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016年1月28日 星期四郑 风
ZHENGZHOU DAILY

编辑 邱海泉 杨丽萍 校对 曾艳芳
电话56568225 E－mail:zzrbzf@163.com

在古代汉族建筑物的屋脊和檐角上常装
饰有各式各样的兽像或有纹饰的瓦。屋脊上
的兽像称为脊兽，檐头筒瓦前端带有纹饰的
圆弧陶片遮挡即瓦当。

古建筑物屋顶前后两坡相交为正脊，左
右两坡与前后两坡相交形成四垂脊，合称五
脊。脊兽蹲坐在垂脊上，一般只有前面两条
垂脊上各有三个，故为六兽。屋脊、角兽合
称“五脊六兽”。因古建筑以木质为主，易
燃，所以脊兽的功能也由最初的保护木栓和
防止铁钉生锈派生出喷水镇火辟邪保平安
意。其数目与种类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别，脊
兽越多，建筑级别越高，常见奇数（明清两
代明确规定，除皇宫太和殿用十个外，其他
建筑上都要用奇数，数目因建筑等级相应增
减）。就其排列顺序而言《大清会典》有明
文规定，在民间亦有俗语称“一龙二凤三狮
子，海马天马六押鱼，狻猊獬豸九斗牛，最
后行什像个猴”。其中天马与海马、狻猊与
押鱼位置可互换。若达不到九个，则依先后
顺序。

在正脊两端作张嘴吞脊状的龙首形瓦件
称“螭吻”，传说此兽好吞，故又叫“吞脊
兽”。殿顶翘起的戗脊上安放着仙人和脊
兽，称“戗兽”，小兽的最前面一个领头的
骑凤仙人，民间叫作“仙人骑鸡”。传说是
姜子牙的小舅子，他想利用关系往上爬。姜
子牙看出他的居心，深知他才能有限就对他
说：“你的官已经升到头了，再往上会摔下来
的。”古建筑师们据此，把他放在了檐角的
最前端以警醒世人：如果再往前爬一步就会
摔得粉身碎骨。有趣的是，后来民间索性把
置于首位或上端的兽都俗化了。以螭头（古
代碑额、殿柱、殿阶及印章等之上）为例，
绰号分别叫作：走投无路、赶尽杀绝、跟腚
帮捣、顺风打扯、坐山观火。

瓦有板瓦筒瓦之分，板瓦是仰瓦，筒瓦
即覆瓦。屋檐最前边的筒瓦前端圆形或半圆
形的遮挡即瓦当。瓦当俗称瓦头，是覆盖建
筑檐头筒瓦前端的遮挡，起保护木制飞檐和
美化屋面轮廓的作用。其纹饰多种多样，大
致有人物、植物、动物和几何四种纹样。汉
朝以后的瓦当多带有文字，其内容约可分为
宫殿、官署、祠墓、吉语、其他等五大类
（“五谷满仓”“延年益寿”等就出自于吉语类
瓦当）。值得一提的是，过去农民耕地掘土
常能捡到，他们把汉瓦敲掉仅留瓦当，烙馍
做饼当模子用，古里古气的纹样让食物也有
了古朴遗风。

入冬以来的日子，如同窗外的天，湛蓝淡
定平和。在年终岁尾的时节，幸福的情愫像一
棵常青藤在心间，染绿了一年的好时光。

这种幸福无关爱情，和我的父母有关，我
为他们健康的身体幸福着，快乐的心情幸福
着，也为自己力所能及的孝心快乐着。去年，
我好像忽然意识到亲情的重要，也强烈感受到
父母对我的依赖。母亲做一顿饭的时间比以
前长了，父亲没有了一把背起液化气罐的力气，
此刻为人之子的孝道，就体现在凡俗的生活琐
事里。它和豪华游没关系，和去高级餐厅吃洋
西餐没关系，和任何奢侈品也没关系，细微之处
见体贴。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为父母做过最大的
事，恐怕就是为他们换掉了那台旧彩电。父亲
执意要把彩电钱给我，被我“严厉”拒绝了，虽
然自己背着房贷，但孝敬父母的钱必须要舍得
花。一次回家时发现母亲的右手中指缠着创
可贴，是因为眼睛昏花，剪指甲不小心剪到了
肉。还记得那天我第一次为母亲剪指甲的情
景：母亲伸出长满老年斑的手，指节弯曲，指甲

盖厚厚的，我一点一点小心翼翼地剪着，母亲
不停地叨咕着“老了，不中用了”。我把指甲磨
得平滑圆润让她看：多漂亮的指甲！心里却在
泛酸，母亲的指甲的确漂亮过，是岁月和劳碌
让它变厚变黄。

母亲嘴上虽然说自己老了，可她是不服老
的。每次我回家都费心张罗一桌子菜，吃不完
父母就上一顿下一顿接着吃，于是我就学会了

“点菜”。告诉她明天回去要吃红烧肉，或者酸
菜鱼，省得母亲把我爱吃的挨个做一遍。最自
豪的是，我亲自下厨做一道新式菜给父母，好
吃不好吃他们都使劲儿夸我。想想自己不懂
事的时候，对母亲做的饭菜挑三拣四的样子就
心生惭愧。

母亲爱跳广场舞，我当然支持，这不光能
预防老年痴呆症，还能带给母亲快乐的心情。
我给她买最新潮的舞服和最舒服的舞鞋。回
家时吃过晚饭我还陪她一起跳，舞友羡慕的话
语和神情，让母亲非常满足和自豪。

我给自己定了个“回家考勤表”，什么日子
要回家、哪些日子必须回家都标注上，父母的

生日重重画了圈。我细数了一下，一年下来如
果满勤，也不过区区五十八天，可想而知那些
远离父母的人是何等的无奈。我偷偷地在心
里给自己的考勤打分，我不是一个“好员工”，
总有杂事耽误我回家，过后一想那些所谓的杂
事，也不是非我处理不可，所以在2016年里，争
取满勤！趁父母健在，不管多忙，多抽出时间
陪陪他们。

很多人都认为自己不善于表达，就像我一
样，认为给父母钱花，常回家看看就是孝敬。
那次和父亲聊天我才深深感知，父母更需要我
们精神上的陪伴。父亲说：好久没和你这么认
真地聊天了，说说心里话挺好的。我差点落
泪，多么微小的愿望啊，我居然忽略了。我故
作调皮地逗父亲：谁说不是呢，我也觉得和您
聊天挺有收获，以后俺爷俩必须勤沟通、多交
流，我有什么问题就找您解决！

对父母说出“爱”字，我还是觉得太矫情而
难以启齿，但我会用行动表达出来。我想在他
们的晚年，像疼爱孩子一样疼爱他们，来一个

“换位之爱”！2016年，我要好好爱你们！

我在文化局上班，主任是我哥们。
下午，我在哥们的办公室里喝茶

聊天，哥们说，如果说你在马路上碰到
一个路人，你问他借手机，他是借还是
不借？我想了想，说，借。肯定借啊。
哥们说，咱俩打个赌吧，一会你去找三
个人借手机，若有一个人愿意借，你用他的手机
给我打个电话，你就赢了，晚饭我请。反之，晚饭
你请。我胸有成竹，想，若一个人可能有难度。
三个人，绝对OK啦！

从办公室出来，我匆匆地就上了街，还没到
下班时间，马路上的人不是很多。我走了几步
路，远远地，看到一个挺帅气的年轻男人站着。
看起来，这是一个挺有素质的人。

我走近了他，装作着急紧张的语气说，你
好，你能帮我一个忙吗？年轻男人看我一眼，有
些狐疑，说，你有什么事吗？我说，是这样的，我
出来时匆忙，手机忘在家了，而我现在着急要联
系一个人，我们约好了的地方我没看到他，能不
能借用下你的手机？年轻男人很认真地看了我
好几秒。年轻男人说，对不起，我也没带手机。
我说，你就帮我一个忙吧，我真的，真的不是坏
人。我保证。年轻男人戏谑似地又看我一眼，
说，你觉得有坏人会承认自己是坏人吗？我说，
我……我发觉我说不出话了，我不知道自己该
说什么了。

结束以失败告终的第一次，我又走了一段
路。我想，刚才一定是偶然，不就借个手机嘛，多
简单的事儿啊。

在一个街心公园处，我看到了一个中年女
人，慈眉善目那种。看起来，她一定是很好说话

的。我看见她刚打完一个电话，将手机塞进了随
身的包里。

我走近了中年女人，叫了声，阿姨，你好。中
年女人看着我，指指她自己，说，你是在叫我吗？
我说，对，对。中年女人说，有什么事吗？我说，
阿姨，是这样的，我和我女朋友约在这附近见面
的，可她一直没有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本
来想给她打电话的，可一摸口袋才发现忘带手机
了。中年女人说，你是想问我借手机？我说，对，
对。我感觉我快要成功了。中年女人的脸突然
冷了下来。中年女人说，小伙子，你做什么不好，
偏要做骗子。你看你就不能做点正当的活儿
吗？我愣了，我说，阿姨，我，我没有，我是真的忘
带手机了……中年女人一脸苦口婆心的样儿，
说，小伙子，阿姨不能借手机给你害你，阿姨也不会
报警，你还是走吧。我说，阿姨，我……我又被打回
来了。

连续两次的失败，让我不得不沮丧起来，借
个手机，真这么难吗？

我又走了段路，寻求最后一个机会。到下班
时间了。马路上的人，不知不觉多了起来。

在一个十字路口，我看到了新的目标，一个长
得温婉甜美的女孩子。女孩子低着头正看着手
机，嘴角挂起一缕甜甜的笑，是不是在和男朋友互
发微信啊？这样的女孩子，应该没问题吧。

我走近了她，说，你好。女孩子听
到声音，抬起了头。我说，你能帮我一
个忙吗？我在这边约了一个人，但他迟
迟没来，我本想给他打电话问问的，可
突然发现手机忘带了。我说着话，眼神
已落在了女孩手里的手机上。女孩看

着我，说，对不起，我有男朋友了。我苦笑着解
释，我说，我，我问你借手机没别的意思，我真
着急打一个电话。女孩子温柔的眼神看着我，
看来再说上两句，就成了。不过，女孩子忽然
把手机塞进了随身的挎包，这让我吃惊。女孩
子说，对不起，我不能借给你。我还在努力，我
说，求你了，我会马上还给你的。女孩子依然
摇头。我还想说什么，有只手重重拍我的肩
膀，是一个比我高半个头的男孩子。男孩子
虎视眈眈，说，哥们，你和我女朋友聊什么
呢！我想，我输了。

一个声音忽然在耳边响起，一个男人浑厚的
声音，小伙子，手机，我借给你。我转过身，竟是
一个拄着拐杖的盲人。盲人从口袋里掏出了手
机，朝我的方向递过来……

晚上，在文化局旁的一家饭店，我和哥们点
了菜，又要了酒。我们吃菜喝酒聊着天，我说，要
是我能先找到那个盲人，我就赢了。我又说，为
什么看不见的人反而比看得见的人愿意借出手
机呢？哥们说，因为看得见的人，看得太多了。
哥们又说，这么说吧，要是在马路上，一个陌生人
无缘无故地问你借手机，你借是不借？……我想
说借，忽然发觉底气有些不足。

那一晚，我酒喝多了，不停地揉着自己的眼
睛，揉到生疼。

这一年，满满的爱
夏学军

脊兽与瓦当
连 航

制命传来，刘禹锡正与前来接
风的岳阳友人相晤于酒肆之中。闻
知再贬，禹锡如万箭锥心，却与前来
相会的友人玩笑道：“如此甚好！朗
州不过在长沙之下，省却禹锡许多
路途颠簸，甚好！刺史劳碌不堪，司
马清闲有加，甚好甚好！”

说罢，禹锡仰天尽饮一杯。
不过刘禹锡毕竟是坚毅之

人，绝不会为悲伤情绪左右许
久。在刘禹锡的心中，报君保民
的信念绝不会坍塌。“禹锡过去从
未治理郡县，骤擢台府，百官难以
心服，备受讥议亦在情理之中。
此次贬为司马，一旦量移可望获
授刺史，正可弥补履历欠缺。异
日政绩在手，重登阙廷，再为大唐
建功不迟！”

刘禹锡到朗州时，已是十一
月。朗州当年刚经历一场严重的
水涝灾害，州治武陵城中狼藉未
消，疮痍满目，灾民流离失所，塞
于道路。但朗州偏远，州小财寡，
赈济不利，刺史宇文宿只见了刘
禹锡一面，简单寒暄几句，便又忙
于筹措赈灾钱粮之事，只令几个
衙役随从禹锡而已。

按《唐六典》所定，州司马应

主管本州纪纲众务，通判列曹，本
该是州内举足轻重的官员。但到
了中唐之后，州刺史职权强化，司
马渐渐成为闲官。尤其是边远下
州，州司马一职往往成为安置贬
谪官员的选择。不过，州刺史们
都明白，这些被从京城贬谪下来
的司马们，知交故友遍及朝野，无
人不有达官显贵在朝中伺机援
引，或许明日便会再度飞黄腾
达。因此，刺史们不仅不敢以上
官自居，反而将其视为与当朝权
贵结交之便利。如韦执谊到崖州
后，崖州刺史委之以州务，事事皆
与执谊相商而后行之，使执谊虽
殁于崖州，亦有政绩相传。

朗州刺史宇文宿当然也是
这般想法。只是宇文宿对刘禹锡
的敬仰结纳之意，没有选对表达
方式。刘禹锡每日见闻灾民啼苦
号寒，唯愿克尽全力，咸与赈务。
宇文宿只命衙役跟随照应却不授
禹锡以实务，令禹锡只能袖手旁
观，使他殊为痛苦。

按朝廷规制，州司马不得居
于官府馆驿，需自寻住所。刘禹
锡遍览武陵城内外，将住址选在
沅水之畔招屈亭边的一处老宅。

对于荆楚百姓而言，招屈亭
无疑是一个满含悲伤的地方。屈
原于此怀玉投江，乡民们在此建了
招屈亭以为纪念。秦朝末年，群雄
割据，楚义帝被项羽暗杀于郴州，
武陵人民咸服缟素在此祭拜，天下
义之。从此之后，招屈亭便成为郁
郁不得志者吊古伤今的所在。刘
禹锡选此处居住，自然有此寓意。

刘禹锡本以为边远下州之
民蛮荒未脱，却忘了屈原之所以
被荆楚百姓传诵千年，正是因为
他将繁荣兴盛的楚文化传授给了
这里的人民，时至今日，仍有《九
歌》传唱于民间。安史之乱时，北
人南迁亦使朗州受益，地方文化
教育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作为例
证，刘禹锡的才名在朗州虽非家
喻户晓，也算知之甚众。闻刘禹
锡到此为州司马，豪家富户无不
往来拜谒，邀作贵宾。刘禹锡惊
讶地发现，本地大户人家颇知礼
仪，家以藏书丰富为荣，普通百姓
崇圣敬学，儒风深厚。尤其是《易
经》大家顾彖、董颋久居朗州，观
察天下的视角与常在京城的刘禹
锡往往不同，谈古论今，见地极
深，所言所论，令他大开眼界。

在刘禹锡热切的盼望中，元
和元年（公元 806年）的改元大赦
敕文终于传到了朗州。就在刘禹
锡向杜佑致书援引未几，宪宗下
诏：左降官韦执谊、韩泰、陈谏、柳
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等
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

这样一道诏书，决然堵死了
刘禹锡等人重归朝堂的希望。但

对于刘禹锡而言，在接二连三的
打击之下，一道“纵逢恩赦，不在
量移之限”的诏书实在已是乏善
可陈。只可怜王叔文，一生唯愿
辅佐先皇励精图治，最终却落了
个下诏赐死的结局。相较之下，
刘禹锡等人已是幸运万分。

第十章 失坐骑葬马龙渊
令刘禹锡欣慰的是，刺史宇

文宿并未因这道几乎断了他仕途
希望的诏书而慢待于他，身边的
朋友们也未因此而疏远他。

刘禹锡写下《砥石赋》自励，
从此之后，刘禹锡即使对不公的
遭遇有牢骚、有怨言、有不满、有
悲伤，但从未产生过丝毫的动摇，

“蹈道之心一，而俟时之志坚”。
刘 禹 锡 安 下 心 来 待 在 朗

州。州司马本无甚要务，刺史宇
文宿亦不加苛求，刘禹锡闲来无
事，便有意寻访荆楚胜迹。刘禹
锡在招屈亭边的宅子没有马厩，
自到朗州后，他一直将坐骑托付
给附近农家照料。因要出游，禹
锡自然要将坐骑领回。可是他刚
到乡邻家篱笆外，得知自己骑行
多年的骏马，死于非命。蹊跷的是，
农夫对此马堪比对儿女还要尽心。

“此马生于北方、长于北方，
不习江南水土，又常居厩中，丧于
疾病，亦在理中。”刘禹锡亦未追究
农夫，便于河岸，将马火化，以土坛
盛其骨灰，向前面一潭碧水走去。

同行的刺史宇文宿疑惑：
“梦得在沅水边火化了马尸，却是
闻所未闻，不知是何用意，还请梦
得赐教！”

刘禹锡抚着怀中土坛，答
道：“刺史有所不知，此马乃大宛
血统，随禹锡多年，涉水踏沙，蹚
崎岖如履平地，谁人不赞我马威
武？后有道人观之，言我马本为
渊中之龙，与我有知遇之缘，于
是禹锡更加珍爱。不意禹锡陡
招祸患，连累此马随我劳顿千
里，羁留山水之间，再不得奔驰
于广阔的原野之上，终而与我缘
尽于此。禹锡心有不忍，念及道
士言语，于是将其烧化，封入土
坛，欲投之于县南山中龙渊泉，
令其重归龙宫。”

宇文宿理解，刘禹锡以此马
而自喻：昔日驰走天下，风驰电
掣，行人侧目。然而一朝落难，流
落荆楚，无适口之饮食，有荆棘于
路途，纵有通天之本领，却只能哀

鸣于马厩。禹锡投土坛于龙渊，
以渊中之龙自比，禹锡之豪情令
宇文宿肃然起敬而愀然生怜。

在宇文宿的坚持下，刘禹锡
没有反对他带着衙役们跟随自己
一同往龙渊泉葬马。

龙渊泉深不可测，土坛落入
水中，激起道道涟漪。刘禹锡焉
能不希望自己的殷殷之志亦能感
动宪宗而降下奇迹？可是，土坛
的影子很快便消失在碧绿的泉
中，刘禹锡也明白，空有这一片报
国之心，在宪宗的心中必然是石
沉大海。看着水面的涟漪渐渐消
失，刘禹锡感到了空前的惆怅和
悲凉。于是折苍翠竹枝为笔，蘸
龙渊泉水为墨，在岸边青石板上
书《伤我马词》。诗意是痛悼病死
之爱骑，实际上是为自己被贬朗
州，不得报效社稷而悲伤。

刘禹锡葬马龙渊事毕，已至
黄昏。忽然，对面山上响起鼓乐，
间或呐喊之声。刘禹锡闻声望
去，见山坡上人群攒拥，手持火
把，载歌载舞。“此乃烧畲。”宇文
宿道，“烧畲如此玄妙壮
观，若似一幅图画，描绘
出山民辛劳之美。”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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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借给你
崔 立

汪子嵩，著名希腊哲学史学家。浙江杭州人。生于
1921年。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后考入北京大
学文科研究所，从陈康先生学习希腊哲学。1949—1964年
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助教、讲师、副教授、系副主任。
1964—1987 年任人民日报理论部编辑、高级编辑、副主
任。曾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研究会理事长（三人之一）、

《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编委会副主任及外国哲学史分支
主编。专著有《希腊的民主和科学精神》《亚里士多德关于
本体的学说》等，合著有《希腊哲学史》（四卷本）。

本书是 94岁的汪子嵩先生的回忆录。求学时代，他
有幸身受了西南联大众多名师的沾溉；鼎革之际，他为争
取教授留在大陆立了功；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在高等院校
经历了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拨乱反正时期，他又亲身参与
了激动人心的理论斗争；晚年，他回到书斋，用 30年的光
阴从事哲学研究和著述工作……

《往事旧友，欲说还休》
邝芮

书架新新

笔随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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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腊八就是年。天气也像是赶年
似的，一场大雪过后，气温骤降。此情此
景不免就想早早地放假，回家过年。

儿时的腊月，觉得就是等年。那个时
候，母亲会早早地准备过年的吃、穿、用，
还有走亲戚的东西。父亲也放了寒假在
家，帮着母亲做这做那，那时根本就没有
回家过年、团团圆圆的概念。

南方的冬天虽不似北国大雪纷飞，但
春节时节总是阴雨绵绵，不时会有雪花飘
飘。父母亲会带着我们兄妹去集市上购
置一些年货，虽然我们的小手冻得红扑扑
的，双腿也变得麻木起来，可想到那难得
的过年新衣服，还有平时难得吃上的糖果
什么的，根本就没有怨言。

直到上了大学，才体会到那种寒冬腊
月急着回家的感觉。每每快到期末考试
时，思想总是难以集中，恨不得一天就考
完好回家。回家的火车票也是早早地买
好，每天都会拿出来看，生怕从书桌里飞走。

考完最后一科从教室出来，回到宿舍
简直就是飞奔。其实走得再快也没有用，
因为那时从武汉到宜昌的火车一天才一
两趟，最早的是上午九点多。所以，那晚
简直就是度秒如年，一夜根本就难以入
睡，想着回家，想着母亲做好的热饭热菜，
想着爷爷在村头等我的身影。

后来在城市谋得了份工作，更是体会
到一个在外漂泊的人年前归家心情的急
切。为了买到一张火车票，凌晨三四点就
去车站窗口排队。好不容易挤上绿皮车
厢后，感觉更像是度日如年，“近乡情更
怯”，心早就飞到了温暖的家，想沉下心来
翻看一下书，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拥挤的车厢里，各种嘈杂声此起彼
伏。火车上的广播总是一遍又一遍地播
放起《故乡的云》：“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
起，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归来吧归来哟，
浪迹天涯的游子……”歌曲原本抒情悠
扬，但此时听见，却重重地撞击着柔弱的
心灵。又过了一年，又亏欠了父母一年。
漫漫归乡路，不仅在肉体上是一种折磨，
更在考验游荡的心灵。

几经漂泊，前些年终于在现在的城市
安顿下来，离家也近了。可新的问题又来
了，每年都为如何请假回家伤透脑筋。还
没到腊月，就开始琢磨用什么理由多请几
天假，法定的那七天假实在是太短，路上
就得要两三天。于是，找领导软磨乱缠，
平时加班没有补休，几年的探亲假都没有
休过，只要能说得出口的理由，一股脑儿
地全搬出来，为的是多要几天假。

终于把假期搞定，接着就是准备回家
的礼物。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回家的开
销也逐年增加。但再增加，都不会多过思
念故乡想念亲人的深情厚谊。

所以，不论有几多的难处，过年回家
都是雷打不动的。只是，还没到放假的日
子，心却早已飞回了那个生我养我的故乡。

年未到心已归
鲁珉

花落秋水流，风霜送雪归
一年的青草绿了又黄
一年的钟声远了又近

岁至末月，它给一段光阴描绘句号
再给另一段光阴剪彩庆生

一年，和另一年需要一个声音
承上启下，而钟声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365天的轮回，只留最后一声作为提醒

那“当——”的一声，响亮，悠长
是送别的不舍，也是相逢的期待

新年的钟声
（二首）

吕付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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