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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史纪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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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每年的 !月 !日或 "

日是小暑，顾名思义，小
暑是指天气热了，但还没
到最炎热的时候。古人将
小暑分为三候：一候温风
至、二候蟋蟀居宇、三候鹰
始鸷。意思就是夏天来了
风不再带有凉意，蟋蟀离
开田野到屋宇庭院的墙脚
处躲避热浪，老
鹰也避开温度高
的地面到清凉的
高空中活动了。
小暑正交初伏，
中医认为这时节
人体阳气旺盛，
人们应该注意劳
逸结合，以护卫
阳气。比如，饮
食要有节制，晚
睡早起，多静少
动，体弱者最好能够适当
午睡。而且，需要强调的
是，这时也正值消化道疾
病和红眼病的高发时期，
饮食不洁乃大忌。饮食和
行动上，都要注意祛湿，
可以多吃些清淡芳香、醒
脾生津的食物，比如莲
藕、绿豆等。各地民间都
有传统的消暑食品，比如
北方人喜欢吃绿豆糕和喝
乌梅汤，徐州人在尧舜时
期就开始入伏吃羊肉，有

“彭城伏羊
一碗汤，不
用神医开药
方”的说法。
广东尤其珠

三角一带则用荷叶、土茯
苓、扁豆、苡米、猪苓、泽
泻、木棉花、灯芯花等材料
煲成消暑的汤或粥品。而
山东临沂地区还有在伏日
煮麦仁汤给牛喝的习俗，
据说牛喝了以后身体健康
能干活。这也是我国传统
农耕文化的一个折射吧。
江南的小暑美食，窃

以为当首推黄鳝。徽帮有
名菜响油鳝糊，淮扬菜则
有出名的炝虎尾，是因黄
鳝丝在盘内摆成虎尾形而
得名。而且，厨师们也与
时俱进，不断在改良黄鳝
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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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心惦的!老寿星"

张明华

! ! ! !收藏正热，能请到专家把关，求之不得，再好不
过。但是，经验告诉我们，对专家要客观地认识，不
能盲目崇拜。他们中间有真才实学者，也有滥竽充数
的，有德高望重者，也有见利忘义的，当然也有不少
好心办错事坏事的冤家。说起这，我自己深有感触，
更有刻骨铭心的教训。
我从事考古工作几十年，挖到过不少玉器，发表

过百余篇玉器文章，出版过多本玉器专著（早期基本
是学术性的）。上世纪 #$年代初，经常会有人找我帮
忙，老板们、痴玉者更是把我朝拍卖行、专卖店硬拽：
“帮我把把关，这件玉器是真是假，值不值这个价？”刚
开始我碍于面子几乎有求必应，即使吃力不讨好，被

人误解也在所不
辞。这样“热火
朝天”一阵子，
终于闯祸了。
我的一位同

事要为她的先生买件一百多元的挂饰（上世纪 #$年
代初，工薪阶层玩玉就是这种档次）。她的先生跟我
也熟，是一位著名的雕塑家。我当仁不让，到古董街
上挑了一件山料白玉寿星，放在手上只是粗略地看了
一下就付钱走人。想不到，就此一个小小的疏忽和草
率，竟被当头挨了一闷棍。
一天，雕塑家正巧碰上了一位玉工，看到这件寿

星，竟一口咬定是料器（玻璃），他不甘心，在不显
眼的地方磕去一点，果然有假。那天，当老寿星交到
我手上时，已被敲得身首异处，触目惊心。只觉得手
心触电般的刺痛，脸上火辣辣地烧灼，背后冰凉的汗
在流淌。虽然事后从摊主那里要还了钱款，经济上没
有损失，出丑的范围十分有限，但对我这个“专家”
而言，简直颜面扫地，无脸见人！
回忆起来似乎很委屈。由于同事要买的玉器价位

较低，当时这类东西几乎没有假货，我一开始就不够
警惕，且正有急事要办，看得太匆忙，摊主也熟，不存戒
心。再加上传统经验认为料器质地很脆，雕琢极易崩
裂，习用浇铸法，因此认为这件多有刻琢工艺的一般不
会是料器，就此酿成了一次本可避免的错误。我只能
责怪自己粗心了，轻率了，犯了经验主义了，真后悔当

初为什么没有再认真那么一点点！但今
天想来，即使排除一时粗疏，可是那种浮
躁侥幸心态始终存在，面对那些特殊技
能的谋生者们（当然不乏骗子）绞尽脑汁
鬼花样不断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躲得

了初一，躲不了月半”，总有一天在劫难逃。其实，这也
是许多藏家，包括专家初涉玉市，普遍要交的“学费”。
近些年，随着玉器市场的持续升温，赝品尤为猖

獗，仅经我鉴识，上当受骗百万元以上的几乎每年都
有几案发生。有报道，南方有家文物管理机构，曾经
在海关没收过一批误以为良渚玉器的赝品，作为重大
战果延请公安介入，要抓人吃官司。结果到他老家一
看，成品半成品满地皆是，闹了个大笑话。海内外的
同行之间，也不时会听到那些如雷贯耳、声望很高的
大家，在玉器鉴定中走眼，让某某收藏家、某某博物
馆吃了大亏的事故，“金缕玉衣”事件甚至殃及了国
家银行的数亿损失。我真心地为他们一时的糊涂、失
手惋惜、担忧（利欲熏心者除外），但也让我暗自庆
幸，亏得自己较早地在“老寿星”面前出了点小洋
相，让时刻处于风口浪尖的我及时得到教训，脚踏实
地，发奋学习，遍寻名
师，潜心研究，使我在当
今几十几百万元甚至更多
出入的玉市上，在玉学研
究的前沿上得以立足。否
则，一路顺风，春风得
意，盲目自大，一旦倒在
了大场面上，真不知该如
何应对，如何收场。
“老寿星”曾经让我

伤心、痛心、碎心，但某
种意义上，它更是我的警
星、救星、福星。我至今
好好保管着它，每每心惦
着它……

外滩隧道是这样建成的
秦康德

! ! ! !为完善上海路网、迎接世
博盛会，%$$! 年上海实施了
外滩地区第三次大规模的交通
综合改造，而外滩隧道建设工
程就是这次综合改造的核心。
外滩隧道建设工程因其建

设过程中要穿越外白渡桥、地
铁二号线、延安路隧道、人民
路隧道而存在着一系列的技术
难点，被业内喻为“心脏搭桥”
工程。为确保“心脏搭桥”手
术万无一失，上海城投路桥公
司在工程建设伊始，就组建了
由教授级高工带队的工程风险
管理团队，以全程监控在建设
过程中各类施工风险。并在历
时 &&个月的连续奋战后，把
崭新外滩如期交还给举办世博

盛会的上海。而今天，每当刘
艳滨走过外滩时，总会别有一
番情怀在心头。
刘艳滨是外滩地区交通综

合改造工程风险监控负责人。
跨穿越运营中的延安东路隧道
是外滩隧道建设中的重大
施工风险点，由于外滩隧
道的开挖施工会减轻延安
东路隧道上层覆土重量，
从而可能导致运营中的隧
道发生上浮，如果施工稍有不
当，必将会引发延安东路隧道
采取中断运营的保护性措施，
这就将给本已脆弱的外滩越江
交通带来巨大的影响。
刘艳滨作为上海城投路桥

越江建设的技术总工，已不是

第一次面对高难度的施工风险
了，在外滩综合改造工程启动
伊始，引进第三方风险监测机
构、运用施工远程监控技术等
一系列风险防范的工作举措，
已在刘艳滨的组织协调下逐一

部署于工地现场，从外滩隧道
贴身穿越浦江饭店和上海大厦
地基的“一线天”；到外白渡
桥往返苏州河口“华丽转身”
的精确监控，刘艳滨和他的技
术团队都留下了辛勤汗水。

“隧道上浮已由 '()毫米

发展到 '(*) 毫米，如果开挖
幅度再增加一些，可缩短一些
开挖时间，减少对隧道的扰动
……”刘艳滨在施工技术分析
会上讲解着。室内烟雾依旧浓
重只是不再嘈杂，一屋人都在
静静地听刘艳滨的技术分
析和讲解，从他们平静的
眼光中可以看出，目前的
施工技术调整并不是毫无
风险可言，只是这种风险

是可以防控的，并且是当前整
体施工方案中最为合适的。
为严密监控隧道的“起伏”

情况，刘艳滨在此后的十多天
里，白天始终坚守在工程一线，
而晚上也要求工地技术负责人
将最新的数据变化情况以手机

短信的方式定时告知。经过缜密
组织和严密监控，工程安然穿越
过延安东路隧道，并取得了穿越
期间最大上浮控制在 +$毫米内
的平稳成效，确保了延安东路隧
道平稳运营。刘艳滨在随后举行
的工程穿越隧道总结会上说：
“其实我们的工作也像雕塑家一
样，精品佳作不仅要有好的理
念，更要有好的过程，只有掌控
好工程建设的每一个环节，才能
确保把最好的作品留给城市，留
给后人，才能最好地展示‘精品
共建，安全同行’的上海城投路

桥精神。”
明日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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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按说，+")"年 +月 %!日咸丰皇帝
接到穆克德讷等广东官员的集体奏折，
应该知道柏贵等人已丧失人身自由与政
治自由了，但他却假装糊涂，谕柏贵：
广东士绅咸知大义，其民也勇敢可用，
着柏贵等联络绅民，激其公愤，把英夷
撵出广州河内再与之理论———这个傻皇
上，跟他爹道光一个思维，官兵不够，
绅民凑。看见没有,正规官兵打
不过夷人，就忽悠广大绅民上。
但广大绅民毕竟不是公司股

东，这种出钱出力是有限度的，
这种热情更是有限度的。而且他
们还得忽悠身边的百姓上，用天
朝的衣冠伦理给民鼓气。但是再
鼓，绅士给工资还好说，绅士不
给工资，他们也就三天的爱国热
情，撑不了多久。他们可能也会
捐款，但由于绅士在民间，不管
什么活动都占据了管理者之位，
民众甚至怀疑他们会贪污大家所
捐之款呢。时间一长，就会出现
内讧。更重要的是，即使没有出
现内讧，面对近代化的敌人，大
清的正规官兵、正规武器尚不可
用，绅民们赤手空拳，如何用他们的血
肉，去给大清家筑一道长城？
总之，面对近代化敌人，咸丰像他

爹一样，编制些不靠谱儿的指示，希望
变废为宝，将注定是没有成效的。而
且，他给柏贵的附加指示，跟他爹当年
给林则徐、琦善等的指示一样，是一个
天朝特色的两难选择：办理此事，不可
失之太刚，像叶名琛那样，激成事变；
也不可失之太柔，叫夷人瞧不起咱们。
这道题，天朝灭亡之前都没有人能够解

开，遑论德才都平庸的柏
贵了。

% 月 + 日，咸丰下
谕，着柏贵与在籍绅士罗
惇洐等秘传各乡团练。如
果夷人悔过，退出省城广州，咱就原谅
他们；如果仍不老实，咱就调集兵勇，
联成一气，把夷人撵出城外，让他们不

敢轻视我中国。
%月 '日，咸丰看到粤海关

恒祺奏折：柏贵屡与夷酋会面，
“词气慷慨，大义凛然”，该夷并
不敢轻视俺们；您就叫柏贵先办
夷务吧。咸丰批曰：好。%月 #

日，咸丰收到了四川巡抚骆秉章
的奏折，内中意思如下：夷人袭
居省城一事，传闻纷纷，臣老家花
县，距省较远，遂派在湖北做生意
的粤商取其广州号店来信参阅。
叶名琛被夷人掳走未归，广州的
将军、抚臣、都统等曾被夷人邀往
观音山，那么他们所发的奏折，是
否在观音山所发，就不可知了。老
奸巨猾的骆秉章是在暗示咸丰：
广州地方官员给您拜发的奏折，

已经不可信了。除此外，他的奏折中，
还夹附了那封广东来信。信中云：将军
巡抚从观音山回来了，但有夷目领夷兵
同住巡抚衙门；现在广州的夷兵，真夷
兵仅有 &!$$人，汉奸 %$$$人；夷目中
其他人尚可，唯巴夏礼熟悉中国情形，
起衅调度皆出其手，最为难制。
看了骆秉章的奏折，咸丰皇帝才意

识到，柏贵可能被英方控制了，于是他
命令骆秉章，以后听说了什么消息，赶
紧汇报哦。

车
棚
里
的
幸
福

王
奇
伟

! ! ! !老同学过生日 ,宴席
上高朋满座，宾客中有的
自己开公司当老板，有的
官做得很高，最不济的也
是个白领，看得出每个人
都志得意满，一次普通的
聚会，俨然成了实力的比
拼场。酒桌上巧遇小婕，
她是我过去的忘年交，多
年不见，她嫁了个
阔老公，浑身上下
珠光宝气，三十好
几了仍保养得水嫩
嫩的 ,引来不少歆
羡的目光。
我以为小婕生

活很幸福，其实并
非如此，席间她不
大说话，眉宇间笼
罩着一片愁云，细
问后才知，那个钻石王老
五丈夫尽管身价过亿，豪
车、别墅什么也不缺，唯
独少了份细腻的感情。平
时他难得在家，即便深更
半夜回来也倒头就睡，夫
妻俩几乎没有语言沟通。
更令人难堪的是，在老公
眼里，小婕就像个小保
姆，是靠老公的恩赐才过

上锦衣玉食
的生活，因
而他们之间
根本没有平
等可言，而

且，风闻老公外面还养着
“小秘”，她倒成了名副其
实的“压寨夫人”。多少
个孤寂的夜晚，小婕从噩
梦中醒来，面对富丽堂皇
的“江景房”，她只能默
默地流泪，心里品尝不到
丝毫的快乐。
小婕的经历使我想起

了另一对老夫妇，他们在
离我家不远的一个旧式小
区看管自行车。车棚旁搭
起了一间小木屋，夫妇俩
就住在简陋的木屋里。由
于屋子十分逼仄，每天做
饭时，老婆婆就把一个小
火炉移到屋外，她对着小
火炉又是点火又是扇风，

总要折腾半天才能把饭菜
做好。但那个老大爷从不
催促老婆婆，他似乎很享
受做饭的过程。静静地坐
在一张小板凳上，注视着
老婆婆独自忙活。饭菜做
好后，老夫妇各自捧着粗
瓷碗，相互对视着吃饭，
饭菜的香味伴着袅袅轻烟

弥漫在小区四周。
有一天我经过车
棚，看见两个老人
枯皱的脸上挂满了
笑意，原来老婆婆
正在小火炉上煎
鱼，扑鼻的鱼香传
出很远。鱼煎好
后，老婆婆像是故
意戏耍似的，端起
鱼锅往老大爷手中

递，然后又忽地抽回，这
个犹如女孩般天真调皮的
动作，惹得两个老人一齐
呵呵大笑起来。
目睹这番景象，我就

忍不住会想：幸福究竟是
个什么玩意儿？也许，幸
福并不像人类那么嫌贫爱
富，她总是在不经意间叩
开普通人的心扉，滋润着
他们的心田。

黄晖山水扇画赏析
华振鹤

! ! ! !青年山水画家黄
晖是当今画坛的后起
之秀。他传统功底扎
实，又在上海大学美
术学院国画系接受全
面严格的训练，最后有乐
震文先生指引，找到了自
己的创作之路，追求传统
笔墨的现代表现，取得不
小成就。这些年来，又对
扇画产生兴趣。
“商人比财力，文人

比扇子。”黄晖常常用这
句话来形容扇画在中国文
化中的地位。的确如此。
扇画是中国画中独具魅力
的艺术形式。几百年来，
由于文人画家的参与，把
原本仅仅作为实用物件的
扇子，演变成了有实用价
值的艺术品和身份、地

位、趣味的象征，成为画
家们施展才华的天地。黄
晖所以会对扇画感兴趣，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
当然，要画好扇面，并

不容易。扇面形制不同，
高低不平，材质多样，加
上必须经得起就近观赏把
玩。想画出令人赞美的作
品，非得更加地精心设
计、耐心经营、反复实践
不可。这对画家来说，无
疑是更大的挑战。现在，
黄晖以自己的努力，终于
经受住了这个挑战。
黄晖的山水扇面，精

细、淡雅、工写结合为
主，同样追求传统笔墨的
现代表现。画中的山水云
树、皴擦点染，都借鉴了
石涛、吴湖帆、张大千等
古今名家的传统用笔设
色，是传统用笔的表现。
在此基础上，又借鉴了西
方光影效果和明暗处理手
法，用来畅通气脉。他
说：“山水扇面，要画得
干净，不能太浓，太闷，
太脏。否则，会产生闷热
感，与‘扇子扇凉风’的
效果不相协调。”所以，

他的山水扇画中看不
到火暴躁硬的“火
气”，而给人以清虚
天真、平和润泽的情
感，感受到这种苍泽

中的层次变化，山川郁勃
中的生机和大自然生命的
纯工灵光。
黄晖画山水扇面十分

认真。一张画从勾稿、经
营位置、安排人物、布
景，再画墨稿、设色，每
一步都反复酝酿、推敲，
做到画面统一、耐看，他
实事求是地说：“要求每
张都画出精品，不太可
能。我只要求努力把每张
画画好。一旦果真画出满
意的作品，那种欣喜若狂
的成就感，就足以抵消一
切艰辛了。”
且以他的一幅《苍壁

流泉》（见图）山水扇画
为例。这幅画，画来平和
淡雅，天真静穆；有传统
笔墨，也有现代元素。那
潺潺泻出两峰之间的流
泉，被虬松、草木环绕的
茅屋，倚仗听泉的高士，
以及“惊起一滩鸥鹭”的
翔鸟，借助自然景物抒写
意境，写来得心应手从而
引发观众对田园生活的向
往。用“笔墨灵动，意境
幽远”来概括，应该是恰
如其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