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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天专栏 乡村记忆
★吴克成专栏 不老传说

翻看希腊神话，英雄们大都在打狮
子。半人半神的赫拉克勒斯最勇猛，他
征服狮子后顺便将狮皮披在肩上，并把
狮子的巨颚戴在头上当战盔。特拜城
的创立者卡德摩斯穿的紧身衣，也是他
从狮身上剥下来的一张狮皮。也有披
挂其他兽皮的：盗取金羊毛的伊阿宋持
两根矛，一是刺的，一是投的，长发披在
肩上，旅行衣上扎着豹皮；酒神狄俄尼
索斯则戴着葡萄藤做的环状头饰，肩垫
猞猁皮。

狮子、豹子、猞猁，勇猛程度依次递
减，在传说中，赫拉克勒斯、伊阿宋、狄
俄尼索斯的英雄豪气也依次衰退，可见
根据所猎杀野兽的勇猛程度来给英雄
排座次，应该八九不离十。心理学里把
这叫做“投射”，往通俗里说，投射有点
以物喻人的意思，狮子、豹子和猞猁就

是赫拉克勒斯、伊阿宋、狄俄尼索斯的
写照、物化，他们拥有这些动物拥有的
特质，他们可以与这些动物合为一体。
2013 年 12 月 14 日，南非前总统曼德拉
的灵柩运回他的出生地，棺材上面盖着
一张狮皮。狮子是非洲大草原上的霸
王，以狮皮覆身，就是以狮子来投射他，
把他推到了至尊英雄的位置。

在古希腊的某些时期，女中豪杰也
披兽皮。典型的女杰披着兽皮，戴着以
蛇和葡萄藤做成的头饰，拿着酒神杖，呼
喊着钟爱的英雄的名字，在江湖中纵横。

现代人没有兽皮可披，只好在身上
刺一只兽：龙、虎或者豹。电影《甜蜜
蜜》里，曾志伟扮演的黑帮老大身上就
刺一条龙，还让属下叫他“豹哥”。

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人身上的附
属物——兽皮或者刺青——都是人真

实内心在外部的反映。披着兽皮或者
刺一条龙，一方面说明他们认同这些物
什，内心强大到足以与这些物什共舞；
另一方面，他们内心深处说不定是虚弱
与惶恐的——内心不够强大，才会披着
兽皮或刺一条龙，来吸取力量或通过它
们来彰显力量，因为只有缺失，才会有
深深的渴望。

不过这些东西也因时因地因人而
异，不能一概而论。古希腊的女子披着
兽皮，是因为蛮荒时代，战事频仍，最需
要的是力量，因此那时自然以力量为
美，时髦的女子，都要披着兽皮。

现代女子也披兽皮——貂皮或者
狐狸皮。她们身披兽皮，是为了汲取其
中的妖媚，或者是为了提升自己的身价
和狐媚指数，擒住某个或某些意乱情迷
的男子，和古希腊的女中豪杰志不同。

披着兽皮

★彭来歌专栏 有医说医

自恋绝非是现代人的专利，它有着
极为悠久的历史。

古希腊美少年那喀索斯，整日对着
河水自我欣赏。俗话说，常在河边走，
哪能不湿鞋，他最终不幸落水，溺死后
化作水仙花，继续临水照人，或许不失
为另一种诗意。

东晋裴启《裴子语林》中记载了一
个故事，说的是当时名重一时的大将军
桓温，自以为长得雄姿英发，一表人才，
常常把自己看成司马懿、刘琨这类的偶
像派英豪人物。有人把他比作大将军
王敦，桓温还为此老大不高兴，以为这
是辱没了自己。后来，桓温从北方征战
归来，带回来一个心灵手巧的老婢女。
这婢女当年正是刘琨家的歌妓。

老婢女一见到桓温，眼泪立即流了下

来。桓温纳闷问其故，婢女答道：“桓老爷，
您长得太像刘琨刘大人了，我看到您，不由
自主地想起刘大人来！”桓温一听这话，正
中下怀，觉得这次真是找到知音了。于
是，他赶紧退出屋去，对着镜子梳妆打扮
一番，自以为已经无懈可击了，再走进去，
问老婢女：“你说说，我都哪点长得像刘大
人？”老婢正色答道：“眼睛很像，可惜小了
点；脸面很像，可惜薄了点；胡子很像，可
惜红了点；身材很像，可惜矮了点；声音也
很像，可惜太娘娘腔了点！”桓温大为扫
兴，因为这事儿还郁闷了好几天。

自恋者看自己与别人看他，也常常
会大有出入，甚至截然相反。对于那些
自恋之人，许多人的态度都是“看透不
说透，才是好朋友”，像桓温遇到的老婢
女那般，实话实说，是颇让人下不了台

面的，有时候我还真想考证一下，这桓
温是否给这诚实的婢女穿过小鞋。

于健康而言，轻微的自恋未尝不
可，甚至还会有益身心。顾镜自怜，自
我欣赏，自我肯定，在面对自己时能发
现诸多的魅力与美感，必定会带来不错
的心境，身心俱爽。同时，追求美感之
心境，催人奋发，促人运动，对于保健益
寿也大有益处。

然而，过犹不及，过于自恋，不仅于
身心无益，其本身亦是一种心理病态与
人格障碍。一旦自恋之心遭受不意打
击，轻则如桓温那般，抑郁烦恼，黯然销
魂，萎靡不振，身心受损；重则偏执狂
妄，一意孤行，伤人害己者，大有人在。

自恋当有度，过之身心伤，于人于
己，害莫大焉。

自恋当有度

黄淮海地区，冬季的田野应该
是沉寂与冷清的。但在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冬季的田野是喧闹的，用狂
欢形容也不算夸张。

喧闹来自于牲口与家畜。那时
候，从祖辈学来的种地常识是：入冬
后的麦根（小麦苗）牲口、家畜越啃
来年越旺。因此，每到冬季，生产队
和各家各户就把牲口、家畜放到麦
田里，享受鲜嫩的麦苗。

生产队的牲口，有牛、马、驴、
骡，农忙时拉犁、拉耙、拉耧、拉车，
下晌了拴到屋里吃草料，很是劳
累。到了冬季，那就是它们的假期
了，饲养员会把它们的缰绳去掉，让
它们在田野里撒欢，啃啃麦苗，打打
滚，尥尥蹶子，嚎叫几声，舒展极了，
直到天黑才跑回到牛屋睡觉。

家畜也就是猪和羊了。那时候
一部分农户猪羊是不圈养的，一年
四季四处乱跑。它们在家里几乎吃
不上粮食，最多能喝点加了菜汤的
刷锅水。但跑到地里就不一样了，
它们在庄稼的掩护下，这儿啃一口
红薯秧，那儿吃一嘴鲜白菜，很丰盛
了。当然，这是损公利己的，除了冬
季可以理直气壮地啃麦苗，其他季
节是会被村里的护卫队围堵的，被
抓住还要罚它们的主人。

冬天萧索的田野里，因为牛、
马、驴、骡和猪、羊的活动，无论是麦
田还是不种庄稼的白地，立时就显
得生机勃勃了。但这还远远不够
——如果没有半大孩们的掺和，牲
口、家畜要么在安心吃麦苗，要么卧
在地里眯着眼咀嚼反刍，它们自己
是热闹不起来的。

半大孩们介入的方式有多种：
有骑驴骑牛的（马和骡太猛烈，不敢
骑），有骑羊的（猪又脏又蛮，骑猪的
很少），有追打猪羊的，有用坷垃投
牲口的，还有挑逗公羊抵架的，等
等，再加上几条狗的积极参与，那就
是一片沸腾了。

半大孩们除了逗牲口、家畜，还
会生别的花样。比如烤火，找来一
堆树枝干草，在白地里点燃，十几个
围成一圈，或蹲或站，半眯着眼，伸
出双手架在火焰上翻来覆去，很享
受的样子。

白地里会保留秋季看地的三角
形庵子，用高粱秆或玉米秆搭成，里
边铺着麦秸。玩足玩够的半大孩会
钻进庵子里聊天。有一次，刮大风，
我与几个伙伴拾了柴火到庵子里烤
火。刚点火，庵子就被引燃了，我们
仓惶逃窜，连滚带爬出了“火笼”，每
人的头发、眉毛都有火燎的痕迹，好
在没有被烧伤。

盲人师旷，春秋时期著名音乐家，他
的《阳春》《白雪》谓高雅艺术之根，影响
百代千秋。他又是政治家，辅佐晋平公，
公元前550年，周王室衰微，周灵王碌碌
无为，十五岁的太子晋辅佐朝政，师旷前
来与之探讨治国之道。

师旷吃惊：宫内积水没膝，王子是站立见
师旷的吗，水从何来？子晋笑曰：谷洛二水
泛滥，将毁及王宫，父王用壅堵法治洪水，保
了皇城，却淹了百姓。我力劝：决不可“壅
堵治水”。提出聚土、疏川、障泽、破塘等法，
率众“引水进城”，保住了百姓屋舍和农田。

师旷吃惊：王子反对灵王壅堵法，实
为大逆不道，恐被废黜为庶人。

子晋道：先生是来看笑话的吗？
师旷：不敢。子晋扶周室，诸侯重

之，天下归心，老朽前来讨教治国之道，
只是，王子似乎内心郁郁不乐。

子晋吃惊：先生神人。有兴趣，你我
站立水中，“水中论道”可好？

老朽为你鼓瑟。师旷立水中操琴奏
之，子晋立水中侃侃而谈。

王子晋说：先圣治国之大道，舜的
仁政，禹的“天下为本”。仁德配以天
道，虽固守其位，心却为天下人着想，天
下人都能得到他的帮助，仁而合于天
道，此谓之天……

师旷一曲《阳春》，琴声铿锵。

王子晋说：大禹治水而不自居功，一
切以天下为本，取予之间，必合于正道，
此谓之天。

王子晋说：文王大道是仁，小道是
惠；武王杀暴纣一人而利天下，是谓义。

师旷一曲《白雪》，琴声如高山流水。
王子晋趟水走近师旷，说：害天下之

鲧，周室灵王，“无过乱人之门”，皆是亡
王之为啊！

师旷琴声戛然而止，将古琴抛到水
中……

公元前548年，王子晋死。
2500 年之后，嵩山脚下有一王子晋

庙，传说是他得道升仙处。

天道 □赵富海

冬季田野里的狂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