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较清高，小资情调，侍弄小
园赏梅兰竹菊，经营天光
照相馆。以我的揣摩，相
信陈履生先生的秉性一
定承传了祖辈的豪气和

父辈的细腻，四面环江的
家乡扬中，和自家花园翠
竹绿柳，梅黄桃红的景致
再现在笔端的是灰黑白
三色经典。
陈履生先生几年前办

过一个展览名为《竹影梅
香》，他说：“我所有画的竹
子，每一张竹子，不管大
小，都是写生，都是我家里
面长的。为什么要
这么画竹子呢？因
为我也反对传统文
人画当中的那种随
意撇两笔，自以为
清高。所以，我画竹子一直
坚持写生，画它的生机和
生态，同时要和传统的文
脉相连，我是努力地解决
这个问题。”这里，竹是他
的眼中之竹，眼中之景，每
天有变化，只有竹的顶尖

才能发现每天的变化，而
竹的生机也就是在这部
分。显然他画竹不是随意
地撇两笔，而是用了严谨
的双钩，笔触细腻而精到。
当他在写生时，看到的竹，
不是因为竹孤立地存在，
而是只有他在看在画的时
候，竹才存在，竹才是有
生命力的，其实就是他的

心中之竹，也应验
了先人所云“外师
造化，中得心源”。

从做人的角度
来说，画如其人。如

果仅仅看陈履生先生的
画，也未必知其人，也许应
该了解他在艺术天地间身
兼数职如何纵横跨界，比
如他的美术史研究和评
论，他的摄影，他的书法，
他的艺术管理等等。基于

他多重的身份，使得他的
画的风格、技法、境界还是
观念，与传统，与现代，两
相贯通，而他的画的形式，
是简约，是极少之美，与东
方，与西方，互不隔绝，无
疑具有一种当代精神和气
韵。以我有限的了解，陈履
生先生借助笔墨，把自己
的至性至情、本真和修养
表现于或梅花，或竹影，或
山水，或题词，在纷繁庞杂
的大千世界，到处都有浮

华的陷阱，平庸的丘壑，或
许在不经意间蒙蔽了激
情，蛊惑了睿智，唯有心中
的独竹，犹如儒雅君子，留
住一缕清风在人间。

体形与健康
潘华信

! ! ! !小时候爱读旧章回小说的我，对书
中插图的力士形象不甚满意，像《水浒》
中的李逵和鲁智深，抡着双斧，飞舞禅
杖，虽热血可敬，却都挺着个硕大的肚
子，显得粗莽而欠缺了些什么。当时也正
好是好莱坞影片潮涌大上海，我更痴迷
其间，尤其是韦斯穆勒主演的人猿泰山
系列片，埃尔弗林的西部牛仔戏，主角都
是宽胸细腰、肌肉
发达的健美力士，
让人醉心，五十余
年来未曾忘记。
中外力士体形

相较，有同、有不同。同的都呈三角形；不
同者中式为正三角，西式为倒三角。我偏
爱倒三角的，并非崇洋媚外之故，也不是
仅仅从审美观点着眼，朦胧之中似乎觉
得倒三角者更柔和矫捷，更是健康。自从
做了医生之后，格外坚定了少时的信念。
正三角体形特点是腰、腹围大，胸围

相对小。据相关报道，男性腰围不能超过
!" 厘米，女性则 !# 厘米，否则
不利健康，易罹代谢综合症，血
糖、血脂、尿酸增高，引发糖尿
病、高血压、中风、冠心、胆囊炎、
痛风、骨关节炎等，这在现今大
城市人群中已常见而多发了。所以我建
议大家，不妨自己测测胸腹围，也不必泄
气，正三角体形谅十占七八。因之我怀疑
古代力士形象，或许带点病态的。当然也
不能死扣 !"、!#厘米的这条杠，人种有
中外南北之异，体形有魁梧、蒲柳之别，
要具体分析，然在警示线来说，人人都有
现实参考意义。
今日一般男同胞要做到西方健美的

倒三角体形，无异痴人说梦。能得腰、腹
围小于胸围，小于 !"厘米，稍稍有点上
大下小的倾向，已很不错了，这是低标
准，可离代谢综合症略为远点。
我十多年前退休后，食多动少，渐次

发福，所谓发福，发腹也。腹围扩大，自己

测量几与胸围等，这也并不在意，只是健
康亮起了红灯；一次久坐后骑自行车外
出，骑不上去，一跨即倒，初以为累了，沙
发上休息一下再说，孰料一起立即眩晕，
房子天旋地转起来，此其一。其二左肩酸
痛，不能用劲，伸不直，与右臂比短了一
截。我知道这是颈椎、肩关节病寻上门来
了，后果可堪忧虑。然而这两病都与中医

的“风”相关，前者
可称风眩，后者为
漏肩风，治风中医
有名言：“除风先治
血，血行风自灭。”

即此风与血络淤滞相关，血行流畅病遂
告差。于是下定决心，在家运动，俾血气
敷布，灌注脏器，既未就医也不吃药的
我，锻炼的效果好得出奇，没有几天，病
就消失。嗣后我固定每天三次运动，前病
没有重发过。意外收获是腹围能控制在
!"厘米左右，胸围则增大到 $%&厘米，
且腰背挺直，形体的老态也随之不见。

我居家锻炼的方式是再简
单也不过的俯卧撑，只是不取太
累的平地做，斜着浴缸边、书桌
边撑，大致距地约 '%()%厘米
高为妥，开始每次 "%下，到今天

固定的 $%%下，不必苛求动作的标准到
位，但求双臂载承体重斜势而上下曲伸，
同时意念领先，导气令和，随着双臂的用
力，引领内气穿肩贯颈，直达脑际，改善
脑的供氧不足。一日三次，寒暑无间，迄
今不仅旧病不发，胸臂肌肉也恢复到了
青中当年，其效妙不可言。最复杂、顽固
的病理纠结，常能被简单平易的方式得
以逆转，这或许也是中医养生的魅力之
一吧。古人说独乐乐不若众乐乐，健康
比音乐更重要，就无所顾忌把自己的经
验坦陈给大家。除严重器质性疾病和心
脑血管病变患者外，大都可以一试，次
数由少到多，循序渐进，改变自己正三
角体形是有希望的。

灵兰剔藓

独竹于心
王碧蓉

! ! ! !晋朝王徽之在他客居的空宅种满园
的竹子，因为他“何可一日无此君”？“此
君”，乃竹也。王国维在《此君轩记》中说
“……其超世之致与不可屈之节，与君子
为近，是以君子取焉”。历代文人赏竹和
嗅竹，爱竹和恋竹，咏竹和画竹，关于竹
的诗和画也就纷至沓来，于是便有了不
朽的东坡之赏竹，倪瓒之梧竹，吴镇之墨
竹和板桥胸中之竹。竹，对于江南人来
说，无疑具有一种图腾意味，竹林和竹
海，是心底永恒的记忆。当我第一次看到
陈履生先生的纤纤“独竹”———淡和幽，
柔和秀，挺拔和疏朗，画面没有任何背
景，干净、清爽、安静和精致，细细密密的
题字，错落有致，惊鸿一瞥。 !见右图"

我读到过陈履生先生的“江州旧事”
一文，与家园有关，与父亲有关，是心中
之情，记得在他的回忆中有一句“祖宅
的屋后是一片竹林”，料想他的成长与这
一片竹林密不可分，竹影摇曳、梅香流
动的少年光景或许恍若隔世，或许封尘
的心结被升起的阵阵温情湮没。抗战时
期做过乡长的爷爷比较务实，在自家的
花园种丝瓜和蔬菜；读过私塾的爸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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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年，我出生在沈阳，家里有
两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是最小的孩
子。$*&$年，我刚刚满一岁时，“九一
八”事变爆发了。全家人不得不随军
离开沈阳，孩子太多，母亲照顾不过
来，就把我交给了军队的一名老伙
夫，每到驻地停脚，晚饭后大师傅总
要赴牌局消遣，便希望我能尽快入
睡。可一岁的孩子离开了亲人，更加
爱哭闹。大师傅索性晚饭后，拿起白
酒斟一小盅，给我灌下去。喝了酒，我
自然沉沉睡去，大师傅就安心地打牌
去了。习惯成自然，过了些日子离开
了酒，年幼的我还真的睡不着了。就
这样，我从一岁和酒结缘，到今天酒龄已经 )*年。
来到北京人艺后，更是有幸结识了多位感情颇

深的“酒友”。剧院刚成立时，首都剧场尚未建成，
我们的演出要到东华门的北京剧场（现为中国儿童
剧场）。剧场门口有个“大酒缸”酒铺，门口摆放
着硕大的酒缸，都盖着红漆的盖子。演出结束后，
我们那点儿兴奋劲儿尚未散尽，就一起吃夜宵，把
酒言欢，山南海北地聊天。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
在，几十年如一日。
我们喝酒有条铁的纪律，演出前绝不喝酒，就

是把琼浆玉液放到面前，也是滴酒不沾，这是作为
演员起码的职业道德。我常常告诉年轻演员，爱喝
酒就给酒留个好名声。酒喝多了误事或者影响了演
出，坏名声全推到酒身上，以后再端起酒杯就有了
负担，没了“举杯邀明月”的洒脱，只剩下满心惭
愧，酒自然喝不痛快了。

英若诚、于是之、吕齐、张瞳、林连昆、童
超、童弟……我们既是同事又是酒友，还一起住在
剧院的宿舍里，朝夕相处。“酒友们”的友情延续了半
个多世纪，一起在首都剧场演出，一起出国巡演，一
起生活，回想起来，感动和有趣的事情着实不少。
三年困难时期，我和酒友们着实度过了一段艰

难岁月。那时吃喝穿戴全是定量供应，买酒自然也要
票。外面卖的只有一种二十多度的露酒。那时，刁光
覃是全国政协委员，每个月有一瓶医用酒精的特供。
老刁只抽烟不喝酒，我就用自己每月定量的好烟“前
门”换他那瓶酒精。
可这医用的酒精毕竟不是酒，能不能喝，会不会

喝出问题？英若诚知道了，给我出了个主意，拿露酒
和酒精自己调配。露酒二十多度，医用酒精七十五
度，加上适当的白水，就能兑成六十多度的酒，味道
和二锅头差不多。按比例兑好，还要捂住瓶口，用力
摇一摇，他说这样水分子和酒分子可以更好地融合。
我们轮流喝了几口兑好的酒，别提多难喝了，谁

也不肯再喝一口。英大学问苦思出的酿酒法就这样
被我们一笑置之。
多年后，我们在英若诚家小聚。此时，各位酒友

几乎全部因为身体缘故，被医生三令五申，不许再喝
酒，于是之和童弟更是有夫人在旁紧盯，只有我可以
喝酒。英若诚家专门为我准备了一个精致的酒杯，倒
上酒，我却有点不忍心喝了：
“你们都不喝，就看着我一个人喝，是不是有点

儿太残忍了？”
童弟羡慕地说：“我们大家看着你喝也高兴。”

闻听此言，我的眼泪差点掉
下来。我的酒友们哪！

明请读一篇!戏在"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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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慧园在成都百花潭公
园内。锦江之滨，花繁叶
茂，天然幽韵。
巴金在成都东珠市街

的李家老宅，早已不在，作
为巴金故居的补充物，慧
园的建立，体现了故乡人
对巴金的一片深情
厚意。慧园的名字
取得极好，取巴金
《家》中人物觉慧
的慧字，寓意多
重，充满想象力，
人们总希望能有一
个可以怀念和怀旧
的地方，能够重新
走近巴金，走进巴
金所创造的《家》的
地方。

慧园设计为二
进院，院四围有游廊环绕，
地方不大，却小巧玲珑。大
门轩豁，门前有一小广场，
名叫慧园广场，修竹茂树
鲜花掩映，门楣上有启功
题写的“慧园”的匾额，门
两旁的抱柱联为马识途书
写：“巴山蜀水地灵人杰称
觉慧，金相玉质天宝物华
造雅园。”前院为牡丹厅，
厅堂的匾额“牡丹厅”，朱
家溍题写；两侧的抱柱联：
“慧以觉生成家不易，国因
文建明德常新。”后
院为紫薇堂，匾额
“紫薇堂”，史树生
题写，两侧的抱柱
联：“巨匠文章感召
热血青年融入激流三部
曲，高山品格怀念赤忱耆
老坚持真话一条心。”字都
是好字，以意思而论，前院
一联最好，既有巴金小说
《家》中沧桑历史之感，又
有引申进一番行船万里今
世之意，有家有国，联袂而
意味幽然。

慧园是 $*!* 年正式
对外开放，$*!)年巴金最
后一次回家乡时，慧园正
在动工，巴金专门来看过，
回上海后为慧园捐赠了好
多物品，应该说对慧园寄
予感情和希望。如今慧园
前后两院的厅堂中，还是
摆放着当年开馆时的陈列
品，有关于巴金的生平和
创作的照片、书籍和书柜
等实物。只是都已经发黄，
留下了虽然并不太长却已

经尘埋网封日子的痕迹。
岁月真的是一个伟大的雕
塑师，可以将一切雕塑成
另一番模样。没有感到
“慧以觉生”的意思，倒
是真的感到几分“成家不
易”的样子，因为眼前的

慧园像不再是觉慧
的家，而是颓败得
很，不得已而出租他
用一般，满眼都是
茶客，厅堂、院子里，
连走廊里都摆满了
桌椅，茶香缭绕，人
声鼎沸。前院还专
门设有家宴，广告牌
上标明两种规格：
+'!元一桌含 $% 杯
茶，$!!! 元一桌含
$%杯茶。四周的巴

金的一切老照片老书籍老
物件，都在陪伴大家喝茶，
任流年碎影和眼前的茶
香花影交织，真的有些不
知今夕何年之感。
二十年前，我第一次

来慧园，那时慧园刚建成
开放不久，一切恍若梦中。
那时，虽然前院在举办盆
景展览，毕竟只是安静的
盆景，悠悠韵味，和书香谐
调。将慧园不仅作为故居
或展览室，而是扩展其功

能，吸引更多人到
此流连，也是可以
理解的相得益彰之
事。不过二十年，慧
园却变成了茶馆和

家宴馆，总让人有些惘然。
忍不住想起坊间流行的民
谚：巴金不如铂金，冰心不
如点心。
幸亏大门前的慧园广

场，还如以前一样的安静。
树荫竹影下，有花香袭来。
正面，有叶毓山雕塑的晚
年巴金拄着拐杖的全身青
铜像，一侧有一方长石上
镌刻着冰心的题词“慧园
觉慧”。让人感到巴金和冰
心两位老朋友，还在并肩
一起，睿智却也宽容地看
待眼前的一切，或许会说
我不必自作多情，文学本
来就不是什么非登大雅之
堂不可的事，和乡亲们一
道喝喝茶，吃吃饭，有烟火
气，有乡土气，有什么不
好？到慧园而能觉慧者，那
不过是额外的赠品。

装 周伟民

! ! ! !装，就是用假象
掩盖真相，所以又叫
“伪装”，比如“装嫩”，
“装阔”，“装傻”，说
“装”的成语就有好
多，“装腔作势”，“装模作样”，“装神弄鬼”，“装聋作
哑”……我经常想，人们之所以会“装”，应该是从动植
物的伪装受到启发，确实，如枯叶蝶，藻型海马等等的
外型，为它们的生存提供了有效的保护，但毕竟人是有
思想的有情感的，人和人的相处，应该是真诚的，坦荡
的，装出来的东西，毕竟是假的，早晚
会“穿帮”！装，其实是怯懦的表现，是
诚信的缺失，有的，还怀有不可告人的
目的……所以经常会被明眼人当头棒
喝：“别装了，你骗谁啊！”

病中吟草 钟石川

浣溪纱%病中吟

病室低吟无定时# 半为唠絮半成诗# 冰心情致韵

中知$ 一仄一平娱晚景# 万灵万物拜良师$ 孜孜

还我少年痴$

柳梢青%引航万里

一叶扁舟# 南湖星火# 遍及神州$ 击浪乘风# 终

成伟业# 日煦花稠$ 引航万里迢游# 赤旗展# 千帆竞

流$ 改革新猷# 颁檄令舵# 四海前头$

浣溪纱%忆老干部大学创建

往事如烟可觅踪# 辛劳创业味无穷# 齐心传火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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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谈
我在北京人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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