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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谷种播下田，麻雀就开始围攻。人们想办法吓唬
麻雀，有的在田边扎几个稻草人挥着长杆，长杆上悬着破布
条，风一吹活灵活现，麻雀不敢靠近；有的干脆在田边放鞭
炮，麻雀胆小，吓得远走高飞。不过麻雀聪明，不久便识破
诡计，知道人是草扎的，照旧啄食谷种，甚至还敢落在稻草
人的肩头，叽叽喳喳地嘲笑人类的把戏。父亲一生气，叫我
去当稻草人，在田埂奔跑赶麻雀。

起先我觉得这活儿有趣，外面辽阔，比待在家里好玩，
得空还能捉蜻蜓，逗蚂蚱。可很快就腻烦了，外面太辽阔，
见不到一个小朋友，甚至半天没有一个活人出没，很无聊，
心里嘀咕为什么别人家的谷种就不要人看守。第二天就要
罢工，父亲说不去赶麻雀就莫吃饭。吃饭当然很重要，我只
好继续去当稻草人。临出门妈妈说中午吃红烧鲫鱼、香椿
煎鸡蛋，我听了略感安慰。但我在田边不再快乐。

同样是当稻草人，自愿和被迫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我
没有勇气反抗父亲，他是家里的君王，随时可以夺去我的饭
碗；如果把君王推翻，情形只会更糟糕，失去家中顶梁柱，不
但我没饭吃，兄弟姐妹都可能衣食无着。幸好第三天稻草
人生涯宣告结束，父亲扎了新的稻草人，给它们戴了帽子，
破布条鲜艳夺目。等麻雀意识到这批新人同样是假货时，
谷种已经变成了秧苗。

民国服装的历史，实在是一笔糊涂账。以时装表演
为例，百度百科里就可查到好几个“民国第一次时装表
演”。如说鸿翔时装公司在上海大华饭店举办了一场

“国货时装表演”，“这可以说是中国的首届时装表演”。
连具体时间都没有，还大言不惭地说：“此次的时装表
演，在我国的服装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另一处又
说：“中国最早的时装表演算起来可能是著名画家叶浅
予先生组织的。当时，他在‘云裳’时装公司任时装设计
师，一家英国纺织印花布洋行找到他，要他为他们办一
次时装展览，后来叶浅予在南京路一家著名的外商惠罗
百货公司楼上办起了上海第一次时装展览会。”另有一
篇研究论文则说：“1930 年中国的首场时装表演大会在
上海先施公司二楼举行……”凡此种种，皆系胡说。

早在1926年11月22日，当天《申报》第11版的一篇
《联青社筹办大规模游艺会》报道已明确说到了时装表
演：“为筹集儿童施诊所经费起见，闻将于下月初假座夏
令配克大戏院举行大规模之游艺会，内容约分二种：(一)
时装表演。由社员眷属及闺秀名媛担任之，新式服装，
旧时衣裳，自春徂冬，四季咸备，新奇别致，饶有兴趣，为
沪上破天荒之表演……”这所谓的时装表演，虽并不纯
粹，仍堪称“破天荒”，才是真正的第一次。

由于“破天荒”，媒体持续跟进报道，比如报道称，这
次时装表演“定其事者为干夫人，唐绍仪先生之女公子
也”。虎父无犬女，第一批留美幼童出身、北洋政府第
一任总理的千金，见识和行事，自有其过人之处，所以
报道不惜篇幅介绍干夫人对于时装表演的意见：“时装
表演，非虚荣心之表现也，亦非鼓励奢靡也，盖服装与
吾人之关系至密至切，而欲其适合各个人之体裁，不悖
于美之真义，则服装式款，与夫颜色之配合，气候之转
换，必有相当研究方克能之。而欲吾人乐愿研究之，则
对于服装之兴趣，必先有以引起之，此时装表演之由来
也。(《申报》1926 年 12 月 14 日《联青社游艺会预志：最
出色之一种游艺——时装表演》)”这种观点，果然能与
国际接轨，且深具中国特色；即便在今日，仍然堪称的
论，而且更切实用。

央视搞了一次街头采访，采访的过程非常具有戏剧性。
这次采访，安排了一个老掉牙的问题：“我们是从哪里来的？”

面对媒体，有白发苍苍的大妈回答说，早年，她的父母给
出的解释是“从地里捡来的”。接着，她又补充说，自己也是
如此回答孩子的。——当然，关于“我们是从哪里来的”这个
话题，大家给出的答案并不完全相同。有人给出的答案是

“河水冲上来的”，还有人说是“胳肢窝里出来的”、“床底下翻
出来的”。一位年轻母亲的回答有些不同，她向孩子解释说：

“当初把一颗种子放到肚子里，然后种子长大了……”
以上回答，让人想起一则笑话：有孩子放学回家，拿着

一张奖状，妈妈问其得奖的理由。孩子说，老师出了一道
题，问大家3加2等于几？同学们有回答说等于8的，有回答
说是9的。妈妈于是问孩子，“你给的答案是多少？”孩子回
答说：“我告诉老师，3加2等于7。”面对母亲的疑问，儿子骄
傲地解释说，“老师说我的最接近标准答案！”

央视的这个节目，无非是想提醒大家早期性教育的重
要性，尽管，这个问题看起来是如此老土。而受采访者的回
答，则让人感叹，今天的父母和六十年前的父母们理念上似
乎并无不同。

当然，那位回答“一颗种子放到肚子里”的母亲似乎比较
接近真实。如果发奖，设置一个“最接近标准答案奖”，她一
定会获奖。但，问题在于，即使如此，也并非最理想的答案。
有网友为此调侃说，如果孩子提出“往妈妈肚子里放一颗葫
芦种子，会不会生出葫芦娃来”，不知做母亲的会如何回答？！

问题似乎并没有到此为止。实际上，关于“我们从哪里
来”的问题，可以从传统典籍中找到出处。据说，老子出生
就与众不同，他在母亲肚子里待了七十二年才出来。老子
生下来的时候就已是古稀老人了。没有可爱的童年，也没

有风华正茂的青年和中年，他来到世界上就白发苍苍，这样
的人生有何乐趣可言？！

老子的故事或许可以看作是一个暗喻。即，在传统的
文化叙事里，童年、青年、中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到老年
要有所归、有所养，能善终。至于人的一生是否快乐和幸福
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睿智、必须有世俗的成功。这种
解读，不知是否足以给我们暮气沉沉的传统“文化脸谱”做
一个客观的解读？！

老子的故事其实还没有完。记不清楚《搜神记》还是
《山海经》或者哪一本书里提到的，七十二岁的老子当年是
从母亲的胳肢窝里生出来的！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调侃地
说，老子的出生，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也是最奇异的剖
腹产手术了！

老子是从胳肢窝里生出来的，央视的被采访人也曾经
被父母告知是从胳肢窝里生出来的。一个胳肢窝，隐藏了
多少真相！千百年来，我们延续的是同一种思路，所谓人类
社会一直在进化的理念，在某些时候实在让人难以信服。

央视的目的，在于提醒大家早期性教育的重要性。实
际上，这个问题的提出其实是非常滞后的。今天的学校里，
学生们手头多有手机，各类视频和信息的传播并不罕见。
如何理性看待性教育的问题，如何教育孩子进行自我保护，
其重要性无需多讲。2012 年 11 月 23 日，有媒体报道称，湖
北一位14岁的少女被80岁的老翁多次性侵，直到怀孕第18
周才被老师和家长发现！

除此之外，因为性的神秘和隐晦而出现叛逆和偷吃禁
果的故事，也具有非常的普遍性——越是隐蔽的，就越有神
奇的魔力；越是被赋予神秘色彩的，就越有千百人响应和试
图逾越。就这一点而言，性的教育禁忌，确实有待于打破。

福柯说：“艺术作品与疯癫共同诞生和变成现实的
时刻，也就是世界开始发现自己受到那个艺术作品的指
责，并对作品负责任的时刻。”

梵高自杀前对着自己的1700幅作品问：“这有什么
用？”看到这句话，想起了水做的林妹妹在宝玉被打后哭
着违心说道：“你还是改了吧！”这两句话异曲同工。梵
高也承认自己“曾经给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挫败过”，这
种力量叫世俗，梵高经常沮丧自己在世俗意义上的“失
败”，他一直靠弟弟提奥接济为生，平生只卖出一幅画，
名利皆空，情爱俱无，贫困交加，受尽冷遇和歧视。在精
神与物质双重压力下，充满激情和爱的梵高生命中的多
数岁月在忍饥挨饿。

在生命最后的两年，梵高在精神躁狂症里苦苦挣
扎。而主动去体验精神病的福柯则认为，忧郁症和狂躁
症不过是人对世界的两种看法，忧郁症眼中的世界是一
个潮湿的、经历了大洪水的世界，而躁狂症眼里的世界
是一个焦干的沙漠般的世界。于是在躁狂症的梵高画
作中，用的最多的颜色是明黄色，明黄色就是梵高心里
的那个热情到疯癫的孩子，梵高使用的明黄色被后来者
东施效颦，俗世里的追随者只学到了明黄色中间的焦虑
和癫狂，却学不到梵高内心喷发的太阳般的热情和光
辉，那才是梵高生命的本色。

俗世和梵高开了一个玩笑，梵高生前潦倒困厄到时
常为糊口而发愁，死后画价却飙升到天价。梵高也和俗
世开了一个玩笑，既然世俗只认皮相，那就把皮相还原
成它该有的模样：多年以后，《向日葵》等油画里的明黄
色慢慢蜕变成了黯然的褐色。购得天价画作的收藏者
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红粉变骷髅。

自画像上一只耳朵的梵高望着世界的眼神清冷：
“我宁可寿终天年而死，也不愿让学院来送我的命。就
我看来，从一个刈草工人那里学来的一课，往往要比一
堂希腊文课对自己更有用处。”听到这个疯子天才对所
谓主流的质疑，再看到日渐变色的梵高的天价遗作，不
由得迷惑：究竟是谁疯了——不靠谱的边缘人梵高，还
是这个主流靠谱的世界？

很多学者都指出，战国七雄中，秦国的文化水平是最低
的，有影响的先秦诸子没一个持秦国护照，所以秦最野蛮，
打仗最凶猛。尤其秦国妇女，在贾谊给我们的描述中，她们
是丝毫不懂礼节的粗鄙的一群，可以像男人一样乘城打仗，
可以在公公面前掏出一个乳房给孩子喂奶，可以扛着大镰
刀下麦田。怎么能这样？在任何国家，妇女都是言情小说
的消费主力啊，秦国妇女难道真的都是女汉子？

答案是否定的，有出土秦简《公子从军》为证。
这是一位名叫“牵”的秦国妇女写给丈夫的情书，有残缺，

原文大概七八百字，她称丈夫为“公子”，也许是一种礼貌称呼，
就像当年淮阴县的浣纱老妪把青年叫花子韩信也叫成“王孙”
一样，不靠谱。当然，也可能这位妇女的老公表字为“公子”。
不过秦国人好像不大有取表字的习惯，所以这问题难落实。

这妇女是位标准的怨妇，因为丈夫不爱她，乃至“心中
不乐，为此悲书”。信中语多哀怨，斥责老公“不仁”的字样
就出现了五六次。不过她没有自暴自弃，还是想挽回爱情，

感情缠绵悱恻，“安得良马随公子”，“未尝敢得罪，不忠公子
所也”，“直欲出牵所者，以傅公子身也。公子从军，牵送公
子，回二百□里，公子不肯弃一言半辞以居牵。牵去公子西
行，心不乐，至死不可忘也。”情调相当文艺，完全可以颠覆
我们以前对秦国人的认识。

有趣的是，在短短的篇幅中，竟然出现好几处韵文。比
如“爱人不和，不如己多”；“南山有鸟，北山置罗。念思公子，
毋奈远道何？”“朝树梌樟，夕楬其英。不仁先死，仁者百尝。”

“有虫西蜚，翘摇其羽。一归西行，不知极所。”有的意思还不
很好理解，但都押韵，肯定来自怨妇平日所看的文艺作品。

在那个万恶的旧社会，普通劳动妇女，谁有机会读这么
多书呢？很显然，这怨妇出身不错，可是信中提到，她送给老
公五百块零用钱，又不像很富(虽然她自称“吾富最天下，寿过
彭祖”，却是夸张修辞)。所以也有可能此信并非怨妇亲写，而
是她跑到村口找中学老师小王帮忙的。我的意思是，它属于
代笔。但不管怎么样，秦朝人有的也很文艺，这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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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第一次时装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