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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子有方
佟 菲

! ! ! !那天，我在公司受了
气，回家拿老公撒气。我
让老公去菜场买大白菜，
结果他买错了，我指着他
大声嚷嚷：“你简直比我
们公司那同事还笨，他成天弄错数据害我和他一起加
班，我今天上班跟他吵了一架，现在你是不是也要我
跟你吵架？”老公幽幽道：“与笨蛋吵架有三种结局：吵
赢了，比笨蛋还笨蛋；输了，笨蛋不如；平了，跟笨
蛋一样。为了你比我聪明些，我不跟你吵架。”我噗嗤一
声笑了出来，儿子在旁默默点头，突然懂了什么似的。

晚饭后，我检查儿子的作业，发现了五个错误，
气急败坏道：“你看人家隔壁李叔叔家的小红，年年
考第一。”儿子打断我道：“妈妈，拿自家小孩和别
家小孩比有三种结局：比出了好结果，自家小孩越来
越像别家小孩；比出了坏结果，自家小孩越来越不如
别家小孩；不好也不坏，自家小孩还是自家小孩，别
家小孩还是别家小孩。为了避免这三种结果我决定在
你跟我扯‘别家的小孩’时默默把耳朵捂上。”
老公大笑，我冲他做个鬼脸：“就你教子有方。”

非遗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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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岩之义
米 舒

! ! ! !李岩是明末历
史上的一位“义薄
云天”的贵公子。
他是开封杞县人，
其父李精白曾任山

东巡抚兼兵部尚书，在崇祯初年
因涉及魏忠贤一案被定为“交结
近侍，又次等论，徒三年，输赎
为民”。在魏忠贤一手遮天之际，
李精白依附阉党而丢了官，但他
在当地仍为富户。

李岩幼年好读书，涉猎经
史，明朝天启年间中了举人。据
《明季北略》载，当地人都认定
李岩“有文武才”“好施尚义”。
崇祯末年，河南遭遇天灾，杞县
县令宋某仍催征钱粮，令当地百
姓苦不堪言，天性善良的李岩便
去面见县令宋某，为杞县百姓请
命，封建社会的官吏只对上级负
责，哪管老百姓死活，宋某只想
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与多刮钱财，
对李岩仗义执言，置之不理。李
岩无奈，回到家中，将自家仅存
的三百余石粮食去赈济灾民。他
还写了首《劝赈歌》，派人送到

当地富户人家，劝他们“助贫救
乏功勋大，德厚流光裕子孙。”
李岩的侠义心肠，为百姓所

赞誉，但他开仓救灾，毕竟是杯
水车薪。在官逼民反的形势下，
李自成率残部经过河南，与李岩
一见如故，据《明季北略》载，
两人“相得甚欢”，李自成对李
岩的文武之才与
兼济天下之志，
很为赏识，对李
岩说：“承不远
千里而至，益增
孤陋兢惕之衷”，李岩则表示对
李自成的雄才大略非常欣赏，
说：“将军恩德在人，愿效前
驱。”两人几次长谈后，李自成
对李岩的学识、谋略与义气皆赞
不绝口：“足下龙虎鸿韬，英雄
伟略，必能与孤共图义举，创业
开基者也。”

李自成以召集饥民起来造
反，曾屡败屡战，被称之流寇。
李岩加入李自成起义军后，面貌
一变。李岩劝李自成“尊贤礼士，
除暴恤民”“禁兵淫杀，收人心以

图大事”。李自成采取这些措施
后，颇受百姓欢迎。从此区别于
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的形象。
李岩还使下一计，让有点文

化的士兵扮成商人，在各地广布
流言：“闯王仁义之师，不杀不
掠”，还编出童谣四处传唱：“开了
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

“早早开门迎闯王，
管教大家尽欢畅。”
自此，“从自成者数
万”，李自成也走出
了商洛山后的人生

低谷。因此，后来兵强马壮，口碑
极好，李岩立了大功。
李自成率部攻入北京，他与

刘宗敏诸将忙于掠金庆功，对李
岩的进谏开始“不介意”了。他
过去“能纳善人言”“凡事皆众
共谋之”的民主作风也不再见
了。李岩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他进谏四件，其一是严禁军纪，
不准扰民，更不允许士兵对百姓
奸淫掠抢。另一条是招抚吴三桂
父子，勿激化矛盾。李自成整日
陶醉于莺歌燕舞之中，只批了三

个字：“知道了。”其实，根本不
予理睬。而李岩的远见卓识，则
引起农民军内部众人的反感。

由于吴三桂开门迎清军入
关，李自成败退出京，据《绥寇
纪略》载，定州失守后，河南全
境的人向明朝军队投降。导致李
自成的起义军前后受敌。李岩主
动请缨，愿率两万精兵迎敌。军
师牛金星也推荐李岩领兵出击，
但李自成自知手下将士，除李岩
文武全才外，刘宗敏只会蛮打，
牛金星只会摇笔杆子，唯一可以
率兵打仗者仅李岩耳。李自成终
于动了杀机，以请李岩吃酒为
名，伏兵于宴席外，将李岩及其
兄弟李年一起残杀。
李岩有妻汤氏，汤氏出身杞

县豪门之家，知书达理，贤良温
淑，品貌俱佳。后来李岩开仓救
灾，为官府诬告李岩造反，派差
役抓捕他。据吴梅村撰《鹿樵纪
闻》载，红娘子率众救了李岩，
后来两人都投奔李自成起义军，
并结为夫妻，但 《明史纪事本
末》等正史，均未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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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昨天深夜，我接到一
位远在广东的朋友的电话，
他说他最近投资了好几十
万和一个朋友合伙做合金的生意，不料，因市场的
行情没有把握住，造成了产品连成本价都卖不出
去，我知道，朋友是在前年春节，因一场车祸而差
一点失去了性命，大难不死的他，还以为时来运转

了，不曾料到，这回生意场上又屡遭
挫败。他在电话里大声问我：“你是
学医的，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人生
之路上，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我该
怎样梳理这种坏透了的心绪？”
由朋友的事例，我想到了一个心

理学上的有趣的效应，叫做“马太效
应。”“马太效应”一词，出于《圣
经·新约全书》，该词的大意是：凡有
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
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其
实，关于这种强加的心理现象，也并
不是从圣经开始的，像我国古代春秋

战国时期的老子曾说过：“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
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
奉天下，唯有道者。”
现实生活当中倘若要将“损”和“补”放在一

架天平上，能永远保持平衡的话，那“马太效应”
早该消失了。事实并非这样，有些人成名了，大小
荣誉接踵而至，大小演讲频频露面，有些人落魄
了，“屋漏偏遭连夜雨”的现象说来就来，各种灾
难和打击把你的思想击得焦头烂额。

此时此刻，走出要命的“马太效应”，唯一的
方法是，静下心来，梳理心绪。面对接二连三的痛
苦，不妨把心绪看作是女人的一头长发。为女人，
挽起自己的一把长发，她总会千方百计地挤时间，
给它配上好的护发素，用一把上等的木梳，从上到
下，轻轻地梳理，慢慢地，长发理顺了，然后，你
再以长发当弦，木梳当指，轻柔捻转细细听，仿
佛，是一首舒缓的小乐曲。你想想，一头女人之长
发，有无数根细丝，它头顶上方，面临人生的风吹日
晒，哪会有不凌乱的时刻？一团乱麻时你更要气沉
丹田，否则的话，你将会把自己长发弄成鸡窝。
梳理心绪，从辩证的角度来说，是一种前进中

的短暂倒退。因为它需要歇息、停顿和心情的自我
调整。从生活的意义上来分析，则是个人的一种修
养和大度。因为它需要深思、反省和一种睿智的目
光。幸福再幸福，或许会让你眩晕得分不清东南西
北，落魄再落魄，它逼迫你梳理自己的心绪，它会
让你曾经脆弱的心坚硬得如同岩石一般，因为你会

在梳理过后，去寻求新的生命
冲刺，去追逐新的太阳。

莫扎特，生日快乐！
尹大为

! ! ! !如果说，贝多芬是夏
天，布拉姆斯是秋天，舒
伯特是冬天。那莫扎特一
定就是春天了。
其实，我小时候一点

都不喜欢莫扎特。总觉得
他是一块甜腻腻的奶油蛋
糕。而那时我崇拜的音
乐，一定要有着高贵的忧
伤和表情丰富的痛苦，那
种让人一听直起鸡皮疙瘩
的，似乎才叫“音乐”。

后来，因为一次牙
疼，使我彻底改变了对莫
扎特的看法。几年前某一
天，牙齿突然毫无征兆地
疼起来。本来从不觉得存
在的那颗牙，突然间变得
像一座大山那样沉重。我
试过了一切想得起来的土
办法，涂牙膏、冷敷，一
点没用。世界突然变得黑
白起来，毫无一丝性感。
我手足无措，下意识地拿
起了手边的 !"，塞进唱
机。“当当当，当！”贝多
芬，简直要了我的命！再

换一张塞进去，卡拉斯撕
心裂肺正在绝叫。再换钢
琴独奏，琴声像叮叮咚咚
的泉水一般倾泻在我周
围，我细细辨认着每颗水
珠，在阳光的照射下，散
发着诱人的光泽，巨大的
温柔把我彻底淹没。几十
分钟过去了，世界再度陷
于寂静，我回过神，莫扎
特竟可以治牙疼，太神奇
了！
六年前的冬天，我去

欧洲出差，偶然路过萨尔
斯堡，在老街上闲逛，偶
然瞥到了墙上的铜牌：莫
扎特故居。门半掩着，我
推门进去，登上长长的石
质楼梯。普通的木头地
板，低矮暗沉的空间，比
河对岸卡拉扬的豪华别墅
可寒酸多了。从小窗看出
去，正好看到路口过街楼
下熙熙攘攘的各色凡俗人
等，几百年来他们一直这
么来来往往，莫扎特应该
也是天天俯视着他们长大
的吧。书上说，#$%% 年
前后的音乐界普遍认为他
过时了，因为“即使是他
最沉重的哀伤，也不过皮
肤那么一点深度而已”。
似乎也不尽然。我倚在窗
台上发呆，恍惚间似乎莫
扎特也正挤在街口摩肩接
踵的贩夫走卒之中。我突

然悟到，他笔下的快乐，
并不是一条清浅的小溪一
览无余，他是石涛说的
“山水真趣，须是入野看
山时”，“入野”尝遍人
世冷暖之后，还能过滤掉
悲苦，去除掉挣扎，快乐
地直面人生，这才是他最
厉害的地方。
钢琴大师施纳贝尔说

过一句名言：“莫扎特对
小孩来说太容易，对艺术
家来说又太难。”我听过
一些“神童”弹的莫扎
特，大都只能看到他“浅
白”的一面。弹过莫扎特
奏鸣曲的大师又太多了，
以他的 《第 #& 钢琴奏鸣
曲》（'&&&）为例，我粗
略地统计了一下，手边就

有 () 位大师的 *+ 个录
音。写此曲时莫扎特 ,-

岁出头，他去巴黎碰运
气，职位没谋到，穷困潦
倒，祸不单行，母亲又病
逝了。但这一切困厄在他
的曲子里却丝毫不见踪
影。我随手选了几个版
本：奥地利美女海布勒和
西班牙老太太拉罗查弹的
.&&&，像严寒退去、第一
丝吹在脸上的春风；阳光
下一岁婴儿皮肤上的绒
毛；春雨过后树阴下青葱
的翠苔……她们是十六岁
少女戏花，一颦一笑皆是
好的。而在捷克隐士莫拉
维克指下，中年观花秋风
中，是毕业廿年之后参加
同学会的感觉。第三位德

国大师阿劳，老年闻花僧
庐中，“哎，不说了”。
我个人最喜欢的，是

霍洛维茨在“告别演出”
汉堡独奏会上弹的 .&&&。
他虽已 +& 岁，弹起来依
然一片阳光灿烂。以前一
直以为他只是“演奏会”
大师。可细品之下，音
色、句法、停顿，都有独
特的设计。看似一首简单
的“儿歌”，却处理得不
同凡俗。不像莫扎特，又
极似莫扎特。无论什么样
的艰难苦恨，立马又化为
恬然一笑，化万物于无
形。想来那时的霍老过得
并不舒心，独生女儿前几
年在瑞士自杀身亡，太太
是大指挥家托斯卡尼尼的
女儿，专横跋扈。但他对
这一切又似乎毫不在意。
就像诗人米沃什写的：
“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
我都已忘记 /直起腰来，
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
影。”这就是霍洛维茨。
据说近来被英国媒体评为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 01 位
钢琴家之一的郎某，我好
奇听了他弹的 .&&&，真
的太好了！和霍老一比，
完全是华丽包装纸绑着的
一束枯柴。
对我来说，莫扎特是

颗能给我带来快乐的“小
药丸”。
清晨，我必须要喝口

茶，听一点莫扎特，有
瘾。谢谢你，莫扎特！祝
你 02-岁生日快乐！

期待打造 !伴手礼"

邓为民

! ! ! !朋友李先生老家后辈请他回去看

看! 李先生一直也想去父母出生的地方

走走" 困扰他的是! 带什么礼物去" 老

家人来上海都会带些当地土特产! 可自

己又能带些什么礼物回去呢# 上世纪八

十年代! 李先生

也跟随父母去过

两次老家! 那时

从上海带去的麦

乳精$ 大白兔奶

糖$ 五香豆很受欢迎! 如果现在还带这

些东西! 是不是有点落伍了#

与李先生有同样困惑的! 还有许多

来上海的国内外游客" 要说上海市场上

吃穿用玩的东西多如牛毛! 可哪些商品

才是代表上海的伴手礼#

笔者以为!伴手礼的主要特点有三%

一是独特性! 也就是有一个地方的地域

特色& 二是设计精巧!包

装精美!便于携带&三是

价格适中" 仔细想想!现

在符合上述特点的上海

伴手礼确实不多" 拿吃

的来说!上海也有许多有名的糕团点心!

如小笼生煎$鲜肉月饼&西点有蝴蝶酥$

眉毛酥等"但这些美食只适合现做现吃!

不便携带!保质期也不长"用的方面!上

海手表$丝绸围巾等还是不错的!但如何

让这些老产品焕

发第二春! 产品

的包装设计$市

场营销还有待加

强" 另外! 文创

类的纪念品更是在市场上难觅踪影"

当然! 有了好的伴手礼! 如何让游

客知晓并方便购买也是一大关键" 台北

!"! 大楼内有卖台湾伴手礼的专卖店!

澳门也有许多售卖手信的店铺! 建议上

海也可以在旅游景点$ 著名商业街多开

几家售卖伴手礼的专卖店" 这样一方面

可以把散落在全市各个角落的伴手礼集

中亮相! 方便顾客挑选& 另一方面也可

以让伴手礼集中在一起打擂! 从而让更

多的伴手礼接受市场检验! 如此优质产

品才能脱颖而出! 成为大众心目中真正

代表上海的伴手礼"

七夕会

健 康

这一笔!"烙#得出彩
李君兰 文 桑麟康 图

! ! ! !赤兔马配英雄，神来笔伴书生———这样的搭配
多出精彩桥段，完美！
有趣的是，到了清光绪三年，到了南阳人赵星

这里，书生手中之笔偶尔换成铜铁烟管，竟也能烫
得眼前美景、绘得心中所念，烙得一番跨世绚烂！

据说，略有几分绘画才气的赵星某日烟瘾过
后，顿生画兴，以烧红的烟扦代笔在烟杆上信手烙
烫作画，偶得小品一幅，颇为得意，继而开始琢磨
如何“烫”出画作。随他潜心研究，久而久之，便
摸索出一整套烙画工艺，被称作“烙画”，也称
“火针刺绣”“火笔画”“烫画”等。

有人说，烙画并非赵星所创，据史料记载，早
在西汉已有懂这门技术的能手，另有刘秀受烙画工
匠救命之恩，称帝后定烙画为贡品的故事。据说，
汉光帝刘秀落难时，曾被烙画名匠李文相救，李文
赠其烙画葫芦一只作为盘缠。公元 ,1年刘秀称帝
后，不忘当年李文救命之恩，赐其金银千两，加封
“烙画王”，并将烙画列为当时贡品。看来，“烙
画”兴于汉朝，但因汉末连年灾荒战乱，一度失
传———这种说法颇为可信。
或许是文人间的息息相通，让“烙画”能重回

人们视线。如今的烙画好手，用烙铁代笔，用电流
作色彩，“嗞嗞”响声中，通过推、拉、顿、挫、
皱、勾、点、烘等手法，在竹木、宣纸、丝绢等材
质上，烫出花虫鸟兽之灵动，烫出烟波浩渺之意
境，虽只能“烙”得茶褐色一色，却在颜色的深
浅、明暗，线条的粗细、浓枯中，将世间万物刻画
得栩栩如生，也因高温烙印而永不褪色。

不施朱颜，却可烫
得绚丽世界———这门烙
画技艺，已被纳入“非
遗”名录，是再也不舍
其消失片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