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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老年中心请来的舞蹈教师，是一位
三十多岁的非裔女子。我不懂舞蹈，分辨
不出是非洲风格还是拉丁风格，只觉得
节奏很明快。十几位老头老太跟着跳，皮
鞋踢在地板上，塌、塌、塌塌，节奏鲜明，
声音短促而强烈，经过房间的共鸣，就好
像有几十个人在跳。我坐在旁边，主要是
欣赏它的节奏。听听，听听，思绪溜到了
六十多年前的南京。
一九五三年的早春，有一队士兵走

在南京中山东路上，看上去就知道，是一
支驻防在乡村地区的战斗部队，因为他
们脚上穿的是带有铁钉的皮鞋。每当领队的唤齐步走
或是跑步走时，铁钉与地面的撞击声铿锵，短促、清脆、
洪亮。当跑步走时，一百多人的队伍，步伐是绝对的整
齐划一，塌塌的声响，虽然没有舞蹈时的节奏变化，但
此时雄壮、威武的气氛，却是不可比较的。一路走过去，
沿路的行人几乎全都停下来观看，连三轮车、自行车都
停在路旁不走了。
我就在这群士兵的队列中。
一九五二年底，驻防南京郊区的炮十九团准备入

朝参战，在补充人员编制时，我被派遣到这支队伍。发
下一双皮鞋，前掌上有十几个铁钉，不同于田径鞋上的
尖钉，而是像十几个小酒盅倒扣在鞋底上。营房附近都
是农田和泥土路，走在上面没有任何特别的感觉。可是
这天走在马路上时，却被大伙儿脚下发出的铿锵声所
震撼，不由自主地，我的注意力高度集中，精神异常亢
奋，紧紧跟随着队伍的步伐行进。
如今，早已忘却了队伍开到南京城里的事由，钉鞋

的铿锵声也从记忆里渐渐地
远去。我从沉思中回到现实，
舞蹈的塌塌声还在耳边响
着。看看现在的自己，一个沦
落天涯、心如止水，耳聋眼
花、身心疲惫的衰老头，真的
曾经那么年轻过！曾经有过
那样的意气风发么？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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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印谈!民"

徐梦嘉 文/图

! ! ! ! !"#$ 年夏我的九方篆刻作
品经过层层严格评审，代表吉林
省入选中国文化部与对外友协主
办的《现代中国书法展》赴日本巡
展，其中“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万
岁”一印刊登在日本的《现代中国
书道展》专集上。此展是中国书坛
在“文革”沉寂十年后的整体亮相。
倏忽四十年过去，全国此展参加者
已屈指可数。读旧作，忆华年，意未
尽，遂谈谈印文中的“民”字。
学界对“民”的主流识定，出

自郭沫若考证金文“民”（图一
%&'）的观点：“均作左目
形……而以之为奴隶之总
称”（郭沫若全集考古编
一）；其在《奴隶制时代》一
书云：“横目的象形字，横
目带刺，盖盲其一目以为奴征。”
郭老研究时没见过甲文民，“民字
于卜辞不见”（郭语）。

我的北京师大前辈学长，中
国现代民族学奠基人之一黄现璠
（!(""!%"('），在著作《中国历史
没有奴隶社会》里对“民”的古代

用法研究后认定：“《尚书·盘庚》
中看‘民’字义，可知该篇所记之
‘民’，大多义指‘民众’，无一例指
‘奴’义。”黄学长宏观谈的“民”，
与具象谈“民”构形的郭老观点分
歧但不能直接交集碰触。
有学者同意“民”的上部是眼

睛，云：“其下是一个古文的‘十’
字，在长长的
一竖中间有一
短横或一点，
在此表示眼睛
向下。”又云

“‘民’的构形源自社会下
层的民众，看见位高权重
时候的低眉顺眼，十字强
调了眼光的回避下视。”此
说且绕且牵强，但也道出

“民”非奴隶。
中国古代是否有过奴隶制社

会，不是小文探索的问题。我赞同
郭老左眼被刺“民”的说形，但认
为其推出“民”本义指奴隶之观点
是错误的。汉字中有遭他人奴役
本义的字，大都出现手形，用手拖

拽的“奴”、摁住的“妥”、割耳的
“取”，扔出的“弃（棄）”等等。郭老
所析被人刺瞎一目沦为奴隶的情
况不具普遍性，因为“盲目奴”不
利于今后为主人干活。从字形分
析“民”，字中亦无奴役其的“恶
手”。我识定：“民”的真确初义，可
以理解为收获时节，田地里农人

弯着腰左手揽
拢禾秆，右手
持镰从禾蔸处
齐刷刷开割。
由于禾谷揽向

左边，收割过程中左眼容易被摇
曳的谷穗芒伤着。民字左眼下的
“刺物”应指谷穗芒，金文“民”的
竖中圆点或椭圆点象征这一刺芒
有着不同形状的饱满谷穗颗粒。
短横代点的甲文“民”（图二）当是
契刻方便使然。
“民”字的构形源，来自先民

在禾田收割时不幸被稻麦等作物
芒刺伤到左眼的事故。寓意艰辛
的“收割民”较“盲目奴隶民”具普
遍象征意义。郭老一生没当过农

民，也没“放下身段”接地气地去
了解体悟数千载不变的农家开镰
收割境况，自然无这方面概念。而
早年为上海赴北疆务农知青的
我，有过难忘的持镰收割经历。
悠悠历史，溯古抚今，也从历

史背景宏观谈“民”。商朝中期继
位后的商王盘庚决定将国都从奄
（山东曲阜）迁往殷（河南安阳）。
对于移民动迁，商王与商的管理
层采取耐心劝导民众的方法。《尚
书·盘庚》有相关追述，如：“视民
利用迁”；“朕及笃敬，恭承民命，
用永地于新邑”等。这里“民”的界
定诚如黄学长“无奴义”结论，“收
割民”的外延业已扩张到广大民
众，因为倘若奴隶，动用暴力驱赶
强迁就行，不必考虑民之所欲。

当年篆刻的“中日两国人民友
好万岁”印，引出小文对“民”的重
释。亦可创作一方“世界各国人民友
好万岁”印，讴歌热爱和平的人民。

图一 民$金文 !"#% 图二 民$甲文%

请你说谢谢
梁 凌

! ! ! !开车送女儿上学。初春，雪花初融，
四野还凛冽着寒意。

蓦见一穿白棉衣的女孩在风中狂
乱。她高举双手，上蹿下跳，试图拦住经
过的车辆。她的癫狂反倒吓住了那些司
机，每辆车都加速而过。我好奇地踩了一
下刹车，她就抓住这一秒冲过来，一拉车
门，雪球似地滚上来：“ 我手机忘出租车
上了，快帮我追！调头！左转！”
还真是十万火急，我的每根侠骨都容

不得我多想，迅速调头。没走多远，到一个
十字路口，我说往哪儿走？她说，不知道哇，
那是辆绿出租……我
说，所有的出租都是绿
的，你知道车牌吗？她
说，不知道……

意识到希望渺
茫，这只“无头苍蝇”哭起来：“刚刚买的
新手机，两千多呢……”我问，你手机号
码多少？她突然醒悟过来：“对对，打一
下。”我把手机递给她，响了六七声后，谢
天谢地，通了！
接电话的是出租车司机，可他不愿

意过来，只支支吾吾说他在某某小区，却
不愿意告诉确切位置，他在犹豫。
我夺了电话说：“师傅，我在

你附近，麻烦你等等。”
找到那个小区，转了一圈，也

没发现目标。再打电话过去，他又
说，在下一个小区……这样子绕了十来
分钟，终于在路边看见一辆出租，两个乘
客正上车。我箭一般开过去，挡住它去
路，问女孩，是这个司机吗？女孩惊喜道：
“是！”我长出一口气，如果再晚来几秒钟，
这辆车肯定走了，女孩的手机自然易主。
女孩子拿到手机，喜出望外，先是低

着头看手机，按了半天，没发现异样，才
长出一口气。然后，她开始低着头，笑眯
眯一路向西，看都不看我一眼———可能
早忘了我的存在。
望着她的背影，我的心情渐渐变得

复杂。那是种什么情绪呢，先是奇怪，后

是遗憾，最后全成了愤怒。我想，也许她
是个娇生惯养的独生女，享惯所有的爱，
且从来把别人的帮助看成理所当然。也
许，她受教育太少，连起码的礼貌都没
有。感恩和礼貌，只要有一个存在，她就
不至于对陌生人的无私援助无动于衷。
我承认，我还达不到某种境界，虽然

我听说过：“帮人的快乐，本身就是最大
回报。”但那一刻，我不想独善其身，我想
说点什么。

我追上她，开到她身边，她竟然毫
无察觉，我使劲按喇叭，她这才抬头，

淡淡地看我一眼，什
么都没有说，连个笑
容都没有。我说，妹
子，你又忘东西了！
她吃了一惊：“什

么？”我说，你忘了说“谢谢”，也许，我
不应该帮你……
她这才红着脸，气若游丝道：“谢……”

她的声音，沾了二月雨，一丝丝滑落，跌
在冷泥里。
“记着向所有帮你的人说谢谢！没有

人必须要帮你。”说了这句话，我踩下了油
门，从后视镜里，我看见她站着没
动，可能有些蒙。
这时候，坐在后边的女儿说：

“妈妈，我如果忘了手机，是不会
像她一样拦车的。”我问为什么，

她说：“因为我不相信奇迹发生。”
我说，可奇迹不已经发生了吗？
她说，有谁会像你这样呢？可是，她

想了想又说，既然你是好人，喜欢做好
事，那为什么非要人家说谢谢？
我说，也许我害怕真有那么一天，大

家都忘记说谢谢，当你需要帮助时，就没
有人再对你施以援手了。
我帮她是爱，向她讨要谢谢，也是

爱，而且是大爱，是社会责任，难道不是？
最后我说，记着向所有帮你的人说

谢谢。
女儿点了点头。

学会&大幅度转身#

周云龙

! ! ! !开车的朋友都知道，汽车是有
盲区的，就是驾驶员坐在驾驶座上
观察不到的那些地方，它往往是驾
驶安全的大敌。有位朋友去美国做
访问学者，他在美国考驾照时，才领
教了美国的交规：在没有红绿灯的
路口，遇到“)*+,”牌，即使前方视
野内无人，车子也必须停下，左右两
边转身看，而且幅度要大，确
认盲区内没有人或障碍物，
才能启动再走。遇到变道、拐
弯也必须如此。一般地，在国
内停车变道，只是简单看看
倒车镜和后视镜，不转身的。

人对外界的感知，往往都有盲
点，乃至盲区。我理解，就像人在阳光
之下总有阴影。哲人说，智者千虑，必
有一失。生活中，又有多少人是真正
的智者呢？做过几年电视益智节目，
接触过一些知名嘉宾，不管他什么教
育经历、专业背景，他的知识结构有
亮点，也都有盲点，并没有什么真正
的通才、全才。大家，只是某个领域的
行家里手，他有时很可能在小儿科的
题目上“翻船”；博士，在专业之外，他
好多时候也可能是“不是”。
人的盲点或盲区，并不是因为

“阳光”的照射，他人的比照，可能更

多还是源自人的匆忙、封闭、狭隘、
偏见、固执。
中央电视台推出一档大型服务

类节目《等着我》，“为缘寻找，为爱
坚守”的栏目口号，温馨感人，每一
对失散多年的亲人见面时刻，都是
泪点的集中迸发。简单朴实的语言
交流，近乎笨拙的肢体动作，其实有

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是国内唯
一一档利用国家力量为普通大众实
现“团圆梦”的电视栏目，我在多个
场合义务推介，可当一些朋友听说
主持人是倪萍时，他们的第
一反应：倪萍，还能看吗？
———倪萍确实老了，倪萍也
曾煽情过，我也一直反感大
而无当、肆无忌惮的煽情，但
在这档节目里，倪萍放下一切，素面
朝天。事实上，在我观看那档节目
时，在我见证一对对亲人久别重逢
的悲喜现场时，我已经忘记了她的
存在。而这，也许是情感服务类节目
主持的最高境界，无声胜有声，无形

胜有形。
盲点之上或盲区之间，人会接收

不到某些有益有用的资讯，会屏蔽一
些有价值的信息；而在信息爆炸的时
代，有效的信息往往都湮没在汪洋大
海之中，人们最大的焦虑往往是：有
益的在哪里？有用的在哪里？有价值
的在哪里？茫然，会加重盲目。

“扫盲”的办法之一，在我
看来，不妨常常看看“朋友圈”
———不光是“二次元”的那个，
更是“三次元”的：向身边那些
值得信赖的朋友多学习，与那

些踏实进取的朋友多互动。他人是
一面镜子，照得出镜前自己的小，也
显得出镜内景深的大。更重要的是，
要有一种开放的态度，要有一种自

省的精神，要学会“大幅度转
身”———在面对知识结构之
外的信息时，不妨停一停：我
是不是应该给它足够的耐
心？在遇到陌生的经验时，不

妨看一看：我是不是足够宽容来接
纳挑战？在做出下意识的反应时，不
妨想一想：我习以为常的观念，从来
如此，便是对的么？

在自己熟视无睹、漫不经心的那
些盲区、盲点：停一停，看一看，想一想。

手帕 林永祥

! ! ! !单位同事说我是
老派男人，其中有一条
就是我口袋里掏出的
是手帕而不是纸巾。

我觉得手帕比纸巾好，实用又环保。夏天擦汗用手帕
有一种柔软的感觉，如用纸巾有时稍不留意，脸上还会留
着纸絮呢！冬天更不用说了，冷的时候用毛巾手帕捂着鼻
腔还有保暖功能。遇到伤风感冒，也是手帕更为方便。
用手帕是老土，不上台面？事实恰好相反。请看舞

台上的指挥家，还有世界顶尖的歌唱家、演奏家，都会
在台上用手帕抹抹前额和面颊上的汗水，你见过他们
用纸巾？再说在电视里经常看到不少公众人物，他们在
一些公众场合有时也会优雅地从口袋里掏出手帕而不
是纸巾，其环保意识也倍受公众好感。
其实纸巾也并不年轻了！从 %"-.年美国克拉克公

司生产出世界上第一批“克里耐克斯”牌纸巾，已经走
过 "/多个年头了。真不知道这项发明是一种进步，还
是一种伤害？环境保护专家常常想到的是：从它发明的
那天起，至今有多少棵大树被砍倒在地上！

何
园
花
窗

贾
泽
宇

! ! ! !欲领略“晚清第一园”扬州何园的
景观妙处，是不能忽略其花窗妙用的。
碎步在园内的复道回廊中，梅朵、

海棠、莲瓣、折扇等诸多形态各异的花
式空窗荟萃呈放，组成一串串连绵不
绝，创意非凡的什锦花窗廊带。不经意
间，撩得你怦然心动，流连驻足。
花窗以细腻光滑的水磨青砖拼砌

窗型，窗框线条流畅挺健，合缝精细严
贴，圆润自然的砌和连接如同历史的
浪涛在花窗内自然翻卷。浑穆青灰的

天然色彩，嵌入回廊的白墙黑瓦之中，寓古朴于深
秀0韵透出一层层中式园林的厚重。
回廊花窗的窗洞造型阔大，像个巨大的石砌相

框，足能容纳十来张神形各异的笑脸。走近了，不禁
让人有上前窥视的念想。于是，满头满脸阔绰地探进
去望，视线刚巧对应着一扇密密层层的法式百叶窗。
对面这另一番洞天，原来是何家千金所住西洋风格
玉绣楼的局部。借助这回廊的窗洞，园内东西花园与
玉绣楼之间的住宅院落打破了高墙的束缚，巧妙地
串连在了一起。
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取景在借。”何园正是

精妙淋漓地利用了这一廊花窗，实现了无景不观，有
景皆借的造园境界。入得花窗之中观景，无意中自身
亦成了花窗之中嵌入的奇景。花窗本身所具有的形
态孤美就不再突出，而其与周围景致环境契合出的
灵动大美才让人惊叹。花窗也因此而变活了，变成了
何园明亮的眼。透过这些靓丽百媚的明眸，园内的角
角落落都充满了鲜活的气息。一路绕廊赏景，借花窗
之眼观去，另一花窗内是一株参天玉兰的局部。形位
各异的花窗，把园内景致无意分割成了若干相对独
立的微缩景观，形成各自不同的意趣。一窗窗探望过
去，感觉如同流连于一幅幅悬于墙上的流动画卷。
花窗虽用于借景、观景，然花窗本身亦似一面穿

越百年的历史明镜，亦可通过其设计之品位与匠心，
窥见造园者倾注了的心力和心灵深处的寓意抒情。
园林主人何芷舠，面对腐朽黑暗的晚清政治生态，选
择了“独善其身”的归隐之路。前后耗时长达十三年，
才逐渐修成了何园今天的规模。何园原名“寄啸山
庄”，取自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倚南窗以寄傲”
“登东皋以舒啸”的意境。这寄托傲世情怀而靠倚的
花窗，将中西建筑合璧通融的独特设计，亦透露出他
弃官从商后，开始崇尚“西学中用”，全心投入国家教

育大业的豁达开明的思想。
我想，如果把何园比作一首晚

清流传下来的玲珑小诗，那么这花
窗就是诗行里让人回味无穷的精妙
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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