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鲁民

今年高考语文有道作文题，是
关于齐桓公、管仲、鲍叔牙这个铁
三角的论述题。可以说，这三个人
的合作是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铁三
角的最成功典范。在管仲的精心策
划和鲍叔牙的全力支持下，齐桓公
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九合诸
侯，北击山戎，南伐楚国，成为春
秋五霸之首。

究其成功原因，三人都是非凡
之才，又各有建树，齐桓公掌控全
局，管仲足智多谋，鲍叔牙长于行
动；三人分工合理，形成合力，各
施其长，互相补台；三人皆出于公
心，光明磊落，襟怀宽阔，没有内
耗。具备了这几条，加上得道多

助，想不成功都难。
其实，战国时期还有一个铁三

角也值得一提。吴王阖闾有雄才大
略，又知人善任，礼贤下士，用人
不拘一格；丞相伍子胥文武全才，
不仅治国有方，驭民有术，而且长
于外交，纵横捭阖，远交近攻；三
军统帅孙武则是著名军事家，善于
练兵，更精通打仗，运筹帷幄决胜
千里之外。正是在这三人的相互配
合之下，使吴国一跃成为当时强
国，灭了劲敌楚国、越国，成为春
秋时期一霸。

风水轮流转，世事难预算。吴
国铁三角走向末路后，越王勾践的
铁三角又应运而生。勾践志向远
大，坚忍不拔，能屈能伸，吃苦耐
劳；文种谋略过人，精于算计，为
勾践出了七条对付吴国的策略，结
果只用三条便打败了吴国，立下赫
赫功劳；范蠡善搞经济，筹措钱

粮，后勤供应，不厌其烦干各种实
事，是“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
总设计师。这一主二臣，齐心协
力，励精图治，终于咸鱼翻身，复
国成功。

虽然，三角形的稳定性最好，
最结实，但也不是所有的三角很
铁，有的三角就是木三角、泥三
角，一扯就完，一碰就散。

秦二世胡亥和宰相李斯、宦官
赵高，也曾组成过铁三角。在秦始
皇病逝后，三人密议共谋，逼死
太子扶苏、大将蒙恬，把最不靠
谱的胡亥捧上台。但这三人又各
有算盘，不停地互相攻讦，彼此
拆台。没多久，胡亥就借故杀了
李斯，赵高又设计除了胡亥，不
久他自己也掉了脑袋。铁三角就
这样土崩瓦解，其兴也勃焉，其
亡也忽焉。

比秦二世稍晚个几十年，在

古罗马也有个铁三角，即克拉苏、
庞培和恺撒。这三个人都野心勃
勃，企图独霸天下。虽一开始歃血
结盟，共掌大权，但度过短暂的蜜
月期后，就开始为争权夺利而勾心
斗角，尔虞我诈。发展到最后，兵
戎相见，互相攻伐，打得天昏地
暗，三败俱伤，谁也没有达到目
的，全部死于非命。这个铁三角的
三块铁，各自都很硬，但不团结是
他们的死穴。

铁三角的存在形式，不仅在治
国理政、领兵打仗方面，在企业管
理、文教体育方面，都不鲜见，都
有成功范例。美国 NBA 的公牛王
朝，就是由乔丹、皮蓬、罗德曼这
个铁三角创建的。乔丹主要负责得
分，皮蓬担任组织协调，罗德曼专
职篮板防守，三人亲密合作，相得
益彰，各安其位，各显身手，打败
了许多强队，多次获得总冠军。他
们的铁三角战术体系，也在 NBA
风靡一时，为各队所仿效。

铁三角要铁，不仅要个人能力
过硬，也需要形成互补，团结合
作，相互宽容，这是最基本的几个
条件。

说一说“铁三角”

NINGBO DAILY茶座
2020年7月23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朱晨凯
电子信箱/nbrbqy@sina.com9

随思录

温 故

陈鸣达

一

论本领，悟空七十二般变化、
火眼金睛、刀枪不入，无人能敌，
八戒、沙僧哪是他的对手；论功
劳，取经路上九九八十一难，除了
八百里七绝山稀柿衕，“千年稀柿
今日净，七绝胡同今日开”，靠八
戒拱路让师徒安全通过立下一功，
之外，哪一次落难不是依靠悟空来
解决？！一句话，没有悟空，唐僧
到不了西天，取不了真经。

论人品，悟空正直善良，是非
分明，疾恶如仇，冲杀在前，作风
正派，遵守佛道，哪像八戒六根不
净，偷奸耍滑，贪恋美色，见到女
性流口水，企图骗奸蜘蛛精，肆意
调戏菩萨演化的姑娘。

论对取经的信念和对师父的忠
诚度，尽管悟空也发过“散伙”的
牢骚，也有过因委屈表示不满，但
对取经的信念从未动摇，对师父救
他出五行山的恩德从未忘怀。如悟
空打杀白骨夫人后，被师父所逐，
临走一定要拜师父一拜。唐僧转背
回身不受：“我是好和尚，不受你
歹人的礼！”悟空无奈拔下毫毛，
变了三个行者，四面围住师父下
拜，唐僧不受也得受了。又如师父
被黄眉妖所捉，危在旦夕，八戒去
花果山请悟空回来搭救。当八戒说
师父想他，请他回去，悟空不为所
动。当八戒说师父有难时，悟空二

话不说，撇下一堆徒孙急忙赶去
⋯⋯相反，八戒在私下里经常叫嚷
着“散伙”“回高老庄”，实出于内
心的表露。

二

按理，唐僧应该喜欢悟空这个
大徒弟才是，但事实上，唐僧并不
喜欢悟空，只是在遭难时才会想到

“悟空，救我”，解救后才会表扬鼓
励一番。一旦风平浪静，更多的是
对悟空的不满。轻者批评责难，重
则念咒惩罚，甚至逐出师门。

在万寿山五官庄，悟空推倒镇
元 大 仙 的 人 参 果 树 ， 唐 僧 大 骂 ：

“你这猴头，番番闯祸！”在朱紫
国，悟空揭皇榜为老国王治病，唐
僧指责：“你这泼猴，害了我也！”
在乌鸡国，悟空说国王是妖怪全真
道人变的，太子不信要拿唐僧问
罪 ， 唐 僧 又 斥 悟 空 ：“ 你 这 弼 马
温，专闯空头祸，带累我哩！”总
之，悟空是动辄挨批受罚，唐僧念
起紧箍咒来毫不留情，箍儿陷在肉
里有一寸来深浅，仍不住口。

而对八戒则是另一种态度。即
使八戒色迷心窍，喊观音为娘，欲
娶菩萨演化的女儿为妻，犯下大
错，被连山老母使珍珠嵌锦汗衫缚
住，天明，八戒叫师父救他，悟空
讲莫理他，唐僧非但不责怪八戒，
还说：“那呆子虽心性愚顽，却只
是一味懞直，倒也有些膂力，挑得
行李。”连悟空也看出师父喜欢八
戒，偏袒八戒，对唐僧说：“你老
人家有些儿护短。”唐僧问：“我怎
么向他？”行者道：“八戒生得夯，
你有些儿偏向他。”

悟空说师父喜欢八戒没错，说
八戒生得夯，所以才喜欢，则找错
了理由。

三

本文暂不讨论师父为什么喜欢
八戒，这里要探讨的是师父为什么
不喜欢悟空？俗话说，性格决定命
运，从悟空的言行举止中，不难发
现有四个难得师父喜欢的明显特
征：

一 是 自 专 。“ 自
专”是师父给悟空定
的 性 。 一 日 师 徒 四
人，途经陀罗庄，遇

一李姓老者，悟空自
吹 “ 缚 怪 摘 魔 称 第

一 ， 移 星 换 斗 鬼 神
愁”。于是老者请他捉拿

常来村里为害的妖怪——红
鳞大蟒，悟空满口答应，八戒说

他惹祸。三藏闻言道：“这猴儿凡
事便要自专！”所谓自专，乃自作
主张，自以为是，专横跋扈，专断
独行。遇事不请示不汇报，未经师
父同意，就擅自行动。师父的位置
在哪里？师父的权威要不要？即便
事后证明悟空的行为是正确的，师
父肯定也不满意不高兴。

二是犯上。悟空内心是敬重师
父的，一路上保护师父也是尽心尽
职的，但他又是个眼里容不得一粒
沙子的刚直之人，常常拒不执行师
父的错误指令。师父叫他不要打妖
怪，他恨不得一棒将妖怪打死；师
父叫他少管闲事，他偏偏逞能要管
一管；师父被一伙强盗追杀，告诫
悟 空 ：“ 切 莫 伤 人 ， 只 吓 退 他 便
罢。”悟空哪里肯听，“把金箍棒晃
一晃，把那伙贼打得星落云散，躺
着的就死，挽着的就亡；磕着的骨
折，擦着的皮伤；乖些的跑脱几
个，痴些的都见阎王！”更为严重
的是，遇白骨精演化的村妇，唐僧
不让打，悟空就发牢骚：你对她这
么好，你们俩结婚算了，我们散
伙。羞得唐僧彻身通红，下不了
台。到黑水河，唐僧听水声大惊，
悟空又说师父做不得和尚，把那

《多 心 经》 中 的 “ 无 眼 耳 鼻 舌 身
意”给忘了。当悟空杀死强盗，被
师父逐出师门，悟空苦求无果后对
师父说：“我是有处过日子的，只
怕你无我去不得西天。”这哪是做
徒弟该说的话。到底我是师父还是
你是师父？我带你去取经还是你带
我去取经？

三是张扬。张扬是悟空的本
性。早在跟菩提禅师学艺时，菩提
就告诫过他在外切莫张扬，否则惹
祸上身。自从跟随唐僧取经后，悟
空张扬的性格有所收敛，然江山可
移，本性难改，好张扬的性格不时
显现。每到一地，凡是遇到不熟悉
的人、神、怪，必自我吹嘘一番当
年闯龙宫、赴地狱、闹天宫的非凡
经历和辉煌战绩，却从不提翻不出
如来佛手心的无助，压在五行山下
渴饮铜水、饥食铁弹的落魄。取经
路上，悟空斩妖除魔功劳最大，是
个不争的事实，但悟空不讲这些功
劳来自如来、观音的正确引导，师
父唐僧的教育培养和组织领导，以

及八戒、沙僧师弟的鼎力相助、紧
密配合，而是揽功归己，沾沾自
喜。

四是好名。有几个事例很能说
明悟空好名的特征。如悟空骗八戒
去偷全真道人的宝贝，实则是让他
去水井里背老国王的尸首。八戒不
知是计，希望能把偷得的宝贝全归
己。悟空爽快地答应：“老孙只要
图名，那里图甚宝贝，就与你罢便
了。”又如，如来、观音、师父叫
他“猴头”“泼猴”，他诺诺，若同
辈或地位低下者，不要说叫他绰
号，即使喊名字，他也不答应。一
次去普陀找观音，守山大神叫声

“孙悟空，哪里去？”孙悟空抬头喝
道：“你这个熊黑！我是你叫的悟
空？当初不是老孙饶了你，你已经
做了黑风山的尸鬼矣。今日跟着菩
萨，受了善果，居此仙山，常听法
教，你就叫不得我一声老爷？”守
山大神忙赔笑喊“大圣”。再如，
悟空常常要八戒打头阵，心里想的
是：“若打得过他，就算他一功；
若是没手段，被怪拿去，等老孙再
去救他也不迟，却好显我本事出
名。”

四

说了内因，再谈外因。师父不
喜欢悟空，主要责任在悟空，但八
戒的嫉妒和挑拨也难脱干系。八戒
是个圆通圆滑之人，却常以老实人
自居。他对师父说：“讲变化不如
悟空，若论老实，谁也不如我。”
唐僧马上道：“正是，正是，你还
老实。”那天，面对白骨精演化的
村妇，悟空不听师父劝阻，一棒打
去，妖怪使了个解尸法，脱身而
去。唐僧怪悟空伤人性命，悟空以
妇人留下的罐子里根本不是米饭、
面筋，而是长蛆、青蛙等物，以证
其 妖 。 唐 僧 始 信 ， 不 料 八 戒 说 ：

“哥哥打伤了农妇，怕你念什么紧
箍咒，故意使个障眼法儿，变做这
等样东西，演幌你眼，使不念咒儿
哩。”“老实人”的话，唐僧如何不
信。后悟空打死妖怪，显出一堆骷
髅，八戒又调唆是悟空使手段变
的。导致悟空被师父念紧箍咒念得
死去活来，赶回花果山。

凡做“师父”者，虽不能一概
而论，但大多喜欢对自己言听计
从、服从性强的人；喜欢有本事能
干事干成事却不揽功的人；喜欢为
人谦和、处事低调、能团结同伴的
人；喜欢自觉维护师父威信、揣摩
师父意图、与师父情投意合的人。
悟空不属此类人，唐僧也没有唐王
面对魏徵犯颜直谏时的雅量，所
以，悟空难得师父喜欢是必然的。

悟
空
，你
为
何
难
得
师
父
喜
欢

王成喜 绘看完留个言

于海林 绘我来陪你玩

央视86版《西游记》剧照

唐 僧 的 三 位 徒 弟
中，论本领、功劳、人品、对

师父的忠诚度，悟空无疑都排在首
位。如来的“总结性鉴定”说得明明
白白：悟空惩恶扬善、炼魔降怪有
功；八戒又有顽心，色情未泯，挑

担有功；沙僧诚敬迦持，牵马
有功。

老话新聊
桂晓燕

老宁波都知道这句老话：“木拖
木拖，三年好拖；三年拖过，还好烧
火。”这反映出老底子宁波人是多么
勤俭节约、精打细算。一双勿值铜钿
的木拖鞋会拖三年；三年拖过，木拖
早已鞠躬尽瘁，还要把它送进炉子
当柴烧，让它真正发挥余热。您说

“做人家”勿“做人家”？
木拖大概是世界上最简洁的鞋

子了。从前勤俭持家的宁波人，经常
自己动手做木拖。找一块厚度适宜
的木板，画好鞋样，用锯子锯出来，
就是两只鞋底；再找一条帆布之类
的材料，裁好长短，用几颗小钉子往
鞋底上合适的位置一钉，一双纯手
工打造、绿色环保的木拖鞋就问世
了。

当时的木拖鞋大致上有三个用
途：一是热天里穿。在塑料凉鞋尚未
普及的年代，一到夏季，墙门里就会
响起“的笃的笃”的木拖声。左邻右
舍男女老少，几乎每人脚上都拖着
一双；二是浴室里穿。从前居民家里
都没有浴室，冬天洗澡就得到街上公
共浴室去，那里备有公用木拖；三是
当雨鞋穿。那时候，雨鞋也算得上奢
侈品，所以有时候就用木拖来代替。
老宁波将发生洪灾或内涝称为“做大
水”，从水里蹚过去就叫做“尥（音

‘了’）大水”。穿着木拖鞋“尥大水”，
是小孩子最兴奋的事情。还有干脆赤
着脚在水里蹚，做赤脚大仙的。

大家知道，今年入汛以来，长江
中下游遭遇强降雨轮番来袭，引起
南方多地洪水泛滥，也就是老宁波
说的“做大水”。当地民众正在奋力
抗洪抢险。我们炎黄子孙是富有智
慧和实干精神的，上古时期的大禹
能治好黄河，难道今天的民众会输
给长江吗？

再回到木拖的话题上来。木拖
原名木屐，历史非常悠久，和我们宁
波还有特殊的渊源。据文献记载，中
国人穿木屐的历史至少有 3000 年，
而考古发现的木屐实物历史更早。
1987 年，宁波江北慈湖新石器时代
晚期遗址中，出土了两只残存的木
屐（都为左脚所穿，不是一双）。据研

究，这两只木屐距今已有 4000 多年
历史，可谓是木屐的老祖宗。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双木
屐，当数晋文公重耳为纪念介子推
所制的那双柳木屐了。相传晋国公
子重耳在流亡途中饿得昏倒时，他
身边的介子推割下自己腿上的一块
肉，熬了肉汤让重耳喝，救了重耳。
19 年后，重耳复国当上了国君，就
是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晋文公时
来运转，大举封赏曾跟随他流亡的
功臣，偏偏忘记了最该感谢报答的
救命恩人介子推。晋文公经他人提
醒后追悔莫及，立刻带人去寻找介
子推。而在此前，不愿争功邀赏的介
子推，已经带着老母退隐绵山。晋文
公命人三面放火焚山，想逼介子推
从另一面出来，谁知还是不见介子
推踪影。最后发现介子推已和他的
老母一起，抱着一棵柳树被烧死了。
晋文公见状悲痛不已，命人用这棵
柳树的木料，做了一双木屐，穿在自
己脚上。他常常低头看着木屐，或听
着走路时木屐发出的声音，叹息道：

“悲乎，足下！”渐渐地，“足下”一词
便从追忆故人，演变为对人的尊称
了。这双柳木屐，是和感恩联系在一
起的。

南北朝时期，南朝宋国的永嘉
太守谢灵运，性喜游山玩水。为了登
山时便于保持身体平衡，他创造了
一种在鞋底下装有活络木齿的木
屐。上山时卸掉前齿，下山时卸掉后
齿，这样行走起来“得心应脚”，十分
舒服。李白名作《梦游天姥吟留别》
中写道：“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
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谢公屐
因而也名扬天下。这双谢公屐，是和
大自然联系在一起的。

纵观历史，任何服饰鞋帽被人
们接受和喜爱的程度，都离不开其
所处社会的发展水平，以及人们相
应的审美情趣。春秋战国逐渐普及
的雨鞋木屐，汉代男女争相穿着的
时尚木屐，东汉首都洛阳女子嫁妆
中必不可少的彩绘木屐等等，如今
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阿拉宁
波人“三年好拖”的朴实无华的自制
木拖，也已被轻便漂亮的海绵拖鞋
取而代之了。然而，无论时代怎样发
展变迁，诸如感恩图报、热爱自然、
勤俭朴素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是不会过时且历久弥新的。

木拖木拖，三年好拖

漫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