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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度 人 很 讲 道 理 ， “ 那
行，我们打”。转眼就到了 1945
年，德国投降了，8月 15日，日
本天皇也宣布投降，这叫独立
日。所有印度人都在等这一天，
等着英国人兑现他们的承诺。

这个时候，印度的民族主
义情绪已经酝酿、升华，而且长
出了全新的东西：民族主义内部
的民族主义。当时的国大党实际
上都是反抗英国的，可是随着

“二战”的爆发，这个矛盾被掩盖
了，酝酿出了一种别的东西：两
种宗教之间的分歧。准确地讲，
就是甘地、尼赫鲁这一支和真纳
代表的穆斯林一支之间的分歧。

时隔多年，我们不说谁对
谁错，因为很多东西一旦牵扯到
民族、宗教就没理可讲。尤其是

“巴基斯坦之父”真纳，作为穆
斯林的领导者，他那个时候已经
得了绝症，他特别希望在临死前
看到巴基斯坦的独立，只不过别
人并不知道。

这时候坐下来谈判的其实
就是三方：一方是甘地、尼赫
鲁，一方是真纳，一方是英国人
派来的印度总督蒙巴顿。蒙巴顿

作为最后一任印度总督，来印度
之前，首相就告诉他：“你身负
着从来没有过的权力，你做任何
决定英国政府都不会干涉，放心
大胆地去干吧。”

从这个命令当中，我们可
以看出，英国人当时很明白，能
踏踏实实走，别闹得腥风血雨就
很好了。所以，蒙巴顿实际上是
到印度来调解的，他后来抛出的
印巴分治方案，即“蒙巴顿方
案”，背后的宗旨就是不惹事，
和平地撤退。

但这个时候，英国人想和
平地撤出，事实上已无可能。我
们看一下当时谈判桌上的局面。

尼赫鲁说：“我们独立，
做联邦，大家都适当地自治，但
是我们还是一个印度，好不好？”

真纳说：“门儿都没有，
我们巴基斯坦必须独立，跟你印
度分家。”

尼 赫 鲁 拗 不 过 ， 就 说 ：
“分家就分家，那就按宗教信仰
来分吧。”

但是，有一些邦，可能一
墙之隔的两家人宗教信仰都不一
样。那这个地方到底是分给印

度，还是分给巴基斯坦呢？比如
说今天的克什米尔，其实就是这
个问题。

当时，英国人急着撤，想
在 8 月 15 日之前把这件事搞定。
只剩下两个月了，蒙巴顿没办
法，随意地派了一个根本就不了
解当地情况的老律师去处理。老
律师丝毫没有考虑当地的民族宗
教构成，就随便在地图上画了一
条线，这边归印度，那边归巴基
斯坦。

结果在1947年9月8日，爆
发了延续多日的大规模教派冲
突，造成了 1000万人的大逃亡，
以及伴随着大逃亡的大屠杀。

如今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仍然有着无
法弥合的裂痕，很多人讲这是蒙
巴顿使的坏，是英国人使的坏。

其实我觉得这样说是没有理
解大英帝国的核心逻辑。大英帝
国就是在重蹈 100多年前在美国
犯的错误，它老想去占有，老想
去控制，老不让殖民地独立，老
不用一个聪明的、明智的、其实
英国人自己已经悟出来的，并且
在亚当·斯密时代就已经创立出来

的那套方法，去处理印度问题。
结果，就酿成了这样的惨剧。

所以，对印巴矛盾以及造
成的惨剧，英国人应该负责，我
们得肯定这个结论。

后来，非洲国家渐次独立
的时候，英国人就学乖了，非常
和平地、理性地给了自己一次安
乐死。

回顾大英帝国的历史，我
们不禁要提一个问题：控制真的
就好吗？

是败亡还是转型
前面，我们用简短的篇幅

为大家勾勒了一下大英帝国的崛
起和败亡，对，请注意这个词
——败亡。

但是，从英国人的角度来
看这件事，没准儿答案就不一样
了。英国人没准儿觉得：什么败
亡，这叫转型成功好不好？毕竟
这两三百年，我哪一次也不是困
兽犹斗，把自己搞得遍体鳞伤，
我每次都是放下历史的包袱全身
而退，做了历史时点当中的最优
解，那是我当时最好的答案。就
算印巴分治导致血流成河，流的
也不是我英国人的血，我英国人
见机行事，及时地撤走了。所
以，这叫败亡吗？我们还是有强
大的文化影响力嘛。怎么能说我
们败亡了呢？我们是转型。

表面上，我们说的是大英
帝国，其实我想说的是从工业社
会结束，一直到互联网社会到
来，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一个主
题：商业。传统的大组织如何适

应这个新的浪潮，完成大英帝国
式的转型呢？

很多企业家都在喊转型，
但是你不要听他的，因为主动的
转型从来不存在。比如说现在很
多的工业企业，看着腾讯、阿里
巴巴、小米那么风光，也很羡
慕，但是这远远构不成转型的力
量，转型的动机一定是来自于它
搞不定了。

前不久，我认识了一个开
连锁发廊的企业家，他就告诉
我：“真的是搞不定了。那些优
秀的发型师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再
在我这儿干了，他们有固定的客
户，有手艺。在 CBD（中央商
务区）随便租一个一居室，雇一
个助手，就可以把生意继续做下
去。他们为什么不要那份自由、
那份尊严，跑到我这儿打卡上
班，领绩效工资呢？”

互联网社会就是这样把传
统工业社会那种板结的结构全部
打碎了，变成点和点、点和线，
每个点都可以和整个社会发生连
接，变成一个全新的结构。我们
过去追求确定性、追求控制的所
有管理方法全部失效了。

过去的所谓管理，无非就是
追求确定性，时间不靠谱，我让
你打卡，追求时间上的确定性；
绩效不靠谱，我搞KPI（关键绩
效指标）考核，追求绩效上的确
定性；人心不确定，我搞企业文
化，搞团队建设，说白了就是给
员工洗脑，让员工变得更靠谱。

这一套管理工具在互联网
时代，面对 90 后的新员工，苍
白无力得一塌糊涂，怎么办？罗
胖没办过企业，也没有招，我只
能给大家打个比方，提供一些解
决问题的思路。这个其实就是中
国老祖宗的智慧。

跟老祖宗学管理智慧
四大名著里面有两本讲的

就是传统工业社会，这两本就是
《红楼梦》和《三国演义》。

在传统工业组织里面，上
下结构其实就是《红楼梦》里面
的权力结构。上面坐着一个老太
太，老太太有几个爪牙，核心是
王熙凤。所有人的饭食，每一个
丫鬟、每一个小主的月例银子，
都得从王熙凤指头缝儿
里抠出来，大家能不乖
乖地听她的吗？

大英帝国：不控制的智慧
什么是大英帝国

从历史学的概念来看，严格
地说，大英帝国成立于1877年，因
为这一年英国女王才自封为印度
皇帝，所以这一年大英帝国才算
实至名归。

1877年，仅仅是历史学定义
上的大英帝国的起点。如果我们
要追寻这个帝国的内在逻辑，找
寻它的历史逻辑起点的话，那还
要 往 前 推 整 整 100 年 ，也 就 是
1777年。1775年，莱克星顿的枪
声拉开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序幕。
1777年正是美国独立战争打得最
凶的时候。

说到这儿，你可能已经明白
了，后来那个如日中天的大英帝
国，其实是美国独立战争打完之
后，一败涂地的英国在废墟当中
浴火重生出来的帝国。

大英帝国的内在逻辑
英国人确实很悲哀，跟西班

牙人、荷兰人、法国人打了几百年
的架，好不容易开拓出了一块殖
民地，现在人家却独立了。这真
是一次重大的挫败。

但是，我在读历史的过程当

中，觉得美国独立战争赢得好蹊
跷，因为甭管是美国人写的书还
是英国人写的书，他们描述的都
是：华盛顿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很
有道德感召力，士兵们就算饿肚
子，就算没有粮饷，甚至连整齐的
军服都没有，也愿意跟着他干。
我们几乎看不到英国人怎样从一
个占尽优势地位、通过多么惨烈
的战役逐渐被削弱的故事，以及
华盛顿将军运用怎样伟大的战略
把英国人打败的故事。

其实，我们不能按照一般的
逻辑来理解这场战争，因为人家
毕竟是“亲父子”。所以，当英国
人撤出美国、认输的时候，包括
1783 年美英在巴黎签署《巴黎和
约》的时候，英国人都是同样一个
心态：既然不划算，老子不玩了。
即使我打赢了，又有什么好处
呢？英国人算了算账，随它去
吧。这个才是英国人止息了美国
独立战争的真正原因。

我们可以给英国人算一笔
账，英国人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
其实还和法国人有过七年战争，
耗费了多少军费呢？12亿英镑。
我们今天看 12亿英镑没多少钱，

也就够建一座体育馆的，当年可
是一笔不得了的巨款。

打完七年战争之后，英国人
留了 1 万士兵在美国驻守，除了
一些防卫的任务，还要跟印第安
人作战。这 1万人一年的军费是
35 万英镑。这是多大的财政负
担啊！

那么，英国人能够从美国殖
民地拿回多少税收呢？每年 11
万英镑。英国人傻吗？为了维护
对美国这块殖民地的独占权，每
年要花掉 35万英镑，然而只能收
回 11万英镑，时不时还要支付一
大笔像七年战争这样的军费支
出。所以，从简单的账面资产上
算，英国人不玩这局游戏是可以
理解的。

很多人的逻辑是这样的：但
凡领土，哪怕是一块小岛，我们也
不能丢。但是英国人不这么想，
为什么呢？这就得说到一个人
——《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

《国富论》说服了英国人
《帝国》这本书的作者弗格

森前两年演讲的时候，曾经讲过
一段俏皮话：“1776 年的时候，一
个著名的英国绅士写了一本书，

这是那一年的大事。那一年还发
生了一件小事，就是我们的一块
殖民地要闹独立。”这段话让现场
所有人都哈哈大笑，美国人都明
白他在说什么。

这段俏皮话背后的逻辑其
实特别有意思。美国独立战争和
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这两
件事情到底哪个更重要？弗格森

认为《国富论》更重要，因为正是
《国富论》以及它包含的那些思想
说服了所有英国人，“我们应该按
这种方式去走我们的道路”。

什么方式？在《国富论》
这本书的第七章里面，亚当·斯
密帮英国人算了一笔账：第一，
如果让美国独立，军费负担降下
来了；第二，自由贸易的秩序马
上又开始了，何必要独占呢？
独占只对那些得到英王特许的
商人有利，对老百姓的自由贸
易没有利。第三，毕竟我们是
同文同种，有那么多政治、法
律、经济、血缘上的联系，此
时虽然撤出了，但大家的情感
马上就会恢复。以后万一我们
英国出什么事，人家小兄弟还
会来帮我们的。

不是说一个大学教授的一
段话就能说服所有英国人，关键
是英国有一批政治家听得懂这个
逻辑。

最会算账的英国人
英国历史上最有趣的一个

政治家，就是1783年上台的小皮
特。首先，他的年龄就很传奇，
他当首相那一年刚刚 24 岁，是

英王力排众议，让这个乳臭未干
的小伙子当了国家的掌舵人，而
且一当就是近 20 年。大英帝国
正是在小皮特当政这 20 年中，
完成了从美国独立战争的废墟中
浴火重生的历史重任。

这个小皮特是亚当·斯密的
粉丝。有这样一个历史记载，说
有一天，小皮特跟很多政治家在
一个房间里开会。这个时候，亚
当·斯密推门进来了，全体立即
起立。亚当·斯密说：“先生
们，你们坐，不要客气。”小皮
特说：“不行，先生您得先坐。”

这有点中国古代尊师重道
的范儿，为什么“您得先坐”？因
为这个屋里所有的人都是亚当·
斯密的门生弟子。

从这个细节中，我们可以判
断出两点：第一，亚当·斯密用他
强大的说服力，说服了当时英国
的主流政治家们；第二，这个说服
带有一种恍然大悟、拨云见日的
色彩。大家为什么这么尊敬他？
说明此前它不是常识。

亚当·斯密带来了什么思想
呢？虽然每个人都对各自的利益
负责，但是只要参与分工，只要参

与交易，大家最后都能受益。这
么一算账，殖民地的问题就很好
解释了，不要占有它，用大家的兄
弟感情、血缘联系做生意就好。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整体的交易
中获得新增的利益，而不是去争
夺已经产生出来的财富。这是亚
当·斯密算明白的一笔账。

100 多年以后的 19 世纪末
期，当整个欧洲列强都抖擞精神
要冲出欧洲、走向世界、强占殖
民地的时候，大家的心态是不一
样的。英国人这套逻辑在亚当·
斯密那个时代就已经形成了，而
其他国家因为是后来者，往往是
带有一种军备竞赛的心态去强占
殖民地的。按照英国历史学家霍
布斯·鲍姆的说法，这些其他国
家在殖民地上用的钱是不划算
的，是连本儿都没收回来的。

1904年，德国一本杂志上画
了一幅漫画，很形象地表达了列
强们对待殖民地的不同心态——

德国人讲规矩，他们把鳄
鱼、长颈鹿都弄来跟德国人学正
步走；法国人比较自由浪
漫，与当地的土著部族打
成了一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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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梦朝阳沟
杨华瑞

“桥梁全长 484.8米，桥面总宽 35
米，双向6车道……”朝阳沟大桥已建
成通车的消息，在多个报刊登出。这
个消息震惊和感动着我。是巧合？
还是有着非凡的含义？桥名和当代
著名编导杨兰春和河南豫剧三团共
同打造的豫剧现代戏《朝阳沟》一字
不差。

杨兰春穷苦农民出身，种过地
当过和尚干过小炉匠唱过戏三八老
干部扛过机枪打过仗。行军的路上
他常捡起瓦片说快板鼓舞战士英勇
抗敌。首长发现他的才华命他转为
部队文艺兵，抗战胜利后，他转向洛
阳市文工团担任团长，到京城国家
文艺最高学府深造，学业有成返回
河南自编或与他人合作多部戏本。
上世纪 50 年代，他 7 天内奇迹般连
写带排练出了现代豫剧《朝阳沟》。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领导观看
后，走上舞台合影留念，毛主席对现
代戏鼓励说：“你们演得好！”

正在杨兰春出书写戏旺盛之年、
省豫剧三团事业步入成熟岁月，“文
革”风暴袭来。1967 年元旦，三团群
众纪念毛主席观看《朝阳沟》三周年，
文艺界少数人和某大学造反派冲入
纪念会会场，撕下国旗，大喊口号：

“三团保皇派滚出去！三团是文艺黑
线修正主义产物，三团是打着红旗反
红旗”等口号，省豫剧三团从此停止
了一切正常工作。造反派批《朝阳
沟》“是写落后人物没写阶级敌人”

“是阶级斗争熄灭论”。责令编导杨
兰春将《朝阳沟》一次次改编，不达标
就一次次地批斗，剧中的演员有下农
场劳动的，有多年不能登台的，失去
十年的青春年华。

登封县曹村，是杨兰春及三团当
年排练《朝阳沟》的生活基地，危难之
时，党支部书记荣寿得知此情跑到郑
州，找到老杨说：“待不下去就回咱家
吧。”朴实的村干部啊，他哪里知道那
时咱回不了家呢！荣寿支书回村后，
向村民们通报老杨和三团的危难，村
民们说：“老杨是老革命，带豫剧三团
在咱这儿排戏，住到咱们家，排咱自己
的戏，是咱自己的团，《朝阳沟》毛主席
看过是好戏。”他们要救老杨，保护《朝
阳沟》，保护省豫剧三团。经村支部研
究，顶风冒险，把当年的曹村更名为朝
阳沟村，并得到当时登封县志的认同。

粉碎“四人帮”之后，1978 年，三
团以河南豫剧团的名义赴京演出。
当时文化部的贺敬之、张庚等领导和
专家召开了座谈会，肯定了演现代戏
的三团和《朝阳沟》，呼吁恢复三团建
制。在河南省委的支持下，恢复河南
豫剧院三团，《河南日报》登出了消
息。

在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座谈会
讲话》的精神指引下，河南省委宣传
部和省文化厅领导带领三团“回娘
家”朝阳沟村，并把朝阳沟定为省会
文艺单位的生活基地，修建朝阳沟
剧院，三团在新时代连连出好戏出
新人。

朝阳沟桥的竖起，是朝阳沟故事
的延续。有一位诗人写道：“一本《朝
阳沟》，形成三团派。人才传三代，品
牌越戏外。”戏外的我是三团的绿叶，
曾在《朝阳沟》戏里演银环妈。如今
虽八旬已过，我为第二故乡朝阳沟水
库大桥喝彩！向建设者们致敬！为
我曾共同奋斗过的大家庭三团加
油！我愿紧跟时代，跃上朝阳沟大
桥，追国之梦家之梦，愿把美梦告知
我的导师杨兰春、告知力挺《朝阳沟》
的村干部荣寿在天之灵，天地共享朝
阳沟的美好之梦。

（杨华瑞，河南豫剧院三团离休
演员，豫剧《朝阳沟》银环妈扮演者。）

阅汉堂记

小陶鼎上有铭文
张健莹

金石学是由来已久的大学问，
偏重研究历来刻在铜或其他金属
上，刻在石头、石制器物上的文字。

砖瓦、古陶与金石相比，属于旁
门左道，明器的砖瓦、陶器自然更不

为金石学者看重。
近些年来，有识之士极力倡导

古器物之学一说。时至今日，金石
学包括古器物学和金石文字学两大
门类的归类，已得到普遍认可。

由此，我的这个商代小陶鼎
才被藏友们看好。很多刻有文
字的汉陶汉砖也因此备受收藏
者青睐。

这个商代小陶鼎高16厘米，
显然是明器，其形依照当时的青
铜器鼎。青铜器出现在史前，盛
于夏商周，器物形制繁多，造型
庄重优美，青铜器物上往往刻有
铭文，铸有图案，史料价值、艺术

价值十分了得。这枚陶鼎，虽是明
器，按荀子说法是貌而不用，只求形
似，制造的工艺上也有简化，似是今
天说的微型景观。

这只小鼎的制作却一点也不草
率，鼎上刻有文字：“佳月吉日公孙
侯作宝鼎永享用之”。用之二字虽
有剥落，仍可辨认。其意已相当明
确，公孙侯的后人为其作宝鼎，还特
意刻上永享用之，视死如生，视亡如
存，先人们认为脱离了肉体的灵魂
和活着的人一样在生活。

小鼎上刻的文字为金文，殷周
秦汉的铜器上常常用这种文字，也
称钟鼎文。陶器小鼎一丝不苟地刻
下这样的文字，其文物价值、艺术
价值应与青铜器等同。陶明器较青
铜器存世量多，可是陶明器易碎难
保存，眼下器物之学既为金石文字
学之一种，带铭文的明陶器自然就
有了登堂入室的荣幸。

新书架

《沉没的西雅图》
李昂

《沉没的西雅图》一书，描绘了一
群 90 后中国留学生在西雅图的生活
群像，他们背井离乡，在美国的荒凉
小镇的大学里经历着焦灼、纠葛的留
学生活。校园枪击事件、优等生谋杀
导师、男女学生同居省房租……一切
我们听闻的有关中国留学生的故事，
都在这本书里。这里有着形形色色
的怪咖，他们被异国的环境改变着，
同时，也在改变着留学圈的生活……

小说以发生在西雅图的一桩谋
杀案作为故事主轴，通过多视角叙
事，引出纷繁复杂的死亡谜题。中国
留学生的意外死亡背后，究竟隐藏着
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情事？是自杀
还是他杀？谁将成为揭开疑云的
人？这不仅仅是一部小说，更是一部
体现当代 90 后留学生日常生活的真
实记录。

作者文笔以细腻、奇幻见长，读者
沉浸于丰富的故事情节的同时，还能
享受到文字本身所具备的韵律之美。

随笔

纯棉时代
路来森

如今，冬日棉衣，大多以羽绒为主，轻而暖，不是
不好，但它，却缺少了“泥土加阳光的味道”，所以，我
似乎更怀念从前的那个纯棉时代。

那个时候，家家户户都有棉田，故而，冬日盖被
着衣，都是纯棉的：纯棉棉被、纯棉棉袄、纯棉棉裤，
甚至于袜子，也是纯棉的。

秋天里，棉花渐次收下，晒干。然后，就是“弹棉
花”了。村村都有“弹花机”，棉花续入弹花机，棉籽
被弹出，出来的，就是洁白柔软的棉絮。于是，家家
户户晒棉絮，棉絮放在高粱秆铺成的床垫上，一边
晒，一边还要用辣条抽打着，以便晒得均匀。常说

“棉如云”，棉絮，才更像云呢，像一块块的“堆积云”；
上天把它降落人间，好来温暖这个尘俗的世界。

天气渐冷，家家户户就开始做棉衣了。
总是先做棉被，做棉被通常是几个人，几位家庭

妇女围在一起，共同完成。铺棉絮，是一件技术活，
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讲究厚实、均匀。拿一块棉
絮，放好位置，左手摁住，右手轻轻一扯，不大不小，
恰好将那个位置填满。动作连续地进行，一摁一扯
间，极有节奏感，那种韵律，有一种舞蹈般的美感。
棉被，讲究“三表新”：外表是新碎花布，中间是新棉
絮，内里是洁白的棉布。那个时候，我的母亲，在一

床新棉被做成后，习惯于把脸伏在棉被上，轻轻地摩
擦着。我想，母亲一定是想从那种温软的摩擦中，提
前感受棉被在冬日里给人带来的温暖。

新棉被，盖在身上，就是好。
棉花，来自泥土，又吸足了阳光，故而，一床

新棉被，就总是充满了泥土的味道和阳光的味道。
那些年里，冬日，每次新棉被盖在身上，我总是不
断地把棉被贴近鼻端，贪婪地吮吸着。那种味道，
绵醇、厚实，又有一种淡淡的焦糊味。我知道，那
种“绵醇和厚实”，正是来自大地；想到大地的绵
延和辽阔，想到大地的陈实和丰厚，你就会觉得，
这样一床纯棉被盖在身上，睡觉也踏实，做梦也甜
香。最让人喜欢的，还是棉被的那份“淡淡的焦糊
味”，那，正是一种阳光成熟的味道。深深地嗅
着，这种味道，让你痴，让你醉。你能从中感受到
秋阳熠熠的那份灿烂，感受到一朵棉花绽放的那份
欣喜。最重要的是，纯棉棉被的这种“阳光的味
道”，经久不衰。盖一段时间，阳光的味道，也许
会逐渐变弱，不要紧，天气晴好的日子，拿到太阳
底下，晒一下，它就会又吸饱阳光了，于是，“阳
光的味道”再次变得强烈起来。一样的绵醇，一样
的温香……

做棉衣，总是母亲和祖母的事情。
棉絮加进棉衣里，叫作“续棉”。我喜欢看母

亲和祖母“续棉”。续棉，亦是一件技术活，母亲和
祖母做这件活儿的时候，特别的心细，特别的宁静
而安详。室内，静悄悄的，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
在一团团的棉絮上。一团团的棉絮续填着，填进
的，就是一团团的母爱。一件棉衣做成后，是哪个
孩子的，就让这个孩子先试穿一下。棉衣穿在孩
子身上，母亲和祖母就围在旁边，四下里看看，细
细端详着，拉拉、扯扯，摘摘棉衣上的丝絮，然后，
拍打拍打，说声：“好了。”一脸的柔软和欢喜。心
情，温暖如棉。

纯棉的棉衣，特别的保暖，隔寒，且耐穿；新三
年，旧三年，一件纯棉棉衣，通常能穿上几年。破了，
棉絮露了出来，像旧岁月里绽放的花儿。最重要的
是，纯棉棉衣，同样也贮满了“阳光的味道”，越是在
冬阳之下，阳光的味道就越是充足。所以，很多时
候，我们这些孩子，也会像老人那样，喜欢在南墙下
晒太阳，好晒出足足的“阳光的味道”。

好想让母亲再为自己做一件纯棉棉衣：长长地
嗅着那泥土的味道，阳光的味道；感受着母亲那纯棉
般的温软醇厚的母爱。

名人轶事

张大千当众“打假”
闫莹莹

初入画坛时，张大千还是个无名小辈，为了多挣点画资，他就经常
临摹名家的画作，仿的最像的就是明末清初画家石涛的作品，惟妙惟
肖，简直是“石涛复生”，很多收藏家、鉴赏家因此上当。

1925年冬天，画家张半丁邀请众多好友到府上做客，张大千也在被
邀之列。席间，张半丁拿出自己收藏的石涛画册，扉页上有日本名鉴定
家的题字，证明这套画册属真迹。众人纷纷围上来观赏，连连称奇，张
半丁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很是开心，招呼每一个朋友都上前来看。

张大千走过去，瞄了一眼画册，便高声说：“这个画册，是我三年前
画的，并非石涛真迹！”一句话，犹如平地起惊雷，在场的人全都愣住了。

最震惊的当然是张半丁本人，他花了不菲的价钱，费尽心血收藏来
的石涛画册，竟然是赝品？若果真如此，损失惨重不说，更是让他在朋
友面前丢尽脸面，成为整个画坛的笑料。

因此，张半丁闻言立即拉下脸，大声质问：“你说这画册是你画的，
有何凭证？”

张大千一想，哦，你居然还怀疑我说假话，那好，我就一五一十慢慢
道来，让你心服口服。于是，他如数家珍般，将每页是何内容、是何题词
和印章样式一一说出。大家翻开册页一一对比，果然和他说的丝毫不
差，看来，被张半丁奉作珍宝并拿出来炫耀的石涛画册果真是赝品。

张半丁立在那里，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尴尬不已，众人也不好久
留，结果，欢天喜地的宴席被弄得不欢而散。

虽然张大千扫了大家的兴，但是张半丁却从此对他敬重有加，一个
敢当众打假的人，除了才华令人敬佩，也确实耿直得可爱。

成语·郑州

因势利导
李济通

因势利导，出自《史记·孙武吴起
列传》：“孙子谓田忌曰：‘彼三晋之兵，
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善战者因其
势而利导之。’”其实，这个成语故事的
发生地，就在新郑市的马陵岗。

马陵岗，又称马陵、马陵道。位在
今新郑市与中牟县的交界处。清乾隆

《新郑县志》说：“马陵，韩地，在今新郑
县东三十里。”当地人称四十五里马陵
道。由于这里道路狭窄，多有险隘，是
兵家博弈布阵的理想之地。2000 多
年前，赵、魏那次著名的马陵之战，主
战场就在这里。

公元前 368年，魏、赵两国联合攻
打韩国，重兵直指韩都新郑，于是韩求
齐国相救。齐桓公派大将田忌、谋士
孙膑率兵助韩。齐军采用击魏救韩之
法，大军直捣魏都大梁（今开封市）。
魏将庞涓得知消息，立即停止攻韩，回
师大梁。此时，孙膑对田忌说，庞涓所
率三晋之兵，素质骁勇但盲目轻敌，认
为我们害怕他们。因此，我们应该因
势利导，采用减灶之法，诱敌深入，再
行破之。即在进入魏地时，用十万灶
做饭，次日减为五万灶，三日后减为三
万灶，以麻痹庞涓，使其上钩。庞涓率
部尾随三日，见齐军锅灶日减，就高兴
地说，我熟悉齐军阵法，他们入魏三
天，兵士即伤亡过半，应乘势追击，彻
底歼灭之。于是丢下步兵，亲率精锐
骑兵，日夜兼程，追击齐军。这时孙膑
计算，根据魏军行进速度，这天傍晚当
至马陵，便命大军利用地理优势，设伏
御敌。并选派善于射箭的弓弩手万
人，埋伏道路两侧，令其是夜如见火
炬，即可万箭俱发。同时，还让军士在
庞涓必经之路的一棵大树上，刮去树
皮，写上“庞涓死于此树之下”的标语。

这天夜幕时分，庞涓果然兵抵马
陵，他见一树上写有文字，即秉烛察
看，未及读完，就见万箭如雨，向他射
来。魏军大乱，死伤无数。庞涓自知
智穷兵败，扙剑自刎。死前他说：是我
成就了孙膑的大名。齐军乘胜追击，
不仅大破魏军，还俘虏了魏太子申。
魏国从此一蹶不振，韩国亦由此而转
危为安。

因势利导，也作因势顺导。意为
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和趋势，适时将
其引导到正确的方面和道路上来。

乡雪情（国画） 于志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