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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长穿插作战的红军侦察参谋
凌云峰，因一次特殊任务与一些人
相识。他们分属不同阵营，彼此命
运的轨迹却因动荡的时局而盘根错
节地交织在一起。国民党“西训团”
的学员易晓岚，冒名顶替“牺牲”的
凌云峰，潜入另一支红军队伍，企图
暗算红军高级将领。在不断深入了
解伏击目标后，他渐渐开始怀疑自
己的任务，也开始重新审视之前的
选择……

《梁思成与林徽因：我的父亲母亲》
作 者：梁再冰（口述）

于 葵（执笔）
庞凌波 潘 奕（整理）

出 版 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本书是92岁的梁再冰老人首度
以第一人称撰述出版的回忆录，回忆
了父亲与母亲一生对于国家、民族、
事业、友人、儿女赤诚又炽热的爱。作
者文字质朴优美，生动写实，感人泪
下，体现出主人公贯穿始终的人文精
神。

《世界影史经典名片精读》
作 者：葛 颖
出 版 社：华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8月

本书收录了《细细的红线》《牯
岭街少年杀人事件》《2046》等影片
的精读文章，为作者逐个镜头反复
观摩之后精心打磨而成，历经多次
增删，最终定稿。同时配有精美的
电影镜头插图，带读者穿越银幕内
外，窥见电影技术奥秘，体验视听美
学盛宴。 励开刚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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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在几
部名著中，很多的食物果品因为
与故事和人物紧密连在一起，就
成为了一幕幕经典，始终铭刻在
读者心里让人难忘。

比如《水浒传》中，有一种果
子，在书里可以说是起到了非常
明显的作用，那就是枣！在第十
六回《杨志押送金银担，吴用智
取生辰纲》里，水浒好汉们扮作
卖枣子的商贩，最后枣子就酒，
直接把押送生辰纲的杨志一行
给麻翻了。好汉们截得不义之
财，获得了第一桶金。笔者以
为，《水浒传》的作者在这里放了
一个隐喻在里面。为什么是选
择了枣子这种果子，而不是橘
子、苹果或是其他干果？因为枣
谐音就是“找”。这个载体在智
取生辰纲的时候意味着水浒好
汉们找对了方向，预示着一个轰
轰烈烈的新局面即将打开。

利用枣子办事的例子并不仅
智取生辰纲，《世说新语》曾经记
载：黄初四年（公元223年）五月
的一天，曹植、曹彪和曹彰兄弟三
人日夜兼程，风尘仆仆地奉诏从
各自的封地赶往京城洛阳，一道
去朝见天子曹丕。宴请完毕，曹
丕单独邀请曹彰到卞太后的宫中
下棋，其时卞太后恰好不在宫
中。那曹彰长得英武潇洒、威风
凛凛，在曹操在世时，便以骁勇善
战闻名，这自然引起曹丕的戒心，
下决心要尽早将曹彰除掉，以除
后患。曹彰虽是员猛将，可却颇
喜棋道，曹丕于是投其所好，邀请
下棋。棋至中盘，曹丕已见下风，
此时他向在旁侍候的丫鬟吩咐
道：“还不快将枣儿端来。”于是，
二人一边下棋，一边吃着枣，表面

看情义融融，其实，狠毒的曹丕早
已在一些枣子中下了毒药，并暗
自做了记号，自己专拣未带毒的
吃。

其实，枣在古代一直颇受大
众欢迎。在《东京梦华录》里，就
有这样的记载：“凡孕妇入月，于
初一日父母家以银盆，或彩画
盆，盛粟秆一束，上以锦绣或生
色帕覆盖之，上插花朵及通草，
帖罗五男二女花样，用盘合装，
送馒头，谓之‘分痛’。并作眠
羊、卧鹿羊、生果实，取其‘眠卧’
之义。并牙儿衣物籍等，谓之

‘催生’。就蓐分娩讫，人争送粟
米炭醋之类。三日落脐炙。七
日谓之‘一腊’。至满月则生色
及绷绣线，贵富家金银犀玉为
之，并果子，大展洗儿会。亲宾
盛集，煎香汤于盆中，下果子彩
钱葱蒜等，用数丈彩绕之，名曰

‘围盆’。以钗子搅水，谓之‘搅
盆’。观者各撒钱于水中，谓之

‘添盆’。盆中枣子直立者，妇人
争取食之，以为生男之征。”这里
的枣成为了生男的兆头。也许
后来年轻人结婚，床头要抛洒枣
子花生，寓意早生贵子，其源头
可能出于此。

回头再说《水浒传》里的枣
也就是“找”，这个在后面的故事
里同样得到了印证。在第四十
二回《还道村受三卷天书，宋公
明遇九天玄女》里，写宋江奔梁
山泊路上来。是夜，月色朦胧，
路不分明。宋江只顾拣僻静小
路去处走，到还道村，抹过一座
林子，进到古庙，偶遇了九天玄
女。宋江朝娘娘跪饮了一杯。
宋江觉得这酒馨香馥郁，如醍醐
灌顶。

紧接着，枣子又出场了！书
里写：又是一个青衣捧过一盘仙
枣来劝宋江。宋江战战兢兢，怕
失了体面，伸着指头取了一枚，
就而食之，怀核在手。青衣又斟
过一杯酒来劝宋江，宋江又一饮
而尽。娘娘法旨，教再劝一杯。
青衣再斟一杯酒过来劝宋江，宋
江又饮了。仙女托过仙枣，又食
了两枚。共饮过三杯仙酒，三枚
仙枣，随后宋江得到了三卷天
书。娘娘法旨道：“宋星主，传汝
三卷天书，汝可替天行道：星主
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
归正；勿忘勿泄。”“玉帝因为星
主魔心未断，道行未完，暂罚下
方，不久重登紫府，切不可分毫
懈怠。若是他日罪下都，吾亦不
能救汝。此三卷之书可以善观
熟视。只可与天机星同观，其他
皆不可见。功成之后，便可焚
之，勿留于世。所嘱之言，汝当
记取。目今天凡相隔，难以久
留，汝当速回。”最后宋江发觉乃
是南柯一梦。尽管说是一梦，但
是宋江爬将起来看时，月影正
午，料是三更时分。宋江把袖子
里摸时，手内枣核三个，又只觉
口里酒香。宋江想道：“这一梦
真乃奇异，似梦非梦，若把做梦
来，如何有这天书在袖子里，口
中有酒香，枣核在手里，说与我
的言语都记得，不曾忘了一句？”

此后，天书的隐喻在很多回
目里面得以印证。而这里浓墨
重彩写宋江的奇遇，也是为后面
的结局作了铺垫。当宋江手里
拿着天书的时候，还剩下了三个
枣核，也许是在说明：当找到的
路径不对的时候，最后的结局也
是可想而知了。

市扫描书

《菜根谭》是明代还初道人
洪应明所著的一部修身、处世、
待人等各方面的阐述，是作者人
生经验的沉淀和积累，是集儒家
思想和佛家义理写的一本书。

开篇“修身”有云：“身不宜
忙，而忙于闲暇之时，亦可儆惕
惰气；心不可放，而放于收摄之
后，亦可鼓畅天机。”意思是，人
的身体不宜过于忙碌，但在闲暇
时让自己稍忙一点儿，却可以提
醒自己戒除怠惰之气；人的心神
不可过于放纵，但在精神高度集
中后稍微放松一下，却可以鼓动
天赋灵机，使之更加畅达充沛。

读到这一句的时候，我脑海
浮现的是孔夫子的名言：“一张
一弛，乃文武之道。”

何为张弛之道？打个比方，
一首乐曲，一股劲儿地快，一股
劲儿地紧，从头到尾都是最强
音,那就显得很单调，没有什么
节奏感。白乐天写《琵琶行》,开
始有“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
切如私语”，接着有“间关莺语花

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后来又
有“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
胜有声”。此时，静默无声胜过
有声之境。“有声”之时，听者的
思想感情随着曲调奔腾跳跃，而

“无声”之时，给人以时间去整理
思绪。这一张一弛的韵律,使人
深信琵琶女的高超技艺。

不光乐理，书法之道，也讲
究张弛有度。就拿我最近所学
的曹全碑来讲，曹全为汉隶代
表，堪称秀美之典范，其运笔横
向铺张之时，笔势舒展、极力伸
张；纵向则为收紧，含蓄稳健、内
敛儒雅。这里一张一弛所饱含
着的节奏感，考验的就是书写者
掌握字体核心的平衡感。可惜
我辈愚钝，可能要学到一定的境
界方可彻底意会。

闲中忙、忙中闲，放中收、收
中放。在我们的生活中，也理应
遵循这规律有意识地去调整自
己心态，把握好自己的节奏，切
不可闲暇之时，一味沉溺。

同样，忙碌疲惫之中，我们

也要学着偷闲取静，保持张弛有
度的生活节奏，看到生活中别样
的风景。

中唐诗人李涉有一首著名
的《题鹤林寺僧舍》：“终日错错
碎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
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闲。”
说的就是，生活中难免遭遇低
谷，奔波劳碌之中，倘若你有能
为疲惫的心灵开一道门窗，寻一
线微光，就会平添一份闲适与欢
愉。

是的，漫漫人生路，不能为
了追赶，就忘却了沿途的风景。
我们需要适时停一停，歇一歇，
短暂的闲暇不仅不会耽误前行
的路程，反而有可能积蓄能量，
助我们“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
云帆济沧海”。

《菜根谭》以淡雅的眉目下
藏着一双透视人世的慧眼，向我
们阐述特别务实有效的人生法
则。愿我们都能从中学到张弛
有度的道理，让自己的人生有忙
有闲，有滋有味。

眼录过

有枣没枣打一杆
虞时中

书随笔读

有忙有闲是生活
姚晓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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