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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眼睛
眼部肌肉是整个面部肌肉中最

为灵活的，所以眼睛才能泄露出这
么多种微妙的情感，而想要了解一
个人当前的情绪，观察其眼部动作，
是非常好的途径。

!"眼睛上扬。如果一个做出眼
睛盯着他人看、上睫毛极力往上压
的动作，表示他感到震惊与愤怒。
如果一个善于伪装的人在做错事
时做出了这个动作，则是在假装受
到委屈。#"挤眼睛。挤眼睛是一种信
息传递方式，是在用眼色向他人表
示默契，往往有着“这件事只有我
们俩知道”的意思。在社交场合里，
两个相识的人挤眼睛，则代表着他
们处于同一立场中，比在场其他人
关系更加亲近。需要注意的是，两
人之间挤眼睛意味着他们之间有
不足为外人道的默契，而在场的其
他人会有被轻视和排斥的感觉。所
以，这个动作在一些非常重视礼貌
的人眼里，并不是一种令人愉快的
行为。当然，也有人在嬉笑逗趣的
时候挤眼睛，如果对方向我们做出
这个动作，则表示他对我们的印象
不错，比较亲近，尤其是小孩子经
常会向喜欢的人做出这个动作。不
过，如果两个不相识的人挤眼睛，
则含有挑逗的意思，并不是友善的
表现。$"眨眼睛。如果在谈话的过程
中，对方突然增加眨眼睛的频率，
就说明他在暗示些什么，可能是在
告诉我们要对某些事情保密。如果
一个人脸部朝下，并且快速地眨着
眼睛，则代表他在忍着泪水，此时
我们最好给予安慰。如果一个人眨
眼睛的频率很低，同时幅度很大，
那就表明他正在思考，对当前接收

到的信息抱有怀疑的态度。另外，
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眼睛也会睁得
比平时大，是在仔细观察当前的情
况，来判断自己的观点是否正确。
而如果一个人在面对某件东西时
过于频繁地眨眼，在排除眼球干涩
等生理原因后，那么，可以说明这
个人工于心计，正在就当前的事物
酝酿什么主意，在交往中需要提
防。%"眼睛上吊。在交谈中，我们要
小心那些眼睛会经常做出往上吊
的动作的人，因为这类人精明圆
滑，城府很深，善用计谋，而且还会
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歪曲事实。&"眼
睛下垂。眼睛下垂给人一种居高临
下的俯视感，做出这个动作的人是
在轻视对方，或是对待他人很漠
然。做出这种动作的人通常性格都
比较冷静，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
而事实上，这种人十分任性，他们
拥有很强的自我意识，而且一旦认
定某件事情，是绝对不会妥协的。'"
眼球向上方移动。眼球不停地向左
上方移动意味着回想，如果一个人
在回答问题时做出这个动作则表
明他正在努力回忆与这个问题有
关的内容，他们正在脑海中收集尽
可能多的信息来做出回答，这样的
人往往比较坦诚。眼球不停地向右

上方移动意味着在思索如何应付
当前的事件，做出这个动作的人一
般比较有心计，如果他们在报告一
件事或是在回答问题时这样做则
表明他正在思考应付对方的计策，
很可能是在编造谎言。这种人一般
会隐瞒自己的想法，不值得人相
信。在人际交往中，对这种人要多
加提防。

（二）眼神
眼神是一个人的心灵密码，人

们的眼神多种多样，在不同的时间
随着心情的改变而变化，参悟透一
个人的眼神，就像是找到了他内心
世界大门的钥匙。
破解眼神的一个方面是观察注

视的方式，因为一个人的注视行为
能够传达出大量的信息。对于注视，
我们则要留意注视的时间、注视的
部位和注视的方式。

注视的时间直接决定了一场谈
话是让人感到舒服，还是令人不自
在。一般来说，同性之间进行交流时，
一个人如果是真诚的，他的目光与我
们的目光相接触的时间往往不少于
全部谈话时间的三分之一，如果达不
到这个时间，则他很可能是在撒谎或
者隐瞒一些事情；如果某个人的目光

与我们的目光接触时间超过三分之
二，说明他对我们比较感兴趣，这时
他的瞳孔也会扩大一些。
人们在不同情景下注视的部位

不同。在正式严肃的场合，如商务洽
谈、谈判时，人们的注视部位是对方
双眼和前额所组成的正三角地区，
注视这个部位，显得认真严肃，心怀
诚意；在社交场合，如酒会、茶话会、
舞会和各种类型聚会上，人们的注
视部位是对方两眼和嘴组成的倒三
角地区，注视这个部位会给谈话带
来融洽的气氛；而在亲密关系中，尤
其是恋人之间，双方往往注视的是
对方双眼至胸部之间的部分，这样
的注视显得温柔多情；如果一个人
死死地盯在对方的一只眼睛上，则
是“怒视”的意思，透露出敌意。
在注视方式上，如果一个人以

眨眼的方式进行注视，并且眨眼频
率较高，在一秒钟之内连眨几下眼，
则表明他对某物感兴趣，但由于内
心怯懦而不敢直视。如果在注视的
过程中，当事人出现了超过一秒钟
的闭眼，则表示动作者对当前的事
物感到厌恶，毫无兴趣。另外，这也
可能是高傲心态导致的，像是要把
对方赶出视野，具有蔑视或轻视的
意味，是一种很容易使人厌恶的不
友好做法，会让沟通陷入僵局。还有
一种比较特别的注视方式———轻轻
一瞥。如果有人在做这个动作的同
时轻轻地扬起眉毛或露出笑容，表
示他对当前的事物有兴趣；若伴有
皱眉或撇嘴的动作，则是出现了怀
疑或排斥的情绪。
破解眼神的一方面是捕捉对方

视线的变化，因为不同的心理活动
会使视线产生不同的状态。

说话时视线略微上扬的人一般

比较外向而强势，他们具有较强的自
信心，对自己所处的地位抱有优越感。
说话时视线略微朝下或一接触对方的
眼睛就马上转移视线的人性格一般比
较内向。他们在社交活动中往往不大
主动，大多缺乏自信，这种自卑感可能
来源于年龄或者社会地位上的劣势，
他们在谈话时也常常感到不安，带有
一种紧张情绪。特别是在比较正式的
场合，他们会更加焦虑，甚至这种紧张
会表现在肢体动作上。如果一个人以
笔直的视线较长时间地凝视对方，则
是他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或心中怀有强
烈的敌意的表现。当一个人的眼神飘
忽不定，则表明他当时精神混乱，对眼
前的状况感到迷茫，或者是对当前的
谈话提不起兴趣。

视线转移也是一种重要的眼
神，当一个人的眼神向左或向右岔
开时，表示他对眼前的人或事感到
排斥或在潜意识中对对方抱有不好
的感觉。比如，一位被某男士搭讪的
女子，如果她对该男子没有好感，甚
至发自内心地感到厌恶时，就会自
然地出现这种眼神。另外，转移视线
也是人们心怀愧疚或有所隐瞒时出
现的眼神。一般来说，初次见面时先
移开视线的人性格更为主动，而这
也是他们在谈话中快速获得优势地
位的策略，甚至在一场谈话最初的
$(秒，他们就完成了这个过程。当双
方的视线刚接触时，他们先移开目
光，而对方很可能对这个眼神耿耿
于怀，开始猜测对方移开眼神的原
因，比如嫌弃自己或者对谈话的内
容不感兴趣，因此无形中产生了心
理负担，而陷入被动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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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反应是人们在受到有效
刺激的一刹那，不由自主表现出
的不受思维控制的瞬间真实反
应。《你的动作出卖了你的心》利
用生动的画面，帮助读者解读种
种微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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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一首翰墨诗
!!!周慧珺传

李静 张亚圣

! ! ! ! ! ! ! ! ! ! ! ! !七"初学艺技

话说中学时代的周慧珺已经出落成亭亭
玉立的少女，开朗随和的性格使她不会跟别
人争执什么。她一心读书、画画、写字，一手漂
亮的毛笔字娟秀清丽、闲适流美，老师经常在
她写的作业本上勾画红圈，同学之间练字也
常以她的习作为蓝本描摹。老师们的赞许、同
学们艳羡的眼光和赞誉满足了一个少女纯真
的虚荣心，使得周慧珺自小就对艺术有着别
样的情愫。
同时，少年时代的周慧珺和前辈一样觅

踪于《芥子园画谱》中，呼吸着艺术的氧气，
汲取着中国画的传统神髓。少女周慧珺尤
爱荷花，喜欢画洁白的睡莲在幽绿色的水
池中静静地绽开。可以说她的父亲周志醒
为他的儿女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
让他们阅读最好的书籍，品鉴最好的画作，
临习最好的字帖，赏析最佳的曲乐，使他们
无论身处的环境变幻如何，始终能不失那
份清雅与高洁。

周慧珺经常说：“父亲对我的影响特别
大。我一直记得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做生
意是肮脏的，搞书画是清白的，因而从小就让
我们兄弟姐妹几个练习写字，甚至定下日课。
我打小目光所接触到的就是满屋的书画挂
轴，算是对我学习书法的启蒙吧。”
上世纪八十年代，周慧珺已是一位享誉

全国的书法家了，为了使自己的书法技艺在
线条和墨韵上更为丰富，凭借着曾经临习过
《芥子园画谱》的基础，以写意的方式又画了
好一阵子“梅兰竹菊”。凭着临摹画谱的童子
功和几十年书法笔墨功力的融合，此时的周
慧珺落笔自是不同凡响。她的学生李静手里
藏有一张周慧珺当时所画的兰花，曾经得到
过大画家唐云的赞许，还说要亲手画一张与
李静交换呢，可见真的是好。
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周慧珺开始花

费更多的时间在书法学习上，在钻研颜、柳的
基础上，和大哥周坚白一样受父亲的引导开

始深入取法赵孟頫。
提到赵孟頫就不得不谈到他所创

造的“赵体”。赵孟頫在书法上对于宋朝
书风大加贬抑，认为其尚意失形，缺失
唐人的谨严法度。因此就主张学古，学
什么古，就是他所擅长的以尚韵为标志
的晋书，尤其是“二王”。但是殊别有异，

赵孟頫推崇晋书但不尚韵，他所欣赏的是晋
书的用笔和结体之法。他认为“学书有二，一
曰笔法，二曰字形。笔法弗精，虽善犹恶；字形
弗妙，虽熟犹生。学书能解此，始可以语书
也”。换句话说就是要取晋之形、采唐之神，即
“化晋韵为唐法”、“贵有古意”。

我们知道，晋书的韵和宋书的意是人们
主观心理所产生的内在精神感悟，没有可供
参照或立范的准则，使人循门难入。而唐书则
尊法，提倡法度，因而有严格的“体”，诸如欧
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的书式
被后人称为欧体、虞体、褚体、颜体和柳体。正
因为赵孟頫严谨而不失流美的书风，才有了
以其楷书和行楷书为代表的“赵体”的出现，
因而奠定了赵孟頫在元代的至高地位。在画
史上赵孟頫有“托古改制”之誉，在书法上又
何尝不是如此呢？

父亲周志醒钟情于“赵体”，不是简简单
单的浪漫天性所驱使，而是深受二十世纪中
期海派书坛帖学中兴的影响。承父亲旨意，周
慧珺和周坚白都曾在少时通晓此道，字迹秀
美端庄、婀娜流变，不仅笔画映带牵连，结构
上也是温润光泽。当然学赵是由他父亲的意
志所决定的，在父亲的眼里，赵字代表着书
法的正统。他希望自己的女儿将来能像赵夫
人管道升那样，成为享有书名的女子。即使
不成，字写得漂亮嘛，将来出去做人做事体
面。然而，年幼的周慧珺并没有如父所愿，她
在《书道苦旅》中曾这样写道：“幼时，接受酷
爱书画的父亲庭训：‘人生在世，书一定要读
好，字一定要写好。学书要学赵孟頫，学赵能
似管道升。’也许这是父亲的正统理念，我似
懂非懂，但知父命不能违。于是，幼小且贪玩
的我无奈地握起了毛笔，开始了每天临写几
张赵字的日课。世人都称赵字美，却没能引
起我特别的钟爱，我只是为了完成父亲指令
的作业而写了几年，真正撞击我心灵、使我
入迷的是米南宫。”

剑
魂
箫
韵

#

#

#

龚
自
珍
传

陈
歆
耕

! ! ! ! ! ! ! ! ! ! !"#聚会花之寺

龚自珍学佛的第一位导师为江沅先生。
江沅，字子兰，是龚自珍上一辈分的学人。江
沅先生，既非专研佛学的佛学家，也非严格
意义上的佛教徒，只是一位对佛学有浓厚兴
趣，在从事文字学研究时也对佛学有所研究
的学者。到了晚年，江先生才受戒于常州天
宁寺“持长斋，衣僧服”，俨然是佛教徒了。但
江沅的导师彭绍升，算得上是龚自珍
在佛学研究方面的师爷，却是一位精
研佛学的顶级佛学专家。龚自珍四岁
时，彭绍升卒。此人好生了得，弃官向
佛，把全身心都贯注到佛学中去了。
在某年考中进士后，居然放弃官职，
归隐田垄山林，专研佛学，成为著名
的佛学理论家，有多种佛学著述问
世。彭绍升法名际清，号知归子，是清
代著名的居士，撰《一乘决疑论》《华
严念佛三昧论》《二林唱和诗》《居士
传》《善女人传》《重订西方公据》《念
佛警策》等，为此，龚自珍写有《知归
子赞》，赞誉“震旦之学于佛者，未有
全于我知归子”，认为知归子是“大菩
萨度世示现”，在这篇赞中，自珍自称“怀归
子”，以此表达对这位佛学大师的敬意。

龚自珍能够静下心来，研读佛学著作，
并开始撰写佛学文章，当在母亲段驯去世丁忧
期间。郭延礼著《龚自珍年谱》在道光四年
（!)#%）条目下有明确记载：“在家居丧，研究佛
学。”仕途的顿挫，以及亲人离世带来的哀痛，
都促使龚自珍从另一个向度思考人生的意义。
而正是此阶段，他写下了一组（九篇）阐述宇宙
观的形而上的论文《壬癸之际胎观》。他的另一
篇重要的谈佛学的文章《发大心文》，也写于此
一时段。他的佛学理念仍然贯穿着一种对现世
的关怀，并非纯粹的凌空蹈虚。

佛学为龚自珍苦闷的内心找到一条获
取平衡的通道。但龚自珍始终未能成为虔诚
的佛教徒，他至多只是一位研究佛学的票
友。虽如此，佛学的理念以及营造的脱世境
界，却为龚自珍的诗文写作注入了灵气、仙
气，为他的忧患意识和现实关怀，插上了形
而上的翅膀。
龚自珍宣泄被压抑的心志、情感的又一

个重要通道，是与同气相投的友人经常雅集，

赏花、饮酒、写诗，偶涉政治，也很隐晦含蓄。
先生与友人聚会最多的一个地方是北京

三官庙的花之寺。此地在北京右安门与丰台
之间。从先生的《己亥杂诗》“记得花阴文宴
屡，十年春梦寺门南”中可知，花之寺是先生
离开京城前十年中经常与友人会聚的地方。
这里花木盈庭，尤以遍植海棠闻名，“海棠大
十围者八九十本”，在海棠花盛之时，赏花车

马熙熙攘攘。人气充盈，茶楼酒肆各
种服务行业也就十分兴旺，因此这
里也是适合文人雅士聚会的处所。
如果环境虽幽静，但连个品茶、饮酒
的地方也没有，聚起来就很不方便。
此地是小京官和文人最喜欢聚集的
地方，因此，在龚自珍的京官生涯
中，有明确记载的，就有五次与友人
的聚会，选择在此地。

道光七年（!)#*）三月，龚自珍
三十六岁时，首次与金应城、汪正
准、朱祖毂、龚自树往花之寺赏花。
因昨天吹了一日大风，海棠花瓣落
满一地，比之花绽枝头，眼前满地缤
纷的景象让观者另有一番滋味。龚

自珍似乎更偏爱这落花之景，触景生情，诗句
也就自然而然地从心底喷涌而出……
因眼前落花之景带来的“失色”“神皆痴”，

激发了龚自珍澎湃无际的想象力，他用一连串
的比喻句来形容对海棠落花的感觉：“如同雷
霆万钧的钱塘潮水在夜晚奔涌而来；如同东汉
刘秀与王莽在昆阳大战，用精锐之旅摧枯拉朽
般挫败王莽四十万大军；如同仙界八万四千天
女梳洗罢向这里倾倒胭脂之水……”
但诗的落脚点还是在诗人对落花的感同

身受上，落花飘零，由灿烂而归于泥土，与人
又有何区别？而诗人觉得自己尚未“灿烂”过，
就已经成了“零落”泥土之人了，难免要引起
诗人痛彻心扉的喟叹。不久前，他曾写下了
一首声泪俱下的诗《哭郑八丈》，更深切地理
解诗人面对落花的情感涌动。郑八丈既是先
生的世交，又是他儿子的启蒙老师。虽有滔
滔辩才，却终生沉于下僚，生活困苦。在他去
世时，先生写下这首悼亡诗。诗人在多首诗
中，对落花咏叹不已。到了“落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则将自己的人生境界提升
到一个至高的层次，成为千古传唱的名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