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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盘点
王 蒙

! ! ! !一、与闻其盛，支
持与看到库尔班江新作
《我从新疆来》的出版。
这本摄影与记述的书表
明，只要各族同胞携手
登上现代化的列车，共享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利好，就一定能够实现边疆地区的
全面小康与长治久安。

二、我的长篇小说新作《闷与狂》
出版，得到了超乎我的预料的反响，尤
其是引起了 !"后、#"后、$"后文友刘
震云、麦家、盛可以、张悦然等
与一些评论家的兴趣。
三、春天再次来到了我的第

二故乡新疆，出席《这边风景》
的维吾尔语版发行与研讨活动。
本书被评为 %"&'年的“中国好书”，又
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另外在温州
领取了林斤澜短篇小说奖。

四、年中我发表了新作短篇小说
《杏语》，年底更连续写起短篇小说来。
天赐引擎，其乐何如？
五、应约完成了谈《论语》的书稿

《天下归仁》，并做了多次有关传统文化
的讲座。
六、借各地巡回讲座的机会，去绵

阳四川文化艺术学院参
与了王蒙艺术馆开馆活
动，到如皋参观了冒辟
疆当年修建的极有风味
的“水绘园”，看了呼

和浩特的老绥远将军府、福建漳州的
“林语堂纪念馆”，贵阳的“孔学堂”
……在天津剧院看了俄罗斯歌剧《战争
与和平》，参与了中央文史研究馆在昆
明的“中华文化万里行”活动，感慨系
之地参观了云南“讲武堂”，去青岛参

加了中国海洋大学“第三次科学
人文论坛”与“王蒙双长篇”研
讨会。

七、&"月 &!日，参加了习
近平同志与文艺工作者的座谈，

写了有关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八、在京参加了马识途学长的百岁

书法展，又去成都参加了马老哥与其兄
的新书联袂出版活动。深敬马老的高风
亮节。他撰的对联“人无媚骨何嫌瘦，
家有诗书不算穷”，他书写的左宗棠联
“能耐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妒是庸才”，
令我神思俱旺，肝胆兼补。
……明年仍有做不完的事，明年要

略缓节奏，降降温度了。

现学现用当!医生"

费 平

! ! ! !我的书房曾为一位文友当
过“诊所”。那是 %"年前一个
夏夜，几位文友应邀来寒舍小
聚。虽然那时家里 （包括书
房） 还没安装空调，但那天
'" 余度的气温在摇头电扇吹
拂下，倒也舒爽宜人。除了品
茗，招待文友的还有冰箱里随
手可取的各色瓜果（当时因住
房小，冰箱也放在书房里），
大家交流各自的写稿体会。
大约过了 %"分钟光景，周

君突感晕眩，脸色发白，脑门上
沁出汗珠，继而坐在椅子上的
他身体微微倾斜下滑……我们
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蒙了，
一旁人赶紧扶着他，有人拿来
凉开水喂，有人上去掐人中，
我首先想到要送医院，便赶紧
去公用电话亭拨打 &%"……
回来我看到周君已躺在三

人沙发上，电风扇对着他给他
降温。我摸摸周君的脑门有点
微热，并伴有呼吸短促。“怎么
回事？这是什么症状？”我边

思忖着边拿毛巾给他擦虚汗，此
时周君意识还算清醒，说可能是
中暑。什么？中暑？中暑会在晚
上？会在室内？此刻我想起前几
天还看到一本书上关于中暑的描
述。于是我一边让一位文友去路
边等候救护车，一边去书橱翻找
那本书———找到了，原来是一本
《家庭医疗实用大全》（人民卫生
出版社），上
面关于中暑的
症状有“先兆
中暑”、“轻度
中暑”、“重度
中暑”及“热射病”。周君出现的
面色苍白、恶心、胸闷、头晕、气
短、大汗、体温微热等属于轻度
中暑。接着我再查找如何紧急救
护。噢，有了，脱离高温环境迅速
将患者转移至阴凉通风处休息、
平卧、抬高头部、松解衣扣、补
充液体人工散热、冰敷等……
得知这些救护措施后我们赶

紧将周君移至室外，铺开钢丝床
让其躺下，并解开衬衫纽扣，用

蒲扇扇着，同时给他喝些鲜桔
水。但冰敷却一时无冰块，这时
我急中生智从冰箱里取出几根赤
豆棒冰，用毛巾包好放在周君的
额头上……

大家正忙时，救护车到了，
医生抬着担架赶来。不料此时周
君坐了起来，“没什么，好多了，
谢谢，不用去医院了”。周君执

意不去医院，
尴尬地拉着医
生的手表示感
谢。医生问怎
么回事？我把

刚才发生的情况简单向医生叙
述，并问这是否属于中暑症状？
医生说确实是。但我又把先前的
疑问说出来“中暑一般发生在白
天或阳光直射下，为何夜晚还会
发生？”医生说不是绝对的，有
时人在凉爽的环境里呆时间长，
突然一下子受到高于其环境温度
的影响也会有中暑症状，哪怕是
室内或夜晚……你们做得不错，
在 &%" 没到之前就采取救护措

施，是平时训练的吗？“不不
不，”我回书房拿出《家庭医疗
实用大全》，“喏，是在这本书上
了解的知识，就照着做了。”“哈
哈，书房当诊所，你们也算得上
半个医生了！”
在我们一再表示谢意下送走

&%"后，周君的经历验证了医生
的回答。原来，作为汽车生产企
业部门领导的他，办公室空调，
轿车空调，家里空调，这样他几
乎 %(小时在空调的氛围里。来
我家书房因气温骤增，就出现中
暑症状了。
书房是学习、浏览、写作或

挥毫泼墨之地，但作为“诊所”
救护文友的突发不适，倒很新
鲜。不过，书房里有这样一本家
庭实用的书籍，值得我欣慰，而
书中的知识被我现学现用，还是
应该感谢它的。

一个小小

的“移动书房”
让他能够全天

候读书。

!颜渊死"

白子超

! ! ! !先进篇载：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
译文：颜渊死了，孔子说：“唉！天亡我！天亡我！”
先进篇载：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

矣！”子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恸？”
译文：颜渊死了，孔子哭得过分悲哀。身边的学

生说：“老师过分悲哀了！”孔子说：“过分悲哀了吗？
不为这个人过分悲哀，还为谁过分悲哀？”
先进篇载：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

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
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
译文：颜渊死了，颜渊的父亲颜路（孔子早期弟

子，小孔子六岁）请求老师
卖车给颜渊置办外棺。孔子
说：“有才能的 （暗指颜
渊），没有才能的 （暗指孔
鲤），对父亲来说都是自己
的儿子。我的儿子孔鲤死了，只有内棺而没有外棺。
我不会为了给颜回置办外棺而徒步行走。因为我（尽
管离职）还列在大夫之后，是不可以步行的。”

先进篇载：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
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
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译文：颜渊死了，孔门弟子想厚葬他。孔子说：
“不可以厚葬。”弟子们仍然厚葬了颜渊。孔子说：
“颜回呢，看待我如同父亲，我却无法把他看成儿子。
厚葬他不是我的主意，是他的若干同学干的。”

以上四章文字皆记“颜渊死”。其中第三章在先
进篇中列在最前面，按理应如本文所列之序。现四章
大意已明，但仍有几个问题需要说解。

其一，颜渊是孔子最欣赏的弟子，根本原因是，
在只可意会而不可言说的精神境界方面，颜渊与孔子
最为接近，其他弟子则远不可及。孔子哀伤过度，大
呼天亡我，深刻内含是自己所创之“道”的最忠诚、
最严谨的传承人先行去世了，此“道”在自己百年之
后前景如何，不得而知。

其二，孔子反对厚葬。（不过，
“三年之丧”确实过长。）后世厚葬之风
是违背孔子的流弊，与孔子没有直接关
系。有人攻击孔子主张厚葬毫无道理。
其三，孔子未应颜路请求，原因有

二：一是如上所述，孔子
反对厚葬，棺外加椁已属
厚葬，何况自己的儿子孔
鲤死时亦只有棺无椁。二
是颜渊死时孔子已七十有
一，身体日衰，出行怎可无车？另外，
如孔子所说，按当时礼节，他的身份与
地位应当备车，特别是若与社会上层人
士交往，更不可无车。合理的想象是，
当时孔子必是心中不快：你颜路跟随我
几十年，亦是六十五岁的老人，怎么如
此不懂事？所以，孔子回答颜路比较生
硬，一本正经，年老体衰之类根本未
提。
其四，“予不得视犹子也”，是特定

环境的特定话语，具有特定意思。父子
关系决定了父亲可以在儿子葬礼问题上
说一不二，而孔子虽在理智上不主张厚
葬颜渊，但在感情上又难以阻止弟子们
的意愿。就是说，孔子在颜渊葬礼问题
上说话没人听，未能扮演决定性的角
色。这是理智不得不屈从于情感现实的
无奈，同时极其婉曲地表达了一种抗议
情绪。愚读《论语》，常叹孔子语言艺
术之高超，此亦一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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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约第·沙瓦尔的埃斯珀里安古乐团，成立于 &)*(

年，迄今已整整 ("年了。最初让沙瓦尔真正扬名并
且名声至圈外的，就是那部名为 《日出时让悲伤终
结》的电影，它叙述了 &*世纪法国低音古大提琴大
师圣·科隆布与其弟子马兰·马雷之间的故事，格调隽
永唯美，在 &))%年的法国凯撒奖中，一举拿下了包
括最佳电影配乐在内的 *项大奖。电影中的原声低音
维奥尔琴乐曲，就是由约第·沙瓦尔演奏的。

也许是相由心生，沙瓦尔的容貌也
非常古乐，雕塑般的凝重，古铜般的深
沉，被人誉为古老乐器的“活化石”，
名副其实。欧洲有不少古乐团，大都围
绕巴洛克前后的作品，沙瓦尔与他们的
不同之处在于，他把这个“前”大大地
往前推进———巴洛克之前的文艺复兴时
期、中世纪……其次，他的古乐理
念———不仅仅是纯粹音乐专业上的用古
乐器演奏古乐，更是作为一种音乐文化
历史的探索、考证、梳理、传播和推
广，富有宽广的人文历史视野。不久前
他们在上海音乐厅的演出，秉承了这一
理念。
出现在上海舞台上的沙瓦尔，胸前

还是围着标志性的绛红色长围巾，神色
依然如故，仿佛是一位古代圣贤重返人间（这又令我
联想起戈雅的画中人），他与五位器乐演奏者（分别
演奏风笛、乌得琴、土耳其古筝、山特琴、打击乐器
等）横坐一排，并未居中，而是端坐右首面向观众，
三位歌者分坐两侧。音乐会冠名“我们的海”，这里
的海是指地中海，更宽泛地说是环地中海，它是世界
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三大宗教的发源地：犹
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当然，数千年中，战争、
误会、灾害、迁移……也频频在此发生。当一切烟消
云散，或还在“现在进行时”，生生不息的、依然把
我们联系在一起并深深感动我们的是什么呢？
这里有阿尔及利亚、以色列、耶路撒冷、希腊、伊斯

坦布尔、塞浦路斯的旋律，又有法国、
意大利、罗马尼亚、摩尔达维亚、罗德岛、
摩洛哥的音符，我们从中甚至能听出我
国新疆音乐的韵味。沙瓦尔和他的乐手
们以淳朴的演奏，本真的语气，典雅的
格调，将这些从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传统音
乐融为一体（每组几曲不间断的演奏），别出心裁，
娓娓道来，沁人心扉，几段舞曲音乐和吟唱令人不禁
要随着乐曲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原来，这些各民
族、各地域的音乐彼此是没有隔阂的，是可以融会贯
通的，是可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亲如一家的。
演奏家们操持的这些古老的乐器，音量不大，也

就避免了炫技和单打独斗，讲究相互之间的默契配
合。六位演奏者中，只有沙瓦尔是弦乐器，看似不显
眼，其实起贯串和定海神针的作用。两女一男三位歌
手的声线音域并不宽广，其唱法既不是美声，也不是
流行，而是一种民间的吟唱，闲云野鹤，空灵飘渺，
韵味独特，尤其是接近半音的装饰转弯弧线，唱得极
妙，难得一见，极为享受。
整场演出中，沙瓦尔低眉垂目，如老僧打坐般地

专心操持着手中的乐器，不突出自己，又时时注意与
同伴的配合。谢幕退场时，他又恭候一边，等其他乐
手一一退场后，自己最后
退场，非常谦逊厚道，一
派长者风范。
与其说这是一场音乐

会，不如说是一段音乐历
史的展现，或者说是人类
文明史的一段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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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老
年教育成果展"

邵征人
又见巍峨中国红!

长龙送接妪和翁"

景行场馆真行篆!

指点乾坤荷竹枫"

昔日劳谦操演阵!

今朝硕果笑春风"

缤纷诸艺相呼赏!

雅俗才情竞秀雄"

咏吴清源

张永东

弈道渊源自圣王!

流传海外更弘扬"

时逢中国苗难秀!

远渡东瀛鲲入洋"

棋斗十番震今古!

身经二战淡炎凉"

平常心养天人境!

坐隐烂柯思故乡"

秋夜苦吟

张聪芬

夜色空朦露水寒!

浮云蔽月噤秋蝉"

风凋残叶翻红浪!

雨打柔枝溅翠烟"

排闼悠悠寻丽句!

皱眉蹙蹙织佳篇"

徜徉韵海迷何在!

只见苍穹北斗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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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直到我的那只诺基亚
手机不小心从窗台掉到水
泥地上，修复已是回天乏
力，我才换了一架“小米”，
并成了微信一族，朋友们
一一投到，不消一天，朋
友圈里已近百人。
那天从上视新闻频道

得知日本著名演员
高仓健去世的消
息，便油然想起那
年冒着凛冽的寒
风，在生产队打谷
场上观看 《追捕》
时的情景；正想找
机会重温旧情，当
晚微信上就出现了
这部电影中的插曲
《杜丘之歌》，随着
“啦啦啦啦”的旋
律，仿佛看到杜丘
和真由美正骑在一
匹骏马上，扯着缰绳纵情
驰骋，冷峻的硬汉和娇柔
的美女，用强烈的视觉反
差，构成了一幅震撼人心
的画面。

除了影迷还有书迷。
近日便有朋友发来这样一
条微信，“冬天，以怎样
的姿势读书？”打开一看，
好家伙，这姿势需要多少
元素来搭配：沙发或躺
椅，飘窗，咖啡热茶红酒
香烟，暖色的灯，壁炉
……昔日有名家伟人兀自
能在喧闹的集市上读书，
现代人的冬日读书竟是这
般“小资”。不过，细细
一想，能在如此舒适雅致
的环境下读书，确实惬
意，况且，热茶香烟，也
是我所钟情的。

也有朋友直接送上
“十首中国现代情诗”。戴
望舒的 《雨巷》，舒婷的
《致橡树》，徐志摩的《沙
扬娜拉》，余光中的 《等
你，在雨中》等，均在其
中。尽管之前也曾翻阅
过，但现在一首连着一
首，再细细比较、品味，
还是觉得有一双温暖的
手，在不时轻抚着我心中
那块最柔嫩的芳草地。

书画之外还有摄影。
许是手机本身就具备了完
善的摄影功能，打开微信
群，常常能看到朋友的最
新作品。一个简洁的地名
“徽州”，一组照片，就足
以引着我走进古色古香的
徽派村落。穿过山水环抱
的多进院落，惟见黑瓦白
墙，马头翘角，石雕漏

窗，木雕楹柱，只觉目不
暇接。这几天，深秋的梧
桐树，寒风之后的满地落
叶，也常常撩拨着我的心
弦，令我心旷神怡。

自然，在我的小米
上，占据更多比例的微
信，还是那些“心灵鸡

汤”、生活小诀窍，
以及不少良莠不齐
的段子。但心灵鸡
汤中不乏新鲜精辟
的。“理解是一座
桥，宽容是一把
伞”，“累了就睡
觉，醒了就微笑”，
“日久不一定生情，
但一定见心”，可
谓辞约旨丰；而
“套被单的最简单
方法”，还真是非
常实用。至于那些

当今司空见惯的杂色段
子，也未尝不可用来放松
一下心情。
倒是我应自责，因为

我极少对朋友们的微信点
赞，更是至今尚未发过一
则微信。“你站在桥上看
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
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
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卞之琳的这首 《断章》，
有点像在描述我的这番表
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