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十四、骇绝人寰的

“妖邪”

民国时期还珠楼主在
天津推出的《蜀山剑侠传》
《青城十九侠》等神魔巨
著，在想象力与描绘力上，
与《西游记》《封神演义》两
部古典名著相比毫不逊
色。对此，数十年前，文学
评论家徐国桢便已发出
“《西游》《封神》犹属小神
怪，《蜀山》《青城》才是大
神怪”的慨叹。
《蜀山剑侠传》是一部

奇书，它的“奇”体现在多方

面，还珠楼主对一系列“妖
邪”的营造就十分夸张。例
如他曾这样描写过一个妖
魔：“台中心孤零零设着一
个椭圆形的宝榻，上面侧卧
一个身蒙轻纱的妖女，睡得
正香。生得肤如凝脂，腰同
细柳，……只笼着薄薄一层
轻纱，……宛如雾里看花，
更增妖艳。”而当她“坐起
后，只朝众人星眸流波，作
一媚笑，懒洋洋把玉臂一
挥。那般人面上立现喜色，
纷纷起立，目注妙女神色，
倒退十数步。”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风
流冶媚的艳女，当被具有
特异功能的金蝉、石生用
透视云雾的慧目法眼看穿
原形之后，其真实面目竟
是一个极奇怪的妖物：体
如蜗牛，具有六首九身四
十八足。头作如意形，当
中两头特大，头颈特长，脚
也较多。一张平扁的大
口，宛如血盆，没有牙齿。
全身长达数十丈，除当中
两首三身盘踞在宝榻之
上，下余散爬在地，玉台几
被它占去大半。那道人残
尸已被它吸向口边，六颗
怪头将其环抱，长颈频频

伸缩，不住吮啜，隐闻咀嚼
之声。形态猛恶，从所未
见。想不到一个千娇百媚
的佳人，一现原形，竟是这
等凶残丑恶的妖孽！

这便是对凶残淫毒的
“万载寒蚿”之描写。前后
两相比较，可谓人妖之异，
天壤之别。尤其是对后者
的刻画，真是狰狞恐怖，骇
绝人寰。然而，到此还不
算完。就在这“万载寒蚿”
被“神驼乙休”等仙神围
剿，即将神形俱灭之时，还
珠楼主又凭空杜撰出一只
雄性前古妖龙“元鼍”，且
看此精怪骇人之长相：本
身其形如龙，少说也在百
丈以上，约有一丈多粗。
前半节生着两片肉翅，四
只龙爪；后半近尾之处却
生着两排粗约尺许、长约
三四尺的兽足。尾作扇
形，约有三四丈方圆，上面
尽是逆鳞倒刺。通体红
色，满生三角鳞片，其大如
箕，闪闪生光。除前半身
近头一带昂起向上，口发
鼓声，不住怒吼，尾部兽足
挺立湖底而外，长躯竟将
湖心一带盘满，形态猛恶
长大，平生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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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减??”是一种形
容他人年轻的说法。虽然人
体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逐渐衰
老，眼角开始出现细纹，法令
纹更加明显，但有些人已过
不惑之年却仍拥有年轻人的
精气神，就像商场“满??
减??”的促销一样，他们的
年龄仿佛参加了“满 40减
15”活动，让人十分羡慕。

●网络新词语

“满××

减××”
孟冰洁

翠叶青青垂满架，奇珍异宝列

高台。莫向山家夸富有，琳琅尽是

拓中来。 ——题《集拓博古图》

《集拓博古图》是所有《古意新声》展品中，最特
殊、最繁难，也最耐看的一幅，没有之一。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件作品就其创作流程来说，
是世间罕有的（我不敢说是独一无二的）。洪增、燕萍来
到北京，带来一张斗方宣纸，上面只用铅笔画了几个格
子，告诉李瑾这里准备画成多宝阁，让她找合适物件把这
些空格“拓满”。如此“考卷”，我和李瑾从未见过。画家
们走了以后，李瑾就开始搜罗北京家中各种各样可拓的
小物件，木头的、石头的、金属的、砖瓦的……一件件审
看，又一次次“帕斯”：有的大小合适，图案不好看，“帕
斯”；有的图案很漂亮，直径却出格了，“帕斯”；有的大小
图案都不错，可已选定同样形状的物件，不能重复，也只
能暂放一边……反复折腾，直到把所有格子都安排妥
帖，方的圆的三角的，玉石木雕铜器古砖，各色搭配，形
态齐全，这才开始“填拓”——这个词儿也是我自造的。

古今拓艺，高手如林，可谁见过这样“以拓填空”
的玩法儿？最麻烦的是，每个拓品都不能出错，一旦
出错，整张纸就作废，已经拓好的也都报销了。所
以，务须万分小心，从浸水敷纸审度干湿，到制作拓
包调墨试拓，乃至把握拓包的软硬程度等环节，都不
能有一丝马虎。在拓印过程中，还要分出浓淡阴阳，
适当留白，让单个拓品与整体相协调……连续拓了
两天，当李瑾把最后一个拓品摹拓完成，只见她长舒
一口气，瘫坐在了椅子上。我知道，这不是累的，是
紧张造成的，长时间屏息静气，全神贯注，一旦大功
告成，全身松弛下来，就会呈现如此状态。

这件作品返还到画家手中，是刘燕萍执笔完成
的。她的精心细致，慢工巧作，让这件《集拓博古图》
焕发出新的生机，尤其是她在画面左上方添画出一
丛绿萝，从多宝格顶端的陶罐中自然垂下，打破了原
本静止的构图。那生机勃勃的绿萝叶片，摇曳婀娜，
光影闪烁，与宝格内的古物形成鲜明的对比。啥叫
高手过招儿？这幅画拓融合之作，即是。

这幅画在收进图录时，被我改了一个名字：《宝格垂
青》，题诗也以绿萝开笔，意在凸显那丛绿萝的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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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触到“秀发”这个
词，是20世纪八十年代末的
龙年，在炕桌上的一台黑白
电视前，那一年的电视广告
里第一次出现了洗发水广
告。当广告模特娇嗲地说出
“呵护我的秀发”时，我二大
娘“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
神气”（引自鲁迅《祝福》），一
撇嘴道：“咱也是梳了一辈子
头，都不知道这头发还叫个
秀发。”

看着老太太满脸鄙夷之
色，我忍俊不禁。她们那时
的乡间婆姨，能用洗衣粉和
胰子洗头发已经很不错了，
哪知道那一瓶香气四溢的洗
发水的好处。二大娘后来向
我请教“秀发”的解释，我只
是说可能是头发好的意思
吧，其实在我眼里肌肉配好
汉，秀发配美女。她说，以前
用皂角水洗头就能洗出一头
好头发，现在连胰子也使不
下了，还秀发秀发的，真是
“你娘的头发”。二大娘此句
“典出”陕西眉户剧电影《屠
夫状元》，杀猪匠胡三藐视权
贵的经典台词：“什么王法屁
法，你娘的头发”。

大约从那时起，家里就
开始用起了洗发水和洗发
膏。许多人也开始关注起头
发上的事儿了。大人们普遍
用一种叫“蜂花”的瓶装洗发
水。孩子们悄悄用小袋装的
名牌洗发水，连理发店的服
务项目里也加了这样的选
项，用小袋装的名牌洗发水
要加价。一时间，曾经粗糙
对付的顶上三千烦恼丝，被

愈发柔顺地披散在头顶，香
气飘飘。所谓秀发，也许首
先就是缠绵的、柔软的、飘逸
的吧。洗发水让头发秀出了
柔美，并让人迷恋上那淡淡
的香气。

一时间，各色洗发水琳
琅满目，个个味道独特。我
上中学时，用过一瓶水蜜桃
味的洗发水，洗头时没怎么
用，一般是老师检查宿舍卫
生时才用。因为水蜜桃的

味道实在诱人，为增加检查
人员的好感，每周检查卫生
时，我都将洗发水掺水拖
地，营造出一片桃园的烂漫
芬芳。

早年在乡间，女子对头
发似乎依然保守着固有的态
度。她们仍然扎着很长的大
辫子。青丝扭结的长辫似乎
是她们一直坚持的骄傲，一
个精心维护着生长的私密之

物，一段记录女性青春期的
标志，一条可作托付之物。
而城里的女孩子，却早开风
气之先河，开始将辫子剪短，
后来简化到扎一个马尾——
用一只手绢扎，用五彩斑斓
的头饰发带扎。再后来，到
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忽然一
阵子大学里的女同学都流行
起了披肩发，一眼望去，大学
校园的女生，都是“清汤挂
面”，满世界秀发如云，连艺

术系的糙男也加入长发飘飘
的队伍。以现在的语言习
惯，秀发也是一种“秀”，头发
的秀。如二大娘认为的运城
盐湖产的奇强洗衣粉是最好
的洗发剂一样，这是她的
“秀”，无他，唯顺手耳。

时代不同，秀发各异。
头发无小事，小事也成大事，
那些围绕着头发的退让、杀
伐的故事不再赘述——突然
想顺便探究一下古人眼里的
“秀发”，那些束发的、盘发
的、披发的远古的头发。嗯，
古人似乎比我们更丰富更含
蓄些，几乎所有“髟”（biāo）
字部首的字讲的大都与头发
有关：髫、鬓、鬟、髻……《木
兰诗》有“当窗理云鬓，对镜
贴花黄”，杜子美有诗“香雾
云鬟湿，清辉玉臂寒”，白乐
天的《长恨歌》中有贵妃的
“云髻（一作云鬓）半偏新睡
觉，花冠不整下堂来”，云鬓、
云鬟、云髻，都是古时美女的
秀发呀。欧阳修《燕归梁》中
有句，“绿云堆枕乱鬅鬙”，
“绿云”即乌发，“鬅鬙”
（p?ngsēng）为散乱，过去人
的头发还真是好呢。

秀 发
李耀岗

离开老家已十年，最忘
不了的是邻居温姐。记得分
别时温姐34岁，刚刚结婚3
年多，有个两岁半的儿子。
温姐长相甜美，身材苗条，性
格乐观向上。邻居们有事总
喜欢找她商量，她三下五除
二就能将棘手的问题解决，
而爽朗的笑声便是她胜利后
的“标志”。

前段时间偶然见到一位
老邻居，从他的口中得知温
姐最近过得不太如意。她已
上初中的儿子前几年得了大
病，导致下半身瘫痪。为了
给孩子治病，她的丈夫外出
打工，家里单留下温姐一个
人照顾。听到这个消息，我

心中一惊，立马开车回了老
家看望温姐。

当我准备敲她家门时，
一阵熟悉的笑声从院子里传
了出来，随后是温姐兴奋的
话音：“儿子真棒，终于学会

自己做了。”没等她说完，我
便推开了门。令我吃惊的
是，温姐看上去居然没有大
变化，最起码没有我想象中
那样一夜白头。她的样貌依
然年轻，皮肤依旧白皙，唯一
不同的是，她现在胖了，最少

比以前重了几十斤，身材有
些臃肿。

温姐每天的工作十分繁
重，除了给孩子穿衣吃饭洗
漱外，还要开车将他送到学
校，再用轮椅推他到教室学
习。临走时，我提出了一个
疑惑，每天这么累，温姐为什
么没有消瘦反而越来越胖？
温姐大笑道:“孩子太沉，每
天要把他从车里抱上抱下好
几次，我一个人的力量太有
限了，所以我把自己吃成了
大胖子，这样就有力气抱孩
子了。”

我听后也“扑哧”一下笑
了起来，而泪水却像开了闸
般瞬间夺眶而出。

增 肥
李永斌

七十七、梁启超旧居·饮

冰室

意式风情街北侧，一个
繁华背后的安静之所，这里
因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风云
人物而闻名，他就是中国近
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
文学家梁启超。

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罗澍伟介绍：“梁启超把天津
看作自己的第二故乡，他把
自己的落脚点选择在天津。
1914年，他开始在天津意租
界营建自己的住房，他连家
眷也接到了天津。”
“饮冰室实际上有一些

异国情调，是当时按照意租
界工部局的要求而建设的建
筑，属于一种小洋楼，就是我
们现在讲的花园式住宅。”天
津市风貌建筑保护专家咨询
委员会主任路红说。

梁启超先生亲自为这座
意式建筑取名饮冰室（今吾朝
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

梁启超先生以此来表达内心
对于国家命运的担忧。从饮
冰室走出的梁氏九个子女都
有着各自的成就，其中更有
三位院士，他的长子梁思成
是建筑专家、次子梁思永是
考古学家、他的小儿子梁思
礼是火箭专家。

从1919年到1929年，
梁启超告别了官场，远离
了政治，大部分时间在天
津的饮冰室著书立说。

天津梁启超纪念馆馆
长周美玲介绍：“梁启超一生
留下了浩如烟海的鸿篇巨
制，在纪念馆里有一组书柜，
是他的原件，这个书柜被完
整地保存下来了，挺珍贵。”

在《梁启超和他的儿
女们》这本书中，吴荔明（梁
启超的外孙女）讲述了自己
心中的外公和她记忆中的
饮冰室。她说：“饮冰室那
个时候是一个根据地，七七
事变那一天，我的大姨梁思
顺带着我妈妈和我的小舅
舅梁思礼，还有梁再冰，我
们在北戴河玩，正在玩的过
程里就（发生）七七事变了，
我们就赶紧往回赶，就是要
赶回饮冰室。”
“当时有几个孩子在国

外上学，他在这里跟孩子
们通信达到了几十万字，
对每一个孩子，从学业、
生活、健康，甚至包括理
财的观念，所有这些方面
都给与悉心指导，梁启超
自己也说——谈何容
易。”周美玲说。

今天的饮冰室没有
了梁启超先生秉烛夜读
的身影，也见不到梁氏
子女们的欢笑和嬉闹，
但梁启超先生投身救国
的火热之情和牵挂家人
的温馨之情已经和这座
建筑一起融入了天津这
座城市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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