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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之门和少女 !油画" 福米咖

雨夜援助
林 静

! ! ! !“老周同志，那天晚上太着急，
都没来得及跟你说一声谢谢，今天我
代表我父亲来向你表示感谢。”看着男
子熟悉的脸孔，四团派出所的民警老
周这才想起 !月初的那个雨夜……
这一天雨都没有停过，四团派

出所民警周国平刚刚处理完一起交
通事故。在返回的途中雨势越来越
大，雨刮器甚至来不及清除玻璃上
的雨水。老周谨慎地驾驶着警车。刚
拐过一个路口，车灯一晃眼前闪过
一个红色物体，老周心里一紧，赶紧
停车进行查看。借着车灯发现在路
中间有一个带有裂痕的红色头盔，
路旁则停着一辆小型客车，客车附
近还散落着一些车子零件的碎片。
看到这个情况，作为专职交通民警
的周国平马上意识到有交通事故发
生。老周冒着大雨沿着客车进行查
看，在客车尾部不远处发现倒着一
辆电瓶车，旁边还躺着一人。他立即

上前查看那人的伤势，这是一名 "#

多岁的老人，身上的雨衣被雨水淋
得失去了遮雨的作用，头上不时有
鲜血冒出，在雨水的冲洗下血水混
着雨水布满了脸上，让人看着触目
惊心。老周马上拨打了“$%&”和所里
的报警电话，随后试着和老人说话。

老人的意识还算清醒，从他断断续
续的讲述中老周得知了这起事故发
生的经过。原来老人开电瓶车回家
途中，因雨势过大且急着回家，没有
注意到前面路边停着的客车，结果
直接撞在了客车的尾部。
眼见雨势不会停歇，这条道路

又没有路灯，民警老周为了防止二
次事故的发生，将警车停在一个适

当的位置，让警车的车灯照亮路面
情况。他搀扶着老人等着救护车的
到来。这时，老人往口袋里一阵摸
索，掏出手机开始打电话，原来是
给家人报信。但挂断电话后老周看
到老人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老
师傅，有什么事吗？说出来也许我能
帮得上忙。”原来老人突发交通事故
心有余悸，担心儿子寻来，遇上天
黑路滑开电瓶车在路上也出什么
问题。“要不我去接吧，反正开车很
快就到。”民警老周的话音刚落，老
人便一脸感激，嘴唇微微颤抖，没有
说出话来。这时“$%&”和派出所的处
警民警赶到了现场，老人安心地上
了救护车。随后老周驾车找到老人
家中，又将正心急如焚赶着出门的

老人的儿子接上
车送到医院……

王导与周顗之死
程念祺

! ! ! ! 王导出生于山东世
族，早年曾与司马睿结为好
友。西晋“八王之乱”后，司
马睿奉司马越之命，去镇守
下邳（今濉宁西北）；王导
则做了司马睿的谋士。
公元 '&!年，司马睿

被封为安东将军，镇守建
业（今南京），指挥扬州、江
南的军事。由于王导的努
力和劝导，原本没有
什么名气和威望的
司马睿，获得了中原
南下的士族名流和
江南名门望族的共
同支持，在江南站住了脚。
后来，刘曜攻陷并焚毁洛
阳后，中原大量人口到江
南避难。其中有不少中原
的世族，他们往往举族南
下，并拥有一定数量的依
附人口。王导建议司马睿
吸收这些人共创大业。他还
提出了意在使南方人和南
来的北方人都能够安居乐
业、南北大族能够和睦相
处的“镇之以静”的政策。

在王导的努力下，江
南安定了。那时，朝野上下
都称赞王导是管仲再世。
但是，王导对自己约束很
严。司马睿曾授予他都督
中外军事的职务，他却无
论如何不肯接受。因为，他

的堂兄王敦，那时已掌握
着江、扬、荆、汀、交、广六
州的军事。如果他再接受
这样的军事要职，不仅对
自己的身家性命不利，对
晋朝的稳定也不利。王导
深知，司马氏家族处心积
虑地篡夺了曹魏政权，对
臣下可能的篡权也都会有
一种特殊的敏感；这样的

敏感，随时都可能引发君
臣之间的冲突；而刚刚建
立的东晋，是经不起这样
的冲突的；要避免这样的
冲突，唯一办法，就是做大
臣的人能够自我约束。
公元 '$(年，司马睿

正式称帝。司马睿要王导
与他同坐御床，接受大臣
们的朝贺。王导对司马睿
说，如果自己跟皇帝坐在
一起接受大臣们的朝贺，
天下的老百姓会搞不清究
竟谁是皇帝。那时，“王与
马，共天下”已成事实。对
此，王导是非常警惕的。实
际上，司马睿已处心积虑，
要削弱王氏的势力。后来，
司马睿重用刘隗、刁协，而

疏远王导，并暗中进行军
事准备。当然，王导也不会
甘心束手就擒。他暗中联络
了王敦，准备清君侧。
公元 '%%年，王敦率

军进攻建康。情况紧急，刘
隗劝司马睿立刻把王导全
家都杀了。王导极有心机，
每日率领家族中人，在宫
门口等候发落。以这样的

姿态，向司马睿证
明自己的忠诚。大
臣周顗，跟王导关
系很好，而且正受
到司马睿的重用。

他竭力维护王导，向司马
睿担保王导的忠诚。而朝
中的大臣们，也都同情王
导，认为王导不会背叛朝
廷。这种种因素，终于使司
马睿没有对王导动杀心。

然而，当王导率领全
家在宫门口听候发落时，
曾见到周顗正去上朝，便
大声央求他在司马睿面
前为自己辩白，说一家百
余口的性命都托付他了。
周顗却不理睬他，目不旁
顾地直接走进皇宫。等到
出宫时，周顗又是一副喝
得醉醺醺的样子，
仍对王导不理不
睬。王导哪里知道，
那天，周顗不仅当
着司马睿的面为他
辩白；回家后还专门为此
事上书司马睿。周顗是个
酒徒，为人粗犷。他不想在
王导面前以恩人自居，也
不愿意让人觉得他为王导
辩护是出于私谊。但他哪
里想得到，他的这种君子
风度和机智，却令在他看
来是君子的王导，因此动
了小人之心。不仅不能体
会他的良苦用心，而且还

恨之入骨。
王敦攻入建康，想废

掉司马睿，因王导的坚决
反对而作罢。但王敦说要提
拔周顗，王导却不予理会。
王敦说，那就干脆把周顗杀
掉。王导也不反对。结果，
周顗就被王敦杀害了。
东晋的皇权是非常弱

的，世族的力量却非常强
大。一旦皇权倾覆，世族就
会群起问鼎。而维持世族
间的平衡，则是皇权存在
的基本前提。王导竭力扶
持东晋王朝，表现出一个
真正的政治家的见识和风
度。但是，在杀害周顗的这
件事上，王导完全是出于

小人之心。专制的
政治环境常常是险
恶的。周顗正处于
顺境，没有想到处
于生死关头的王

导，还会有小人的一面。事
后，王导翻阅朝廷档案，见
到周顗的上书，才知道自
己已铸成不可挽回的错
误，痛苦得不能自已。可
是，他还是想为自己开脱。
说什么周顗虽然不是自己
所杀，却是因为自己而死。
这样来开脱自己害死周顗
的罪责，不仅虚伪，更完完
全全是小人心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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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从小是电影迷，一直看啊看，看到
七八十岁，看的电影当中，十之八九都是
好莱坞电影。恐怕也只有好莱坞能提供
那么多电影给我们看。一提到好莱坞电
影，大家会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它，认为好
莱坞电影低级无聊，是只供人们
消遣的。我回想一下我看过的电
影，觉得这话说得太绝对了。
我分析下来，好莱坞电影当

中不但有卓别林那些经过历史考
验至今依旧非常精彩的电影，而
且还有许多好电影。在我看过的
电影当中，有歌颂英雄人物和历
史名人的电影，例如歌颂法国作
家的《左拉传》，歌颂反抗侵略者
的波兰音乐家的《一曲难忘》（我
忘不了电影中肖邦的那句话：“我
不为屠夫演奏！”），歌颂居里夫
人、爱迪生等名人的影片；有不少
电影是从文学名著改编拍摄的，
如狄更斯的《远大前程》，马克·吐温的
《百万英镑》，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海
明威的《战地钟声》，史蒂文森的《化身
博士》，爱米莉·勃朗特的《魂归离恨天》
)即《呼啸山庄》*等等。我小时候喜欢看
迪士尼的动画片，直到后来动画片发展
拍出来的《白雪公主》和《幻想曲》。我更
忘不了好些电影，它们也许并不那么出
名，却感动了我，如《民主万岁》+原名

《史密斯先生上华盛顿》,，它讲一位政治
家上台通宵演讲宣扬民主思想，又如
《纽约奇谈》，它通过讲一件大礼服穿到
几个人物身上发生的事情，描写社会的
不平等。其中有一段，说一个穷苦的音

乐家穿上这件旧大礼服上台演
奏，因为他太胖，撑破了大礼服，
引得全场哄笑，音乐家太伤心
了，脱掉大礼服坐在地上痛哭，
这时一位大音乐评论家当场把
自己身上的礼服脱下来，鼓励那
位不穿大礼服的音乐家演奏下
去，于是全场观众都脱下礼服乖
乖地听这位音乐家演奏了。还有
《卡萨布兰卡》等片子，它们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感动了许多
人。当然，有些电影是让观众看了
好玩的，例如《人猿泰山》《科学怪
人》《金刚》等，它们曾经大受欢
迎。自然，大部分好莱坞电影是供

消遣娱乐的，这很难要求它们不这样，它
们到底是商品啊。

不过我想到了过去的好莱坞新闻
片，我觉得还要感谢好莱坞电影。
过去没有电视，我们只能从当时每

部好莱坞影片前面加映的新闻片中看到
国际新闻镜头。许多宝贵的新闻镜头，我
们就是从这些新闻片中看到的。好莱坞
电影还做了这个有意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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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不是胆小的人，好奇心又强，外出
旅游碰到啥新鲜玩意儿，都想尝试一下。
可就这次，在土耳其，热气球自费项目报
名时，我犹豫了。当然不是 %-#美元的问
题，只因行前老父特意叮嘱：去土耳其旅
游可不要乘热气球啊！也难怪老人担心，
这两年土耳其曾多次发生热气球坠落致
游客死伤事故。《花样姐姐》摄制组来这
里时，面对热气球，艺人们内心也很纠
结，据说签“生死状”时徐帆当场泪崩。
只是短短几分钟的犹豫，我最终听

从了内心的声音：上！若是错失机会，日后必定后悔，与
其后悔，不如冒险！团友也很给力，全团 %-人有 %#人
报名交钱，人多胆更壮。我又暗中给自己鼓劲：在美国
科罗拉多大峡谷坐直升机，我怕了吗？走万丈悬崖上的
玻璃桥，我怕了吗？在冰岛进冰川，我还是最早报名的
铁杆儿派呢。
乘坐热气球的前一晚，我们住进离卡帕多奇亚热

气球基地很近的洞穴酒店。为了赶热气球上看日出的
时间点，次日清晨 .点叫醒铃响，.点半集合出门。下
得车来，只见四处火光闪烁，一个个硕大无比的彩色大
球，在闪闪火光中缓缓升空……
排着队挨个儿签下“生死状”，便进到能载 %&来人

的长方形篮筐。紧张一刻很快来临，随着吊在热气球下
的篮筐缓缓离地升空，我们的心，也悬在了半空中……
按要求，大家老老实实蹲下身子，谁都不敢妄动，据说
之前有一次事故，就是因为游客乱动造成失衡所致。稳
稳的，我们飘上了蓝天，真没想到，热气球升空的过程，
竟是如此平稳，之前所有的担心恐惧，全都烟消云散。
平稳升空后，就可以站起身来，随意转身换位选角

度拍照。此时放眼望去，空中一片灿烂：鲜红、嫩黄、翠
绿、宝蓝、银白、浅灰、淡紫……由各种颜色组成不同图
案的数十个热气球，或远或近，或高或低，悠悠然飘在
蓝天大地间……这构图千变万化的动态画卷，在一望
无际的蔚蓝天幕下徐徐铺展，艳丽多彩，灵动壮阔，真
乃人间奇观。
手指频繁按动快门，多少美景入镜！而在我们前后

左右，又不知有多少快门在不停“咔嚓”———一不小心，
我们也成了别人镜头中的风景，正如卞之琳的著名诗
句，“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我们好运气，挑对了日子选准了时间，能在热气球

上喜迎日出：蓝天红日，近在眼前。那一刻，天地群峰
间，红光渐显，伴着万道霞光，一轮耀眼
红日喷薄跃出……五颜六色的热气球，
瞬间披上一层金纱，愈加鲜亮美艳。
天已大亮，俯瞰大地，峰峦奇石，尽

收眼底。都说卡帕多奇亚的独特地貌，
必得在热气球上看才更有味道，此话不假。平视限于
局部，居高一览全貌，此景须由天上观，平地哪得几回
见。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云，“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
观，常在于险远”。惟不惧险不畏远者，才有缘有福尽
享美景奇观。

平安落地，工作人员送上香槟，大家喜笑颜开举
杯庆贺。手捧证明我们勇敢一飘的证书，每个人脸上
都写满凯旋的喜悦与勇者的自豪，异口同声发出感
叹：不上热气球，枉来土耳其呀。作为这放胆一飘的圆
满句号，我们全体与热气球合影，留下永久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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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铁偕

#买得$

买得青山一草庐!

躬耕稼穑有谁如"

疏松影落空庭静!

时坐清风读旧书"

%新涨&

新涨池头绿酒醅!

柴扉今日为君推"

西窗夜话随疏雨!

满地柳烟晓未开"

%寒渚&

寒渚暮烟下浅沙!

牛羊归去路三叉"

人约黄昏人不见!

一角疏篱挂落霞"

%游山&

游山渐觉足音稀!

遍地软红无所依"

三月春风来即去!

缘何辜负此芳菲"

%钓鱼&

钓鱼矶畔露光融!

照影桥前水雾蒙"

最是数行杨柳树!

掩遮十里路西东"

上海人的!绰板"

桂俊杰

! ! ! !猴年，应当是勤快的
一年，人最怕的就是懒，天
气晴朗，忍不住把我收藏
的乐器拿出来晒晒吹吹，
其中就有“绰板”。
绰板，上海人习惯这

样叫它，但上海话的读音
“绰板”与洗衣的“搓板”
几乎一样，有人也就误写
成了“拆板”。而拍板、
檀板、鼓板才是它的
正名，古文说“绰板”
以来“击节”，也就是
打在音乐中的强拍
上，锁住速度和节奏，因而
玩“绰板”的人在乐队中的
身份很像“指挥”。
不由想到一个神话人

物，曹国舅，他得道成仙后
就拿了一块叫做“檀香云
阳板”的宝物，八仙过海
时，“檀香云阳板”曾入海
变作一艘“大船”。见这幅
清代白描，当时世人眼中
的“檀香云阳版”是两块板
而不是三块板，两块，向来
是竹板，唱“数来
宝”所用，当然现世
在街头听到“打竹
板”，那是一位卖
“老鼠药”“蟑螂药”
的主儿。两块板，并不符合
曹国舅的身份，三块结扎
成两块的“绰板”才应该是
“檀香云阳板”的原形。板
因曹国舅变得有仙气，而
上海人为什么叫它绰板，
不叫“曹板”“国舅板”？这
源于距离上海不远之地，

昆山巴城绰墩村。
说起墩，江南的土山

往往叫墩，苏州郊县的花
墩、蒋墩，现在都是以公墓
闻名的土山。绰墩在宋朝
之前叫什么我们不知道，但
在晚唐，有一位叫黄幡绰的
老人在到这里给老百姓们
传戏，成为了村子的重要

大事件，因而，村庄更名为
“绰墩”，他所传的诸多曲
调又成为后世“昆山腔”的
前身。那谁是黄幡绰？

黄幡绰与李龟年、张
野狐、贺怀智都是当年唐
明皇梨园中的乐工，黄幡
绰擅演“参军戏”。幡，就是
三角传令旗；绰，有闪亮抖
动之意，台上的打扮和特
点成为了他的艺名，黄幡
绰真名叫什么？不得所知。

唐明皇酷爱黄幡
绰，也因黄幡绰的
伶牙俐齿与机智幽
默。他不只是一位
乐工，还是一名谏

臣，他一直提醒唐明皇要
远离安禄山。安禄山反叛，
黄幡绰被逼为安禄山“献
艺”，唐皇李隆基返朝，不
但不责怪黄幡绰在安禄山
军营的所为，更是嘉奖他
是一名贤臣忠良，但心中
悲愤的黄幡绰最终远离京

城，只身来到偏安一隅。关
于他的记录，明代王骥德
在《曲律·论板眼》中这样
记载：古拍板无谱，唐明皇
命黄幡绰始造为之。当然
今天乐队中的掌板者依旧
无谱。“绰板”因黄幡绰得
名，且比李龟年等高级乐
匠更留名深远，流传至今。

绰板在“八音”
中属“木”，而在现在
的乐器分类法中属
于体鸣乐器，击打时
间久了也极易损坏。

以前“盖板”和“底板”（音
板）的形状不同，不能互相
代替，因而损坏了只能将
音板重新打洞，反着使用，
以求得美妙“檀声”，而当
今工艺将前后两板做成一
样的结构，互为“音板”，损
坏后可以调换。新中国成
立前，板鼓常用高音，因而
常配以低音“绰板”，板唇
低，底板薄，常以大红酸枝
与海南黄花梨为料。

篆刻 张 青

心定禅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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