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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
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
《红楼梦》中，宝黛的初次相
见，给宝玉印象最深的，就
是林黛玉的眉毛和眼睛。作
为五官中的“配角”，眉毛总
在无声之间表达出人的内心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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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眉毛读懂内心世界（上）
! 梅子

心情变化的指示器
眉毛一挑，嘴角一翘———或许，

一个不经意的小表情就会暴露你内
心的真实想法。
现实生活中，人们在观察他人

所表现出的面部表情时，往往会忽
略掉与眉毛有关的细微表情动作。
世界微表情研究第一人、著名

的心理学家保罗·艾克曼通过研究
发现，真实的表情闪现最短可持续
二十五分之一秒内，随即取而代之
以虚假的表情，快得连作出表情的
人和观察者都难以察觉。在实验里，
只有 !"#的人能察觉到这一微表
情。比起人们有意识作出的表情，下
意识的反应才更能体现人们的真实
感受和动机。
谎言无处不在。现实生活中，谎

言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被制造出来，
如社交场合的相互应酬、善意的白色
谎言、面临威胁的急智脱困、虚荣心
自尊心作祟等。有心理学家做过统
计，人平均一天说两次谎，和他人交
往的四分之一时间里都在说谎。
美国联邦调查局（英文缩写为

$%&）称，眉毛在人的面部是不会被
人第一时间注意到的，因为它重要
的作用在于传情达意，配合面部其
他部分的肌肉和器官进行表情组
合，很少“单独行动”。在人的所有面
部表情中，眉毛的动作不如眼、鼻、
口等器官的动作那么明显，这很容
易让人认为，表情是不需要眉毛参
与的。甚至有人认为，眉毛在面部只
是个配角，所以他们会下意识地忽
略和眉毛有关的表情变化。事实上，
正是这种主观想法，导致了人们对
眉毛的作用产生了曲解。研究表明，
眉毛作为面部五官的组成部分，所
反映出的信息是和其他五官一样重
要的。
在社交场合，有意识或下意识

地忽视对方的眉毛动作，就很容易

使获取的他人面部信息有残缺，进
而导致主观判断失误。

$%& 发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
善于伪装表情的人和被伪装欺骗的
人，都经常忽略眉毛的细微变化。这
种双方都下意识忽略的细微表情变
化，自然而然就具备了其他表情所
不具有的研究价值。据称，眉毛大概
有 '"多种表情动态，它们分别代表
着不同的内心表情，如常见的“柳眉
倒竖”，是用来形容女子发怒的；“低
眉顺眼”，形容他人的顺从；“横眉冷
对”，形容他人的敌意等。在我国古
代文学中，眉毛多与愁思或忧虑有
关，宋代周邦彦就曾写过“一段伤
春，都在眉间”。由此可见，眉毛总在
无声之间传神地表达出行为人的内
心世界，正因如此，眉毛被心理学家
誉为“心情变化的指示器”。这一特
性，让 $%&更加专注于眉毛活动的
研究和分析，因为大多数人在模拟
虚假表情时，往往更专注于主要表
情器官如眼睛、嘴等和肌肉的控制，
而忽视了次要的表情器官，$%& 的
工作恰好是善于沙里淘金，找到有

价值的线索。

眉毛的“争奇斗艳”史
不同时代的女子，为了当时的

审美，会将自己的眉毛画出各种形
态。

汉代是我国眉妆史上的第一
个高峰期，眉形呈多样化，从长眉
到八字眉，还有以眉色命名的远山
眉，以及愁眉。《西京杂记》中写道：
“司马相如妻文君，眉色如望远山，
时人效画远山眉。”这是说把眉毛
画成长长弯弯的，像远山一样秀
丽。后来又发展成用翠绿色画眉，
且在宫廷中也很流行。《米庄台记》
中说：“魏武帝令宫人画青黛眉，连
头眉，一画连心甚长，人谓之仙娥
妆。”这种翠眉的流行反而使用黑色
描眉成了新鲜事。
东晋时期画家顾恺之的传世之

作《女史箴图》《洛神赋图》中，女子
始终是细蛾眉。可以说，这种眉形也
是当时的主流。
唐代是妇女装饰十分繁盛的一

个时期，尤以眉妆为最。史料记载，

到了唐玄宗时画眉形式已多姿多
彩，流行的就有十种眉：鸳鸯眉、小
山眉、五眉、三峰眉、垂珠眉、月眉、
分梢眉、涵烟眉、拂烟眉、倒晕眉。
可见，古人的爱美之心一点儿不比
现代人少。

在唐代之前，眉毛大多以细为
美，而当衡量美女的标准从瘦变为
胖后，连眉妆的流行也从细长转为
阔而短的阶段，形如桂叶或蛾翅。
唐朝诗人元稹所作“莫画长眉画短
眉”就是明证；李贺诗中也说“新桂
如蛾眉”。特别是年轻女子非常讲
究“削发露额”，画眉前，先刮掉原
始的眉毛，然后再在脸上敷上妆
粉。与原来的眉相比，“再创作”的
眉毛从位置到形状都有所变化，
又给女子扮美提供了无限可能。
现在不少存世的唐代仕女画，就可
看到当时女子“修眉”风行。
唐代剃眉毛的时尚也流传到了

一衣带水的日本。早在日本历史上的
平安时代，在贵族中就有拔眉染齿的
习俗了。《枕草子》《紫式部日记》等书
中都有记载：“着装（女子成人式）、庆

祝日，众妇人皆染黑齿、红赤化妆。”
这种相当“时尚”的妆容是把眉毛画
在额头的高处，靠近发际线的地方。
而且，当时的“时尚达人”并不会画
出规规矩矩的柳叶弯眉，而是把眉
毛画成两个拇指大小、对称的椭圆
形，这种眉毛也被称为“麻吕”。
理想眉形的问题在古希腊一直

备受争议。有一种说法是，希腊人喜
欢长着连头眉的女子，这在一些文
献中可以看到，如古罗马作家彼得
罗纽斯口中“完美的女人”应该有
“几乎要连在一起”的眉毛。

进入 '"世纪后，电影明星、超
模等时尚人士的眉毛逐渐成了流
行风向标。如黑白电影刚刚兴起，
由于是无声电影，演员只能靠五官
去表达情绪，所以当时女明星流行
的是极细极长的眉毛，后半部分还
要下垂，几乎是贴着眼角冲向鬓
角，这种铅笔眉能帮助演员在银幕
上塑造更夸张的表演。主演电影
《它》的演员克拉拉·鲍就是将眉毛
剃掉后重新画上的。开心时，脸部
肌肉一动，整条眉毛也跟着跳动；
哀伤时，下耷的眉毛让人看着就想
流泪。上世纪 ("年代的优雅女神
奥黛丽·赫本偏好将眉毛画得平且
较长，上挑的角度很小，弱化眉峰，
凸显出灵动的眼睛；而被好莱坞誉
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 )"年代美
国女星波姬·小丝由于拒绝修眉，
引领了粗眉风潮，眉毛不再精致、
根根分明，而是带有稍许狂野。
随着后来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入

职场，眉形似乎也变得更有力度，眉
头的色调和眉峰的弧度都有了明显
变化。进入 '!世纪后，彩妆趋势更
富有变化，爱美的女性勇于尝试各
种不同类型的眉毛，从自然到矫饰，
从大胆前卫到复古，不断轮回。如今
的女性越来越理性，很难说有特定
的风潮，而是知道适合自己的才是
最好的。

!"#匪军追来围攻!岩桨一枪立功

金文才从叶妙口中得知岩桨可能投靠永
恩部落后，就带着小康、小杜赶回蛮丙大寨。
然而在靠近大寨时，却在一条小路上看到一
连串马蹄印。金文才知道能骑马外出的必然
是寨中重要人物，忙向一个经过的佤族人打
听，得知骑马外出的是窝朗牛和娓其。这让金
文才更加担心了，他对小康、小杜说：“我们跟
上去看看，也顺便看看地形。”
他们顺着马蹄印来到一个山谷

边。面对茫茫白雾的山谷，正犹豫要
不要下去，就听见一声枪响。他们以
为是窝朗牛在打猎。可是，很快又有
一连串枪声传出。这已经不像是在
打猎了。金文才意识到可能是窝朗
牛和娓其遭遇了袭击。他对小康、小
杜喊道：“快下去！”就连跑带滑地往
坡底赶。终于在窝朗牛和娓其将被
押走的危急时刻，救了他们。

窝朗牛刚才以为必死无疑，就
抱着死也不低头的强硬态度抗拒
着，愤怒、后悔、绝望的情绪主导着
身心，也不觉得受伤的手臂有多痛？
如今获救了，顿时感到受伤的左臂
剧痛无比，人也变得很虚弱。

金文才和小康把匪徒的尸体搜查一遍，
验明了是屈洪斋匪帮的人。金文才心想，这些
匪徒也太大胆了，只三个人就敢深入蛮丙部
落附近。再仔细一想，又觉得不对，这很可能
是大股匪徒派出搜索的尖兵，后边应该还有
更多的人，就说：“这里不能停留，得赶紧回大
寨去。我估计他们后边还有更多的人过来。”
窝朗牛和娓其顿时又紧张了起来。金文

才叫小康把两匹拴在不远处的马匹牵过来，
想把窝朗牛扶上马，但他受伤后难以坐稳，更
抓不住缰绳。金文才只好让娓其先骑小黑马
赶回寨子去召集支援。娓其却舍不得在这时
候离开窝朗牛。急得小康连连跺脚，“有我们
在，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窝朗牛也哼哼唧唧
地喊着：“去，去，去。”娓其这才骑上马。小康
又在马屁股上狠揍一拳，催促马儿快些跑。
此时已过中午，河谷里的浓雾基本散去，

又是一个冬日大晴天。金文才和小康把匪徒
的枪和子弹都收拢，让小康背上，又让小杜殿
后，自己搀扶着窝朗牛缓缓向山上走。他告诉

窝朗牛，这河谷地势太低，一旦有大股匪徒扑
来，既不好抵抗，也难以走脱。
他们刚走到半山腰，一颗子弹擦着他们

的头顶飞过。金文才估计是敌人追上来了，可
能人数还不少。他的战斗经验极其丰富，这时
并不慌张。他知道拖着受伤的窝朗牛，没法边
打边走，只能找个有利地形就地阻击。他快速
察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见前边不远处的大

青树下有一道土坎，就命令小康、小
杜：“就地散开！掩护我们往那里
退。”小康、小杜分别以两棵大青树
为依托向来敌射击。
前来袭击的敌人是匪军头目陈

鲁光带领的 !*个兵丁和 (个佤族
人。陈鲁光把手下分成 +组，左右各
(个人，自己带着其余人居中靠后，
对金文才等人形成半包围状态。陈
鲁光从枪声中判断出：解放军这边
的火力不强，是两个战士各持一支
冲锋枪，另外一个可能是当官的，用
的是卡宾枪。他命令手下利用大树、
土堆作掩护，一边射击一边缓缓推
进，以消耗解放军的弹药。
经过连番对射，陈鲁光见难以

把这几个解放军歼灭，又担心枪声
会惊动蛮丙部落的佤族人，便带着两个人退
往后边的坡地，想找其他道路进行包抄。不
料，山谷后边又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他和两个
匪兵忙躲到树后探头观看，见是先前佤族人
岩桨，既感意外，也很高兴。他想，岩桨熟悉这
里的地形，可以带他们绕往解放军后边，就激
动地大叫：“哎！岩桨怎么是你？快过来！”
那天，岩桨被陈鲁光带人抓住后，没少受

打骂凌辱。此时见到陈鲁光，岩桨也不回答，
端起步枪就一枪打去，正中陈鲁光脑门。惊得
另外两个匪徒慌忙趴下。紧接着丁勇和几个
战士也快步冲了过来，从匪徒后边发起进攻。
丁勇这个班配备了一挺轻机枪。匪徒无

人指挥，又遭到机枪扫射，顿时慌乱溃散。金
文才高兴地大喊：“小康、小杜，我们的人来
了！”这两个小战士也不再节省弹药，连着甩
出 '颗手榴弹，并朝着逃跑的匪徒猛烈射击。
战斗很快结束。匪兵大多被打死，只有 '

人受伤被擒。(个跟着匪军的佤族人开战后
一直躲在后面，没有受伤，也被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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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编战误伤友军!添虎翼战友加盟

!,+,年除夕，即 !,-"年 '月 *日，崇工
委书记陈国权亲率 !"余个干训班骨干，挑了
三四担酒菜，到“边抗四大队”宴请班排以上
骨干，趁机进入“边抗四大队”的营地充当内
应。与此同时，“崇总”蒋克定率干训班和特务
中队 ("余人悄悄埋伏，打算伺机里应外合把
“边抗四大队”缴械。然而，“边抗四大队”负责
人杨文铨非常警惕，很快发现陈国权来者不
善，命令部队警戒，双方部队陷入僵持。
大年初一早上，“边抗四大队”负责人杨

文铨和吴侠赶到“崇总”向韩念龙、茅珵“请教
说法”。茅珵明言告知要武力缴械，杨文铨当
场反对，与茅珵争执起来。杨文铨和吴侠被软
禁。初二拂晓，“崇总”终于采取行动。在缴械
过程中，“边抗四大队”的警卫班和三分队掩
护一、二分队往外冲。“崇总”部队开枪，“边抗
四大队”政训官刘树梅呼喊“不要开枪，是自
己人！”但不幸中弹重伤，后因医治无效牺牲。
“边抗四大队”二中队第三分队和警卫班

被缴械，计有 -挺机枪，-"余支步枪，'支短
枪。一、二分队撤往草棚港，但没找到船只出
港。被软禁的杨文铨和吴侠乘隙逃出，与“边
抗四大队”实际领导人林钧相遇。林钧是共产
党员，他命令杨文铨和吴侠返回“崇总”。
这是一场不得不写的战事，也是一场令

人遗憾的战事。“崇总”是秘密接受中共江苏
省委领导的抗日武装，而“边抗四大队”则是
秘密接受中共上海党组织领导，两支部队都
使用国民党政府颁发的番号，相互间没有组
织关系。按当时的保密原则，“崇总”和“边抗
四大队”都认为对方是杂牌部队，都想收编对
方。尤其当“边抗四大队”所隶属的“长江边区
民众抗日自卫总队”被改名为“忠义救国军”
后，“崇总”认为“边抗四大队”政治面目不清，
决定对其进行缴枪。
战斗结束后，“崇总”发现收编的“边抗四

大队”人员中有多位中共地下党员，这才知道
“边抗四大队”也是一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抗

日武装，这是一个“特殊环境下的
误伤事件”。
韩念龙要求杨文铨把外逃的

分队追回来。杨文铨答应后追到
草棚港，把一部分人动员回来。
“崇总”把缴获的武器和一个分队

的人员编进特务中队，组成第三分队，杨文铨
任特务中队副中队长，陈健任特务中队第三
分队长。“边抗四大队”的历史由此画上句号。
“崇总”收编“边抗四大队”后，不仅增加

了一个 +"多人的直属特务中队第三分队，武
器装备也得到很大改善。这时又有启东抗日
骁将沈坚如带领七八个有志青年，七八条长
枪，!支短枪和 !挺机枪，来投“崇总”。茅珵
大喜，全部编进特务中队。
沈坚如是瞿犊的老战友，也是茅珵的好

朋友。!,+)年春，启东沦陷后，他与同学曹持
衡组建抗日队伍，不久编入启东县民众自卫
总队第四大队。!,+,年 !月与瞿犊创建的通
挥三大队（即独立大队）里应外合，打垮了匪
军陆兆林部。然而，沈坚如的部队不久就被国
民党顽固派孙信符部强行收编。后他率部逃
出孙部，编为启东常备二大队，不料又被孙信
符部收编。!,+,年 -月，他率部再次脱离孙
信符部，重入启东常备二大队，却被国民党顽
固派李长江部队收编。后又遭国民党丁聚堂
部缴械，部队被解散。他动员了一批青年来崇
明投“崇总”，决心继续抗日。
“崇总”特务中队组建时只有几个警卫员

和几支旧枪，经过 .个月的发展，迅速扩展到
!""余人，枪支弹药也相对充足。!,-"年 '

月，“崇总”调整直属特务中队的编制，任命蒋
克定为中队长，中队副杨文铨，指导员包平。
下属三个分队：一分队长顾富根，分队副龚
淡，指导员容普；二分队长龚兆麟，分队副吴
文斗，指导员嵇胜；三分队长先是陈健，后为
王英，分队副王洪强，指导员舒相。

特务中队由“崇总”直属领导，严格执行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官兵政治素养和单兵技
战术素养都很出色，堪称兵强马壮，成为“崇
总”战斗力最强的主力和各大队的战斗榜样。

+月上旬，二区的汉奸、敌探活动猖獗。
在茅珵的命令下，刘俊率短枪队挺进二区，两
三天就把排衙镇和庙镇的两个汉奸镇压，群
众拍手称快，汉奸的嚣张气焰被打了下去。

崇明抗战纪实
黄振忠 秦志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