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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 洽 卿 宽 慰 在 座 的 老 板
们，称蒋介石对于该会的宗旨极
为赞同，连他本人也是抱着维持
资本家的主张的。

最 后 虞 洽 卿 建 议 众 人 ，
“本会组织已成立，似宜推举代
表数人，往见蒋总司令，接洽
一切。”

会上当即推举吴蕴斋、谢
韬甫、荣宗敬、陆伯鸿、吴麟
书、劳敬修、闻兰亭、叶扶霄、
顾馨一 9人为代表，去同蒋介石
商谈以财力支持蒋与共产党决裂
的具体条件。后又增加了穆藕
初、叶惠钧等代表。

蒋介石要动手了。江浙财
团的政治抉择也已经高度一致
了，要用真金白银作为选票支持
蒋介石“清党”。经济力量转变
成了政治力量，银币变成了子
弹，大大加速了1927年的中国列

车向右转弯。
28 日上午 10 时，上海滩上

最有话语权的大商人们前往蒋
介石的驻沪总司令部。他们还
要亲眼看一看，亲耳听一听，
尽管此前虞洽卿已经摸清了蒋
介石的底。

蒋介石一身戎装，皮鞋锃
亮，拱手作揖，脸上挂着谦恭的
微笑，态度很是殷勤，令人感到
他是尊重上海工商界的。

上海商业联合会主席吴蕴
斋，也是金城银行上海分行行
长、上海银行公会副会长，起
身代表上海商界全体欢迎北伐
军，并道出了上海工商界内心
急切的期盼：希望蒋“对于商
业有维护方法，而商界当与合
作到底”。

这次会见中，劳资纠纷是
商人们最关心的问题。

“ 棉 业 大 王 ” 穆 藕 初 称 ：

“劳资如昆季，当有精神上之联
合，并以发展商业要点，在关税
自主与取销厘金两端。”

蒋介石起身答词，他那浓
重的宁波口音的官话，在武汉让
人感觉刺耳难懂，而在上海，江
浙财团的大亨们听来却格外亲
切，那是自家人的感觉。

蒋介石说道：“此次革命
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
鲜，此后仍以协助为期。至劳
资 问 题 ， 在 南 昌 时 已 议 有 办
法。所有保商惠工各种条例，
不日当可颁布，决不使上海方
面有武汉态度。”

此 语 深 得 上 海 商 人 们 之
心。谁愿意看到工人拿着红旗拿
着枪，动不动就罢工游行？武汉
国民政府整天将扶助工农的口号
喊得震天动地，一波又一波的工
人运动确实让他们害怕了。这些
人都知道蒋介石在交易所里做

过，用行话说工潮应该停板了，
该清盘结账了。

蒋介石还放话出来：“对
于党务，主张一致服从三民主
义 ， 并 希 吾 商 界 一 致 服 从 主
义。”这让对于共产党、苏维埃
有恐惧感的江浙财团吃了一颗定
心丸。

商人们最关心的还有如何

处理与洋人的关系。
蒋 介 石 以 坚 定 的 口 吻 保

证，“对收回租界问题，决不诉
诸武力”，“保证与租界当局及
外国捕房取得密切合作，以建立
上海的法律与秩序。”这一态度
自然得到了江浙财团的拥护。

蒋介石还提出要在江浙商
界中延聘财政和外交委员，这也
让江浙财团满意，他们可以有在
政府中说话的权力了。

商人们悬着的心总算放下
了。既然话都说清楚了，要求
也都满足了，那就轮到商人表
态了。

商人们也算爽快，一致同
意为蒋筹款，“认捐 500 万元，
即继续输将，亦商所愿，借款可
另案办理。”

其实，上海滩的商人们清
楚蒋介石的底细，尤其是虞洽
卿，对这位当初炒股输得精光的

小同乡更是知根知底。但是商人
的想法最实际，在商言商，只要
你能把活干好，英雄不问出处，
也不在意被评说市侩、势利。放
眼看看全中国，还有谁比蒋介石
更能够为江浙财团说话？

一场交易就这样拍板。
“宾主俱认为满意，尽欢而

散。”一份对外的新闻稿中如此
写道。

大商人们走出了会议室，
心情舒畅。

蒋介石目送大商人远去，
心情也是一样舒畅，脸上的神色
由谦恭转成了得意。

3月31日，为蒋介石筹款的
江苏财政委员会成立，委员会的
15名委员分别是：陈光甫、虞洽
卿、钱新之、吴震修、王伯群、
钮永建、陈其采、秦润卿、汤
钜、顾馨一、王晓籁、徐国安、
杨铨、柳亚子、汤济沧，由陈光

甫出任该委员会主任。
在蒋介石圈定的 15 名财委

会委员中，金融界占了 7人。当
时的调查显示，多数企业自有
资本只占总资本的 64％，而借
贷 资 本 却 占 36％ ， 最 高 达
47％，工商业主在很大程度上
受 制 于 或 依 赖 于 银 行 家 。 因
此，蒋介石很得意，他已经通
过江浙财团拿住了江浙地区的
财 源 ， 在 群 雄 逐 鹿 、 诸 侯 割
据、党派争斗中占据了关键的
制高点。

4 月 1 日，江浙财团出血
了，给了蒋介石第一笔为数 300
万的短期借款。武力和资本结
合，金钱打磨刺刀。中国的命运
就被枪杆子和银子决定了。

历史走到这里将要出现一
个大转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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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近日在出席一次活动时说，自
打获奖后，就没有好好坐下来搞创作，
心情浮躁，身不由己。打算要尽快告别
这些出头显面的事，明年上半年可能会
找一个地方“躲起来”写一部作品，

“不管是大的（作品）还是小的（作
品）。”（10月26日中新社）

如果这是莫言的心声，那我们该为
他庆幸。说实话，获奖后的这两年多
来，莫言的生活完全被打乱了，不能再

“安心写作品”，而成为社会与公众“消
费”的明星。莫言也不再是“文人莫
言”，而是“活动家莫言”，曾有媒体对
莫言这两年的活动进行了总结，大致是
七件事，不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而是

“演讲、出席活动、担任顾问、评足球、
参观、题字、对话”。这的确很讽刺，但
也是对莫言的一个善意提醒。

对于一个文人而言，把自己“躲起
来”，安静而安心地写作，应该是他的生
活常态。莫言的得奖，就得益于他曾在
长 达 30 年 的 时 间 里 ， 默 默 地 把 自 己

“躲”在书斋，老老实实地爬格子，他要
还想有所前进，继续推出有影响的新
作，那就得把自己继续深深地“躲起
来”，排除干扰，心无旁骛。否则，要像

现在这样，天天“露”在外边，享受鲜
花掌声，美酒佳肴，风光倒是挺风光，
舒服也挺舒服，但要想写出点像样的东
西，恐怕难了。

文人要不要“露”？这是肯定的，因
为你不是隐士，写书就是为了要给公众
看的，时不时地“露”一下也在所难
免，像签名售书、开会领奖、接受访
谈、出席活动、推介自己等，都是文人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无论如何不
能本末倒置，把出头露面当作主要工
作，把写书创作当成次要任务。因而我
们可以有这样的基本判断，倘若一个正
值旺年的文人很久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
里，他一定是“躲”在哪个地方潜心创
作，不久的将来，就会有新作问世，给
大家带来惊喜。反之，如果哪个文人老
是“露”在外边，三天两头见报，四街
八巷演讲，广播有声，电视有影，那他
八成是黔驴技穷，江郎才尽，再也写不
出什么精品佳作，就靠吃老本混日子了。

记得前几年作家余华从美国讲学回
来，感到非常“惭愧”，因为，他到美国
后才发现，“欧美那些大名鼎鼎的文
人，都甘于寂寞，常年躲在家里，用写
五本书的精力去写一本书，而我们却都

在用写一本书的精力去写五本书，主要
的精力却用在抛头露面上。”所以，他也
准 备 少 写 精 写 ， 潜 心 创 作 ， 把 自 己

“躲”起来。台湾文人刘墉则说：“要写
作吗？先关上你的门。”作家王蒙也说
过：“要面向写作，背向文坛。”这都是
弥足珍贵的经验之谈。一个文人，要想
有点成就，至少在你创作期间，一定要
把自己“躲”起来，远离喧嚣的尘世，
拒绝各种世俗的诱惑。如果太在乎外界
的评价，太热衷于各种活动，心绪不
安，神骛八极，就不可能创造出好作
品，更不可能超越时代。

当然，文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世界，
也有七情六欲，也食五谷杂粮，所以既
需要“躲”也需要“露”，既需要“板凳
要坐十年冷”，也需要“一日看尽长安
花”，关键是要把握好“躲”与“露”的
尺度与分寸。如果一定要给一个比例，
我以为大体上“一分露、九分躲”为
宜，毕竟文人不是演员，立身处世靠的
是文学作品，而不是演技，更不是脸蛋。

“很忙”的莫言马上要把自己“躲起
来”了，每个想有所作为的文人也应把
自己“躲起来”；今天“躲”得越深越隐
蔽，将来就会“露”得越漂亮越精彩。在中国的佛教寺院中，嵩山永泰寺是一座

奇特而神秘的寺院，初建时，就是为尼僧修行
而建，历史上，也一直是尼僧修行的场所，到今
天，仍是尼僧寺院。

永泰寺后有座明代古塔，可以为此寺作为
尼僧寺院增添一些佐证。

此塔名肃然无为普同之塔，位于嵩山子晋
峰下，距永泰寺约有300米远。

此塔建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为喇嘛
式砖塔。塔分为基座、塔身、塔顶三部分。基
座是一个高大的六边形须弥座，高1.18米；塔身
似瓶形，高 2米，较低矮，正面下部与基座连接
处有一青石雕造的两扇关闭上锁的石门，两扇
门上各刻有乳钉25个，共计50个，门框、门楣上
线刻有花草图案。石门通高 0.43米、宽 0.3米，
石门上镶嵌塔额一方，高 0.55米、宽 0.36米，周
边线刻卷云图案，塔铭上刻《明圆寂慈恩师肃
然无为讳敬果觉灵立祖普同之塔》铭文；塔顶
高约 3米，有粗厚朴实的五层相轮、矮石柱、俯
莲盆、仰莲盆和火焰形宝珠等组成。

整座塔虽然建筑工艺比较粗糙，但是线条
流畅，秀气利索。由于该塔年久失修，塔基后
半部分已经塌损。

从塔铭中得知，塔内葬肃然、无为两位尼
姑。这种一塔合葬两僧尼的形式，在嵩山地区
所存的塔中仅此一例。但从塔铭中有“普同”
二字来看，似乎也属正常。在古塔中，称为“普
通”、“普同”的塔，多是为僧众修建的合葬之
塔，此类塔塔门一般都可以打开，以便随时将
新逝僧人的骨灰安置于塔内。而肃然无为塔，
只不过是同时只安葬了两位尼僧而已。

月亮轻盈
季节的音符
格外透明
一如轻柔的诗情

月亮攀着树桠张望
鸟的影子成了梦
蝉翼般的夜晚
月亮悄悄涂染宁静

月亮舔舐记忆

往事流淌晶莹
梦境诠释流星雨
一如笑容潺潺抒情

月亮的心事
悄悄溅起唐诗
月亮的眼神
轻轻读出宋词
月亮的圣洁
就这么溅起清澈
就这么荡起涟漪……

青年作家钟二毛长篇小说《小中产》以轻
松、爆笑的语言，描述当今中产家庭的一地鸡
毛，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故事，深刻剖析、解读“中
国式中产”。

《小中产》的主人公是一对80后小夫妻，丈
夫是新闻记者，妻子是公务员，典型的中产之
家。故事从这个中产家庭购买二套房、办理假
离婚讲起，涉及孩子上学、老人看病、投资理财、
辞职创业等一地鸡毛、啼笑皆非的事。小说语
言个性十足，从头到尾轻松诙谐，金句不断，全
书共有160多处爆笑段落，可读性强。

“我用轻松的语言讲沉重的故事。”作者钟
二毛说：“我在小说里，没有刻意渲染中产者如
何悲催如何苦逼，我的笔墨更多的是在书写他
们的困境、困惑，同时还有追问、反思：为什么会
这样？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我们要反思的
地方在哪里？另外，我还让主人公坚持理想、固
守良知，回答‘既然现实如此骨感，那我们该怎
么办’这个问题。因此我想说，说到底，这是一
个关于理想的故事。”

假期，几个同事都将孩子
送进了兴趣班，一个孩子学小
提琴，一个孩子学古筝，还有
一个孩子学吉他。一天中午，
一位同事提议，孩子们在兴趣
班已学习一段时间了，该检验
一下他们学得怎么样了。

孩子们就在办公室内，进
行了一次简易的“汇报演出”。

学吉他的孩子第一个出场。拉了把椅
子一坐，像模像样地埋头弹了起来。虽然
音调一点也不准，但大致的旋律还是听出
来了，是一首很熟悉的老歌，广场上大妈
们跳舞时天天都会播的，我们自然也会
哼，有人就跟着孩子的节奏，哼唱了几
句。孩子的妈妈开心极了，没想到，孩子
才学习了一段时间，就能弹吉他了，还能
大致完整地弹完了一首歌。

孩子弹完了，虽然这首歌太老了点，
而且说实话，也不适合用吉他来弹奏，但
大家还是很配合，给了孩子很多掌声。

接着表演的，是学小提琴的孩子。孩
子将小提琴往肩膀上一架，脑袋一歪，右
手拉弓，还真像那么回事。他拉的也是一
首大家耳熟能详的老曲子，跑了几次调，
但因为那首歌大家太熟悉了，所以，大家
还是能从孩子拉得有些杂乱的旋律中，分
辨出那首歌的影子。虽然大家再次感觉
到，用小提琴拉这样一首老歌，真的是太
不协调了，但不管怎么说，孩子用小提琴
把那首老歌演绎了一遍，大家还是热烈地
鼓了掌。孩子的爸爸，巴掌拍得最响，看

得出，他对孩子的表现，很满意。
最后出场的，是学古筝的孩子。几个

同事帮忙，将她的古筝稳稳地摆放在茶几
上，女孩坐下来，开始弹奏。我是第一次
听古筝，内心充满了期待，以为孩子会弹
一首高山流水，或者梅花三弄，或者渔舟
唱晚之类的古筝名曲，总之是一首曲调幽
雅，带着淡淡的忧伤的那种吧，没想到，
从女孩指尖流淌出来的，也是一首烂熟的
旋律欢快的老曲子。与前面两个孩子比起
来，她弹得最流畅，如果不是这首老歌真
的一点也不适合用古筝这种乐器弹奏的
话，女孩的表演，基本算是成功的。

女孩的妈妈和另一个女同事，伴着古
筝的旋律，还跳了一段广场舞。女孩妈妈
的脸上，写满了骄傲。

三个孩子都表演过了。我们毫不吝啬
地给了孩子很多掌声。看得出，几个孩子
的父母，对孩子的表现，都相当满意，他
们没有想到，经过短暂的学习，孩子们就
会弹琴了，能够基本完整地弹完一支曲
子，要知道，他们在参加兴趣班前，几乎
对乐器都是一无所知。

有一次，我去一个朋友家拜访，他是

一家小乐队的琴师，暑假
里也带了几个孩子，在家
里教练琴，赚点外快。我
去的时候，他正在给孩子
们上课，在教孩子们弹一
首 曲 子 ， 非 常 熟 悉 的 旋
律，也是广场舞上常播的
那种。他将整首曲子分成
若干段，一段一段反复地

教，然后，让孩子们跟着录音机里的旋
律，反复地练习。

留下孩子们在琴房练琴，朋友和我边
喝茶边闲聊。我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会选
这么老的一首曲子？一点也不适合你这个
乐器。朋友笑着说，老曲子，孩子们的父
母，尤其是爷爷奶奶们才熟悉、亲切，这
样，孩子们回家弹给他们听时，只要大致
弹出那个旋律，他们就会觉得孩子有收
获、有效果。原来是这样。我又问他，孩
子们弹的音阶、节奏等，好像都不准，而
且，很多孩子好像连基本的乐谱、指法都
不会，你不是应该从基础教起吗？朋友乐
了，你傻啊，教那些东西，既耗时费力，
又难见效果，其实，很多家长送孩子来，
并不是真的想学什么音乐，他们只是希望
自己的孩子会弹琴，能完整地弹出一两首
曲子，就行了。

只是为了会弹琴？想一想，还真的是
这样，就像我的那几位同事。我的后背忽
然直冒冷汗，倒不仅是为了那些所谓的兴
趣班的孩子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何尝
不也是仅仅为了会弹琴呢？

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中有一则故事，讲的是一位文
人落魄多年，曾经遇到许多次机遇，却总因无人帮助而错
过。文人大惑不解，于是求问仙人，仙人解释是因为他只
会以虚伪的言辞博得好名声，对人对事没有什么实际帮
助，自己得了人情，别人却担了不是，所以别人对他看似亲
近，实为疏远，形似关切，实为冷漠，也是理所当然了。

故事是这样说那位文人的：“恩皆归尔，怨必归人，机
巧已为太甚，罪在心术，今生已矣。”通俗一点说，叫作心术
不正，神仙都无法拯救，这辈子完了。

作者纪晓岚是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元老，两次被贬，
又官至协办大学士、内阁大学士，曾两掌兵部，一掌吏部，
对学界、官场、民生了解之深可想而知，他的故事，实际浓
缩了大千世界。

如果别人烈火焚身，溺水将死，只消举手之劳，便能够
救人于水火，却坐视不管；如果明知此路不通，还要装模作
样为人指点迷津，让人感谢帮助；如果遇事稍稍涉及自身，
就避之唯恐不及……别人会如何对待自己呢？这其实不
用问鬼神，问自己都知道答案。你对待别人怎样，别人也
会对你怎样。可偏偏就有一些人，认为自己可以骗得过所
有人。

人大都失败在自己的因果里。仅仅为了拥有一时的
安逸，而不择一切手段，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很惬意，但慢慢
地周围的人们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社会环境遭到了破
坏，甚至危害波及整个社会。而自己也会受到同样严重的
伤害，当自己感受到结果的时候往往已经无法挽回。

这时，很多人往往把发生这样结果的原因归咎于别
人。这其实就是一个现实生活中的蝴蝶效应。一个错误
的放纵，在现实中不断地放大，最终成为严重后果。但是，
这仅仅只是一个蝴蝶效应吗？如果不首先改变自己的行
为，即便其他人都改正了自己的错误，那也只是延缓一个
周期的到来，仍无法阻止自己的错误被一次次重复着放
大，然后形成新的严重后果。如此一来，蝴蝶效应就变成
一个无法超脱的因果循环，而且会越演越烈，最终将酿成
灾难。

正所谓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
恨。我为人人，人人才能为我，如果每个人都拥有如此心
态，那么人世间纵使现在真的是千山荆棘、万水迢迢，最终
也会变得近在咫尺、温暖如春。

节（国画） 刘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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