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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赵姓技术员和老徐都没
能及时离开，很不幸地被高温铜
液溅到了身上。赵姓技术员浑身
都是黑色的烫斑，当场丧命；老徐
不知是运气好还是不好，因为躺
倒在地上，喷溅的部位不多，可全
都在脸上了……

我缩在钢板后头，双腿有点
发软。刚才可真是千钧一发，若
不是我反应及时，只怕现在也送
掉了半条命。我们的计划做得很
周全，可没算到这种情况。

警察们很快打开车间大门，
看到里面这一片狼藉，先喊了几
声，听到了我的回话，才冲进来。
他们把我从钢板后扶起来，拿起
对讲机说人质安全。然后俩小伙
子一左一右，把我架了出去，其他
人拖着赵姓技术员和老徐也迅速
撤离现场。接下来，就得交给专
业排险的队伍了。

我出来之后，看到工厂内外
已经布满了警察和警车，还有防
暴队员，个个如临大敌，看来市委
对此事高度重视，这么短时间就
有了反应。

药不是也在队伍里，看到我
出来，立刻迎了上去。他还没说

话，旁边康主任先紧紧握住我的
双手，惶恐不安地说：“汪教授，汪
教授，让你受惊了！”他又压低了
声音，声泪俱下，“没想到老徐居
然这么不是东西，贪心到了这地
步，我对不起你啊。”

我看康主任双鬓都差点急
白了，可见着实吓得不轻。老徐是
他介绍给我搞古董交易的，真要追
究起来，他脱不了干系。我大难不
死，心有余悸，也懒得说什么。其
他几位市里的领导也纷纷过来，亲
切慰问，表示一定彻查云云。

我被送到一辆救护车里，做
了全身检查，这才有机会跟药不
是单独说上话。他端详了我一
番，也不略作宽慰，直截了当地问
道：“探听到什么没有？”

“ 只 探 听 到 三 个 字 ，鬼 谷
子。”我摇摇头，心里颇为沮丧。
赵姓技术员已死，老徐能不能活
还不知道，工厂里的其他工人肯
定接触不到高层次的东西。这一
场意外爆炸，倒替老朝奉灭了口。

我们费这么大力气设局，却
在最后时刻被意外搞砸了。不过
话说回来，若是没爆炸，我现在还
有没有命，就不知道了。

“鬼谷子……”药不然低声
咀嚼这三个字，陷入沉思。

“这是中国古代一位传说人
……”我解释道。

“ 废 话 ，这 个 我 还 是 知 道
的。”药不是瞪了我一眼。

这大概是一种代号之类的
吧，可惜现在不太可能问出来
了。可费了这么大力气，只挖出
了这三个字，我们两个总觉得心
有未甘。

这时外头忽然传来一阵喧
哗，似乎有个人在号啕大喊。我
和药不是往外一看，看到一个中
年男子正要往工厂里冲，一边冲
一边哇哇地哭。他动作很狂暴，
三四个警察拽都差点拽不住，时
不时还会仰天长啸，露出一排醒
目的大白牙。

我觉得这人有点眼熟，再
一看，一下子想起来了。这是第
一次老徐离开宾馆时，我隔着窗
户看到站在街边上的那个奇怪
男子。

康主任这时赔着笑脸凑到
救护车后头，我问他，那男人是
谁，哭得这么伤心，难道是老徐的
亲戚？

如果是老徐的亲戚，那这根
线还有机会续上。

康主任眯起眼睛看了一眼，
神色略显尴尬：“不是亲戚，是仇
人。”

“仇人？”
“哎，这个人叫刘振武，原本

是当地一个中学的校长。去年他
受老徐蛊惑，挪用学校公款淘了

一件新出土的瓷器，拿到北京一
鉴定，嘿，发现是假的。刘振武回
到卫辉，亏空补不回来，结果教育
局把他开除公职。老婆一气之下
带着孩子回娘家，没承想路上遭
遇车祸，全没了。刘振武一下子
就疯了，从那以后，他专盯着老
徐，一看见就絮絮叨叨，说老徐把
真瓶子给他调包了，要他还……”

我冷冷地看着康主任言辞
闪烁的模样，想来他在其中也扮
演了什么不光彩的角色。

这又是一个假古董害人的
血淋淋案例。这样的事情，我见
到的实在太多了，轻则妻离子散，
重则家破人亡。看着发狂的刘振
武，我对那两个人的愧疚之心减
轻了不少，对老朝奉的厌憎又多
了一层。

刘振武在那边继续狂喊着：
“我要拿回我的瓶子，我的瓶子！
我的人物瓶！”看来他是真疯了，
还幻想着冲进工厂把老徐藏着的
那件“真品”拿到手呢。

听着刘振武的叫喊，药不是
的眉头突然耸动了一下。他对康
主任道：“老徐卖给刘振武的，是件
什么瓷器？”康主任摸摸脑袋，双臂

伸圆：“这么大一罐子，元青花还是
明青花吧？具体什么样我记不清
了，上头画着啥啥下山的。”

“东西在哪？”
“你是说刘振武手里那件？

早被他自己给砸碎了，就在市政
府门口砸的。”

药不是一下子抓住话里的
细节：“刘振武那件？这么说，老
徐还有很多件喽？”

康主任变得很尴尬，搓着
手，满脸通红地说：“呃，还有几件
吧，他不是那个……干这个的
嘛。”

我心里有点奇怪，药不是为
何死抓住这件事不放？药不是顾
不得跟我解释，又追问道：“那老
徐手里那几件在哪？”

康主任没吭声，但他的视线
很自然地朝着工厂旁边飘去。刚
才我进来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这
个作坊除了炉子，还有一排烧窑，
自然也可以生产瓷器。

药不是带着我，朝厂区走
去。警察要拦阻，药不是说我们
不去厂房，只想去看看旁边那一
排烧窑。窑口距离爆炸现场有三
百多米，他身份又特殊，警察没拦

着，一抬手让我们过去了，最多叮
嘱了一句：“这些都可能是犯罪证
据，不要随便拿碰。”

我们俩走过去，仔细端详。
从烟囱高度和窑口体积判断，这
个烧窑规模不大，窑间随处可见
一地的胎灰和釉浆点滴，管理相
当混乱。坛坛罐罐摆得到处都
有，不过产品形制比较单一，多是
阔口瓶、高足碗和挂盘，纹饰与釉
工拙劣不堪。

看来这个瓷窑是量产型的，
以量取胜，虽然在方家眼中不值
一提，但糊弄刘振武这种棒槌已
经足够了。

我不明白，这种地方能有什么
东西，怎么会引起药不是的注意？

药不是围着烧窑群转了一
圈，神色颇为不善。我问他看到
了什么。药不是一指后头，说你
自己去看吧。我过去一瞧，后头
是个库房——说是库房，其实是
一个破旧砖院，我猜从前是个牲
口棚。棚里摆放着一排青花瓷
罐，有十几件，样式完全一样，都
是大约半米高，直口短
颈，溜肩圆腹，还有一个
厚厚的唇口。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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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性情的读书人有两样是魂灵
之所系，其一为书，所谓“眈书是宿
缘”；其二是女人，所谓“平生只有双
行泪，半为苍生半美人”。那位“天子
呼来不上船”的诗仙李太白，曾无限
感喟：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也
许那位胡姬的“烟视媚行”早已摄取
了诗人的肝胆魂魄。风流倜傥的诗
人韦庄，遥想“当时年少春衫薄，骑马
倚斜桥，满楼红袖招”的胜景，也是陶
醉在温柔乡中而难以自拔的吧。是
的，拥有好书和好女人，算是读书人
两个瑰丽的绮梦吧。

喜欢读书，是发自内心的喜欢。
遇得一本好书，就像茫茫人海中邂逅
了相濡以沫的知心爱人。于广厦万
千之间，于人群万千之间，没有早一
步，没有晚一步，就这样不期而遇，发
出“原来你就在这里等我”的感喟。

读书，带给我的快乐却是真切和
持久的。特别是当书本上的某些感悟
和自己的知识储备相投射、相叠加，那
种“心有灵犀”电光火石的快感让我沉
迷。每一本好书都令我心动，如一沙
一世界，一花一天堂。记不起来是哪
位哲人的睿智之语了——我所有的沧
桑都来自书本，阅读成就了我。

喜欢读书，我也喜欢买书。偷得
浮生半日闲时，会自己一个人去路边
的小书店淘书。我不去大书店，不喜
那里的氛围，喧哗嘈杂，好似集市，亵
渎了那些好书。现在的书可真多，林
林总总，“乱花渐欲迷人眼”。可真正
值得解囊购买并在日后细心品味的，
实属凤毛麟角。买书其实于我就是
淘宝，“山中石多真玉少”，要买到一
本心仪的书是要费些心力的。可我
却很享受淘书这个过程，得意处是将
那些“养在闺中无人识”的好书请回
家里，在日后阅读时，每有会意欣然
而忘食，验证了我确属慧眼识珠，眼
光独到。我为那些好书而庆幸，“幸
有我来山不孤”啊。

闲暇也上网逛逛，鼠标一点，好
书尽入囊中，这也算是淘书的升级
版吧。网上购书，其实风险也不
小。倒不是金钱上的损失，关键你
无法亲自翻阅品味，有时凭的就是
读书人的直觉。通过网络买到湮没
已久的好书之惊喜，夸张点讲就像
是“爸妈安排的相亲，去了后发现宋
慧乔坐在那里”。

我平生最不喜欢的就是借书和
书被借。个中缘由其实简单，看书最
大享受就在于可以涂抹圈点，“指点
江山，激扬文字”，得《脂砚斋重评石
头记》之真味，“谩言红袖啼痕重，更
有情痴抱恨长”。和属于自己的书畅
意对谈，物我两忘，堪比知己红颜，

“我看青山多妩媚，料想青山见我应
如是”。借来之书，即使艳若桃李，妩
媚风流，蠢蠢欲动之际，自己也难免
瞻前顾后，不敢造次。不出借收藏之
书并不是小气，实在是怕遇到“囚首
丧面读诗书”之人啊，若借阅者“空对
着山中高士晶莹雪”而不谙风情，那
好书是否比烟花还寂寞呢？当然，书
上我个人化的批注也会泄漏自己隐
秘的情感线索，恐为人不解和耻笑，
又何苦来呢？记得自己为了不伤别
人开口借阅之颜面，有次还特地去书
店买了本送他，当时很为自己的周全
而窃喜不已。

读书，给了我很多。不仅有外在
的虚名、可见的利益，还有潜移默化
的气质蜕变，读书疗俗，治愚，养气，
怡情。“自当抽暇困苦学，奉劝世人多
读书”，让我们都多一些书卷气，少一
些烟酒气。

黄金非宝书为宝，万物皆空善非
空，此乃真性情读书者心所追也。

南朝。齐。绍兴人孔琇之，做临海太守好几
年，以廉洁著名。

有一天，朝廷让他改任其他官职。他料理完一
些事项后，就去拜见皇帝。带点什么礼物呢？他实
在想不出有什么好东西可以带给皇帝，也没有这个
习惯。突然，他眼睛一亮，窗台上不是还有几片干
姜吗？就用这个吧，干姜，袪风和胃，抗菌养生，也
是临海的特产呢。于是，孔琇之就将二片干姜，用
纸小心包好，献给齐武帝。

武帝一看，怎么送姜片给我啊，太寒酸了吧。
孔琇之看着皇帝不太好看的脸色，自言自语地推荐
说：这个干姜，我把它当作很好的补品，冬天可以驱
寒，夏天可以解热，放半片，开水煮汤，加点糖，鲜甜
无比。姜片虽少，我的心是诚挚而无瑕的。只是成
干姜片了，来年不能做种子呢。

武帝看着孔琇之，知道他的清廉，于是连声啧
啧叹息。

我猜测，武帝一定是在感叹，我朝有这样清廉
的官员，实在太高兴了，或者还有自警，我们的官员
是不是太贫困些了呢？

明代冯梦龙在他的笔记《古今笑》里，对孔琇之
献干姜，有一句评语是这样的：比医家一剂药尚少
一片，太矫，太矫！

是啊，孔太守似乎有些不近情理了，你要么就
不送嘛，要送就送个几斤，再不济也送个一包嘛，最
不济也送个三片啊，二片？一剂药还要三片呢？

孔琇之献干姜片的事迹，一定要大大表彰的，
这可是广大干部清廉的典范啊。

但是，不同的版本，却有不同的记载。

事情是一样的事情，只是数量不一样。数量不
一样，有的时候，会导致性质的改变呢。

《南齐书》记载：“姜二片”，是“姜二十斤”。
《南史》记载：“姜二片”，是“姜二千斤”。
从史作者生活的时间看，《南齐书》的作者是南

朝的萧子显，《南史》的作者是唐朝的李延寿，那就是
说先有“二十斤”，后有“二千斤”。“二十斤”怎么会变
成“二千斤”？我的推测是，“十”变“千”，只是字形上
的相近，完全有可能的是，李延寿看到萧子显的版
本，因为人工刻印的原因，刻印工人刻误了，多了一
撇，于是就一错再错。刻错的事，历史上太多了。

而冯梦龙在写《古今笑》时，一个“二十斤”，一个
“二千斤”，让他迷糊了。“二十斤”似乎还近情理，这
么点干姜，实在不值什么钱，你看看，那些小摊小贩
随便哪里批发一下，也不止这个数量，这么点姜，怎
么赚钱呢？“二千斤”，从情理上看却不合，临海虽产
干姜，但他弄这么多的干姜究竟想干什么呢？送给
皇帝内宫做成姜罐头？皇帝后宫女人大大的体虚？
他不可能如此大方地拿公家的东西做自己的人情！
而且，已经有“二千斤”，皇帝还嫌少，武帝这么贪吗？

冯从孔琇之的生平，再结合齐武帝当时的表
情，还不如干脆写成“二片”，“十”会变“千”，难道

“斤”不会变“片”吗？极有可能！这样不是更能显
现孔太守的清正廉洁吗？

《南史·孔琇之列传》中还有这么一个场景描
写：有小儿年十岁，偷刈邻家稻一束，琇之付狱治
罪。或谏之，琇之曰：“十岁便能为盗，长大何所不
为？”县中皆震肃。

毛泽东读到这里，有几句批语是这样的：不要

像孔琇之那样，从偷了一捆稻子的十岁小孩，就推
断他长大必然为盗的形而上学，认为“此种推论，今
犹有之”，应予警惕。

我的新作《焰段》里有一则《一枚铜钱的血案》，
似乎比孔琇之严厉百倍千倍，因为张咏要了那个偷
了一枚铜钱吏卒的命：

宋朝人张咏做官崇阳时，一案振天下。
一名吏卒从府库中出来，张见他的鬓发下夹有

一枚钱币。张于是追问，吏卒承认是府库中的钱。
张于是命令杖打他，吏卒突然说：一枚铜钱算什
么？还要打我！你只敢打我，却不敢杀我！

张拿起笔写下判词说：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
锯木断，水滴石穿！写完，拿着剑走下台阶，斩下吏
卒的头，然后向府衙自我弹劾。

吏卒的蛮横想来是建立在他熟知律令的基础
上，不会因为一枚钱而开除我，并判我的罪，公家的
钱拿这么一点真的不算什么！张咏的胆量也是建
立在合情推理基础上的，想来你已不是第一次了，
日积月累是个普通的道理。一枚铜钱的血案空前，
但不会绝后，许多为钱而亡的历朝历代贪官都证明
了张咏行为的正确性。

因此，我不认为孔琇之治罪偷稻小孩是形而上
学，水滴石穿也是很普通的道理。

孔琇之献干姜片，到底是“二片”，还是“二十
斤”，抑或“二千斤”，让文史学家、文字学家去考证
好了，形而上学的帽子无论戴还是不戴，都不影响
孔琇之清廉刚正的形象。

谨向孔琇之的两片干姜致敬，这是一个正直廉
洁官员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我从来就不曾真正地介入，我只是一个
旁观者，看到了我所看到的。世事纷扰，看
见即是一种选择。米开朗基罗是在自然石
头中看到大卫的形象，于是搬回家，去掉多
余的东西，最终成就了《大卫》这个作品。发
现的眼睛，以及懂得什么是多余的，这有多
么重要。

那些决定和影响我的事情，在我之外发
生，我成为自己的旁观者。与此同时，诸多
与我无关的事情在内心纠结，不知所措，我
迷失在别人的事务里。在被动的选择与主
动的人生之间，究竟存在一种怎样恒久的
力？它改变我，也捍卫我；它远离我，也拥抱
我；它伤害我，也成全我。

有些情感是不需要表达的，有些爱永远
都不要说出口。

那些不曾说出口的话，我将永远记着。
在世界的逻辑中注入个人情感，我仍然是这
个世界的旁观者，始终放不下对自我的警惕
之心。在这世上，我最不放心的，时刻都在
警惕的，是我自己；我最珍惜的，其实是这个
旁观者的身份。

我与另一个我之间，始终保持一种紧张
的关系。我一直站在这个角落，冷眼旁观。
我的心是热的。我想告诉你，我的心是热
的。这是一个世人所不知道的秘密，我想让
你知道这个秘密，这个曾经只属于我一个人
的秘密。

拉开窗帘，窗外是另一个世界。白色的光
有些晃眼。我坐在椅子上，像一个陌生人，内
心安详。街上传来汽车驶过的声音。这样的
一个上午，夜色依然没有撤离，我依然迷失在
昨日的夜色里。这个世界以及这种生活并不
属于我，我也从来没有如此奢望过。我更想
过的是离群索居的日子，偶尔走向人群，暂时
地离开自己。当我离开自己的时候，更加懂
得如何爱惜和维护自己。人群并不是让我情
感认同的事物。我热爱的事物，永远与我保
持了一段抹不去的距离。那些坚定与执着，
那些美好的情愫，因为距离的存在而存在。

我不羡慕别人的生活。我深爱那些属
于我的时光，爱那些时光里简单固执的我自
己。这个经历了一些事情的人，他始终是沉
默的，他的日子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安宁。
他的沉默，有了一抹悠久的回声。

在别人忽略的地方，我找到自己的快乐。
请原谅我不能告诉你，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份快
乐。那些懂得这快乐的人，我视之为知己。

我们终将在路边的某个拐弯处，促膝相
谈，然后挥手作别。

豫西黑风山有一名盗，人称鼓上蚤麻三，轻功
极好，走战鼓不出声响，踏青草不湿靴底，飞檐走
壁，如履平地。

1928 年，大军阀孙殿英盗掘清东陵，七天七
夜，挖开大墓后士兵盗走奇宝无数，更是盗走了棺
中慈禧身边翡翠西瓜、蝈蝈白菜、玉石莲花、珊瑚树
等宝物，又从慈禧嘴中偷走夜明珠一颗，这颗夜明
珠分开是两块，透明无光，合拢则是一个圆珠，透出
一股绿幽幽的寒光，夜间百步之内光亮无比，头发
丝丝可见。

这颗夜明珠本是阿富汗国王八次远征印度莫
卧儿王朝时抢夺而来，价值连城，1760年阿富汗派
使团来清朝进贡给了乾隆，乾隆得夜明珠爱不释
手，后又传到了慈禧手里，慈禧珍爱有加，归天之前
一再叮嘱大太监李莲英亲自置于其口，葬入墓中，
但却被孙殿英掘墓窃走。

为掩盖罪行，逃避追责，孙殿英把夜明珠送给
了宋美龄，但是，不久却传出夜明珠被盗了，而且没
有留下丝毫线索。

宋美龄暗暗派人四处暗访，并用重金聘请江湖
高人追查盗宝之人。

据《民国勘档》记载，现场门锁紧闭，屋顶有洞，
盗宝之人是揭了屋顶琉璃瓦，用飞爪百练索借助绳
子进入，趁宋美龄熟睡取了夜明珠的，可见盗宝之
人轻功了得。

有人想到了鼓上蚤麻三。
麻三有一拜把子兄弟，人称飞镖黄七，善使七枚

飞天金钱镖，功夫虽好，但做事阴暗刁钻，歹毒异常。

黄七听说南京失宝之事后，知必是麻三潜入蒋
府所为。

这一日，黄七精心备了一桌酒菜，邀麻三来聚，
麻三天生好酒，且嗜酒如命。

酒是特意挑选的醉三春，麻三的最爱，菜品也
极其讲究，油炸飞天七彩蛾、秘制酱肘子、白酒醉黄
鸡、泥鳅钻豆腐，谈话间，三坛醉三春已经见底，两
人已是酒至十二分。

黄七支走左右，花言巧语骗说要一睹夜明珠真
容，那麻三酒醉，果从贴胸处摸出一布包，布包里是
一层油纸，油纸里是一层绵纸，绵纸里包着一物件，
晶莹闪亮，透出一股绿幽幽的寒光，正是夜明珠。

此时已是子时，夜色正浓，夜明珠发出灿灿亮
光，百步之内明如白昼。黄七见宝立时露了嘴脸，
左手一招猿猴摘桃，劈手抢了夜明珠，右手一招黑
虎掏心，重击麻三胸部一拳，人借拳力倏地退后三
尺，麻三一惊，酒醒大半，不防又中一拳，竟哇地吐
出一口鲜血来。

黄七哈哈大笑，拱拱手：“大哥，小弟成全你。”
音落镖出，三枚金钱镖迅疾飞出，麻三急忙闪避，还
是迟了，嗖的一声，左耳被削去，另两枚金钱镖噗噗
没入墙中。

耳听得麻三大喊一声：“后会有期！”话落，人已

无了踪影。
黄七跳出窗子，飞身上了屋顶，只见一道黑影

顺屋顶向北遁去。
抬起头，远近景物都浸在一片月色中，凄清、寂

寥。
彼时，民国战乱频仍，信仰驳杂，一些洋教进入

中国大地，还在镇上盖了教堂，传教布道，吸纳教徒。
但不久民众传说这些洋人不光传教，还收购文

物，而且价钱极高。
还听得传闻，那件丢失多年的夜明珠有人高价

卖给了洋神父，洋神父得宝后，正准备悄然回国呢。
三日后，有人突然见洋神父缩着脑袋悄悄溜了，

还有人见那神父耳朵上裹了白纱布，似乎少了一耳，
而沙河镇中心的旗杆上却高挂一人头，旗杆高约七
丈，人头怎么挂在上面的，非绝好轻功不能为。

那人头口中衔一长绢布，上书：卖宝求荣者
戒！正是黄七的首级。

时光如梭，转眼间又是几十年。
一个金色的午后，县文化馆馆长突然接到工作

人员送来的一个包裹，说刚才有个奇瘦的老头非要
把包裹当面交给馆长。

馆长打开布包，布包里是一层油纸，油纸里是
一层绵纸，绵纸里包着一物件，晶莹闪亮，透出一股
绿幽幽的寒光，正是夜明珠。

馆长急忙出门去寻，见大门旁斜靠一瘦小老
头，用手一推，不动，再推，人訇然倒地，一摸心脉，
早已气绝，定睛细看，见此人少了左耳，有老年人辨
认后说，是麻三。

五卷本《中国通史》对中国人普遍关切的重大史实做了全
新深入的解读，这是专业史学工作者对于“历史热”的一次集
体回应。

近年来，影视和图书出版中出现了“历史热”，出现了许多
历史题材的影视和图书作品，为普及广大受众的历史知识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些作品中也存在着一些值得高度重视
的问题。一些以“正剧”形式出现的历史题材影视作品，严重背
离了历史事实，更有甚者，有的所谓讲史著作无视历史研究的
基本准则，热衷于“颠覆历史”，这些价值观、历史观扭曲，历史
事实错误的作品对广大受众，尤其是青年学生造成了较为严重
的负面影响。本书将为整个民族认同的富有强大生命力的民
族精神与优秀文化传统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例展示出来，表现出
中国叙事、自主叙事的突出特色，对广大普通读者和党政领导
干部接受科学的历史知识、树立正确的历史观、纠正当前历史
题材作品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有正本清源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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