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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五脉商业化一直持保
留态度，明眼梅花这么多年的声
望，是靠立身中正才得来的。如
今裁判亲自下水踢球，掺杂太多
利益，这公正程度恐怕要打一个
折扣。不过话说回来，五脉的店
铺，早已开了一家又一家，如今不
过是把这层面纱揭开而已。开放
搞活，经济建设先行，这是整个时
代的大趋势，不可逆转。

“所以我跟你说，古玩这块
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去
占领。”沈云琛乐呵呵地说，眼神
里闪动着光芒。

不怪她如此上心，鉴古学会
商业化真启动起来，青字门恐怕
将是得益最大的。

要知道，木器在古玩界被称
为“小器”，也叫“青器”。这个

“青”既是指木质发青，也指“年
青”。其他门类诸如金石瓷器字
画，动辄可以追溯到汉唐宋元。
而木器保存不易，收藏以明清为
主，再往前就不多了。

青归青，但木器一直是个获
利颇丰的行业。古玩讲究三年不
开张，开张吃三年，贵出贵进。木
器却是薄利多销，每一件价不高，

但买的人多。原因很简单，别的
古玩那是拿来玩赏的，木器——
尤其是家具——那是拿来用的。
商业化放开之后，单是仿古家具
这一项，销量就不可低估。

沈云琛兴致很高，跟我絮絮
叨叨地说起木器行当里的这些
事，又讲起最近准备搞一个仿古
家具展销的全国巡展计划。我一
边微笑一边听着，偶尔还点点
头。沈云琛说了半天，意识到光
她自己说了，于是侧过身子来，问
我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我想了想，觉得这是个好机
会，于是拿起一根汤匙，敲了敲茶
杯。铛铛响过几下，席上的人都
不说话了，全都盯着我。

“有件事得跟大家商量一
下，今天我去见了老朝奉。”

我话一出口，整个席间都沉
默下来。在五脉里，老朝奉是个
禁忌之词，我忽然提起这个名字，
大家都屏息凝气。就连刘局和沈
云琛都搁下筷子，带着不同的表
情看过来。

我把今天跟老朝奉见面的
前因后果约略一说——当然，药
不是的事儿我没提，只说找到了

那间老宅子后，却扑了一个空。
我环顾四周，开口说道：“老

朝奉是什么人，我想不必多说，诸
位心里都清楚得很。这次我没有
捉到老朝奉，可也不能放任他继
续害人。希望诸位群策群力，跟
我一起把这只制贩假赝文物的黑
手彻底斩断，履行五脉的责任。”

在座的人纷纷点头，举杯表
示支持。老朝奉是五脉的天然敌
人，对付他是理所当然的事。

“老朝奉让你去那儿见他，
但却没出现？”刘局皱着眉头，插
嘴问道。

“是的。”
“发现什么没有？”沈云琛追问。
“有，我在那里发现了这个，

我猜是老朝奉遗落的。”我从怀里
掏出一样东西，轻轻搁到桌上的
玻璃转盘，席上立刻响起不少人
的低声惊呼。

席间沉默了一下，众人你看
看我，我看看你，风向开始发生了
微妙而有趣的转变。

“五脉刚刚渡过危机，个人
认为，现在不宜轻举妄动。”

“抓老朝奉是应该的，不过
之前许愿你小子异想天开，把家

里折腾得鸡犬不宁，这次得想清
楚才成，别又中了别人的圈套。”

“咱们就是个民间协会，线
索给有关部门，让他们去抓就好
嘛。”

“自古以来，赝品就没断绝
过。拿下一个老朝奉，就能保证
再没赝品了？天真！”

不少刚才还点头称许的人，

现在态度都暧昧起来，还有人大
泼冷水，居然一个明确支持的都
没了。就连沈云琛都拍拍我的肩
膀：“小许，此事牵系太广，咱们还
得从长计议。”

听着这些话，我的表情还在
笑，却越来越冷。

我搁在桌子上的那件东西，
是一件清代的断口豆青丹药瓷
瓶。丹药瓶不大，高八厘米，表面
沉釉无纹，很小的一件东西。

这其实是一件大开门的赝
品，釉色虚浮，断口白茬，稍微有
点文物常识的人，都能看得出
来。但这件东西，同时也是一个
试探。药瓷瓶很少有假的，不经
济，单独造假不值当。当这个都
出现赝品时，意味着背后隐藏着
一个巨大的制假势力，他们已经
达到一定规模，连这种小物件都
能产生利润。

其实这小药瓶是我来之前
随手拿的，跟老朝奉没关系。我
就是想试探一下，看看五脉中人
的真实态度。果不其然，这些家
伙一看到这个小瓷药瓶，有的是
被瓷瓶背后展现的造假实力吓着
了，有的则是自己心里有鬼，不清

不白，从这瓷瓶里看出了被牵连
的可能性。

俗话说，鉴古易，鉴人难。
如今看来，人心也不是那么难鉴，
一个小小的瓷瓶，就把各种心思
都给映照出来了。

他们反对我，有一千个理
由，但我知道真正心意到底为何：
现在商业化在即，大家都一心火
热忙着赚钱，追查老朝奉这种事
吃力不讨好，何必去触那霉头。

难怪药不是没打算借助五
脉的力量，他出身于五脉之中，太
知道这些人的秉性如何。

我原本还有侥幸，但现在彻
底明白了。

我默默地把药瓶收起来，站
起身来，一言不发地朝外面走
去。席上的众人交头接耳，却都
安坐不动，只有沈云琛颤巍巍地
站起身来，抓住我的手臂挽留：

“这孩子，怎么是个驴脾气，这不
大家商量着来嘛。”

我低头对她笑道：“五脉的
道，总得有那么一两个人去坚
持。大家都忙，就我比较闲，那就
我去吧。”沈云琛见拗不过，说你
好歹等刘一鸣老爷子回来，再定

主意不迟。我却摇摇头：“若我猜
得不错，老朝奉年纪也已近古稀，
若是他在我逮住他之前死掉，一
世都不安稳——岁月不等人啊。”

沈云琛见我都说到这份儿
上了，终于皱着眉头把手松开
了。我拿起酒杯，向刘局方向一
饮而尽，辛辣的茅台从嗓子眼滚
成一条火线入胃。刘局坐在原
地，眉头微皱，只得略抬杯子，算
是回应了我的举动。

他是官场中人，毕竟要以平
衡稳定为主，不可能太意气用事。

我搁下酒杯，离开房间，心
里既有解脱后的轻快，又有沉甸
甸的愤懑堆积。别人如何，我没
资格评说，但我一定要查出老朝
奉的真相。

当我走到饭店门口时，看到
一个身影侧靠着廊柱，在昏黄的
灯光下不显山不露水，仿佛要融
入灰暗中。他的手里夹着一截点
燃的香烟，烟气袅袅升起。

“方震？”我颇为意外，后来
转念一想，刘局在这里，他自然也
会跟来。不料方震却对
我说：“我不是在等刘局，
我是在等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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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华章上的那一段惊弦
王 剑

从古城西安西行约 80公里，便可抵达乾县
境内的梁山。四月的梁山，春光明媚，惠风和
畅。在辽阔的天穹下，梁山深处那座闻名全国
乃至全世界的帝王合葬陵——乾陵，俯视着八
百里秦川，显示出非凡的王者气度。

走在宽阔的司马道上，我恍然看见大唐的
衣袂临风飞扬，听见武则天君临天下的风华国
乐仍在耳边回荡。按说，乾陵的主人本该是唐
高宗李治，武则天只是一个陪葬者。然而，实
际情形是，我不远千里地来瞻仰乾陵，似乎并
非因为李治，而是慕武则天之名，来表达我内
心的敬意。我想，与李治相比，无论是知人之
明、识人之智、用人之术，还是对大唐的贡献而
言，武则天都远胜一筹，她似乎才是太宗帝业
的真正继承者。而那个懦弱的唐高宗李治，倒
成了乾陵实际意义上的陪葬者。

我曾不止一次地阅读关于武则天的史料
和传说，每读一次，我都在心里惊呼：这是怎
样的一位奇女子啊！在属于她的那方狭小的
空间里，她小心地躲避着狂风和暗礁，借着一
米阳光放飞自己的梦想。她用铁的拳头，重
新洗牌！终于在公元 690 年 9 月，她用自己的
方式擂响了盛唐旋律上的一段惊弦。她专门
为自己设计创造了一个字：曌。这个“曌”
字，意味着日月当空，普照万物，意味着顺天
应人，无人可比。她主政的 50 年间，广招狄

仁杰、姚崇、张柬之等能臣俊杰，劝农桑、薄
赋徭、广言路、息兵事，充分彰显了一个杰出
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和强悍可畏的执行能力。
全国政治、经济得到蓬勃发展，全国户数增加
了近一倍。她驱驾的武周战车，不仅承继了

“贞观之治”的虎虎余威，也为举世瞩目的开
元盛世埋下了伏笔。仅凭这一点，她就该名
垂青史了。

耀眼的光环，从来都和非议分不开。历史
给了武则天多重性，给了她许多荣耀，也给了
她许多晦暗。许多人可能不知道，武则天是
中国历史上被谈论、被咒骂最多的女人：嫉
妒、淫荡、残忍、凶暴、灭绝人性、毫无廉耻、随
心所欲、反复无常。可武则天不在乎这些，她
注重的是生命的过程。她平生要做的就是一
颗华光溢彩的流星：起飞，燃烧，发出耀眼的
光芒，挥洒之后便归于沉寂，仅此而已。这个
在夫君生前和死后都为国家做出过卓越贡献
的女子，退位后并没有为自己修建陵墓，而在
死后仍以李家媳妇的身份，安然地躺在了夫
君的身边。她的生命风帆，能放，也能收。生
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这才是真
正的智者。

无字碑前，我伫立良久。“无字碑”是用一
块完整的原石雕成的，高 7.53 米。碑首刻有 8
条缠绕生动有力的螭龙，碑身两侧各刻有我

国目前最大的“升龙图”，龙爪尖利锋锐，身躯
扭动矫健，腾云驾雾，活力四射。碑座阳面正
中线刻 2 米多高的“狮马图”，图中雄狮昂首怒
目威猛强健，而马却俯首屈蹄，安然就食。但
令人惊讶的是，其上不着一字。比起古时所
有洋洋洒洒、记述帝王丰功伟绩的碑文来说，
这另类的无字碑却留下了千古之谜，引起后
来人的多种遐思和猜想。但无论人们如何热
闹地议论，无字碑只是永久地沉默。“陵有二
君千秋梦，碑无一字万世功。”由此，我想到了
慈禧。武则天和慈禧都是从社会最底层走
出，最后都到达了权力的巅峰，都有与对手殊
死斗争，而且都经过艰巨的过程。可是，在取
得了最高权力之后，对社会起的作用完全相
反：一个是造福于社会，一个是造孽于社会；
一个是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最高位——皇帝的
宝座，一个是始终在幕后操纵与控制；一个是
弘扬了繁荣与强盛，一个是加剧了黑暗与腐
败。所以，她们虽然同属于女人专制，但得到
的却是永远也不会相同的历史地位。

登上梁山北峰，四野尽收眼底。满山的野
花，在春天的阳光下煞是好看。这些花朵是不
是武后的恩泽，我不得而知。在我看来，它们
更像是温暖的灯盏，依偎着梁山，照射着静静
的陵园。这样，或许女王一觉醒来，不至于在
黑暗中迷了路。

商都钟鼓

伟大的谦虚
高玉成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传》中，有三
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第一句是小平同志晚年
时，女儿毛毛问他长征中做了些什么，他只说了三
个字：“跟着走。”第二句也是他晚年时，女儿毛毛
问他抗战中做了什么，他只说了两个字：“吃苦。”
第三句是1973年他被打倒复出时，毛主席问他这
些年是怎么过来的，他回答了两个字：“等待。”

这些话让人感觉很意外。一般来说，老红军
们对于长征，总该有说不完的话题，四渡赤水，巧
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都可以长
篇大论，甚至写一本书，但小平同志却轻描淡写地
说“跟着走”！何况，小平同志当时是中央秘书长，
参加了遵义会议，也绝不是简单的“跟着走”呀！
抗战时期，小平同志任一二九师政委，又主持过北
方局工作，整整八年，一直在抗战前线，不管是对
日斗争还是对国民党摩擦，指挥作战还是组织生
产，都发挥过主导一方、影响全局的作用，岂是“吃
苦”二字能概括得了的！“文革”时期，小平同志作
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60多岁的
人了，又去工厂车间当钳工，回家还要劈柴做饭，
照顾在批斗中摔瘫痪的儿子，但他从来不发牢骚，
不怨天尤人，抱定的信念只有一个：“等待！”

仔细想来，老一辈革命家的情怀真的是非常
感人，他们已经完全超越了个人利害得失，把自己
融入到了国家和民族命运中。“跟着走”反映的是
小平同志虚怀若谷的胸怀；“吃苦”反映的是八年
抗战艰苦卓绝；“等待”反映的是他对未来充满希
望。他只是用最简洁的语言和最谦虚的态度，表
达了最深厚的感情和最坚定的意志，同时也给我
们留下了无尽思索和回味的空间。

恩格斯在谈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命名时曾
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
立……但我所提供的，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做到，至
多有几个专门领域除外；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
却做不到。……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
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
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
然的。”又是一个伟大的谦虚！恩格斯与马克思合
作 40年，共同研究和撰写了大量理论著作，对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是公认的，甚至《资本论》的
第二、第三卷，也是马克思去世后，由恩格斯编辑、
整理、完善而成的；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为他们
的理论命名，谁也不会有异议。但是，为了树立马
克思的理论权威，突出马克思的领袖地位，恩格斯
主动放弃了自己的荣誉！

伟大的谦虚总是伴随着伟大的理想和伟大的
人，伟大的人又总是创造出伟大的理想和伟大的
谦虚！谦虚从来不会埋没一个人的历史贡献，更
不会改变一个人的历史评价；倒是那些急功近利、
投机取巧、沽名钓誉、贪天之功的人，最终经不起
历史考验。管子说：“钓名之人，无贤士焉”，这样
的人近则为人不齿，远则贻笑于天下，在整风肃纪
的今天，该学什么抛弃什么，值得三思而后行！

新书架

《百年旧痕：
赵珩谈北京》

张 莹

北京是如何走过百年的？旧时北京
为什么分为宛平人和大兴人？旧时的北
京如何出行？“四合院”和“四合房”有什
么不同？京城人如何看病？孩子们如何
上学？王府井为什么被称为北京的香榭
丽舍？

在《百年旧痕：赵珩谈北京》中，作者
以亲闻、亲历追忆旧时风物，从衣食住行
到婚丧嫁娶，从城市规划到社会交往，从
文化娱乐到医疗教育，以日常生活的角
度还原微观历史，回溯北京的百年变迁，
并观照社会生活变化背后的文化移异。
这是一个多方位的北京，或许读者可以
从中找到那些已经逝去的文化遗痕，找
到那个曾经跃动的、优雅的北京。

成语·郑州

处心积虑
李济通

处心积虑，出自《春秋谷梁传·隐
公元年》：“贱段而甚郑伯也。何甚乎
郑 伯 ？ 甚 郑 伯 之 处 心 积 虑 成 于 杀
也。”其实，这里讲的是：春秋时期，郑
国国君庄公为加强统治，诛杀阴谋反
叛的弟弟共叔段的故事。

郑武公掘突年轻时，娶申国（在今
我省南阳市）女子武姜为妻。武姜先
后生下两个儿子，长子寤生，次子共
叔段。因生寤生时难产，所以武姜喜
欢共叔段，而厌恶长子寤生。为此，
武姜多次请求立共叔段为太子，武公
均未同意。武公死后，根据周制，长
子寤生继位，是为郑庄公。武姜要求
庄公，将共叔段分封到制地（今我市
荥阳东北），庄公没有答应，说制地地
势险要，东虢国君就死在那里。除了
制地，其他地方可以考虑。武姜就提
出封至京城（今荥阳东南），庄公勉强
同意了。

共叔段至京城后，先让西部和北
部的郑地民众，既听庄公命令，也要
服从自己指挥，然后整修城郭，囤积
粮草，打造武器装备，充实士卒战车，
扩军备战，准备谋反。公元前 722 年，
武姜和共叔段认为时机成熟，即商讨
里应外合，择日攻打国都。庄公得知
共叔段发兵日期后，立命公子吕率战
车二百乘，征伐京城。由于京城人反
对 共 叔 段 的 暴 政 ，加 之 郑 军 锐 不 可
当，共叔段大败而逃。他先逃至鄢地
（今我省鄢陵），郑军遂追至鄢地。是
年 五 月 二 十 三 日 ，穷 途 末 路 的 共 叔
段，只好逃亡共国（今我省辉县）。

对于这段史实，史家多有不同解
释。《左传》作者认为，共叔段“缮甲
兵，具卒乘，将袭郑”，倒行逆施，多
行不义必自毙，咎由自取。而郑庄公
对 之 进 行 讨 伐 ，符 合 礼 仪 。 但《春
秋》《春秋谷梁传》却另有见解。二书
认为郑伯杀弟，是不仁之举，有违“亲
亲 之 道 ”。 所 以《春 秋 谷 梁 传》说 ：

“段，弟也而弗谓弟，公子也而弗谓公
子，贬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贱段
而甚郑伯也。何甚乎郑伯？甚郑伯
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意思是说，共
叔段为弟而不能称弟，为公子而不称
公子，是有意贬低他，因他失去了公
子与弟弟的品德。但庄公的做法，似
太过分。他不对弟弟进行说服教育，
却处心积虑地故意放纵，最后杀掉了
弟弟。即使他的弟弟跑到鄢地，也不
放过他，实在太过分了。合适的做法
是：应放弃对外逃弟弟的追杀，这样
才符合兄弟亲情的原则。对庄公的
做法，《春秋谷梁传》作者显然是有异
议的。

处心积虑，含有存心不善、蓄谋已
久、千方百计算计别人的意思，为贬
义成语。

随笔

戒烟
赵成义

四年前夏天的一个午后，我觉得整个大脑
昏沉沉的。去医院检查后，大夫不让走了，说
我有脑梗症状，须马上入院治疗。第二天早
上，大夫查房时闻到我有烟味，当即严肃地警
告我：“还要命不要？你这种情况必须戒烟！”

“戒！戒！从现在起就戒。”我嘴上信誓旦旦，
但内心却底气不足。

戒烟之难，是不抽烟者或没有烟瘾的人无法
体会的。头两三天好忍，到四五天时就相当难熬
了，而到六七天后，烟瘾持续发力，喉头发痒浑身
不畅，失魂落魄意志锐减。我以往N次戒烟均以
失败而告终，这一次好不容易熬到第八天，我又
禁不住偷偷买了一包烟并一连抽了两支。

我吸烟的量不算很大，平均每天一包烟，
但却有较大积瘾很难戒除。究其原因有以下
两点：一是吸烟时间久远，烟龄长达 40 年。二

是有固定抽烟的坏习惯。比如“饭后一支烟”
早已形成恶习。再如“睡前一支烟”，也是习以
为常。还有“写作必抽烟”，自我感觉抽烟能够
聚精会神带来灵感，常常边写边抽。

住院期间，妻子和儿子都没有发现我抽
烟，还以为我把烟戒掉了。回家后，他们买来
了口香糖、开心果等很多占嘴的食品犒劳我，
帮助我巩固戒烟。可想而知，当他们发现我又
偷偷抽烟后的烦恼与失望了。

鉴于以往的失败教训，我用心筹划采取了
循序渐进的办法，将戒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
个阶段为在家不抽烟。第二阶段扩展到在单
位里也不抽烟。第三阶段为完全戒烟，彻底与
香烟拜拜。

为了保障戒烟，我还采取多项辅助措施。
比如限酒。烟酒不分家，此次戒烟，我同时开

始限酒，尽量远离喝酒的各种场合。我还写了
这样一段话：抽烟不仅浪费钱财，损害个人健
康，而且污染环境损害他人健康。我把这段话
写在一张小记事纸上，卷成烟卷状揣在兜里，
每每想抽烟时就掏出来，放在鼻子下边“闻
闻”，或噙在嘴上“抽两口”，以此来缓释丝丝
发作的烟瘾。

完全戒烟是从 2011年 12月 1日开始的，至
今已经 4 年多了。戒烟后的感觉真好。口不
干了，胸不闷了，咳嗽痰多的老毛病不治而
愈。此外，戒烟的经济账也很可观，按我过去
常吸的那种 10 元一包的烟计算，4 年多来我已
节省烟钱 16000 多元。饱尝戒烟带来的诸多
好处，我经常会情不自禁地劝导友人：“少吸
点，最好戒了。”在我劝导下，好几位朋友也开
始戒烟了。

踏青
杨德本

细雨和风唤草醒，
澄波垂柳唱春耕。
遥看万顷铺新绿，
近赏千枝染娇红。
彩蝶金蜂怜玉蕊，
黄莺紫燕舞晴空。
偷闲偕友青郊外，
吸氧寻芳身自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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