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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谩骂定律"和!斗你玩"

劳 燕

! ! ! !西班牙语作家马里
奥·巴尔加斯·略萨在他的
著作《谎言中的真实》中
说：“我见到一篇文章，现
在不记得题目了，看了以
后，让我既伤心又生气得
要命，因为不仅造谣，而且
还对我谩骂。我拿给聂鲁
达（注：帕勃罗·聂鲁达，西
班牙语诗人，!"#!年诺贝
尔文学奖得主）
看。当时正在酒
会上的聂鲁达
说：‘你开始有名
气了。要知道，以
后你的名气越大，这样的
攻击就越多。你受到一次
赞扬，就会招致两三次这
样的谩骂。我有个木匣，里
面装着凡是可以加给一个
人的各种各样的诬蔑、攻
击、诽谤和谩骂，这些所有
的坏话都是加到我头上的：
小偷、流氓、二流子、叛徒等
等，原因很简单，出名了罢
了。你要是成为名人，将来
也会有同样的体验。’”

聂鲁达对遭遇攻击、
谩骂因而气愤又困惑不
已的略萨说的这番话，被
称作“谩骂定律”。

谩骂，是一种
品德德性修养差
劲的表现，其实不
分今人古人。
现在的人，有一种介

乎恶意粗俗谩骂边界的庸
俗言行，可以名之为“斗你
玩”。这种人不一定是恶人
坏人，坏人害人，嘴上往往
是仁义道德，只在背后则
悄悄下手。而时下喜欢与
人相斗者，就是喜欢低俗
言论，但并不图什么实际
利益，只是图个乐子，只为
逗你玩，与你斗，其乐无
穷。自从有了网络，这些嗜
好与人相斗者的心理需求
终于有了一个合适的载
体。这些专门喜欢在网上
“斗你玩”的人，甚至有了
个专门的称呼———“喷子”。
“喷子”是永恒的反对

派，别人赞成什么，他就反
对什么，常会在同一天不
同的帖子里，发表完全相
反的观点；“喷子”容易“出
口成脏”，往往一上来就
“问候”人家的母亲、祖宗，
“喷子”出现的地方，总有
一种公共厕所的味道。“喷
子”喜欢断章取义，不管别
人整篇文章的观点是什
么，他找到其中一个细枝
末节的疏漏，就穷追猛打；
在网上与人相斗、血口喷
人和现实生活中不大一
样，似乎很“安全”。彼此不
认识，还穿着“马甲”，不怕
被报复，而且，也不至于影
响同事、邻里关系。与人相
斗可以产生快感，或许是

动物好斗的本能使然。
“斗你玩”的现象之所

以在网上、在现实中那么
常见，或许是与人的相斗
渠道较少有关。精力过剩，
无处散发，就要靠没事找
事来发泄。在生活和工作
中或创意领域缺乏良性方
式，所以生活中就有了“斗
鸡”，网络上就有了“喷

子”。对于这种变态变相的
“谩骂”、“喷子”或“斗鸡”，
当然简单地堵是堵不住
的，可能疏要比堵好一些。
诸葛亮的哥哥诸葛谨

在东吴做官，儿子诸葛恪
很逗人喜欢，孙权经常和
他开玩笑。有一回，孙权想
出个损人的主意，他叫来
太子孙登，让小孩孙登骂
小孩诸葛恪以取乐。孙登
于是愣着眼，对着诸葛恪
就骂：“你老爸诸葛谨吃了
一箩筐的驴粪。”随后孙权
又为难诸葛恪：“诸葛恪，

看你怎么回骂？”
父亲被骂，作为儿
子，不回击不行，
但要回击得得体，
而且不能骂君主，

不然会惹来罪名，咋办？只
见从小被书香熏陶的诸葛
恪不慌不忙地回了一句：
“太子殿下吃一箩筐鸡
蛋。”孙权听了不解，大为
惊讶地问：“太子骂你爹吃
驴粪，你却回应说太子吃
鸡蛋，吃鸡蛋也算是骂人
的话吗？”诸葛恪从容回
答：“因为驴粪和鸡蛋都是
同一个地方出来的。”孙权
和文武大臣听了，哈哈大
笑。诸葛恪以聪慧和教养，
文明地回对了辱骂。

安徒生衣着简朴，一
次他戴着一顶破旧帽子
在街上行走，有个路人讥
笑他：“你脑袋上的那个
玩意儿是什么？能算是帽
子吗？”安徒生回敬说：
“你帽子下的那个玩意儿
是什么？能算是脑袋吗？”
安徒生巧妙地变换了语
序，回敬了这位嘲笑他的

人，维护了自己
的尊严。

据说，针对
谩骂，以色列人
的做法常是十

倍回敬。美国人的做法多
是不予理睬。中国古代人
的做法，是以文明对不文
明，这也是一种传统美
德、“软实力”，现在的国
人呢？
“劝君不用镌顽石，路

上行人口似碑。”（《五灯会
元》卷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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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子罕篇载：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
有矣夫！”
苗，农作物种子发芽出土成苗。秀，苗长壮后吐穗

曰秀。实，吐穗后结成粮食称实。矣夫，两个语气词连
用，重点在后面一个。有学者理解为感
叹，夫相当于啊；亦有学者理解为猜度，
夫相当于吧。似乎皆可通，但前者为佳。

用现代汉语复述此章：“庄稼出苗
而不吐穗的有啊！吐穗而不灌浆结实
的有啊！”

一些学者认为，此章之前两章都是
称赞颜渊的，故孔子之叹是为颜渊短命
而发。或许《论语》编者有这个意思，但
也只能是一种推测。此说恐怕经不起推
敲：颜渊虽早死，却独秀于孔门，且修
成正果，孔子极欣赏他，不可能说他不
秀、不实。今人学此章，宜虚不宜实，不必确指具体人。
“苗而不秀”“秀而不实”是一种比喻，说的是人生

中并不鲜见的现象，学问、事业等半路而止，半途而
废。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证，是王安石短篇名作《伤
仲永》的主人公。方仲永天赋很高，是难得一见的好苗
子，五岁即作出像样的诗，然而十二三岁时并无长进，
二十岁时已“泯然众人矣”，成为“苗而不秀”的典型。孔
子对此种现象发出慨叹，表达惋惜；同时又提出警示，
表达劝诫。

此种现象不出两方面原因，其一为外在原因。暴
雨、冰雹、干旱、虫害均可造成苗而不秀或秀而不实，
甚至颗粒无收。说到人的学习和成长，各种负面社会
因素，如不当的政策、人为的打压、不利的时机等，均
可造成学无成、事无功。上述方仲永之苗而不秀，盖
因“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其
父每天强拉着小儿到处拜访乡人，以此取利，不让孩
子读书学习。孔子曾叹世道衰微，埋没和摧毁人才，

如临终前悲歌：“太山坏乎！梁柱摧乎！
哲人萎乎！”（《史记·孔子世家》）但是，
孔子在日常对弟子的教导中，从不强调
客观条件。
其二为内在原因。庄稼种子的基因

突变或其他变故，可造成根本不出苗，或出苗不吐穗，
或吐穗不结实，如谷子中的莠子、高粱中的枪杆。以此
喻人，有的人学习开始看不出什么眉目，但中期明显
不行，或中期较好，而后期不行。其中，有人天生智商
较低，难以学成；绝大多数人则是不认真，“少壮不努
力，老大徒伤悲”。孔子反复教导弟子“笃信好学”（泰
伯篇），说的就是内心自觉和主观努力。孔子提出“苗
而不秀”“秀而不实”的警示，本意正在于此。读书人几
乎都学过韩愈名作《进学解》，“业精于勤，荒于嬉”，
“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所论即是为学、
进业之关键皆在于己。

难忘长天
沈飞龙

! ! ! !我因一头沉在长兴海洋装备岛起早摸黑收集素
材，准备创作一部展示其十年发展的文学作品，上网也
没有时间。$月 %日下午听说上海作协有位副主席去
世了，网上评价很高，连忙电询赵丽宏兄，说是长天走
了。我顿时惊呆，坐在椅子上久久没动。怎么会是他呢？
他才长我四岁啊！

认识赵长天是在拙作《东京圆梦》的讨论会上，
!""$年底上海作协的底楼会议厅。那天长天面北坐在

最西边，穿一件臃肿的
灰黑色羽绒服，把人衬
得清瘦而沉静。会上他
继赵丽宏后第二个发
言，坦言一开始抱怀疑

态度，读后却觉得跟以前的域外文学不一样，最突出的
感受是真实、朴实，不足之处是没有写深中国留学生在
文化差异下不断产生的精神痛苦。当时还不知道他秘
书长的身份，只觉得他的评论十分中肯。

真正认识赵长天是 &''( 年秋天的一个深夜，近
%&点的时候接到他电话，说刚刚读完《金钱似水》，说
了一些鼓励的话。要我千万不要为了出版作违心的改
动，一动内涵大受影响。你一定要耐住寂寞，好作品总
有出版的一天。我听得充满了感激涌满了信心，那时我
写了八年的《金钱似水》正搁浅在两家出版社里，因为
“商人涉政是历史的必然”这个主题很可能惹事，而我

又不愿作大的改动。丽宏兄知道后便推
荐给长天听其意见，没想只几天就来了
电话，又是在深夜 %&点之际！这个电话
让我深深感受到了他的热情，更感受到
了他的风骨。

小说又搁了两年后，终于由上海文
艺出版社于 &'')年 $月出版，只将“商
人涉政是历史的必然”这句话从作品中
删除，且一个月内得以重版，中国作协
崇明岛文学创作生活基地便和上海文
艺出版社联合举办《金钱似水》作品讨论
会。赵长天推掉其他活动冒着酷暑来到
崇明，又是第二个发言，肯定了作品捕捉
住了“商人涉政是历史的必然”这一主
题。小说的生活质感极好，书名也起得很
好，水是最有渗透力的。那天他穿一件青
灰色的衬衫，虽然同样清瘦，却与十一年
前的臃肿相比显得神采奕奕。谁想仅仅
隔了八年，他就英年早逝了呢。
痛心过后感悟人生，深感人与人的

交往贵在以心换心。不少人和我相处了
很久，分开后没留下什么记忆；而长天只
和我接触了三次，却令我永远不能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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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是老脑筋，然
我至今仍坚持，做幕后工
作的，比方：搞配音、电台
播音主持，应当安分躲在
幕后，让观众、听众充满
好奇，就把你想象成侠
客、王子、公主这
有多好！这实在
是搞幕后工作的
一份特殊魅力。

现在出于某
种不得已，特别是
应观众的强烈要
求，被拉出去“示
众”，结果是得不
偿失，观众好奇心
得到满足了，但因
神秘感而保留在心里的
那份美好印象可能就荡
然无存，这应该是观众的
损失，我是这样看，我从
前朝思暮想圆一个当配
音演员梦的时候，我是从
未见过邱岳峰老师和毕

克老师的。比方邱老师，
我就是把他想象成《警察
与小偷》中的小偷，或是
《白夜》中的幻想者，这种
想象非常令人陶醉，真是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等到

我跨入上译厂工
作了，天天和前辈
演员们工作和生
活在一起，坦白
说，我是带着一点
遗憾的了。在生活
里他们都非常好，
是我永远的老师，
但的确不像小偷也
不像那个幻想者或
是罗切斯特、海军

少尉巴宁。如果无奈于上
司的命令，频频被亮相、
被上形象广告之类，那么
这个上司干的是外行的
活儿。有句俗话叫：“隔墙
美人”，形容我们的生存
状态实在贴切生动。

这就联想起从前美
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最
出名的制作人诺曼·柯
文，他曾这样说及自己终
身热爱的广播节目：“在广
播中，找不到任何一个元
素与电视有共同之处。”又
说：“眼睛所看到的过于直
观，耳朵却让听众变成一
个真正的参与者。当你在
广播里收听《卡门》时，即
便卡门是一个体重 ()'磅
的胖子，但对听众而言，
她仍然美丽、迷人，嘴里
衔着玫瑰。”听了这位前
辈广播人这番率直的肺
腑之言，你会有何感想？

唱琴歌
杨 青

! ! ! !所谓“琴歌”，指的是在琴谱中记载
的古典诗词歌曲，也因古时常用琴、瑟、
阮、筝等弹弦类乐器伴奏，泛指“弦歌”。
琴歌是古人吟唱古诗词的一种弹唱艺
术形式，至今仍留存有许多原汁原味的
古代琴歌，其词是古人写的，曲谱也是
古人谱写的。

当今有种谬误认为古琴的弹奏形
式就代表了古琴艺术的全部，这是种偏
见。自远古时期直至宋代，琴歌都是古
琴艺术中很普及的一种表现方式。宋代
以后，虽然许多古琴谱中还附有唱词，
但琴人们开始逐渐不重视琴歌而偏重
于琴曲。至明代中后期的浙派琴家萧
鸾、虞山派琴家严天池等人明确提出
“去文以存勾剔”，从此琴曲的器乐化有
了长足的发展，但琴歌形式逐渐没落。
虽然从明代至清初期有不少江浙派琴

家如谢琳、黄士达、杨抡、杨表正、庄臻
凤、蒋兴俦、程雄、张椿等人强调“近文
对音”，使琴歌艺术一度活跃，但由于其
中精品较少，使得琴歌日趋衰落。直至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我的恩师王
迪随古琴调查组到全国 %*个地区调查
采访时，只找到 +首还有
人弹唱的琴歌。

王迪老师是古琴大
家，整理了大量的琴曲。
同时她又是琴歌大家，整
理打谱了大量的琴歌。我与她学习琴歌
多年，并经常在具体到某一个歌唱者的
某一首歌的风格时聆听过她的教诲。在
我看来，中国古典声乐在广度、宏亮、华
美、丰富等方面可能比不了西方的声乐。
但在“深情”上却远远超过许多国家的声
乐。就好像一个池塘，中国声乐的走向不

是宽阔，而是深沉，犹如一潭水，深不见
底。情感的深度是吟唱琴歌第一要素。
在古代———尤其是远古时期，自然

环境相对宁静，加上中国人在个人修养
上一直提倡的内敛性格，所以琴歌应该
是一种抒发个人情感，描绘心灵深处意

境的一种声乐形式。如果
现在能看到或听到当年
的蔡文姬、卓文君、西施、
貂蝉、杨玉环、李清照等
女子吟唱，应该也是让人

意境悠远的浅唱低吟。此外，吟唱琴歌还
应具备一定的古典诗词修养。如演绎李
白的《子夜吴歌》，在歌唱时应饱含深情
企盼的感情。而唱起《黄鹤楼送孟浩然之
广陵》中“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
扬州。”则要道出友人相送的惜别之情。

当然，随着历史洪流的推进，今时

今日也应有古琴的表达。所有的古曲都
是当时那个时代里的流行音乐，那么，
今天的流行歌曲，包括红色歌曲、民歌
小调、宗教音乐、戏曲曲艺、网络传唱、
异域之声……自然都可以融入古琴的
七弦，翩然成曲，成为古琴音乐发展承
前启后的一环。正是因为历代琴人都在
继承前人的古琴艺术的同时，又在将自
己生活时代中的鲜活的优秀的音乐元
素不断充实到琴曲之中，我们至今才能
在前人遗传的几千首琴曲与琴歌的艺
术海洋中徜徉陶醉。
我建议热爱古琴艺术的琴友在弹奏

经典琴曲的同时也来吟唱琴歌，这样将
更能领悟到传统古
琴艺术的全貌。

!放晦气"

常书侦

! ! ! !这个季节，暖风徐徐，
春气上扬，最宜放风筝。

放风筝是一种有益身
心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
但在古代，里面还包括着
一项古老的习俗：“放晦气”，即将风筝放
上天空后，将线剪断，任其飘逝，认为这样
就可以将自身的病痛和烦恼一同带走。从
而，风筝成为古人节日避邪的一种用具。
“放晦气”这种习俗由来已久。《红楼

梦》在第七十回“林黛玉重建桃花社，史
湘云偶填柳絮词”中，特别提到放风筝

“放晦气”的习俗。说的是黛
玉、宝玉和史湘云等人正聚
在一起以《柳絮》为题填词，
只听窗外竹子上一声响，恰
似窗屉子倒了一般，众人吓

了一跳，原来是一个大蝴蝶风筝挂在竹
梢上了。紫鹃要去拿下来，探春笑道：
“紫鹃也太小器，你们一般有的，这会子
拾人走了的，也不嫌个忌讳？”黛玉笑
道：“可是呢，把咱们的拿出来，也放放
晦气。”宝玉也打发小丫头去取赖大娘
昨日送的那个大鱼风筝，可晴雯已经放

走了，宝玉道：“我还没放
一遭儿呢！”探春笑道：
“横竖是给你放晦气罢
了！”文中还介绍了“放晦
气”的方法：当风筝飞得
很高、手中线将放尽之
际，用剪刀铰断线，让风
筝自由而去。黛玉“因这一
放虽有趣，只是不忍”，李
纨便说：“放风筝图的是这
一乐，所以又说放晦气，你
更该多放些，把你这病根
儿都带了去就好了。”紫娟
向雪雁手中接过一把西洋
小银剪子来，齐籰子根下
寸丝不留，咯噔一声绞断，
笑道：“这一去把病根儿可
都带了去了。”那风筝飘飘
摇摇只管往后退了去，一
时只有鸡蛋大小，一展眼
只剩下了一点黑星儿，一
会儿就不见了。
“放晦气”一说虽迷

信，但放风筝有益于身心
健康却是不争的事实，不
但可以活动全身的筋骨、
血脉，还可以泄内热、清
眼目。尤其是儿童放风
筝，更是一项健康有趣的
娱乐活动。

阳春三月三首
吴家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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