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七是三年后在花船上被官
府捉住的。捕快们先是让他在县
衙门前的木笼里站枷示众。尔
后，因身负命案，上报朝廷后判了
斩监候。

在黄七站枷示众的那十日
里，每天都有一女子提着篮子给
他送饭。这是他从花船上带回的
女人。女人已怀孕了，大着肚子
站在枷前一口口地喂他吃。

最初，黄七经不住刑，尿了。
裤裆里的尿水一滴一滴往下流，那
女人来的时候，他眼看就站不住
了，成一堆泥了。女人望着他，说：
当家的，你是个男人，吃也吃了，喝
也喝了，就是走，也要体面些。

这时候，黄七慢慢睁开眼，
说：叶儿，你跟了我，不值。

女人说：我是你救下的，值。
黄七说：再走一步吧。
女人说：咱有孩子了。
女人说：张开嘴，把饭吃了，

你要像个爷们儿。
女人又说：放心吧，走的时候，

我会给你收尸，让你体体面面的。
以后，我年年领孩子给你烧纸。

于是，黄七一点一点地站直了。
康熙五十一年，过了霜降，秋

决问斩的日子到了。黄七被捕快
们五花大绑拉到了离县衙不远的
大集上，当他被绑到刑架上的时
候，赶集的人们忽一下全涌上来
了。这时，黄七拼眨着眼，像是看
见了什么，于是大喊：老子，吃了，
喝了，嫖了，我黄七值了。二十年
后又是一条好汉！

此时，就见那刀斧手勒了勒
腰里的板带，口里含着的酒噗一
下喷在了那把鬼头刀上！就势侧
过身来，一手揪着黄七的辫子，一
手扬起鬼头大刀，只听“噗嚓！”一
声，那头便日儿地飞出去了……
人们吓得四下乱窜。只见那头飞
出有一丈多远，落在地上又轱辘
了两下，嘴还张着。再看那刑架
上的身子，头没了，脖子上的骨茬
先还白白地梗着，旋尔血就冒出
来了，喷泉似的，再看那身子，就
像捆散了麦草，歪歪地斜了。

这时候，就见那个叫叶儿的
女人，挺着肚子从人群里走出
来。她先是走到刑架前，把黄七
的尸身从刑架上卸下来。又一笨
一笨地去捡回黄七的头，一屁股
坐在那刑架旁。先是取出香表，
祭了。尔后从提来的篮子里拿出

一枚穿了麻线的大针，很从容的，
一针一针地把他的头给缝上了。

关 于 黄 七 ，民 间 有 许 多 传
闻。都说，黄七这辈子值了，只是
那女人不值。此后，这女子生了
一个女儿。据传，这女儿后来成
了唱戏的，就是名震开封城的“一
品红”。

有样学样。花家寨的人日子
过不成，干脆就学了黄七。那些村
邻，因为“隐匿不举”，一个个挨了
官府的杖刑。接下来，这里竟冒出
了十几伙专劫官道商旅的杆子。
他们白日里照常下地干活，一人戴
一草帽，扛着锄，看不出谁是匪。
一入夜，这里就成了强盗出没的地
方。他们以口哨为号，只要一打呼
哨，就有人黑风一般从各处跳了出
来。后来，“活儿”越做越大，杆子
越拉越大，花家寨就成了让人闻风
丧胆的土匪窝了。

二
断指乔开始做“大活”的时

候，只有十七岁。
民间曾有传闻，说断指乔就

是黄七的后代，其实不是的。不
过，断指乔倒是枕着黄七的传说长
大的，因为他姥姥家是花家寨的。

断指乔小名千岁。没人知道
他为什么叫“千岁”。在中原的乡
村，“千岁”有“祸害”之说，大约是
命硬的意思吧。他三岁时，母亲
就死了。也有人说是被他克死
的，他从小是跟着姥姥长大的。

那年七月，骄阳当头，当姥姥
背着一捆红薯秧，带他到地头的

一棵梧桐树下乘凉的时候，一位
算卦的瞎子刚好从这里路过。瞎
子走累了，想讨一口水喝。他说，
大娘，寻口水。树下有井，姥姥让
千岁在井里摇上来半桶水，又把
一蓝边碗递过去，千岁在木桶里
舀了半碗水递给瞎子。瞎子刚要
喝，姥姥说，慢。井水凉，走远路
的，别把热肺喝炸了。说着，姥姥
从地上捻了一点晒热的土末儿，
顺着碗边丢了进去，尔后说，晃晃
再喝。瞎子说，谢了。

瞎子喝了两口水，突然抬起
头，说：这娃几岁了？

姥姥说：七岁。
瞎子说：这娃一身罡气。倒

是个做大事的。
姥姥苦笑了一下，说：一个没

娘娃，能做什么大事？
瞎子说：这娃太旺。不是官，

即是寇。十三是一道坎，过了，你
还能享他几年福呢。

姥姥听了，也没在意。只说：
是么？

瞎子喝了水就走了。可瞎子
的话却在这个七岁孩子的心里留
下了深重的烙印。这个潜藏的意
识一直在他心里孕育着，就像是

一个小小的芽儿，它在花家寨的
熏风里泡着泡着就泡大了。

十三岁那年，乔千岁果然就
做了一件不同凡响的事。他把当
年黄七留下的一件“宝器”赢到手
了。这件宝器后来证明是一件妖
器，很邪的。

乔千岁赢来的这件宝器，就
是那面能反光的小圆镜。它的背
面是一个洋女人的画像，据说是
能勾魂的。宝器最先是黄七在花
船上盗来的，说是南洋货。黄七
死后又倒了几个人的手，当它又
出现在赌桌上的时候，乔千岁一
眼就看中了。

乔千岁很小是玩弹弓的，打
麻雀是百发百中。后来就开始玩
刀了。在一片匪气里，他不可能
不玩刀。乔千岁的刀很小，刃特
别薄，这叫柳叶刀，是他用半车红
薯在镇上的铁匠铺里跟人换来
的，为此挨了姥姥的一顿痛骂。

在花家寨，赌场几乎算是一
个“赃物交换处”。就是说，有钱
时可以押钱；没钱时，那些顺手抢
来的东西也是可以赌的。那天，
有一个叫木瓜的汉子，输了钱之
后掏出了那面小圆镜子，说我就

押这个吧。
可是，当他把那面小圆镜子

放在桌上后，众人先是“呀”了一
声，接着，你看我我看你，好久没
人再押……停了一会儿，坐在赌
桌上的三个人都站起来了。有人
说：太邪。算了。

这时候，乔千岁刚好溜达到
这里，他探头看了一会儿，突然
说：没人押，我押。

木瓜瞭了他一眼，说：一个毛
孩子，你押什么？

乔千岁本是袖着手的，天冷，
还流着清水鼻涕。他先是把那只
左手从袄筒里伸出来，平平地摊
放在赌桌上。尔后，右手从腰里
拔出了那把柳叶刀，在袄袖上毕
了一下，只听“咯噔”一声，闷闷
的，他把左手最长的那节中指给
切掉了。

他下手太快了。一眨眼的
工夫，那节中指像个小人儿似
的，竟活脱脱地直立起来，“砰砰
砰砰……”在赌桌上一蹦一蹦地
弹跳着，所弹之处，是红鲜鲜的
血，就像是盛开的点点梅
花。顿时，一屋人都像傻
了一样。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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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大诗人王维在《淇水田园即
事》中诗曰：“屏居淇水上，东野旷无
山。”这里提到的“淇”，就是千百年来
奔流不息的淇河。我住的小区东边，
有一条人工开凿的河流，河水就是从
淇河提灌上来自西向东清清澈澈缓缓
流淌地。两岸杂树相陈，繁华相映，争
相在夏季展示芳姿。霞光初照，岸边
林荫道旁的“健身台”上，见有位中年
男子正与一“马犬”嬉戏，上前与其搭
讪，他说，养狗得有童心和爱心。闻听
此言，深有感触的我，竟想起了自己养
狗那些陈年往事。

狗通人性，忠诚主人，善解人意，能
看护三家。我喜欢狗，小时曾养过几次，
但都没养成，对狗不免心生丝丝怜悯。

上初中时，外婆家出现了一些变
故，双目失明年迈的外婆无人照管。亲
戚们几经商量，由居住在偏远山区的五
姨举家迁至外婆所住的村庄。我家离
外婆家有五十来里地，母亲隔段时间就
领着我去看望外婆。后来，我便独自带
上妈妈备好的“礼物”去外婆家了。一
次，看到五姨养了一只黑背肚白的小
狗，非常喜欢，想抱走。五姨不顾表弟
的反对，将小狗送给了我。早饭后出
发，徒步五十里，中午无论如何是赶不
到家的。五姨给我烙了面饼，作为中午
的干粮。路过一个叫“楝桥”的村子，有
人已吃上了午饭。这时，我才走了约一

半的路程。旷野不见一个行人，唯有我
和小狗结伴，行走在麦苗清清的田埂
上。单纯的我，从竹筐里放出小狗，拿
出烙饼嚼碎，边小跑边喊叫边喂小狗。
它摇着小尾巴，乖乖地跟随在我的身
后，好像知道我的意图，能听懂我的呼
唤。我想象着，有一天它长大了，我去
上学，它就会送到门口，等我放学了，它
听到我的脚步声，就会“旺旺旺”地叫着
出门迎接我，跳着蹦着围着我撒娇。夜
晚，它还会看家护院……想到这些，我
情不自禁地笑了。有了小狗的陪伴，长
长的路途，我并不感到遥远；路上无人，
我也不感到寂寞和孤独。

我的家成了小狗的新家。吃饭
时，我与小狗一同进餐，我给它嚼馍、
嚼面条。晚上，我搂着它睡觉。它成
了我的好朋友，我盼着它快快长大。

世事无常。一个星期天我外出办
事，天快黑时回到家里，急忙寻找一天
没见的小狗。谁知这天中午，它擅自
钻进一墙之隔下留有流水道的本家院
内，本家那只大狗对它下了恶口……
它痛苦到了极点，浑身发抖，蹲在一墙
角呻吟着。我将它搂在怀里哭了。尽
管我迅速铲掉铁锅底部的锅烟涂抹在
它的伤口处，用一块破布包裹，最终还
是没能挽救它的生命！那一夜，我几
乎是搂住它哭着度过的。

从那儿后，我好长时间不再想养

狗的事儿。
后来，经不住他人诱惑，我又养了

一只小狗。那只小狗黑皮毛间杂些小
白圆点，很逗人。我是初春抱回的，喂
了两个月，它就能跟我玩耍了，我还将
一条缀了铃铛的红线绳系在它的脖子
上。星期天，我时常挎着篮子到麦田
里薅草，就领着它和我一起下地。它
好奇地在麦田里一蹿一蹿，甚至还不
停追逐翻飞的蝴蝶。在一坟地，有人
将坏红薯切片晾晒，我找好的嚼嚼喂
它，它竟吃得津津有味。它给我带来
了学习之余少有的乐趣。晚上，有人
来家串门，它能叫着报信了。

好景不长。那年秋，玉米冒缨时，
公社有令，为了增产，促使玉米结大
穗、多结穗，必须打狗熬汤作肥料浇在
玉米根部。于是，一场“打狗战”顿时
在全公社风起云涌铺天盖地而来。当
时高中毕业的我，已成为生产队的一
名干部，得“身先士卒”,我心爱的小
狗，自然难逃厄运。不过，我心太软，
不忍目睹，是村里一社员下的手……
万不得已，我曾同生产队里几名年轻
干部打杀过其他人家的狗。那年秋
季，玉米的产量究竟提高了没有，提高
了多少，我不清楚。但对大大小小的
狗来说，不啻为一场千载不遇的灾
难。那人与狗斗，撵得狗急跳墙的惊
心动魄的场面，至今仍像驱之不散的

阴影，笼罩在我心头。
高考制度恢复后，我先到外地深

造而后工作。有年10月，出差湖南张
家界路过老家，我见了家中喂养的一只
纯色黄狗。初次相见，它摇头摆尾，不
叫不咬，一脸亲热，好像嗅嗅气味就知
道我是家中一员似的。叔叔去世后，步
入耄耋之年的奶奶由生活在他乡的姑
姑赡养，家中实在没有人与这只黄狗为
伴了。姑姑本打算接黄狗一起走的，可
小外甥也想要，姑姑只好忍痛割爱。外
甥家距我家两三里地。后听大妹夫说，
奶奶被接走后，一连10多个晚上，这只
黄狗在两个村庄间来回奔跑，这个家卧
一会儿，又跑到那个家去看守门户，一
个晚上不知要跑多少个来回。真是辛
苦并可怜这只狗了!“狗不嫌家贫”,黄
狗给予了最好诠释。狗是家乡狗，它舍
不了家，怀有浓浓的乡愁啊。数月后，
外甥领着它到一条河边玩耍，不料想它
误食了鼠药……我没有看到黄狗最
后的眼神，没能依依惜别。

最近查阅资料方知，狗是从狼驯
化而来的，驯化后和人相处的历史已
有一万多年。天人共一，人蓄和谐。
人与狗磨合到今天，留下了许多凄美
的故事。40多个年头过去了，我将依
稀记得的这些狗事记下来，大有一种
不吐不快之感。

至今，我再没养过狗。

人与自然

立秋日曲江忆元九立秋日曲江忆元九（（书法书法）） 王守振王守振

2020年是紫禁城建成 600年，
又是故宫博物院成立 95 周年，这
是全社会的一件文化盛事。紫禁
城作为明清两代的皇宫，是中国古
代城市建设和宫殿营造思想的集
中体现，也是明清历史上许多重大
宫廷事件的源发地。在此基础之
上建立的故宫博物院不同于一般
的博物馆，不仅精心保管着明清时
代遗留的皇家宫殿和旧藏珍宝，而
且对古建筑、院藏文物、宫廷历史
文化遗存、明清档案、清宫典籍和
95 年的故宫博物院历程有着更为
深入细致的研究。

自 1420 年建成算起，故宫已

经走过了 600 年的风霜雨雪。面
对故宫，千言万语都会化成难以言
喻的感悟；置身于其中，个人曾经
密 密 实 实 的 岁 月 转 瞬 就 没 有 踪
迹。作为一名故宫文化的研究者，
祝勇先生采用以空间带时间的写
作手法，以大气磅礴的构思和轻盈
灵动的文字，建构了一座王朝政治
意义上的紫禁城，也展示了一座集
园林、字画、藏书和工艺品之精华
于一体的文化意义上的紫禁城。
从午门到神武门，推开沉重的宫
门，跨过朝代的门槛，跟随作者的
文字，读者仿佛走过了六个世纪，
甚至更为久远的洪荒岁月。

新书架

♣ 赵 萍

《故宫六百年》：用文字营建一座紫禁城

从小就喜欢荷花，自从发现了云
禅湖的荷花后，那片荷塘便成了我的
最爱。清晨或黄昏，我都喜欢漫步在
云禅湖畔，痴痴地待在那片荷塘，百看
不厌。

那天下班后，我再次来到荷塘，
满塘的荷花开得正艳。我一边赏荷，
一边想着要为我喜爱的荷花写一首
诗，拍一些照片，做一个美篇。我正
暗自欣喜，突然，一阵狂风，天边飘过
一朵乌云，夏天的雨说来就来。我来
不及躲闪，也没有带雨具，不一会儿
就淋成了落汤鸡，只好躲进一个小亭
子里避雨，心中暗自懊恼，埋怨这雨
来得真不是时候。

夏天的雨来得急走得也快，不一
会儿，雨渐渐小了。雨后的夏风透着
一股清凉，浑身清爽无比，桥头哗哗的
水声更加叮咚清亮，顺着水流往下看，
那片熟悉的荷塘一下子变了样。

雨后的荷叶愈加翠绿，如绿宝石
般晶莹通透，绿得纯粹，绿得静雅，绿
得惹人爱怜。我忍不住蹲下身去捕捉
那荷叶上的露珠，不料，我刚一碰到荷
叶，调皮的露珠竟然跟我捉起了迷藏，

一闪，纵身跳入荷塘之中，眨眼间便怎
么也寻不见了。

绵绵的雨丝像仙女轻柔的手抚摸
着荷花，粉色的荷花经过夏雨的浸润，
愈加红艳靓丽，一朵朵绽放着可爱的
笑脸，梨花带雨楚楚动人。有的含苞
待放才露尖尖角，有的盛放如蝶娇艳
无比，有的花瓣被突如其来的风雨打
落，点点嫣红凋零于湖面上。我轻轻
捡起飘零的花瓣，心中怜爱地升起一
丝忧伤。可抬起头，却见被风吹落的
花蒂上赫然露出一个稚嫩的莲蓬，翠
绿如稚子，天真浪漫地对我摇摆着小
手，丝毫没有一点对风雨的抱怨。

我惊讶了！雨后的荷花，千姿百

态，在雨丝中随风摇曳，别有一番情趣
在心头。

抬起头，仰望天空。我想，那绵绵
的雨丝，可是仙女不小心掀落的竹
帘？一定是的，一定是的。这满塘的
荷花、荷韵、荷影，吸引了仙女要下凡
欣赏，匆忙中不小心拉断了竹帘，这才
有了刚才的风雨吧？

那圆润透亮的荷叶，可是仙女盛放
鲜果的玉盘？那亭亭玉立的荷花，可是
仙女洒落到人间的粉色精灵？那满塘
的荷韵，可是恍若隔世的天堂仙境？

恍惚间，我似乎误入到李清照
“沉醉不知归路，误入藕花深处”的荷
塘中。云禅湖在雨雾中愈加缥缈空

灵，烟雨蒙蒙中更增加了一丝江南的
韵味，我仿佛又误入到烟雨蒙蒙的西
子湖畔。

一阵微风吹来，荷叶翻卷，碧波荡
漾，点点丝线，珠落荷塘，荷香阵阵，沁
人心脾，雨润荷花，沉醉荷塘。

一直以来，荷花是我的最爱，而今
天邂逅的雨中观荷，则让我更加喜欢
迷恋夏天的雨荷。晴日的荷花有“接
天荷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靓
丽；雨中的荷花，更有着“梨花带雨惹人
怜，风动荷香沁心魂”的意境。经历了
风雨，荷花便又多了一份坚韧和豁达，
风吹荷香传更远，雨润荷叶更嫩绿，更
多了空蒙雨润的别样情趣。无论岁月
静好阳光灿烂，还是风雨交加狂风大
作，它自巍然屹立于荷塘之中，不骄不
躁，阳光照耀时，吸收营养，风雨来临
时，品味甘露，雨过天晴后，兀自芬芳。

做人亦要像荷花一样。不管是晴
空万里，还是风雨交加，都要坦然面
对，从容不迫。你若晴日，我便亭亭玉
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你若风雨交加，我亦迎风傲立，风吹雨
打更娇艳，风动荷香更悠远。

朝花夕拾

♣ 刘传俊

养犬记事

邂逅雨荷
♣ 孙利芳

短笛轻吹

“茅檐虽小，溪上青青草。”走在乡村的
路上，远远映入我眼帘的是故乡的屋檐。一
片片青瓦顺着房顶层层叠放，像秀眉像弯
月，在檐头回折，上翘于屋墙之外，如风吹裙
摆，流畅生动。一座座屋宇，在一浪接一浪
的屋檐带动下，如大鸟张翼，村民们就在这
羽翼呵护之下，静笃、安详地生活着。

记忆中的屋檐，一年四季都风情万种。
春天，“呢喃燕子语梁间”。某天，听得“唧”
的一声宛转，燕子就轻快地扑进了小院里，
在屋檐下筑巢、繁殖、哺育幼鸟。燕子飞入
吉祥家，村里人都喜欢燕子，也以燕子在自
家的屋檐下筑巢为荣。

夏天，雨是常客。雨点在瓦沟间蹦着台
阶，一级一级，余韵袅袅，最后汇集在一起，在
檐下挂起一条条银丝，落在滴水石上。时间久
了，滴水石就有三三两两的浅痕了。那句水滴
石穿，就是在屋檐下长成的。人生之路漫漫，
风雨坎坷难免，如果这时有个低矮的屋檐供你
解一时之需，即便蛛网蒙尘，也远胜过天堂。

屋檐是秋天丰收的秀场。金黄饱满的玉
米编成辫，长而尖的红辣椒缀成串，挂在房檐
下，迎着明澈的秋阳，竞赛似地展示各自的风
采。夹回来的柿子用绳子绑住蒂，也挂上了房
檐，像一盏盏小灯笼，散发着沁人的清香……
夜阑人静，月亮洒下梦幻般的光，屋檐仿佛沾
染上了薄薄的霜。我端坐于纸窗之下，一张
椅，一杯茶，内心满是安宁和感怀。正如周作
人所说：“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

冬天，雪水凝成晶莹的冰柱，从屋檐上
垂下，淘气的孩子会拿起长棍一阵乱敲，断
金碎玉之声此起彼伏，地面一片狼藉。我则
喜欢坐着或躺着，看冰柱在阳光的亲吻下一
寸寸变小，七零八落地悬在那儿，给人一种
荒芜的美。寒冬腊月里，屋檐下一串串腌好
的腊鱼、腊肉、香鸡、香肠，闪着油油的光，在
风里招摇。过年，屋檐下又升起红灯笼，点
亮了节日的喜悦。冬季的屋檐，悬挂着农家
的幸福与安详。

去一个边远小镇，古朴的街道由菱形石
板铺就，房子多为青砖砌成，从上面看，屋顶
上都铺了青瓦，古屋的屋檐，都雕刻着精美的
图案。马头墙高低错落，飞檐轻盈活泼。静
静地走过，像在翻阅一页页史书。如今的房
屋，多是长方体，再也难见那生动的屋檐了。
一瓦一屋檐，那便是故乡，载着乡愁，静静泊
在我的记忆里，生长成一串不老的风景。

藏族青年藏族青年（（国画国画）） 王学俊王学俊 郑海鹏郑海鹏

屋 檐
♣ 王永清

聊斋闲品

一帘之隔
♣ 宋宗祧

帘，家家皆有。有它，富裕奢侈不
到哪里去，没有它，则少了些许方便，
些许情趣。

帘是实用的。如布帘、棉帘、竹
帘。布帘的优点是轻便，棉帘一般只在
冬天挂，竹帘则既透光，也能防止蚊蝇。

帘是从属的。有门窗而后有帘。
帘其实就是门窗的附庸。其功能就是
为门窗拾遗补缺，尽量补充、完善门窗
的功能。比如说，当门窗打开的时候，
就有点太过直露，外面的人望进来，一
览无余，如果这时候有帘垂下来，就隔
断了外面猎奇的眼光，保护了主人的隐
私。特别是珠帘或者竹帘，还能起到隔
人不隔己的功能。即外面看不到里面，
里面却可以尽情地欣赏外面的风景。

帘是浪漫的。门窗方方正正，是
不是有点生硬？而帘则给人绵软的感
觉。如果说门窗是房屋的硬实力的
话，那么帘就是软实力。突破温饱线
以后，人们更看重帘的装饰、辅助功
能。小屋小斋只要挂上了帘，马上就
会令人感到有活生生的生活气息和温
馨情调，有一种诗情画意的文化品位。

帘是撩人的。乍一看过去，帘就
呆立在那里，像卫士一样，把内外世界
隔离、遮蔽了，可它又是可掀、可卷、可
摆的。一帘之隔，既实又不唯实、既隔
又不唯隔、既静又不唯静、既遮又不唯
遮，或者说是亦实亦虚、亦隔亦通、亦
静亦动、亦遮亦露。帘的存在，有时候
有点像做样子，好像是摆设，但还真不
是这样。如果说门窗是房屋的眼睛的
话，那么帘就是眼睑，上眼皮，忽闪忽
闪地撩拨人！尤其是当这房子是名媛
的闺房时，那帘就会令外面的小青年

“刮目相看”。你看，帘掩佳人，半露半
掩，欲露又掩，亦真亦幻，神神秘秘。
直搅得“铜驼巷里玉骢嘶”，洛阳才子
意转迷！于是，一个美妙的爱情传奇
开始演绎！

如果只是看到帘里有恋，那我们
的视角也太狭窄庸俗了！帘其实是引
发好奇心和神秘感的诱剂。“千里莺啼
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如果哪里
有画帘在微微飘动，则很容易让人“想
入扉扉”，一探究竟。为什么有的人有
新发现，有发明创造？就是他被那一
领域、那一专业前的“帘”吸引了，进而
一步一步地走了进去。

说到这里，就想到了唐朝时垂帘
听政的武则天。帘后的武则天到底长
得怎么样？大殿上的朝臣们一定很想
一窥究竟。《旧唐书·张嘉贞传》记载了
张嘉贞恳请一睹武则天尊容的情况：

“……则天召见，垂帘与之言，嘉贞奏
曰：‘以臣草莱而得入谒九重，是千载
一遇也。咫尺之间，如隔云雾，竟不睹
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尽。’则天遽
令卷帘，与语大悦，擢拜监察御史。”

耄耋之年的武则天之所以垂帘召
见张嘉贞，一是不想让他看到她老态
龙钟的样子，二是想保持皇帝的神秘
感。没想到张嘉贞居然提出要看看她
的真实样子。武则天是个很爱才的
人，一高兴，不仅卷帘相见，而且还授
予张嘉贞相当高的职务——监察御
史。张嘉贞真可谓探骊得珠。

帘虽好，但有时候确实可有可
无。尤其是它借助歪风邪气显摆的时
候，就会令人生厌。这时候，人们就会
卷帘、撤帘。

一些晚节不保的人，许多时候就
像一道帘。不管有多少令人企羡的风
光，但总也难掩其枵薄而无厚度，量小
更无内涵的真相，是标标准准的华而
不实，或者华而少实。但由于被人挂
到了高处光亮的地方，于是，虚荣心膨
胀起来，进而骄矜放纵，在歪风邪气的
鼓捣下张扬显摆，这就免不了被撤、被
卷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