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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蛊是种技术活
□黄亚明

□郭震海

名声不朽

捧着一颗心来
□宋瑞祥

□魏峰

履痕处处

书人书话

传统学中，仁义理智信是人生第一要义，
咱没西方民族那么多幽默的基因和花哨。比
如西方愚人节，国民集体整蛊，打怪，恶作剧，
搞恶，方法无所不能，手段无所不极。不过告
诉你，哥虽然少了蒙娜丽莎的八字须，但东方
民族也不好惹，玩起整蛊来还是一套套的。

不问国是专门整蛊的皇帝就有好几个。
像南朝皇帝萧宝卷，典型的富二代，花花公
子。也许皇宫一进深似海，特郁闷，就喜欢做
些小买卖。拨专款在宫里建了个集市，让宫
女、太监扮作街头小贩和往来客商，而他自己
甘愿当一名小小的抄写员。宝卷兄还开了个
肉铺，亲自操刀卖肉，让潘贵妃当垆卖酒，经营
起夫妻店来，该奸商很可能销售的是注水猪肉
和病猪肉。老百姓有歌谣：“阅武堂，种杨柳，
至尊屠肉，潘妃酤酒。”为了逗身任市场主管的
潘贵妃欢心，宝卷兄时不时故意在工作中犯点
错误，让贵妃下令杖责。潘贵妃坐轿巡视，他
骑马伺候，像个忠心的小奴才。作为毛脚女
婿，宝卷兄经常去岳父家蹭饭吃，表现得非常
殷勤，一会儿去井里打水，一会儿又挽起衣袖
为厨子打下手。当然，宫女和太监讨不了什么
好，稍有差池，不是棒打，就是掉脑袋。多自虐
啊，该皇帝的整蛊技术含量较低。

南朝的另一个皇帝萧昭业，嗜好奇装异

服，常在宫内穿五彩锦衣，喝醉了就赤条条扮
肌肉男。在皇宫玩厌了，便混在闹市里东游西
荡，甚至溜到父亲的墓道里去，像小孩子一样
扔稀泥巴，比赛跳高。这种缺乏对手的整蛊行
为，虽然饱含童趣，与自恋其实无二。齐后主
高纬玩得更下贱和荒唐，他在皇家园林内开设
了一个贫民窟，自己穿得破破烂烂，手持乞钵
四处讨饭。又仿造了西部边境的一些城池，派
人模仿北周士兵来进攻，他则亲自披挂上阵，
将对方打得落花流水。看来，萧皇帝就一东方
版堂吉珂德，整蛊对象是假想敌。

至于心血来潮的汉灵帝刘宏，给狗头戴上
文官的帽子，披上绶带，赶着它们满园溜达，则
有点戏谑侮辱的意味了。难道天下文青都等
于狗？不过想想自古溜须拍马的御用文人满
街走，也别怪刘皇帝那么轻贱文官了。

真正的整蛊事件发生在大汉。先是汉武
帝刘彻的前任皇后阿娇，因为巫蛊事发而直接
导致被废。后是第二任皇后卫子夫和儿子刘
据因失宠，对刘彻施行巫蛊术。班固在《汉书》
里这样写道：“辄收捕验治，烧铁钳灼，强服
之。民转相诬以巫蛊，吏辄劾以大逆亡道，坐
而死者前后数万人。”江充派胡巫挖掘地面，
发现木偶人，就把嫌疑人逮捕下狱，严刑拷打，
嫌疑人受不了，互相狗咬狗胡乱揭发，被冤枉

的有好几万人。但我觉得卫子夫没那么蠢，在
老皇帝对巫蛊的严打政策下，前车之鉴，顶风
作案，不是自投死路吗？存疑。

刘晓庆说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那么
做整蛊大师的名女人呢？英国女权主义作家
弗吉尼亚·伍尔芙乃蛊中鼻祖。1910年2月10
日上午，她和弟弟艾德里安等五人把玩笑开到
英国舰队总司令头上。她们假冒前埃塞俄比
亚皇帝来访，混进英国皇家海军舰船“大无畏
者”号。伍尔芙贴上了八撇胡，抹黑了脸，放粗
了喉咙。访问团受到热烈欢迎，船长准备用二
十一声鸣炮礼欢迎皇帝莅临，她们识趣地婉拒
了。访问团视察了仪仗队，绕着舰船走了一
圈，参观了炮塔、测距仪等新鲜玩意。访问结
束，他们被皇家团体护送回威茅斯。但整蛊若
没人欣赏，实在天理难容，于是策划者将这事
捅给了报社，举众哗然。最妙的是，“长得非常
漂亮，有着古典的容貌”的伍尔芙，居然一时成
为报纸的热闹花边，她时年28岁。

最近网上流传2011年愚人节整蛊大法教
室版，全文如下：1.自习楼门口贴一张条：本楼
检查，请勿自习，如有不便，还请同学们谅解。
2.宿舍楼的厕所门口挂上一块木板：已坏，待
修。比起有间谍气质的伍尔芙来，真是太小儿
科太鸡贼了。

开在城市的桃花，注定是寂寞的。
寂寞的桃花旁边就是繁华的街道。
街道上人来人往，不知道有谁会留

意这株桃花。这天早上送女儿上学，我
无意间发现了它——发现它开花了：

“孩子，你看，桃花！”女儿和我一样惊
讶：“好美的桃花呀！”

自从发现这株桃花后，无论是早上
送女儿上学，还是傍晚下班回家，我总
会停下来朝它望上几眼：一朵朵，一层
层，挨挨挤挤，飞云流彩，就那样默默地
热烈着，静静地伤感着……看得我每次
心里都是酸酸的。

一株桃花孤零零地开在城市的一
隅，开在一户人家的窗下。

这户人家的主人，应该是爱桃花的
吧。至少，当初在山野或者乡村看到这
株桃花的时候，主人是动心的。可以想
象，在山野的春天里，一大片一大片桃
花恣意地开放着，有谁置身其中而无动
于衷呢？一大片桃花就是一团跳动的火
焰，一团团火焰在乍暖还寒的春风里，让

你顷刻间得到淬炼，
从而使你的身体变得
坚硬，反而使你的灵
魂愈显温软……

即使在乡村，即使
也只有这么一株桃花，
它定是生动的——它
映着返青的麦苗，麦
苗也越发葱绿了；它
照着黛色的房屋，房
屋也暖洋洋的了。
更不要说桃花下觅
食的鸡呀鸭呀，花瓣

上嬉戏的蜂呀蝶呀，无不与桃花一起载
歌载舞起来了……

一连几天，从早到晚，我看到那户
人家的窗户都是紧闭的。有时，我多么
想遇见、想遇见我凝望那株桃花的时
候，那扇窗户突然打开，被桃花撞得满
怀的主人一心仁爱，满脸欢喜。然而，
我看到的却常常是比目光更冰冷的紧
闭的窗户。是房屋易主？还是主人赶
着春游的人们寻山问野去了？苦苦地、
苦苦地把这株桃花遗忘在了城市的街
道旁。街道上依旧是人声鼎沸，浮躁在
空气中左冲右突。

也是，桃花，它本属于山野，理应生
在乡村。

这倒让我想起了刚刚看完的一部
电视剧——《野鸭子》。从小在乡村长
大的野鸭子，淳朴而快乐，当突然面对
奢华的城市生活，却令她手足无措。即
便后来找到了她苦心寻找的亲情时，她
也无法再适应新的生活。最后，她还是
回到了自己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乡村，继
续养她的鸭子，继续过她无忧无虑的生
活。野鸭子，离不开乡村，离不开鸭子，
就像桃花，它离不开乡村，离不开蜂绕
蝶舞一样。

只可惜，这株开在城市的桃花上
不见蜂绕蝶舞，桃花下亦没有鸡叫鸭
鸣，所以，又有几人能真正理解它的寂
寞呢？

也难怪这株桃花寂寞。在这芜杂
与浮躁纠结的城市里，在这奔忙与倾轧
缠绕的生活中，有谁还知道春天什么时
候到来？有谁还懂得品赏一株至美的
桃花？

萧士栋一直坚守在教学第一线，大力倡导并躬行“教
学法下乡”。他奉行“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精
神，身体力行，孜孜以求，其修身治学的品格堪称学界的
典范，其基于实践、敢于创新的教育思想至今仍然具有一
定的借鉴意义。

教育事业在士栋先生的心中重如千钧，他至死也放
心不下。1989年 4月 27日下午 4时，士栋先生相濡以沫
的老朋友曾祥芹先生匆匆赶到医院看他。曾先生走进病
房，只见病榻上的老友骨瘦如柴，但精神矍铄；气喘吁吁，
却心事重重，眼看他已到弥留之际。士栋先生的右手拉
着祥芹先生的左手，久久不肯放开，用嘶哑的声音，从下
午4时艰难地说到6时，断断续续地嘱托着，并要祥芹先
生一一记录下来。士栋先生谆谆嘱咐的是，中南五省通
用教材《中学语文教材教法》的出版要抓紧，清代女诗人
高梅阁的《形短集》催促快出版，《文体阅读法》一书要加
快撰写，一定要完成“阅读学丛书”的巨大工程，“教学法
下乡”作为农业大省的河南应当领个头。他嘱托的14件
事件件是教育上的公事和挚友的家事，竟没一件自家的
私事。二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含着两眼热泪
的祥芹先生赶忙用双手紧紧握住萧兄干枯的手发誓道：

“士栋啊，您放心吧！您嘱托的 14件事，我保证不打折
扣，不遗余力，全部做到！”两人依依惜别 4个小时后，即
1989年 4月 27日 22时 10分，一位对党和人民的教育事
业无限忠诚的伟大心脏停止了跳动。

光阴荏苒。萧公一别已有 20余年。但重温他的著
述和书信，一位戴着眼镜，气清如兰，质朴、忠厚的学者风
范历历如在目前。“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他那
高尚的情操和纯洁的心迹，依然深深印在祖国的土地上。

臧克家先生曾赋诗道：“凌霄羽毛原无力，坠地金石
自有声。”如今，一百多万字的《萧士栋文集》和《捧着一颗
心来——忆萧士栋先生》得以出版，正是从长空坠地的隆
隆“金石声”，响彻在人世间。

张落山是我的一门远方亲戚，听父亲说，如
果按照辈分排下来，我应该喊他叔。

前年冬天，北方的雪有点吝啬，太阳似乎很
大方，每天都会如常东升西落，勤快地普照大
地。无雪的冬天，人们总喜欢干点什么，落山叔
就在那一年冬天干了一件大事。他把村子里的
家很便宜卖了，从村里搬到了市郊区。

原来去一趟市里需要坐四个小时的长途客
车，住在郊区就不同了，骑着自行车不用十分钟
就进了闹市。

落山叔搬家那天，村里去了不少人。落山
叔在郊区的房子实在太小了，容下一张床外基
本就没有空余的地方了，村里的物件落山叔基
本没要。落山叔说：“放心，过不了多久，我就会
在这里拥有自己的房子。”这些年，落山叔在外
搞装潢确实挣了点钱，他搬到郊区也是为了在
城里搞装潢方便些。

据父亲说，落山叔的爷爷曾经在郊区当过
医生，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爷爷不愿意被日本人
抓了去就跑到了村里，解放后，再没有回去，和
村里的女人结了婚，落了户。

去年落山叔的孩子出生后，小家一下子显得
狼狈不堪起来。盖房子就成为他迫在眉睫的大
事，可盖房子就需要土地，对于郊区来说，随着城
市的扩张，土地比黄金还珍贵，而且在不断升值。

后来有人告诉落山叔说，开加工厂的老李家
有三处旧房子，都在外临时租着，他根本住不了。
曾经有好多人找过他，想出高价买，都被他拒绝了。

要想在郊区通过正常手续审批宅基地根本
不可能，只能去找老李试一试。去的时候，落山
叔提了上好的酒，话题刚一展开就被老李拒绝
了。老李说：“不是我不卖给你，主要是我还有一
个儿子，我给他留不下钱，就给他留下这三处老房
子，至于以后他想如何处理那是他的事，我现在不
能卖。”这话也确实在理儿，落山叔无言以对。

地买不下来，送出去的酒当然也不好意思
拿回来了。那天中午，老李吩咐媳妇炒了几个
菜，他和落山叔就开怀畅饮起来。落山叔说着
说着就提到了自己的爷爷。老李吃惊地看了他
半天说，你真是张老先生的孙子？落山叔说，是
啊，谁疯了去随便给人装孙子玩。老李端起一
大杯酒一口就干了说：“你明天再来吧！”

第二天，老李破天荒将一处宅子卖给了落
山叔，而且价格低得让人不敢相信。好事来得
太突然，落山叔都不敢接受了。老李说：“如果
你不是张老先生的孙子，你出多少钱我都不会
卖给你。张老先生是个大好人，乐善好施，我父
亲出生时就被他救过命，他一辈子都在念叨。”

落山叔把房子做了简单的翻新，就搬了进
去。村里的人听说后，又张罗着去给他庆贺。
那天落山叔很是高兴，他说：“真没有想到，都多
少年了，还能沾上爷爷的光。”

返回乡下时，父亲说：“你知道村里人为什
么这么远还要专门去给你落山叔庆贺吗？这沾
的还是他爷爷的光，他爷爷到村里后做了
不少好事、善事，落了一个很好的名声，到
现在都几代人了，村里的人还
念念不忘。有时候一个人落一
个好名声，就是一笔宝贵的财
富，可以受益几代人！”

听了父亲的话，我顿然醒
悟：作为一个人，留给下一代的
不一定得是金银财宝，多做一
些善事，留下一个好名声比财
富更永恒。钱再多都有花光的
时候，唯有好名声是无价的，可
以造福子孙后代，永远不朽。

城市屋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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