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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了？”孙离很惊喜，“他
真的没事？谢天谢地，到底还有
个干净人！”孙离调出原先发给马
波的信息，复制粘贴后稍作修改：
马波兄，我去看了妙觉师傅，她说
莲花自净，无关清浊。她还说你
最有衲子之心，我也相信你是干
净人。我一直打你电话，都关
机。也给你发过信息，不见回
复。今天才知道你平安，我也放
心了。收到信息，请回电话！

深夜三点多，孙离电话响
了。一看，是马波打来的：“孙离
兄，抱歉，这么晚了打搅你。我白
天不敢开电话，只在半夜里看看
有没有重要信息。我没有收到你
的信息，可能发得很早吧，我在里
面手机关了八个月。叶子那个疯
子缠得我不行。我们约个时间，
我请你喝茶。”

孙离说：“我有特殊情况，出
不了门。你方便的话，明天到我
家里来吧。我时刻都在家里，不
用事先打电话。”

第二天上午，马波就来敲门
了。他见孙离瘦得换了个人似
的，猜到他必定是得了大病。听
孙离如此说了，马波长叹一声，

说：“没想到，我在里头受难，你们
在外头也是受难。相信我的话，
亦赤那孩子我见过，他肯定会回
来的。孙离的身体，也不会有大
碍。立凡是你们亲生孩子，总算
阴差阳错找到了，这么一想也是
喜事呢。”

喜子强作笑颜，说：“马波就
是开阔，我听你这么说说真的就
好受些了。”

马波又对孙却说：“老弟，你
哥哥平日只要说起你，就像说书
似的兴奋。今天见到你，果然器
宇不凡，气象很大。”

孙离调侃道：“什么气象？
快下雪了吧？”

“ 马 哥 ，你 别 听 我 哥 哥 瞎
吹！”孙却等小君把茶泡好，他小
两口就进书房去了，“你们聊吧，
不打扰你们了。”

孙离望着书房门关上了，才
问马波：“你受了这么大委屈，到
底怎么回事？”

马波笑笑，说：“我出来两个
多月了，说了上百次了，早说烦
了。孙离兄，你身体也不好，我现
在也疲惫。细节今后有时间慢慢
说吧。简要地说，有人见我要当

宗教局长了，就造谣害我，他自己
想上位。叶子相信人家的谣言，
先是吵着离婚。离了婚她又后
悔，找我复婚。我当时被谣言弄
得焦头烂额，哪里有心思谈复
婚？她又信人家的话，同人家联
手把我送进去了。调查了整整八
个月，没查出我任何不干净的地
方。当然，那个想当局长的人如
愿以偿，当上了。”

“你就这么白白让人整了？”
孙离问。

马波说：“我不会以牙还牙，
他有没有问题由人说去。前几
天，上面有人找我谈了，考虑我去
当文化局长。我有些懒心了，打
算到高校去教书。”

喜子点头说：“我赞成你到
高校去。虽然高校也早是名利场
了，毕竟比别的地方好些。”

孙离说：“马波，这是个大
事，你先不头脑发热，冷静想想再
定吧。”

喜子不想提叶子昨夜上门
的事，马波自己说到她了：“叶子
这个人，我有些痛心。她年轻时
并不是这样的，她的种种不好都
是后来变的。我们都在同一个染

缸里泡着，缸里的水越来越黑。
我们是否经得住浸泡，全看自己
的定力。叶子变得眼睛里只有
钱，只有同人家没完没了的攀比，
只有同人家的交换，只有无穷无
尽的牢骚。她什么时候都在算
账，同朋友往来，同家人相处，甚
至夫妻之间，在她眼里都是加减
乘除。我出来了，她又提出复

婚。她并不是念旧情，只是觉得
这样合算！”

十五
“孙叔叔救我！”一个男孩的

声音。
“你哪位？”孙离吓得坐了起

来。
“孙叔叔，我是小江，我是江

陀子！”原来是江陀子。
孙离问：“小江快说，出什么

事了？”
江陀子哭了起来，说：“我把

我妈妈挖死了！”
“怎么？你怎么把妈妈挖死

了？”
喜子听了这话，吓得也坐了

起来。
孙离浑身哆嗦，问：“告诉

我，你慢慢讲，怎么回事？”
江陀子说：“我去推房子，他

们说屋里没有人。我一推，房子
倒了。我看见妈妈站在楼上大声
叫喊，房子突然就倒了，马上起了
大火。火扑掉了，妈妈还在下面
压着，我猜肯定死了。”

孙离隐约猜到是怎么回事
了，喉咙马上就像着了火似的发
干，问：“你在哪里推房子？你妈

妈叫什么名字？”
“南津渡老街。我妈妈叫宋

小英。”江陀子哭泣着。
孙离放下电话，大声叫喊：

“孙却，孙却，你快起来，你陪我出
去一下。”

喜子只听说谁把妈妈挖死
了，追着孙离问：“告诉我，到底出
什么事了？”

孙离边穿衣服边说：“一句
话讲不清楚，我回来再慢慢告诉
你。你休息吧，不要等我。”

下楼的时候，孙却也问到底
是怎么回事。一直到上了车，孙
离才说：“三年前的秋天，我在何
公庙看见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孩，
叫江陀子，他爸爸坐牢去了，妈妈
离家出走了，奶奶年纪大了管不
了他。这孩子很可怜。我托人帮
忙，收留那孩子打工。他在拆迁
公司开铲车。去年冬天，我在一
家夜总会的男厕所看见一个女清
洁工，居然是老邻居的妹妹宋小
英。刚才江陀子打电话来，说他
把自己妈妈挖死了，他妈妈就是
宋小英！”

孙却听了，半天没有理清头
绪，问：“哥，就是当年诬赖你的那

个人？”
“不是小英诬赖我，是他哥

哥老虎，宋小兵。”
“我还是弄不明白，这中间

到底是怎么回事？”
孙离说：“我也弄不清怎么

回事。我问过小英，她说她守的
那房子是她家的。我听说那是个
门户很高的人家，小英哪里嫁得
进去？江陀子是她的儿子，那房
子就更没有可能是她家的了。江
陀子的爸爸打伤城管，坐牢还没
有出来。他爸爸就是何公庙附近
的人。”

孙离在路上又打江陀子电
话，已关机了。孙离兄弟赶到
南津渡，人已进不去了。消防
车闪着警灯开出来，隐隐看见
废墟上冒着白烟。警察拉起了
警戒线，闲人不准靠近，不准围
观。孙离过去同警察交涉，没
有人听他的。

“ 我 是 她 的 熟 人 ，我 们 认
识。”孙离说。

警察笑笑，说：“熟人？这会
儿死者家属都不能进去！”

“ 确 认 人 已 死 了
吗？”孙离问。 20

连连 载载

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市境内，始建于
周初，是我国建置最早的雄关要塞。若单
从建关时间来说，堪称天下第一关。关于
关名的来历，《辞海》中说，“因关在谷中，深
险如函而得名。东自崤山，西至潼津，通名
函谷，号称天险”。函，是指盛物的匣子或
套子，形容幽深、封闭。从字面上看，关的
险峻程度可想而知。函关古道全长 15 华
里，是古代洛阳到长安的必经之路，易守难
攻，被喻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克”，还有人
用“一泥丸而东封函谷”来形容它的战略地
位。古代就有人说：谁拥有了函谷关，谁就
拥有了战争的主动权。在楚汉争关之时，
函谷关被西楚霸王项羽手下的大将黥布一
把火给烧了，后来虽多次修复，又多次毁于
战火。现在的关楼，是根据成都青羊山出
土的汉画像砖于1992年重新修建的。站在
关楼上，回首西看，“古道”两边的土山经过
两千多年的风雨侵蚀，已经不见其险峻，函
谷关雄伟的气势难以显现。跟我同去的朋
友遗憾之余，开玩笑地说，若是再发生战
争，这个关就无足轻重，甚至不堪一击了。

朋友的话让我浮想联翩。古往今来，
函谷关一直是连通秦豫的必经之地，很多
名人墨客在此留下了遗闻传说，演绎出不
少历史故事和成语典故。据史书记载，当
年函谷关关令尹喜善观天象，精通易经。
一天，尹喜登上一个土台，发现东方有一团
紫气升起，知道有圣人要从函谷关经过，于
是沐浴更衣，静静等候。不久，果然有一位
皓首长髯的老者，骑着青牛，从东方徐徐而

来。他就是周朝的柱下史老子（姓李名耳，
又名老聃），因见周室衰微，朝政废弛，便决
定经函谷关到西域隐居。尹喜盛情款待了
老子，恳请其著书立说，老子很高兴地接受
了尹喜的挽留，著就了彪炳后世的五千言

《道德经》。“紫气东来”的成语就源于此。
此外，还有“鸡鸣狗盗”、“公孙白马”、“终军
弃繻”、“玄元灵符”、“仙丹救民”等历史传
说和故事。

自春秋战国以来的两千多年中，函谷
关历经了七雄争霸、楚汉相争，黄巢、李自
成农民起义，以及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的狼烟烽火，无论是逐鹿中原，抑或
进取关中，函谷关历来都是兵家必争的战
略要地，其间曾有16次大战役在这里发生，
不少战役可以说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如“楚汉争关”：公元前206年，项羽、刘邦约
定，先入关者为王。刘邦选择秦国兵力较
弱的线路进攻，从陕西的商洛经武关提前
进入关中。而项羽自恃兵力强大，一路走
大道，等他攻打到函谷关时，听说刘邦已入
关中，大怒，命大将黥布强行攻关，并把关
楼烧毁，上演了千古绝唱“鸿门宴”。即便
在抗日战争时期，函谷关也发挥了重大作
用。1944年４月，日本侵略军发动了“河南
会战”，短短 20余天时间，就由洛阳攻到灵
宝县城，中国军队据守函谷关，毙伤日军包
括联队长、团长 2000余名。少数日军窜至
阌乡随即撤出，终未能西进一步。此外，还
有“虢公败戎”、“割城求和”、“合纵攻秦”、

“赤眉军攻关”、“西原大战”等战役。

来到函谷关，虽然时过境迁，物是人
非，但是，学习或重温一下历史，不也是一
分收获吗？更何况，这里是我国古代伟大
的思想家、哲学家老子著述道家学派开山
巨著《道德经》的灵谷圣地，道家文化的发
祥地，有“道家之源”之称。《道德经》言简意
赅，博大精深，内容极为丰富。在这五千言
中，老子以其渊博的知识和独特的视角，从
天文到地理，从自然到人文，进行了天才的
猜测和生动的描述，他提出的“道”、“自
然”、“无为”等著名的概念，即为君王治理
天下提供了指南，又为百姓文化传承指明
了方向，换言之，老子的思想是中国哲学的
基石。“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人法
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师之所
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天
道无亲，常与善人”，“善为士者，不武；善战
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
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祸兮，福之所
倚；福兮，祸之所伏”，“知足不辱，知止不
殆，可以长久”……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祭
拜老子，心灵受到一次老子伟大思想的洗
礼。

看到“古道”上面凌空飞架的公路，联
想到当今太平盛世，国泰民安，心里一下子
就释然了：还需要函谷关独特的地理优势
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早已不需要了。
所以说，还有什么好遗憾的呢？

函谷关，我还会再来的，因为她的神韵
和内涵已经深深吸引了我。

函谷关遐思
侯发山

思 念
伊雪

在沿街的石阶上随意地坐下，一片
枯叶像故事的精灵飘然于脚下，恹恹的
阳光洒下稀疏的树影，绿色仿佛在瞬间
走向了苍老。沿街的房舍覆盖着沧桑的
岁月，几声鸟鸣惊醒了沉重的季节，割破
了梦里缠绵的歌谣。迷离的梦，远走他
乡。深邃的记忆化作一道缥缈的笛律，
越过街道，穿越尘烟，走向远方。

当枫叶红了的时候，便是你归来的
时候。我痴立于岁月的枝头，设定种种
灿烂的结局，为等待书写浪漫。但几度
春阳秋月、夏雨冬霜，却听不见雁雀的呢
喃。我思想孕育的满满的炽热的期待，
被季节的风摇落了，剩下的是空灵的回
忆。

我坐在你的篱边，听流水的声音，水
如月光，漫到我的脚下，流水唱着季节的
歌。我的心柔软成一片羽毛，被纤细的
指尖托举在空中，追寻轻盈的流风，风声
掀起所有的梦。温柔的梦如鱼，轻吻光
洁的卵石。灿美的风景，如朵朵鲜花，盛
开在季节的唇边。我守在春天萌芽的地
方，岁月在梦里青葱。

一只空灵的蝴蝶，谁也无法长久挽
留。曾经熟悉的春天的芳草，夏夜的虫
鸣，渐去渐远。春天的小鸟划过天空，一
道闪亮的羽痕，凝固在我的心扉。我追
寻小鸟的背影，瓦蓝瓦蓝的梦翅折叠着
思想。富有节奏的律动，茫然地游出，猜
不透的心思，依然是那难读的扉页。走
过的路上，深深浅浅的足印里，蓄满了往
事的落花和流水。所有的喧哗已经沉
睡，往事化成了一阵风。

我湮没在时间的谷底，心事堆积成
雪山。思念凝成冰霜，被风一遍遍凌厉
着，越来越瘦。那么近，又那么遥远。猜
不透的心思，看不透的天空。

昨夜有风，但很耳熟；昨夜有梦，梦
之露润染了我的真诚。我开始在平静的
湖面上解读精神的风雨，在夕阳下解读
美丽的彩虹。

思念的翅膀拨动晨曦，思念的羽翼
填满憧憬。阳光像一只鸽子落在了我的
肩膀，妩媚着我落寞的心情。远方的风，
柔软，温馨，穿过莽林，穿越高山，如孩子
们的欢笑花蕊般鲜明鲜亮。

我的心怀一下子亮了，眸子里闪烁
着明媚的光芒。我不再寂寥，因为思念
是一种永恒。

新书架

《我们的故事》
李汶

“乱世佳人”是梁凤仪《我们的故事》
三部曲的第一部，它讲述的故事发生在
1949 年到 1959 年间。梁博士以女主人
公桂雨心的人生经历为线，贯穿起了一
个家族、两组爱情，更从一个侧面映射了
当时整个香港乃至中国的政治和经济面
貌。可以说，它是作者沉潜多年后的厚
积薄发之作，不同于作者以往的财经小
说，这部作品传达了梁凤仪对个人、对香
港、对中国历史的深沉回忆与思索，更寄
托了她对事业、爱情、人性，对真善美的
理解与参悟。整部作品带有梁博士本人
及其家族历史轨迹的印痕，将大历史与
小细节交叉，故事场景、叙事时间变幻交
错，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文笔持重，
透露出严肃的写作态度。该书印制精
美，书前还附有梁博士家族及香港珍贵
老照片。

这部小说能给读者带来文学的享
受，更能使读者了解历史，洞彻将来。关
照当下的香港，我们更应该细读这部小
说，只有了解过去，才能正视现实，把握
未来。

不知明月为谁好
故园池塘今是非

康有为 书法

知味

湘西血粑鸭
钟 芳

湘西，青山如黛、绿水长流，溪河清澈，是个美丽富饶的鱼米
之乡。村里家家户户都喜欢在河边放养鸭子，常见成群结队的
鸭子在河流里不停地游动，它们吃螺蛳、吃鱼虾、吃河蚌、吃散长
在湖畔的杂草，这样养出来的鸭子因此特别肥硕健壮，肉质细嫩
鲜美，特别好吃。

母亲说，鸭子全身都是宝，每一个部位都可以做成菜。在她
巧手的鼓捣下，常演绎出一道道极具湘西风情又赏心悦目的美
味佳肴，鸭子斩杀清洗干净后，鸭舌、鸭心、鸭肝、鸭肠可佐以酸
辣椒、葱姜蓉爆炒成酸辣鸭杂，香香辣辣的，十分开胃下饭。鸭
肉的吃法就奇特繁多了，如芷江鸭、五杯鸭、子姜鸭、香辣啤酒
鸭、山药老鸭汤……每一道菜都色泽诱人，浓香扑鼻，足以让你
垂涎三尺。

而我最喜欢的是湘西血粑鸭。做血粑鸭不是件简单的活
儿，可是大有讲究的。首先，要提前准备好自家种的上等糯米在
水中洗净，浸泡 12个小时左右装入瓷盆里待用。其次，要选一
只肥壮的鸭子，最好是生长期两个多月的小麻鸭，将之用白酒灌
醉，倒提双脚，割破脖颈，让其鲜血洒在洁白的糯米上，这样不但
能使鸭的皮毛变得松软，易于脱毛，而且肉的口感会更好。鸭血
放尽后，马上就要搅和，达到血米红白交融，以至凝固后，烧柴火
上锅蒸熟。随后捞出，放冷晾凉后，切成小方块，放入油锅中炸
至金黄色时捞出留用。

最后，锅中放油烧至九成热，放入花椒、姜片爆香，倒入斩块
的鸭肉用中大火爆至发黄、亮油；配以八角、桂皮、香叶和湘西盛
产的小米椒、腌制而成的酱脆椒翻炒，加水没过鸭块约五厘米
高，大火煮沸后，将血粑放入鸭肉里小煮，看到汁浓肉耙时放适
量精盐、味精、起锅装盘即可。

端上餐桌，马上就有一股子浓香直往你鼻孔里钻，吸引你不
得不快快地落箸夹上一口，只觉软糯香鲜，麻辣宜人，爽而不腻，
既有鸭肉的鲜美细嫩，又有血粑的清香糯柔、辣椒的热辣火爆，
真是味中有味，余味悠长。再细细地品，辣味带来的味蕾冲击绝
对让你欲罢不能，麻、辣、鲜、香、甜和色、香、味全溜进肚子里，诱
惑着你吃了一块还想再来一块。

掌故

四灵
阎泽川

龙、凤、麒麟、龟，合称为“四灵”，是我国古代吉祥的象征。
龙为四灵之首，是古人想象出来的神物。在君主专制社会

里，龙是皇帝的象征。皇帝穿的衣服叫“龙袍”，睡的床叫“龙
床”。传说中的“龙”为虎头、蛇身、鹰爪、鹿角，系由我国远古时
代各部族的动物图腾复合而成。从此种意义上说，“龙”是中华
民族长期相互影响、融合、团结的标志。

凤也是想象中的一种神物。它头顶华美的头冠，身披五彩
斑斓的羽毛，大概系由孔雀、雄雉等美丽的鸟类复合而成。所
谓“龙凤呈祥”，是吉祥如意的象征。传说中的“凤”还分雄雌，
雄的叫凤，雌的称凰，常用来形容男女之间的爱情。

麒麟是人们想象中的另一种神物。它遍体鳞甲，形态似
鹿，长着翅膀，在古代书画中可见其形象。麒麟送子图，即是人
们祈望子孙繁荣、追求幸福的象征。

龟是四灵中唯一存在的生物。在古代，它的身价很高。由
于其寿命长，是健康长寿的象征。其壳古人常用作刻字，是古
代灿烂文化的见证，古人奉之为神物，使其跻身于四灵之列。

文史杂谈

清代的皇家教育
郭华悦

如今的中小学教育，处处都能听到“减负”
的呼声。但若是和清代那些皇子比一比，如今
这点“负”，就不算什么了。

根据清代《养吉斋丛录》以及其他史料，清
代皇子的入学年龄，是六岁。其实，这入学年
龄，在当时倒也不算太早。在民间，一般到私塾
读书的，也差不多是这个年龄。所以，常看到各
朝的笔记中有记载，说某某人七八岁即能熟读
四书五经。可见，六岁入学大概是差不多的。

如今的孩子，六岁读幼儿园，上的课程多半
和唱跳玩乐有关，基本上不会涉及艰难晦涩的
知识。可是古代，六岁入学的儿童，读的就是深
奥的四书五经。这些书籍，别说六岁的孩子了，
就是大人们读起来，都倍感头痛呢！

每天的上课时间呢？清代皇室有明文规
定，凌晨四点到书房温习前一天的功课，五点钟
正式上课，中间除了吃两顿正餐，一直要到下午

三点才放学。算一算呀，四点到书房，那孩子差
不多三点就得起床了。从凌晨三点到下午三
点，一直都在书房度过，上课时间达到了每天十
二个小时，真令如今的人瞠目结舌！

这还只是六到十二岁之间的皇子们上课情
况！满十二岁后，皇子们要增加一门课程，就是
满文。到了十四岁，除了文化课，还得上“体育
课”，就是学习骑马和射箭等。这些课程再加上
去，皇子们的学业负担，可想而知。

每天的上课时间长，且几乎没有假日。周
末休息，这在古代还不流行。皇子们一年到头
只能放五天假，元旦、端午、中秋、皇帝生日和皇
子本人的生日。除了这五天，其他的时间，哪怕
是春节这个普天同乐的日子，皇子们都得在书
房里度过。

如此严厉的教育，不禁令人感叹，身为皇帝
之子，日子也不好过呀！

名人轶事

纪晓岚巧解“老头子”
石亚明

纪晓岚才思敏捷，办事练达，身为朝廷大
臣，却不修边幅，热天办公时常衣冠不整。一
日，纪晓岚正光着膀子办公，忽听手下通报“皇
上驾到”。纪晓岚唯恐光着膀子有亵渎万岁之
罪，情急之中，只得钻到桌子底下。

其实，乾隆早就将一切看在眼里。于是，他
不动声色，故意在椅子上坐了下来。纪晓岚躲
在桌子底下，气喘吁吁，大汗淋漓。过了一个时
辰，他听不见什么动静了，才壮起胆子问：“老头
子走了没有？”乾隆皇帝一听此话，板起面孔厉
声问道：“好你个纪晓岚，你不接驾，还叫我老头
子，是何用意？”。

没办法，纪晓岚只得出来，连忙叩头解释：“万

寿无疆称为老，顶天立地称为头，至于子嘛，皇上
为紫微星，天之子也，这就是老头子的意思。”

乾隆皇帝一听，转怒为喜，得意地笑了，赦
纪晓岚无罪。

纪晓岚面对盛怒的乾隆巧解“老头子”化冒
犯皇上的惊险于巧妙恭维皇上，从而摆脱一劫，
也说明纪晓岚的这个大学士，确实是靠自己真
读书苦读出来的，而他的随机应变，巧解“老头
子”也说明他虽然是苦读书，却不是死读书，深
蕴人情练达即文章的道理。

所以在不经意间冒犯皇上时，才能把握皇
上虽然高高在上，但他也是人，喜欢听恭维的好
话，从而才化危机于后人的笑谈。

散文随笔

秋趣图（国画） 周思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