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01213(("(%45!"678,

!"%5*+,-./0123456789:;<=>

$*?@ABCDEFGH(IJK,LGMNGH(I;<=O

#$%&' ! ()*+ ! ,- ! .- ! /0

123456 "#$$7

PQ%RSTUVWXYZ[X\]^_`abcd 5!5(e

!!"#$%&'()*+,

- !"!#!$"#$%./012345

!6789:;<=>?@AB

CDEFGHIJKLMNO

PQRSIJTU1VWXYI

JZ[\] &%%' ^ $% _ $( `Y

IJKLMNOZMaO=b

IJc1defghijXkl

mno[pqNrstYIJu

vOwxy1z{|}~��G

YIJkl��] ��|}��

��1��YIJ�K�|}�

�1�3YIJ��34�] �

|}<�4����`�1�`

��YIJ��1�a����

Zj���r� ¡¢KVWZ

YIJ[\1£¤YIJ¥¦§

K¨©ª1 «¬|}ZK¨

®1234�¯

° ± I ²

?@³´µ¶·¸GHIJR

¹º»¼½¾L1¿`�ÀÁ?

@³´µ¶·�GHIJ,°Â

- )$%$%%&&%)$'*+$,-.1 ?@³

´µ¶·�GHIJÃÄÅÆ

ÇÈÉÊÆÇ1�ËÌÍOÎ�

Ï�IJÐÑÒ�`� (% `

�rÓ�ÏÐÑÒZÎ�IJ3

I²zÔ�`�1). `�g�I

JÆÇÈÕqÌÍ]

!Ö×uØÙÚÛ×ÜzÝ-Þ

%%.".*( ß %%."%% -45và

!áâã$äåæGH®I

J È ç è é M Þ + + -

#.&&#)&#+) ê�/02345

!áâã$äåæGH®I

J È ç è é M Þ + + -

$#%..."$. ëì�í45và]

! î ï ð ñ ò + -

)$%$&$$'#$$%&"(%&# � ó M ô �

õ+Òö0-Þ &%%)$$

/011%%)&)" 45và]

!áâã÷øùúû¸üýþ

ÿ!+ê�/014�và]

!"#$?%Í&' ''%$%."($.

-%()GÍ+/01 234

�1*�+, 1z+è�¥-.

/z]

!?@ã÷0ÚÖ×123ä�È

ä43Ò567+,- %%'&""(#.

8×967+,- %%'&".*.3:

;67+,- %%%.$&%.<=>6

7+,- %%%.$$".ö04�và]

!?@?@DæAaGHIJ

<uBCÊ?@ÀDEFÊ�

aZýþÿ!+/014�và

!?@GHuIJKGHIJ

R¹º»¾,ÀÁ1 °Â-L

)$%$%.$%%%(%'*# 234�]

! M N ð O æ � õ + + -

)$%$')%%$*%) ö04�và]

!PG?@ã÷0ÚQ3äR

Èä43ST67+ö0,+-

%%%.%"#.4�và]

!UVWHXYuIGHIJ

?@�Z[ÈçèéMÞ+ö

014�và]

!÷0ÚÖ×1Q3ä\È3

]^67+ö01 +- %%")*$(

4�và]

!÷0ÚÖ×1Q3ä_È3

`a67+ö01 +- %%%)$&*

4�và]

!bOcdefe+ %".(%.# '

g�ö014�và]

!hij?%Í&' %.#$%# -%

()GÍ+/01234�] *�

+,1z+è�¥-.kz]

!?@lmèXnoGHIJe

p � p + q � + -

)$%$%)"#&*#*.'" ö04�và

!�rãstuvwxGHIJ

R¹º»¾,1yz{IJK|'

$*$}~L1 �gIJ�pè�Õ

�°±�p1��IJÌÍO��

I²zÔ�`� ). `�gIJÆ

ÇÈÕqÌÍ] ��O�<A�1

X��$(*(*(&&...

!$�*?Í&' %'%$%*##'(

-%()GÍ+/01 234

�] *�+,1z+è�¥-.

kz]

° ± I ²

�����æGHIJ1R¹

º»¼½¾L1 ¿`�ÀÁ1

�����æGHIJ°Â

- �)$%%%%$%%%%.)&'1����

�æGHIJÃÄÅÆÇÈ

ÉÊÆÇ1�ËÌÍOÎ�Ï

�IJÐÑÒ�IJI²z

Ô ). `�g�IJÆÇÈÕ

qÌÍ]

'$fghiZjklm% njop(

Zq@rstuvwx-ny`z{

|}z~,�� 5"9$'%':999 ���

89:;

;<=>

!m�����"�����m

����n�"�����;

� Q%1116;;1<.=.>?@78,

)"95A!""'B9$%C&&&&!"B359%!

;?4@

!��m� "% ��`� !!39!3%)

�&lmi :% frs(Z�|�

�,�y ¡n¢j£?¤¥¦

vwny,§{¨�©?ª,�

«¬ª,;¬8 5"3B9::)5B5

�� )& ���1 ����

O����Ð�Ha���

�Z��L� $.%*($%*%)$

!®¯°±<²�³ !""55555

AB5C

!´µ¶·�³¸z !!!!9933

!®�³¹ 5' �cº³ !!'5533!

!»¼½¾¿ÀÁÂÃ !'%'B933

! Ä Å � ³ B ± Æ !)5"3333

D E F G H I A B

!"#$%&&&&''((

111@!!!!BB''@78,

Ç3È· %%%%55BB

J7K7

! É ¨ Æ Ê 5''5!3'5))% #

!ËÊÌÍÎ;ÆÏÊ !%%95)%!

! Æ Ê Ð Ñ Ò Ó 5"!5"%"B%B'

!RSÆÊ� ;;=,@><D&!!93%3!!

! Æ Ê ¸ z Ô Õ 5"'3%:))5!%

LMN

! Ö × Ø @ Ù Ú !%9)!!!3

! R S Û Ü Ý Ø Þ %!)")3B3

!¸ßàáâãØ& !9%!55!)

!���^ ¡¢<² !B'!9"33

!£¤¥¦æ§¨+ &%%))$%$

*$$"$%%*# -ö014�và

!©ªã«¬úû¸GHI

J�gIJ�pè�Õ�°±

�p1 ÆÇÈ�$«®¯1�

ÌÍO��I²zÔ�`� ).

`�g�IJÆÇÈÕqÌÍ]

OPQ2

RSTUVWXYZ[\]^

_`abcdefgh

DEPijkl@mjkn!

"%&&'(#))#*

!"#$%&'()*+,- ./0123 456723 /089:;<!""#!$$$%%&'=>5647:;<!""##$$$%%!(!))*&+

? @ ( )

1

2

o

p

q

!"#$%&'(!)*+, !"-".$%/0 #!$%1 !&&''%%%

!23/0!456, (%-78239:/0 #;6/< !)!**$+(

!=>,?!=>/0 &$+1 "@ABCDEFG +""H# !&()*"!"

!IJ,?!IJ, &" -G & ; !)'*)"++

!KL,?!KL,MN,OPQKR/0 * ; !*''**()

ST! !"#$#%$&

UV! !"!'!($!

WX! !)%#&"$$

97! !+!))"")

9Y! !*)!#"'*

CZ!$*"&(+($+'*

[\! $&,!"+*(')$

1

2

5

r

s

$]^,_',` !""H$%9ab #-; $cd ,") $&*"&(,+(),

$/efK !""H,G@ghij #; #"#1 !&(+!++'

$kQ,MN,` &%%H,Klmnopq $*$&!$$'$!&

!/D, $(-"r/0 $&"!1 !!(!**!'

!`V,Ks,OPQ6Gtuvw $&+"&(!$+)* !"+"+"*!

$Gx]yz{EF|}~�{�; $&*'+!$!!!,

$��, $. -C�/0 #$( ����� !&'$""$!

äRSåCæ ä33,æçè

�é�111@;E><1F@78,êëìÒ

AB56#C #DEF#C 34G*+HIEFJK

观星台A36

威胁老母亲聊斋闲品
母爱深沉

□孙道荣

□魏峰

行者感悟 独自成景的嵩岳寺塔

老母亲越来越固执了。最典型的例子
是，每次我们回家，她都会早早地准备一大
桌饭菜，鸡鸭鱼肉，应有尽有。我们走后，
剩饭剩菜她要吃好几天。本来我们回家是
为了看望她，让她享受子孙绕膝的温暖和
快乐，没想到反而加重她的负担，于心何
忍？再说，现在生活好了，大鱼大肉的，哪
还吃得下啊？劝说了她很多次，无果。那
天，老母亲又弄了满满一大桌，儿子一边
吃，一边嘟囔：奶奶，你再弄这么多吃的，我
们就不回来看你了！老母亲一怔，呢喃：

好，好，下次少做点。
儿子的威胁，还真起

作用了。自此之后，我们
回家看望她，老母亲还真
没整过一大堆饭菜。老母
亲少了累，我们也吃得香。

这件事给我一个启
示，有时候，和老母亲说道
理，是说不通的，那就得来

点策略，比如“威胁”。
老母亲一辈子节约惯了，剩饭剩菜从

来不肯倒掉。跟她说，老是吃剩饭剩菜，
对身体不好。她根本听不进去。问题终
于来了，夏天的时候，老母亲因为吃了剩
下的饭菜，吃坏了肚子。我们赶紧将她送
到医院，打针挂水，一家人忙到大半夜，才
把稍好一点的老母亲搀回家。等母亲完全
康复之后，我威胁她，不要再吃剩饭剩菜
了，不然，吃坏了身体，我们就不管你了。
老母亲叹口气，好吧，不吃剩饭剩菜了，今
后饭菜量着做吧。我笑了，这就对了嘛。

威胁，很多时候，成为我们说服老母亲
的有力武器。

威胁也是有讲究的。直接威胁老母
亲，效果没有威胁她的儿子好；而威胁她的
儿子，威力又远不如威胁她的孙子。为了说
服老母亲不要太省吃俭用，吃好点，穿好点，
玩好点，我们想尽了办法，一点作用没有。
我曾经试图威胁她，如果她再这么省吃俭

用，我就不给她赡养费了。没想到老母亲一
听，反而乐了，我自己的钱够花了，今后你是
不用再给我了。威胁失败。想了想，我说，
那好，我以你为榜样，我克扣我自己，从此不
抽烟不喝酒不旅游不结交朋友口袋里不揣
一分零用钱……老母亲幽幽地看着我，你一
个大男人，咋能活到这份上？口气松动。我
继续激她：小寒（我儿子）不是住校了吗，他
的生活开销不能超过您，每月我准备只给他
100元生活费。老母亲终于忍不住了，你怎
么能这样克扣我的孙子呢？

在我们不断的威胁下，老母亲只好一
步步后退。看到老母亲日渐红润的脸膛，
欢乐的笑声在我们家四处飘荡。

那天，已经和我们一起生活了两年多
的母亲，突然郑重地宣布：我看你们夫妻俩
最近工作都很忙，早饭还是我来做吧。我
们正要反对，老母亲厉声说，不然的话，我
就回乡下老家！

老母亲，她这是威胁我们啊。

再次与嵩岳寺塔相约，纯属偶然。那
天，从嵩阳书院出来，我和同事有点茫然，环
视周围，一片大好景色，究竟下一步踏在哪
一处风景才不会遗憾？登嵩山？时间匆匆，
登上峻极峰恐怕天色已黑。去嵩岳寺，看一
看中国最古老的佛塔——嵩岳寺塔！是谁
提了一个好建议，不仅时间能合理安排，还
弥补了我心中多年来的缺憾……

十几分钟的路程，那景便跳入眼帘。
弃车而行，小道两旁的风景尽收眼底，山在
上，水在下，放眼遥望是山，低首近观是
水。山，雄伟苍峻；水，婉约灵秀。记得第
一次来这里，是十几年前的事了。那时，我
刚刚走出校门，工作未定，生活未稳，站在
理想与现实中，一片茫然。寥落中走进此
景，自然眼中的一切都是寥落的。

只一座古塔，便成了一处风景，这足见
它的珍贵与独特。塔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
佛塔，用青砖、黄泥一点点砌筑起来，成了
上下 15层的密檐式砖塔。不管是整体造
型，还是细部雕饰，都体现了宗教文化深邃
的底蕴。从塔身的轮廓和装饰来看，既有
中国古老建筑的风格，又蕴含了西域、印度
等古建筑的艺术特征，塔体的建筑体现了
佛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演变，这足以证
明，那时的中国与西域、印度之间的佛教交

流是相当密切的。由此看来，唐僧西天取
经途经印度，讲经诵佛，就不单单是什么神
话传说了，有可能，那时中国的佛教信徒经
常徒步西域、印度等地，传播我国佛学理
念，就如同现在各国之间的学术交流。只
是那些往来传佛者都是世间凡人，不是什
么金蝉子转世，也没有三个武艺高强、可降
魔伏怪的神仙徒弟护驾，路途上困难重重、
坎坎坷坷、多些磨难罢了！在塔身的总体
造型上，他们还创造性地采用筒体结构，这
在佛塔的类型上有极大的开创性，是中国
佛塔的最早例证。就当时来讲，既无物可
参照，又无先例可模仿，难以想象，早在北
魏孝明帝正光年间，那些能工巧匠是怎样
一点一点砌起了这座中国最早的、唯一平
面为12边形的古塔的！

没有细探它的具体位置，只知道它在
我们眼里和心里；没有丈量它的距离和尺
寸，只知道它离我们很近很近。这次与它
相约，我记住了它的具体位置和距离：嵩岳
寺塔位于登封市区西北 5公里太室山南麓
嵩岳寺内；塔建于北魏孝明帝正光年间，它

是当时佛教鼎盛时期的遗物。透过历史，
依然可以感受到人们簇拥着挤在一处，一
开阔地带，高搭一平台，有高僧盘腿而坐，
或敲木鱼、拨佛珠，或双手合十、口念“阿弥
陀佛”，观周围人众，便开始传经诵佛，弘扬
佛教文化的种种场景；讲者神色凝重，庄严
虔诚，听者屏气噤声，一脸肃穆，无论是听
者还是讲者，都一心向佛，我国佛教便从此
鼎盛起来。登封是宝地，那些向佛之人深
知此处好山好水，最利修身养性，于是纷纷
到此，筑塔建寺，远离尘世，与佛相伴。远
的不说，北魏不就有一个不甘世俗的永泰
公主出家在此吗？登封也由此有了一个

“永泰寺”，贵为公主尚且如此迷恋佛门净
土，何况凡夫俗子！此地确实是宝，单看大
大小小十几处寺院古塔，就足以证明！

嵩岳寺塔刚劲挺拔，只见岁月沧桑、风
雨漫过，经年不变。回想起众多风景中，能
自成一景的并不多，嵩岳寺塔的不同就在
于它以一种独特的超然于世之姿，“独”自
站成了一种风景，矗立在太室山下，刻在了
登封这片神奇、灵秀的土地上！

这里所说的酒相，同文物的“品相”，人的“长
相”，神佛的“宝相”差不多。不同之处，非酒品质之
优劣，而为饮者之相也。

饮者A，出入酒摊儿，常见手持一把古香古色的
折扇，上书“乌镇”，可见其行踪不俗。观言行，更是
一副十足的仙风道骨的味道。与之饮酒的，也多为
志趣相投的——一些平时舞文弄墨的人。喝酒多
少，并不当紧，大家谈文论道，其乐融融。往往是聊
至兴起，酒至半酣，饮者A方起酒令，简单的，玩成语
接龙；复杂一些的，吟诗作对，不求工整，但求娱
乐……气氛渐趋热烈。某日，一君醉眼蒙
眬，手指饮者A，曰：“鸟镇。”饮者A大骇，顿
生怒发冲冠之气，终因平时内养向善之德，外
修大度之形，当时猛饮一杯酒，无言。然，再
逢酒摊儿，与此君避而不往。

饮者B，山东大汉，实则个儿并不高，体
也非壮实，但饮酒之豪爽，令人称道；酒量之
大，无人能比。与之同饮者，不觉然一个个豪
情万丈，大口吃肉，大口喝酒，话声朗朗，义气
汤汤。每次大家围坐一席，总有不醉不罢休
的阵势。许是受饮者B的感染，每一个人似乎都视
杯中物为甘霖，再无面对酒而唯唯诺诺之样。突然
一天，饮者B郑重宣布，从此后与酒决绝，听之，大家
无一不呆若木鸡。问其原因，其三岁小女自会表情
达意后，勒令他不许饮酒。然，还真无戏言，好生生
失去了一个酒林好汉，剩下了一个只食干饭者。

饮者C，常流连于圈里圈外各种酒摊儿——同
学圈、战友圈、老乡圈、文友圈……总有他的身影，量
微，却好饮。有他在的酒摊儿，常常是欢声笑语——
尽管如明星走穴般团团转，却未曾见其有醉酒失态
之举，可想嘴上功夫甚是了得。饮者C自是总结了
一套迎战于各种酒摊儿的劝酒词，拿来的，自创的，
兼容并蓄，再加之其如簧之巧舌，甚是将酒文化发扬
光大。问其累否？答曰：“累，并快乐着。”

酒，乃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品之一，场合不一，
自然酒相各异，此惯常生活中之饮者“三相”，实不能
盖也。酒之不同，如红酒，过于尔雅；如啤酒，太过随
性，此两种酒相不在此列。

酒相者，人之性情、喜好所致也，也与身处环境、
背景相关，真的与人品、作风……无关。至于硬要与
坊间流传的“酒品，乃人品”、“酒风，看作风”……联
系起来，实在荒谬。

酒，饮与不饮、饮多饮少、与谁同饮，本无可厚
非。重要的是饮者的喜怒哀乐，确也无法由一场酒
窥知。饮酒就是饮酒，什么时候如同饮一杯茶一瓶
水简单，酒相就少了世俗的眼光。如此，种种酒相，
自不必酒后再去说三道四求全责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