又不
喜欢我叫妈，可直接叫姐就乱辈分
了，所以就叫小——妈——姐！明白
了吧？”

“得，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吧。”
欧阳剑听得云里雾里，小声悄悄问
晓珺，“你们俩聊得不错啊，都聊什
么了？”

“好多呢，你啊，我啊，车啊……”

顾晓珺站起来，阴阳怪气地说，“行
了，看你活蹦乱跳的我就放心了，走
了！”说着挎起包，头也不回地往门
外走。

欧阳剑一愣，淼淼推了他一把：
“没点儿眼力架，赶紧送送啊！”他忙
屁颠屁颠地追了出去。

顾晓珺也不管身后欧阳剑的挽
留，自顾自地摁电梯，一句话不说。

“ 你 听 我 解 释 啊 。”欧 阳 剑 追
上来。

“闺女不同意咱俩结婚是吧？所
以你就给她扔了颗糖衣炮弹？你跟
你闺女倒也不见外啊！到底是你跟
我求婚啊还是我跟你求婚啊？订婚
戒指打白条就算了，还想让我倒贴辆
车，我也太贱了吧？”顾晓珺板着脸奚
落道。

欧阳剑无奈了，苦苦解释，让顾
晓珺放心，自己马上去交戒指的定
金；买车也是为大局着想，现在是腹
背受敌，总得先解决一头。要不是闺
女反弹那么大，他也不会出此下策。

“我爸反弹也大，你怎么不给他
买辆车啊？为这事儿我都
跟我爸翻脸了！”顾晓珺不
依不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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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都钟鼓

马尔克斯为何“发狠”
陈鲁民

马尔克斯是中国当代许多作家的偶像，他
的“魔幻现实主义”写作风格影响了几代中国
作家，在作家圈里，倘若谁没有读过《百年孤
独》，是会被人耻笑的。在大学中文系，《百年
孤独》则是写作教学研究的重点作品，被奉为
圭臬。同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家莫言就曾
这样极力推崇地说过：“1984 年我第一次读

《百年孤独》的感觉是震撼，紧接着就是遗
憾，原来小说也可以这样写。”可遗憾的是，
马尔克斯却对中国文化界没有好感，尤其对中
国出版界深恶痛绝。

原来，马尔克斯于 1982年摘得诺贝尔文学
奖桂冠之后，他的一系列作品在未得到作家授
权的情况下便被我国多家出版社擅自出版，其
中蜚声世界文坛的长篇小说《百年孤独》、《霍
乱时期的爱情》、《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等
经典更是有多个版本盛行于市，准确地说就是
盗版横行。1990年，马尔克斯访问北京时，看
到书店里到处都是他作品的盗版书，非常气
愤，对前来看他的中国文化界人士不客气地
说：“各位都是盗版贩子啊！”让当时在场的中
国文坛泰斗钱钟书先生颇为难堪，只有沉默不

语，因为咱们确实理亏，说啥都是多余，况且
钱先生也是盗版书的受害者，心有戚戚焉。最
后，马尔克斯撂下一句狠话：“死后 150 年都
不授权中国出版我的作品，尤其是《百年孤
独》。”（《中国青年报》4月18日）

1992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版权公约》。
中国出版界的版权意识逐渐增强，在保护知识产
权、打击盗版方面有了长足进步，制定了相关法
律，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以坚持不懈的积极努力
换来了马尔克斯的谅解。在 30年后，他终于同
意向中国的出版社正式授权，被出版界专家认为

《百年孤独》在中国的正式出版“是一个在中国
出版史上可以载入史册的日子”，不亚于当年震
惊世界文坛的拉丁美洲“文学爆炸”。

不过，我们还不要过于陶醉，其实，中国
出版环境的规范化还只是“初级阶段”，国内文
化出版界在保护知识产权、打击盗版方面与发
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还有很多漏洞
要弥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只要稍许留心，
我们就会发现，盗版书不仅在地摊上层出不
穷，就是在一些新华书店里也公然登堂入室。
几乎每个畅销书作家都有遭受盗版侵权的惨痛

经历。余秋雨先生说，他的作品的盗版书比正
版书要多得多，无奈之余，他的抵制办法是坚
决拒绝给盗版书签名。莫言倒是挺“豁达”，他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的作品的盗版书立刻
铺天盖地而来，甚至公然在他家门口卖，“弟
弟问我要不要把卖盗版书的人撵走，我觉得挺
好啊，能够让乡亲们赚点钱何乐而不为呢。”

还有，在报刊网络上，不经作者同意随意
转载的侵权现象也十分普遍，而且从不知会，
更不寄稿酬。就笔者而言，粗略统计，每年就
有上百篇次文章被转载，主动来联系的寥寥无
几。只有你找上门去了，才很不情愿地寄几个
转载费，还有的干脆不理你，装聋作哑。与他
打侵权官司吧，似乎又太麻烦，不仅旷日持
久，劳心费力，即便打赢了也赔不了几个钱，
只好吃个哑巴亏了事。

适逢“魔幻大师”马尔克斯仙逝，纪念缅怀
之余，不由想起他昔日对中国出版界发出的“狠
话”，想起钱钟书先生代人受过的难堪，再联想
到时下文化出版界在保护知识产权、打击盗版方
面的种种不尽如人意，我们还得大声提醒自己一
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随笔

追忆侠影芳踪
霍无非

北京护国寺街 9号，是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故
居，他一生的最后十年，是在这里度过的。

朱漆大门的上方悬挂着邓小平题写的匾额：
梅兰芳纪念馆。进门，梅兰芳的汉白玉雕像就立
在翠竹相伴的墙下。这座占地约一千平方米的普
通四合院倒不如说是三合院更恰当，没有南房，正
院仅有正房及东西厢房，正院外入口处有一幢青
砖平房，与正房相对，1986年建成梅兰芳纪念馆
后，作为展览室之用。

展览室内近百张图片和文字说明，记录了梅
兰芳的舞台艺术生涯和各种社会活动。室内梅
兰芳各个时期的舞台艺术照弥足珍贵：在《木兰
从军》中饰花木兰，在《天女散花》中饰天女，在

《洛神》中饰洛神……尤其是梅兰芳执扇生活照
和在《生死恨》中饰韩玉娘的化妆照，眉目传神，
手势细腻，光彩照人，气质儒雅，具有强烈的艺术
感染力。

步入正院，两棵秋海棠和两棵柿子树枝繁叶
茂地分别置身庭院的四个角，结满硕果，海棠的
果实还泛着青，而红柿子已如小灯笼挂在树上，
压弯了枝，枝叶和果实在雨中滴着晶莹露珠。梅
兰芳生前常在树下练剑习拳、教授弟子，会见友
人，是他研讨、推广京剧艺术，参与社会活动的一
个重要场所。这一传统源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来京的外国友人都要求把登长城、观梅剧、访梅
宅放在活动日程内。梅兰芳的这处住所比以往
简朴多了，但他好客秉性不改，常在这里举行茶
话会，品茗畅谈，结识国际友人，宣传、交流各国
民族传统艺术，为京剧走向世界做出巨大贡献。

院子的西厢房陈列着名人字画，有梁启超所
书《楞严经》八条幅，张謇所书八言对，陈三立所
书寿对等，都是梅兰芳生前珍藏友人所赠的字
画。梅兰芳是个博学好问，多才多艺的人，曾拜
王梦白、齐白石等人为师，学习书画艺术，借以丰
富生活，汲取艺术营养，并达到精深的造诣。日
寇侵略中国期间，他蓄须明志，息影舞台，在家写
字作画，甘于清苦生活，冒着生命危险，巧妙与敌
周旋，坚决不为日伪演出，表现出凛然大义的民
族气节。

正房是梅兰芳一家的住所，包括会客室、起居
室、书房等，均按原样摆放，大厅有几件古式桌椅、
古瓷器，古色古香，其他房间倒摆放了一些沙发、
皮箱、收音机等用品和杂物，较有现代化，特别是
一面长条大镜悬挂墙上，是仪表整洁的梅兰芳每
日梳理发型和练功照镜所用，从中可见他一生的
修养爱好。

东厢房陈列着梅兰芳舞台艺术的精华，图文
并茂地展出他饰演女性人物的 12 种标准身段：

“托物式”、“搬物式”、“指式”、“羞式”等，惟妙惟
肖，颇具古典戏剧的魅力。尤其是他经过多年对
生活的观察和艺术积累，对不同女性角色的年
龄、身份、处境、心理深思熟虑，反复揣摩，借鉴洛
阳龙门石刻和太原晋祠侍女塑像，推陈出新，创
造了54种旦角表演手势和指法：“含苞”、“映日”、

“吐蕊”、“斗芳”、“掬云”等，纤纤细指，变幻无常，
运用起来非常讲究，如在《生死恨》饰韩玉娘的化
妆照中，用的手势是“承露”，把人物端庄沉稳的
韵味表现得淋漓尽致，在《霸王别姬》中，他饰虞
姬，舞剑时用“怒发”手势，与项羽大势已去，四面
楚歌，“亮剑”激励军心又难掩失望的凄然之情十
分贴切。手势和指法配以身段、表情、眼神、唱腔
等综合表演技法，既不脱离中国戏剧的规矩，又
达到美的艺术效果，被许多中外艺术家称为一
绝，前苏联一位作家评论：“梅兰芳的手指创造了
舞台的深度”。房内，还展出了梅兰芳曾用过的
部分戏装、道具，其中《贵妃醉酒》的戏装华丽富
贵，色泽鲜艳，不减当年。

“看我非我，我看我，我也非我；装谁像谁，谁
装谁，谁就像谁。”这是梅兰芳的座右铭，他的故
居，成为追忆侠影芳踪的圣地。

博古斋

石狮
李 波

狮子被誉为“百兽之王”，大约在
东汉时期传入中国，随着佛教的广泛
传播，狮子也成为人们信仰中的一种
图腾，被视为辟邪驱恶的吉祥动物，
并与龙凤攀附在一起，成为威震八
方，唯我独尊的王权与胜利的化身。
因此，在古代，人们在修建宫殿、陵
墓、桥梁、府第及房屋建筑时，总喜欢
安放上栩栩如生的石狮子。

在古代，设置石狮子有一定的规
矩。石狮既作为艺术装饰作用的守卫
之神，又能显示主人身份的高贵。一
般门东边的狮子为雄狮，脚边踩一只
绣球，象征威力，俗称“狮子滚绣球”；
门西边的则为母狮，脚下抚一只幼
狮，寓意子孙昌盛，俗称“太狮少狮”，
这已成为一般建制。但是，狮子头部
的鬈毛疙瘩却不得随意雕刻，鬈毛疙
瘩的数目，是象征封建官府等级的标
志，其数量越多，则主人官位品级越
高。一品官或公、侯等府第前的石狮
头部有十三个鬈毛疙瘩，谓之“十三
太保”，一品官以下的石狮鬈毛疙瘩，
则要逐级递减，每减一品就要减少一
个疙瘩，七品官以下人家的府第就不
准安放这种石狮。

狮子底座花纹的雕刻也有学问，
正面雕刻瓶、盘和三支戟，象征着“平
升三级”；右面刻有牡丹和松柏，象征

“富贵长春”；左面刻的是“文房四
宝”，象征“文采风流”；背面雕刻“八
卦太极图”，象征“镇妖驱邪”。

石狮子作为艺术形象引入建筑，
其雕刻艺术在历史上广泛发展，正如
建筑一样，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艺术
风格。在汉代，石狮雕刻已出现，那时
雕狮身上生着双翼，古拙神奇。在曹
操筑的铜雀台旧址，曾发现一对附着
门柱上的石狮，这种石狮明显可以看
出受西方雕刻的影响——狮子身上
生着双翼。后来随着真狮子的传入，
石狮子的形象才没有双翼，但朝着昂
扬威猛形态发展，在古都南京和它的
周围，留下许多南朝留下的墓葬石刻，
称为“六朝石刻”，其中狮子占了很大
比例，这些石狮线条简洁，高大威武，
强劲有力，很好体现了护卫者作用。隋
唐时期，石狮趋向写字，工艺精巧，使
狮子造型艺术出神入化。宋代以后，狮
子造型趋向秀丽。清末政治腐败，狮子
转向温顺柔媚之态，失去了原有的气
势和神威。

民间传说狮子爱玩“夜明珠”，因而
至今石狮子口中多半含有一颗能活动
又掉不了的圆球。今天的石狮子又赋予
新时代意义，石狮子又在街头、桥上石
柱、楼宇、公园门前广泛出现，成为威武
和健美的象征。现代石狮造型生动逼
真，千姿百态，刻工娴熟，线条圆润流
畅，身躯雄浑威武，给人以庄严、优美的
艺术享受。

新书架

《美妙的瞬间：
普希金诗选》

龚依文

普希金和他的诗歌，是个说不尽的话题。
普希金拥有许多辉煌的头衔，比如“俄罗斯诗坛
的太阳”，“现代俄罗斯文学之父”，“俄罗斯现实
主义文学的奠基人”等等。普希金的诗歌绝大
多数都是严谨的格律诗，俄语翻译名家谷羽先
生坚持以格律诗译格律诗，忠实地传达原作的
意象，高度重视原作的形式，尽力再现其节奏和
音韵特色，把音乐性提到应有的高度。努力追
求和谐自然，让译文读起来朗朗上口。

本书是系列丛书“诗歌俄罗斯”的第一本，
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的诗作，以抒情短
诗为主，并配以俄罗斯插画家的工笔剪影插画，
文字与插画相得益彰，美不胜收。

文史杂谈

汉代妇女敢“休夫”
马 佳

如今，离婚、再婚现象早已是屡见不鲜、习以
为常的事情。但在古代社会，离婚可不是一件光
彩事儿，女人离婚更是遭人白眼，往往被视为不
守妇道之人。不过在汉代却是个例外，汉代妇女
敢爱敢恨、敢作敢当，离婚、再婚现象在当时还颇
为流行呢！

寡妇再嫁，在汉代也被认为是合理的事情。
譬如，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初嫁平阳侯曹时，
曹死后再嫁大将军卫青；汉宣帝的女儿敬武公主
初嫁富平侯张临，再嫁临平侯赵钦，赵钦死后，又
嫁给高阳侯薛宣；汉元帝妻冯昭仪之母初嫁冯昭
仪父，再嫁郑翁；汉桓帝刘志的邓皇后之母初嫁
邓香，再嫁梁纪等等。由此可见，寡妇再嫁犹如
家常便饭。

令人佩服的还有，汉代女人敢于主动“休
夫”。据《汉书朱买臣传》记载，朱买臣家贫，卖柴

为生，常担柴道中，诵书歌讴，“妻羞之，求去”，
“买臣不能留，即听去。”后来前妻与其夫家一同
上坟，见朱买臣依然饥寒，还曾经“呼饭炊之”。
朱买臣之妻敢于主动提出离婚，这在汉代以后的
封建社会里是难得一见的。所以大诗人李白曾
有《妾薄命》一诗云：“雨落不上天，覆水难再收。
君情与妾意，各自东西流。”

当时不单盛行寡妇再嫁和离婚，更有女追
男、甚至追求有妇之夫的现象。汉光武帝刘秀，
其大姐湖阳公主新寡，刘秀有心试探其意向。

公主说：“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表示对大
臣宋弘的爱慕。刘秀当即愿意撮合，为此专门
接见了宋弘，让大姐坐在屏风后面，刘秀问宋
弘：“都说人一尊贵就会换朋友，一富裕就会换
妻子，这也是人之常情吧？”宋弘道：“臣闻贫贱
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刘秀失望地告
诉其姐：“此事没戏矣。”虽然宋弘明确拒绝了公
主的“单相思”，但湖阳公主敢于主动追求有妇
之夫的行为，足以反映当时女性的社会地位与
社会风气。

知味

广肚与皮肚
刘开生

一些食客由于缺乏对广肚与皮肚两道菜肴
知识的了解，常常闹出一些有眼不识金镶玉，“错
把冯京当马凉”的事儿来。

其实，无论是这两道菜肴的外在成色还是内
在品质，都有着诸多不同。首先是食材的来源不
同。广肚亦称鱼肚，是各种大型鱼类鱼鳔的干制
品，以富有胶质而著称，别名花胶。广肚自古就
被列为“海八珍”之一，此烹饪典籍最早见于我国
北魏时期《齐民要术》一书，至唐、宋时期，广肚更
被列为朝廷贡品。所以宋代许多书籍，都有关于
广肚的记载及菜肴介绍。而皮肚，则来自猪，皮
肚亦称干肉皮，烧皮肚菜肴系胀发过后的肉皮烹
制而成。上乘皮肚一般选自猪后腿皮或背部皮
加工而成，因该部位的皮，皮坚且厚，胀发性能
好，宜于入菜。由此可见，广肚属高档食材，皮肚
属普通食材。

此外，广肚与皮肚两道菜肴还有几个简单的
区分方法。广肚的菜名一般叫扒广肚，皮肚的菜

名一般叫烧皮肚；广肚的色泽呈乳白色，皮肚的
色泽呈淡黄色；广肚的蜂窝状窟窿大，皮肚的蜂
窝状窟窿小。同样都是一盘菜，二者价位却有

“云泥之别”，一道品质优良，制作考究的扒广肚
可售几十元甚至一百多元，而一道烧皮肚充其量
只售一二十元。

由于广肚与皮肚两种菜肴食材的内在品质
不同，故两种菜肴的口感与营养价值也不同。

烧皮肚具有口感暄软，老少皆宜，胶质丰富、
卤汁充盈、经济实惠等特点，皮肚中含有人体所
需的蛋白质、氨基酸、碳水化合物等微量元素，可
促进人体新陈代谢。

而广肚则常常被作为高档宴席热菜的头
菜。笔者曾在一些宴请场合多次看到，当头菜扒
广肚上桌时，有人双箸夹起，那洁白柔软的鱼肚
在筷间翻动，立马使人想起什么叫“秀色可餐”。
当酸辣扒广肚入口，舌尖上的享受立马会呈现出
来。醇浓鲜香的滋味缭绕舌尖，刺激味蕾。咀嚼
中，使人感到它柔软中夹带软脆，润滑中又有绵
糯的独特质感，真乃惬意无比。广肚富含丰富的
胶质、蛋白质、黏多糖、氨基酸、消化酶、灰分以及
钙、磷、铁、锌、硒等多种营养成分，具有滋阴养
血、固肾培精的功效，向为高级补品，享有“海洋
人参”之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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