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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闲品

♣ 周振国

懂得拒绝

灯下漫笔

♣ 韩心泽

大道弘毅万木春

新春的跫音如约而至，尽管大地依旧笼罩
在冬日的枯燥与沉闷中，但人们内心深处被寒
冬压抑的情绪，却像找到了突破口一样尽情释
放。庆祝的欢声笑语，祝福的真挚言辞，汇流成
对新岁满怀希冀的颂歌。连那场在“干冬湿年”
的期盼中姗姗来迟的降雪，人们也忽略了它的
酷寒凛冽，被看作预兆丰年的瑞雪，和红艳艳的
各种春联相互映照，闪耀着喜庆的光芒。

只要日月旋转了三百六十五度，不管人生
圆满与否，我们都有意让忙碌的脚步停顿下
来，让节庆的欢欣充盈家园与内心。似乎四季
轮转一圈后，造化就要对所有人的命运进行重
新洗牌，并发给每个人一张蕴含无限美好可能
的幸运金卡。

但即使富有万类的上苍，也没有足额的幸
运让亿万苍生雨露均沾，天地更像一位睿智而
宽厚的长者，一直以启示的方式，给予我们每
个人以鼓舞、希望与元气。

匆促又漫长的一生中，有坦途，也有逆旅，
有白昼，也有长夜。但在漆黑的夜晚，也有治
愈系的风景慰藉我们浮躁的心灵。随着夕阳
沉没而装点天空的，是皎洁的皓月、璀璨的星
河，让我们感受到夜晚也能点亮内心的诗意；
长夜也不会吹熄我们纷纭的梦想，让我们感悟
到，人生的低谷中正好为我们的明天蓄能。

黎明前的黑暗像一团浓墨，但被微微的晨

曦不断稀释，绚烂的彩霞仿佛天地打的一个呵
欠，逐渐褪去虚幻的浓艳色彩，像初醒的人揉
去了眼中的慵懒，随即阳光普照，整个世界豁
然明朗，完全恢复了神采奕奕的本来面目。朝
霞，是进行曲，朝阳，是指路灯，引领亿万苍生
与朗朗乾坤一起勇毅前行。

前行的道路上，不如意事常八九。但这人
生自带愈合功能，世界自带自我完善机制，回
望曾经，留下缺憾的会在世事推移中抹平，失
去的会被另一种得到填充。无论是成功后的
继续攀登，还是挫折后的重新站起，都像是上
苍的巧妙安排。在这一次次的转折中，我们不
断地审视自我，突破自我，终能在平凡的人间
烟火中绘就一幅幅不平凡的人生画卷。

忙忙碌碌地努力很久，我们的人生依然可
能恓惶到一无所获。但明洁空无的茫茫雪野，
反而能够激发不甘的雄心在大地铺展的白纸
上从头再来的浓厚兴趣。当融化的冰雪灌注
进饥渴的田野山川，整个大地就像一台蓄势待
发的发动机，只待春风启动引擎。

春风轻飏，鸟鸣啁啾，还被荒芜纠缠遮掩
的草木，在这温柔的呼唤中应声醒来。嫩柳斜
风，临水披拂，不待梳妆完毕，草已成勃发生长
之势，花已展争相绽放之姿，要是有场春雨，对
春天的美更是火上浇油，会带来更多姹紫嫣红
的爆发。

人们心中的春天就是从春节、元宵节开始
的，人们用祝福祝愿点亮精心巧制的各种花
灯，为百花盛开进行了一次盛大演习。等到春
风渐暖，大地真的成了春天对冬天发动战争的
战场，一树一树如云似霞的花开是春天宣示的
火力，漫坡的草色是大军压境的攻城略地，必
胜的信心充斥在春风里，让春风的浩荡如同千
军万马兴奋的呐喊，让春天以浓烈的色彩迅速
完成了季节的颠覆。

每一个明媚的春日，空气都特别的滋润纯
净，透亮的阳光从蔚蓝如洗的天空流泻下来，
照在簇新的大地上，艳丽的花朵与嫩绿的青
草，都泛着向上、向美的光彩。簇新的春天透
过眼睛，给人带来涤荡心灵的适意，让你不自
觉地想过滤掉眼中的杂质与内心的阴郁，好让
真的、善的、美的充盈在心间。

春风满怀，人们血管里涌动的激情，也像
枝头的芽苞一样饱满鼓胀，也想以某种方式绽
放，比如把对春天的赞美用诗歌抒写出来，像
万紫千红的百花一样，在心田，在纸上，把春天
的美肆意铺排开来。那些放松心情到山水间
踏青的人们，容光焕发到办公室或车间开始工
作的人们，蹦蹦跳跳到校园开启新学期学习的
孩子们，不也正以不同的方式，把春天向善、向
美、向上的精神浸润到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那黑夜的晦暗，恰是为了衬托朝霞的绚

烂；那冬日的枯寂，只为迎接新春的蓬勃。无
声却强大的日月律动，是天地赋予我们的精神
信条，我们理应积极回应天地的恩赐，在冬天
积蓄力量，在春天播种希望，在夏天辛勤耕耘，
在秋天收获硕果。

这世界如此丰富，丰富到让探索的脚步感
到疲惫；如此无限，无限到让思索的心灵感到
虚无，所以用一个个绚丽明天让人们的斗志重
启，用一次次四季轮回对生命进行刷新，从而
让人们总是带着喜悦与希望前行，并把脚步的
节奏与大自然的运行规律有机相融，让我们的
每一天每一年都像史诗般壮丽。

人活明白的一个标志，就是明白了这世
间的一切缘起，都不是混沌无序，而是自有章
法，自带程序，甚至整个宇宙，都像被设计出
来的一般有条不紊，人必须能够顺天自化。
大自然的法则中，也预留给人足够大的施展
空间，像一台电脑，在启动人生的时候，已自
带一些基本的运行程序，但那一套套应用操
作软件，则需要后序安装以及自己学着运
用。虽然一切仍在自然法则的规定之下，但
随着积极顺应和娴熟运用，这自然法则和运
行规律，就从无处不在的束缚变成汲取一切
宇宙能量的工具，以一种奖赏的方式，让人获
得成就感与超越感，渐渐抵达与天地和谐共
融、砥砺同行的佳境！

碧峰来晓窗碧峰来晓窗（（国画国画）） 闫天友闫天友

乙巳新春，我踏上了前往福州平潭岛
的旅程。走近平潭，“小石头大世界”的牌
匾一下触动了神经，仿佛它已为这次旅行
定下了基调，预示着这片土地上的石头将
是我无法忽视的主角。

是的，伴随着我缓缓的步履，跃入眼帘
的平潭石，或伏于浪尖，或垒作屋舍，以沉
默的姿态，讲述着千年的故事。

磐石：淬炼于风浪中的筋骨
顶着冬日的寒风，我首先来到了猴研

岛。站在岛上，眼前是无垠的大海，极目远
眺，试图在茫茫海雾中捕捉到对岸台湾的
影子，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感交织。

海风带着咸湿的气息扑面而来，吹乱
了我的发丝，却也吹醒了我的思绪。

猴研岛，花岗岩以破碎的姿态刺向天
空，浪涛在它脚下碎成万千飞雪。这里是
大陆离台湾最近的坐标，68海里的距离被
海雾虚化成水墨般的留白，唯有石头的棱
角在潮声中愈发锋利。

风是这里的霸主，飓风在此雕刻出石
猴的国度。火山岩被蚀刻成蜷缩的老者、
跃动的孩童，那些朝向海峡的侧影恍若守
卫的战士。指尖触碰粗粝的岩表，能清晰
感知到时光的刻度——每处斑驳都是与风
浪博弈的勋章，每条裂痕都是岁月沉淀的
年轮。石缝间羸弱的野草令我震撼：种子
被海鸟遗落在绝境，却硬生生将根系扎入
石髓，用几星绿意对抗永恒的荒芜。这让
我想到人生的困境，何尝不是命运给予的
雕琢？

站在“世界级风口”，衣袂翻飞如将逝
的帆。风中似有石头的低吟：当沙砾日复
一日击打躯体，疼痛便成了生长的养料；当
潮汐年复一年冲刷棱角，柔软反而成为守
护内心的铠甲。我突然懂得，真正的坚韧
从不在固守原貌，而在于在破碎中重构自
己的形状。

石厝：沉默于平凡中的力量
第二天清晨，天空下起了绵绵细雨，我

来到了北港石厝村。这里，石头以一种更
加温柔而坚韧的姿态展现在我的眼前。石
厝，是平潭特有的民居形式，它们依山傍海
而建，用当地的石头堆砌而成，既实用又美

观。火成岩垒砌的屋舍，墨黑如泼洒的山
水长卷。墙上每一块石头都保留着采石场
的凿痕，在匠人的手中获得了新的使命。
屋顶的波浪形风火墙，是渔民对大海的驯
服——瓦片上压着鹅卵石，方言谓之“压
浪”，祈求风平浪静，满载而归。石厝的窗
棂窄小如碉堡，石缝间偶有三角梅探出，或
是仙人掌开出鹅黄的花。

抚过斑驳的石墙，指尖触到的是先民
的智慧。早年无水泥，海蛎壳烧灰混着泥
土，将石块黏合成遮风避雨的堡垒。墙角

“虎齿”般的留白，是为远行的渔船预留归
途的期盼。如今，老石厝被改造成咖啡馆
与民宿，咖啡香混着海风，新故事在旧石缝
里发酵。台湾人林先生曾在此寻得“会唱
歌的石头”，击之如编钟清越，一曲《茉莉
花》让石头厝的韵律传遍四海。

我走出石厝，站在村口的高地上，眺望
着远处的海景。只见海面波光粼粼，帆影
点点，仿佛是一幅动人的画卷。突然，一块
石头从山坡上滚落，停在了我的面前。仔
细观察它，我似乎看清它的另一重生命。
它们曾是山巅桀骜的巨岩，被搬运、打磨、
垒砌，最终成为某堵墙的基石。这多像我
们的人生——少年时总渴望成为惊涛骇浪
间的奇石，后来才明白，让屋檐在暴雨中纹
丝不动的，恰是那些隐入墙体的平凡石
块。伟大从不在聚光灯下，而在成为他人
生命的支点。

化石：凝结于岁月中的史诗
在平潭，石是历史的扉页。壳丘头遗

址的贝壳坑中，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以石为
器，与海博弈；而今日的“国际南岛语族考
古基地”，又将石头的记忆缀连成文明的脉
络。石厝是活着的史诗，每一块毛石的棱
角都镌刻着鱼汛、风暴与离散，而屋顶的晨
曦与暮霭，则是时光写给海岛的情书。

夜晚，我宿于岛上民宿。窗外，涛声阵
阵，如同大海在诉说着它的过往。躺在床
上，思绪万千，心中回荡着平潭所见之石的
形象。石头，虽然沉默无言，但却以独特的
形态和质地诉说着岁月的故事和人生的哲
理——风沙磨其形，海浪砺其魂，而人间烟
火，终将赋予顽石以温度。

人与自然

♣ 于报生

平潭悟石

荐书架

♣ 邝 芮

《封神三部曲》：中国神话文学与美学的视听盛宴

电影《封神三部曲》官方授权的原画集——
《封神三部曲：李云中造型设计原画集》新书发布
会在北京西西弗书店举行，为读者带来了一场关
于中国神话文学与美学的视听盛宴。

《封神三部曲：李云中造型设计原画集》由《封
神三部曲》剧组官方授权、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一部深度解析与展现《封神演义》中人物形
象的艺术作品，是画家李云中参与乌尔善执导的
电影《封神三部曲》美术工作时为剧组创作的原画
集，内容涵盖人物、异兽与图腾的概念设计。

该书通过对殷商、西岐等多方势力等主要角
色的细致描绘，将古典文学中的经典形象以现代
艺术视角重新诠释，也是一部集艺术性、文化性和
创新性于一体的优秀作品，它以精美的图稿和详
尽的文字说明，为读者呈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生动
形象的封神世界。

作者李云中向读者分享他的创作理念——七

年前，当他投身封神创作项目时，剧组经过审慎研
讨，确立了“三分历史七分传统”的独特创作理
念。在创作过程中，一方面，他深入钻研商周丰富
的文物资料，从古老的青铜器纹饰、服饰形制到建
筑风格，细致捕捉历史细节，力求为角色形象赋予
真实历史质感；另一方面，他遵循中国传统美术的
审美意趣与表现手法，借鉴古代壁画、水陆画的神
韵与技法，将传统艺术元素巧妙融入角色设计。

李云中详细解读了部分角色的设计巧思。
如姬昌的羊皮袄设计遵循古代诸侯会盟礼服规
制；雷震子蓝色形象关联道教五行文化；邓婵玉
凸显古典小说女性形象类型化特征；八臂哪吒
设计则源于古籍传统等。他还透露未来将持续
深耕古典文学名著绘画创作，秉持积累与灵感
融合原则，其丰富创作经验与深厚文化素养为
后续作品奠定坚实基础，引发读者对其新作的
期待。

知味

♣ 贾国勇

酩馏酒与浮子酒

十冬腊月，屋外下着鹅毛大雪，寒风刮得
贼溜贼溜的，挟裹着大片大片的雪花不停地拍
打着窗户玻璃，发出老牛一样的吼声，让人担
心会顺着窗户框与玻璃之间的缝隙钻进屋
来。蜂窝煤炉已经关闭了风门，半寸高的火苗
渐渐熄灭，原来烧得通红的蜂窝煤也慢慢地变
成了红褐色。父亲把煤扦子放在蜂窝煤炉上，
把盛满了酩馏酒的陶瓷酒壶放到煤扦子上。
在蜂窝煤暗火的灼烤下，没有多久，先是一缕
酸酸甜甜的微醺从陶瓷酒壶中飘逸出来，在鼻
翼间绕来绕去，忍不住呼吸一口气，开始在五
脏六腑中萦绕，深深地陶醉其中，脸上便去除
了因为寒冷而凝固的皱褶，毛细血管开始扩
张，血液开始加速，脸色也变得红润起来……

酩馏酒是母亲用红薯鞭、红薯妞子（小红
薯）做的。秋天的时候，大块块的红薯丰收归
仓，母亲会到红薯地里去捡那些被遗弃的红薯
鞭、红薯妞子等红薯残块，清洗干净后用刀切碎
上锅蒸熟，撒上酒曲放进缸中发酵。也就是十
多天的时间，待切碎的红薯鞭、红薯妞子开始长
出长长的白毛，一种浓郁的酒香扑鼻而来，就可
装进蒸锅煮沸了。待蒸锅中的水蒸气进入锅旁
准备好的坛中开始冷却，滴出酒液，没有多久，
一坛坛的酩馏酒就做好了。这是一种非常神奇
的过程，被遗弃在田野里的红薯鞭、红薯妞子，
经过母亲神奇的操作竟然变成了酩馏酒。不
过，如今的我按照记忆中的步骤去做酩馏酒时，
却没有一次成功。每次失败后我站在蒸锅边，

总会想到母亲在蒸锅前忙碌的身影，也会想到
父亲用陶瓷酒壶加热酩馏酒的动作。当然，还
有父亲饮下那一杯酩馏酒时酣畅的表情。

那是一个让我深深铭记在心的寒冷的冬天。
外出修河堤的父亲突然冒雪从外面回到家中，变
戏法似的从衣袋里掏出废旧报纸包裹的花生米，
吸引得我们兄妹四个眼睛发出亮光。父亲把花生
米分成五堆放在火炉边的木桌上，分配给我们每
人一堆。其中一堆破籽、瘪粒则是父亲和母亲的
下酒菜。父亲带回来的花生米是那样的酥脆，放
进嘴里轻轻地咀嚼一下立即就融化了，那种油腻
的、芬芳的、醇厚的花生米香味充满了口腔。父亲
把加热的酩馏酒斟上两杯，一杯给母亲，一杯自己
端起来，没有过多的言语，两个人心领神会地把酒
杯碰到了一起。他们两个脸上荡漾着幸福的笑
容。50年后这个寒冷的冬天，我收到了故乡寄来
的一罐酩馏酒。像父母当年那样，加温后同样端

给了夫人一杯，我端起了一杯，同样两杯酒轻轻相
碰……你知道那种瞬间的感受吗？夫人脸上的
笑容让我感受到了物资丰裕年代的幸福味道，也
体会到了父辈在物资匮乏年代的幸福味道。

除了酩馏酒，故乡还有一种酒值得写一
下，那就是“浮子酒”。相对于酩馏酒的蒸馏提
纯，浮子酒的做法就简单多了：把小米（脱粒后
的谷子）蒸熟后撒上酒曲，用力调拌均匀，放进
和面盆中进行发酵。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要特别重视：把蒸熟的小米放进和面盆后，一
定要在小米中间留置可以见到盆底的空间，以
利于小米发酵时渗出酒液（浮子酒）。如果是
夏天，用两天或者是三天的时间发酵，打开和
面盆的盆盖时会发现，小米中间的空隙已经贮
满了浮子酒，这也意味着可以饮用浮子酒了。

和饮用酩馏酒的方式差不多，喝浮子酒也
要加热。所以，最好是冬天喝浮子酒，一杯热浮

子酒下肚，浑身通泰，非常暖和，寒冷而残酷的
冬天就变得温柔可爱了。故乡有个名人，因为
脸黑被人称作“常老包”，专一经营“浮子酒打鸡
蛋”：待浮子酒在锅中烧开翻滚起来，磕开生鸡
蛋的皮把内容倾倒进去。也就是三五秒的时
间，荷包形的鸡蛋浮出“酒”面，就可以把“浮子
酒打鸡蛋”舀到碗中了。碗中预先放有几粒干
瘪的枸杞果，如同一块块干枯的树皮，在“浮子
酒打鸡蛋”的冲沸下很快舒展开面孔，颜色也变
得鲜艳起来。喝在肚里不仅可以滋补肝肾，更
有益精明目的作用。说白了，“浮子酒打鸡蛋”
就是在浮子酒中做荷包蛋，和水做的荷包蛋一
模一样。不同的是，浮子酒中的荷包蛋带着一
股酸酸甜甜的味道，吃到肚里有一股热气腾腾
的感觉，而水做的荷包蛋味道非常平淡，没有什
么特色，仅仅是一种象征意义的食物。由于常
老板的“浮子酒打鸡蛋”深受食客欢迎，大街上
出现了很多家商贩做“浮子酒打鸡蛋”，价格也
便宜，味道和常家的“浮子酒打鸡蛋”却差远
了。我偷偷地站在常老板身后观察做“浮子酒
打鸡蛋”的窍门：关掉火炉的风门，待锅中翻滚
的浮子酒平静下来，才能把鸡蛋打进锅中。想
了好久才明白，关掉炉火打鸡蛋，目的是降低浮
子酒的温度。因为，温度高了，浮子酒中的酒味
就散发出去了，无法保持那种酸酸甜甜的味道；
温度低了鸡蛋在浮子酒中无法凝固成荷包蛋。
什么样的温度最合适？这才是“常老包浮子酒
打鸡蛋”的核心秘密，是偷偷学不来的。

社会就像一张网，交织着你我他，懂得拒绝，
是一种自我维护，也是一种自我释放或解放，是
一门生活智慧，也是几分人生清醒。

懂得拒绝，不唯世俗只唯真。很多时候，人
和人之间是因为拉不下情面或磨不开面子，而使
拒绝变得扭捏起来，这事实上就等于是一种默认
或接受；有的可能还曲意逢迎，甚或违心地拍上
了胸脯！其实情面这个东西，是通过真诚交往或
做人来建立和维系的，不靠假意做作或讨欢卖好
这一套；相反，在这方面越是在乎，越是患得患
失，可能越是事与愿违，甚至越是容易被人忽视
甚或利用；而如若对于不靠谱的事，譬如力所不
及或强人所难的事，譬如不道德的或违规违纪违
法的事，也稀里糊涂没个态度，或欲拒还迎，那可
能就要让自己出糗，或置自己于不义了，引祸上
门也未可知。我们的传统文化崇尚万物归真、返
璞归真，为人处世也应该恪守归真的理念和思
想，遵循自然法则，质朴真实，回归真我，而不为
世俗所左右，耽于虚饰，偏离本心。

懂得拒绝，人生宝贵当珍惜。在清华读书时
的钱钟书因为发誓要“横扫清华图书馆”，所以课
外或节假日，他便躲进图书馆里博览饱读。成名
后，他也经常谢绝各种宴请、演讲、兼职和采访，
他对希望拜见他的读者说：“吃到一个鸡蛋觉得
很好，就有必要去见下蛋的母鸡吗？”诺贝尔文学
奖得主匈牙利作家伊姆雷·凯尔泰斯曾说，他成
功的最大诀窍就是“善于谢绝各种邀请和应酬，
成功地关上了自己的门”。网上有段视频，是马
斯克的伴侣谈马斯克的，她说马斯克经常拒绝别
人，因为他要把自己有限的时间、精力和专注力
用在更重要的事情上，拒绝为无谓的事情消耗自
己。事实上，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也是有
限的，努力不让自己为不值得的事情耗心费力，
或者尽量凝心聚力做自己想做的事，应该是一种
明智的选择和取舍，算是活得通透。

懂得拒绝，遵从内心做自己。大千世界，芸
芸众生，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都是有异于他
人的唯一，慎众守己而不随波逐流，倾听内心而
不媚世趋俗，才能活出自己、活好自己。这里的
关键，是要对自我有所认可，认可越深刻，越是懂
得拒绝。有句名言：“有趣的灵魂有静气。”努力
让内心生动而丰富，让精神独立而自由，做一个
有想法有趣味的人，自然懂得维护和享受自我，
而绝不至于迷失在人际关系和社会这个万花筒
中。见过这样一则旅游广告：“来丽江吧，发呆烤
太阳。”有时找个地儿发发呆真的比与人逢源要
强得多。当然，人生在世，谁都不能超凡脱俗，谁
都不能过于任性，并且谁都曾违背过自己，谁都
曾有过权衡和趋避，这也算是一种“适者生存”
吧；但生活中的苟且终归不是生活的全部，更不
是生活的目的。

当然，懂得拒绝的题中应有之义，还有个方
法问题，好的方法才能有好的效果。

贾充是西晋开国功臣。有一次，贾充和大臣
们宴饮时多喝了几杯，就对一个叫庾纯的大臣半
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父亲那么大年纪了，你却
不回去供养，天地神明都看着呢。”这样的玩笑在
以孝道治天下的年代，未免有点重了。庾纯当即
回敬了一句：“高贵乡公何在？”贾充立即羞愧难
当，第二天就向晋武帝递交了辞呈。

高贵乡公是三国曹魏政权第四任皇帝，也是
贾充的前朝天子；但当时司马兄弟把持朝政，高
贵乡公没有任何实权。某日，年轻气盛的高贵乡
公愤怒之下，带着一帮侍卫和仆人冲向司马相
府，要杀司马昭。贾充受司马昭支使，带兵阻
拦。士兵们一看皇帝亲自持剑冲杀过来，吓得拔
腿要跑。贾充手下一个叫成济的军官就问：“事
情紧急了，怎么办？”贾充说：“司马公养你们这么
多年，就是为了今天，还用问吗？”成济立刻冲上
前去，杀了高贵乡公。

贾充作为高贵乡公的臣子，不忠诚于高贵乡
公，却听命于权臣司马昭，甚至下令杀了高贵乡
公；待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篡取皇位成为晋武帝
后，贾充摇身一变成了西晋开国功臣，看似“弯道
超车”升官发财了，却也在政治上留下了严重污
点。这污点伴随着贾充一生，不论官做多大，路
走多远，只要有人提到高贵乡公，就会刺痛他心
中的伤疤。

晋武帝当然不会接受贾充的辞呈。贾充的
行为在别人眼里是污点，在武帝眼里却是亮点；
在别人眼里是脏活，在武帝眼里却是功劳。他不
仅不接受贾充的辞呈，还大力赏赐、提拔贾充，只
杀了成济当替罪羊。

几年后，晋武帝攻打东吴，吴主孙皓投降。
孙皓是孙权的孙子，也是一个非常残暴的国君，
执政东吴期间，好事没干坏事做绝。就这样一个
亡国之君，贾充有一次想调侃他一下：“听说阁下
在东吴时挖人眼珠剥人面皮，这是一种什么刑罚
呢？”孙晧却反唇相讥：“对国君不忠诚的人，就用
这种刑罚。”一下子戳到了贾充的痛处，反受其
辱，只好悻悻离去。

66 岁那年，贾充走到了生命尽头。躺在病
榻上，这位被污点纠缠了一生的鲁郡公，最担心
的是自己死后朝廷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谥号，怕
死后也不得安宁。他的侄子贾模却说：“是与非
时间久了自会显现，没办法掩盖的。”果然，贾充
死后，大臣们认为贾充有违伦常大道，破坏纲纪
法度，应谥为“荒公”；但晋武帝没有同意，改谥为

“武公”，算是为贾充保留了最后一分体面。
每个人的历史都是自己写成的，可以不辉

煌，但不能有污点。贾充的历史看似辉煌，但是
有污点。晋武帝可以为他修改谥号，却无法为他
洗刷污点；可以为他提高丧葬待遇，却无法为他
改写历史。

♣ 高玉成

贾充的污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