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所有戏曲表演中，我
最惊叹和佩服的是川剧中的
变脸——演员头一摆，脖颈
一转动——观众眨眼间，目
击到的或是一副新奇的面
孔，或是一副怪异的嘴脸。
变脸的速度之快，使人目不
交睫，观众叫绝时未免诧
异。当然，对于演员来说，这
是艺技的精湛、绝活儿的奉
献，赢得掌声喝彩，那是一种
荣耀和自豪。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
寒。戏剧界有句话叫：台上
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深
有体验。年轻时，我在村里
的文艺宣传队排练节目，就
是翻几个跟头、练一个搓步，
也不是十次八次可以成功
的。不论什么行当的成功，
都是力气、汗水、智慧和灵感
的结晶。

戏曲中，演员戴什么面
具就是什么角色。或忠或
奸，或善或恶，面具是观众的
第一视觉。无论演员表演得
多么逼真动人，大多数观众
心里明白，他们看的是戏剧，
面具后面的那张脸才是真正
的人脸，是反映内心的脸，是
有情愫的脸，是有灵魂的
脸。可是，也有像我这样的
观众，往往容易入戏，把戴着
面具的脸、化妆了的脸，误认
为是角色的脸，并为此而伤
感、愤怒，或叹息，或拍手叫

好。当然，这在剧院、舞台，
也算常态。

如果在生活中，把面具
当做面具背后的那张脸——
那张看似善良、光鲜、温顺的
面具一旦撕掉，面具后面的
那张真实的脸或许会使你惊
愕或尖叫一声的。

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
戴着面具，出席自己不愿意出
席的活动，说几句自己不想说
的话，或是出于无奈，或是情
境所迫，或是为一点小恩小
惠，并非坏了良心。这都情有

可原，也是人们能理解的。
有个写作者给我说，他

从不看川剧中的变脸。他
说，他恨“变脸”的人。我问
他为什么？他说，他有个朋
友，他曾经多次帮过此人。
可当对方反目之后，他才知
道，那人拿下了面具其真实
面目的狰狞。

朋友诉说了他的故事。
我知道，那是一个一直戴着
面具生活的人。当其没有能
力站直时，会乖觉地趴着，把
每个自己觉得有用的人都当
朋友看待，看似真心实意、百

依百顺，甚至可以两肋插
刀，以此赢得有情有义的口
碑；可等其夺取名利，上了
台阶，就开始与原来朋友们
反目甚或落井下石了。接
下来，这种人会继续戴着面
具在新的台阶上广交朋友，
充分利用，获取名利；然后，
又反目，又落井下石。这种
戴着面具的人只有两个特
点：无耻，不善良。

我其实并不十分憎恶戴
面具的人。正是这个戴面具
的人使得我的朋友成熟了，

使他对人、对世事有了深刻
的洞察力；也使他意识到了
自己性格上的弱点——人固
然必须善良为人，但绝不能
用自己的善良滋养他人的恶
行。我劝他，川剧的变脸，该
看还是要看；我们不能因为
现实世界中人情世故中“变
脸”一词所造成的污名化，而
拒绝和否定艺术。

在现实生活中，像朋友
遇到的那种戴着面具的人，
比川剧里戴面具的演员难识
别得多，因为他们那张戴着
面具的脸经过人生风雨的洗

濯，已取代了真实的脸。这
种人没有站直时，大多数时
间，他们都是乖觉地趴着；可
当他们一旦站起来，便即刻
撕下面具，一只笨狗刹那间
变为狼了。当然，如厮之类，
站直的时候，就是无视友人
甚或反目之时；所以，考察其
交友轨迹，你会发现，他先前
所做的一切，皆是伪装。

在我的一生中，不止一
次地遇到过这样的人。当他
毫无底线向你示好时，当你
在他的心目中还有利用价值
时，他的面具上写满了弱者
的献媚和温顺，你会将他视
为忠诚的朋友，对他毫不设
防；但当你受骗之后，冷静下
来时，你就可以看到他的面
具后面那张真实的脸。所见
既多，要看透面具后面那张
脸，亦并非易事。我的人生
经验是：遇到怒目金刚之人，
可以坦然无畏；看到在别人
面前奴颜媚骨者笑眯眯地向
你走来时，心中可要警惕起
来了。

当然，一个人在生活中
要学会检讨自己，自己之所
以被戴着面具的脸欺骗了，
也许是因为自己的心灵不干
净，或者目光不锐利，辨识能
力太差。但是，生活欺骗了
你，不必哀叹，不必抱怨，权
当是人生的一次淬火吧。生
活会使你百炼成钢的。

面 具
冯积岐

责任编辑：朱孝兵 马 成 副刊专刊部电话：23602873

2023年12月14日 星期四

17副刊
有位博导经常教育他的学

生：人生需要借势，但不能仗

势，如果以为仗着某些关系或

势力就可以搞定一切，那就错

了。借势可成就自己，仗势却

会毁掉自己。

仗势与借势，虽只一字之

差，但其境界与格局却迥然相

异。仗势，即倚仗别人的权势、

财势和声势去谋取自己的利

益，自己没本事、不努力，却专

门靠别人的关系过日子。借

势，虽然也在借助别人的力量

来成就自己，但更多地还是靠

自己的本事去创业干事。仗

势，仅仅利用别人的资源、权力

和影响力去谋取自己的利益，离开了别人，每每一事

无成。借势，则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去挖掘潜力、增

长能量，在借势过程中充实自己、提升自己。仗势，

只是利用别人的势力来给自己壮胆、为自己助威，常

常居高临下、目空一切，因而不会取得真正的进步发

展；借势，则怀有一颗虔诚之心，抱着一种求教之态，

真诚拜别人为师，虚心向别人学习，以人之长补己之

短，从而获得成功。仗势，不需要什么专门的学识和

能力，往往只需要唬人的名头和关系。借势，则既是

一门学问，又是一门艺术，需要具备相应的境界和智

慧、足够的知识和技能。

借势有各种方式方法。其中尤为重要的是

两条：

勇于乘风而上，此其一。借势犹如借风，需要找

准风口。有人曾提出一个“飞猪理论”，即“站到风口

上，猪都能被吹上天”。这里有两个关键环节，就是

找到风口和站到位。当风来的时候，必须抓住风口、

乘风而行，这样才能被“吹上天”；如果风过去以后才

想到要往风口上站，或者跟在后面“追风”，显然为时

已晚。这就需要有强烈的机遇意识，当机遇之风来

临时，能够迅捷地抓住它、驾驭它、借助它。当今时

代，信息瞬息万变，机遇稍纵即逝，仅仅拥有一般“有

准备的头脑”已经很难在激烈竞争中掌握主动，赢得

先机；只有具备“时刻准备着的头脑”，才能在机遇面

前拔得头筹。

善于顺势而为，此其二。荀子在《劝学篇》中

说：“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

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借势，就是要顺应客观环境和具体条件，善于借助

外部力量来撬动推进自己事业发展的杠杆，让自己

的能力产生倍增效应。能力通常可分为硬能力和

软能力。资金、设施等是硬能力，智慧、经验等是

软能力，二者不可偏废。将别人的智慧、经验为己

所用，用于弥补自己学识、才能上的短板，可以从

根本上增强自己的能力，帮助自己走向成功。从这

个意义上说，软能力比硬能力更重要。很多时候，

某个项目不能成功，不是因管理者资金、

设备等硬能力不足，而是智慧、经验等软

能力不够。借势，无疑应把提高自己的软

能力作为重中之重。

当然，打铁还需自身硬，一个人不能一

辈子都在借势；什么时候自己可以造势了，

也就有了成功的基础和把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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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云：“敝笱在梁，
其鱼鲂鱮。”鱮这种鱼“好群
行相与也”，即有“连行”的
特点，于是它又有了一个名
字——鲢鱼。

古人认为它的肉易烂，
不能用油煎，只能放蒸笼上
蒸，蒸熟后再放调料。《墨子》
记载，洞庭湖的一位隐士，不
愿出来做官，隐居河边，每日
钓鲢鱼为生。他有土灶，自

己做饭，最喜欢吃肥大的鲢
鱼头。他无忧无虑，活了一
百多岁。

顾起元在《鱼品》里记
录，江南地区湖泊众多，盛
产鱼虾。特别是鲢鱼，“头
巨而身微”，细鳞白腹。几
乎每家池塘里都喂了鲢鱼，
“大者头多腴，为上味”。清
代史学家赵翼说过：“鲢鱼
之美乃在头，头大于身如兜
鍪。”至今仍有很多人爱吃
鲢鱼头，可以说，在对美味
的敏锐度上，古人与今人是
一致的。

清代咸丰后期，山东、
河北等地的农民大量涌到

关外开荒。那里的物价便
宜，扎下根来也容易。据
一个开荒人回忆，他曾在
棉花街买了一条十斤的鲢
鱼，家里七口人吃了两天
才吃完。
《台湾杂记》上说，清代

台湾结婚仪式有六项，分别
是问名、订盟、纳采、纳币、请
期、亲迎。在纳币仪式上，男
方要给女方送去猪、羊、鲢
鱼、海参、面线等物品。鱼的
品种那么多，偏偏选择“鲢
鱼”，说明鲢鱼在古代是有排
面的鱼。

康熙二十二年，康熙帝
乘船到了浑河、辽河、太子河

三河的交汇处。他看见水面
有很多鱼，立刻叫人拿来渔
网，亲自撒网捕鱼。待鱼被
拉上来后，康熙把鱼全部倒
在船上，他数了数有五条鲢
鱼、六条鲤鱼等。他想派人
把鱼带到京城送给孝庄太
后，可是担心路上变质，于是
安排驿卒快马加鞭将鲢鱼送
去。五条鲢鱼值不了什么
钱，但其中包含了他对孝庄
太后的深情与敬意，这份孝
心是无价的。

鲢 鱼
季 湘

妻妹两口子，
退休后一直在家带
孙女。但两人方法
不同，效果也不同。

爷爷性子好，
一切依着孙女，每天晚上哄
孙女睡觉，都要抱着她在室
内转圈。孙女伸着胳膊说
“逛逛”，爷爷就扛起来，让她
趴在肩头上，开始“逛逛”。
这样孙女才能入睡。

奶奶凡事都要给孙女立

规矩，几点起床、
几点吃饭、几点睡
觉、零食怎么吃、
垃圾怎么放，都有
规矩。奶奶哄睡

觉，从来不“逛逛”。
孙女把爷爷的手机摔坏

了好几个，但奶奶的手机她
从不去动。

现在孙女上学了，跟爸
爸妈妈在家住时，却要抱着
奶奶的照片才能睡。

哄 睡
祁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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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我兴冲冲地走在
晨练的路上，脚下突然被什
么硌了一下，低头一看，是
颗螺丝帽。弯腰捡起，心头
一热，脱口唱起小时特别喜
爱的儿歌《螺丝帽》，于是记
忆中三次唱起《螺丝帽》的
情形浮现在眼前。

第一次学唱这
首歌是在小学二年
级。教我们唱歌的
是 教 体 育 的 岳 老
师。岳老师四十多
岁，一米八的大个
儿，身穿运动服弯腰
坐在低矮的风琴前，
吃力地弹着乐曲，很
是滑稽。那一年学
校安排体育老师兼任音乐
课老师，岳老师勉为其难。
在他沙哑嗓音的带领下，我
们高兴地学会了这首歌，至
今难忘。

第二次唱《螺丝帽》是
在中学。一天课间休息时，
班里一个外号叫“鼻子”的
同学，带头以戏谑的口吻唱

起了《螺丝帽》。于是全班
五十多个半大小子，齐声合
唱，歌声响彻校园。其他班
的同学莫名其妙，纷纷赶来
一探究竟。看到我们声嘶
力竭地唱着“螺丝帽”，个个
笑岔了气。

第三次唱《螺丝帽》是
在煤矿。当时50多
个知青兄弟睡两排
大通铺。虽然环境
差，但并没有影响大
家聚在一起的喜悦
心情，第一天晚上便
聚起餐来。一向木
讷的我，突然不知触
碰了哪根神经，竟哼
起了《螺丝帽》。身

边的几个哥们儿一愣，也欢
笑着唱和起来。一会儿工
夫，歌声响彻整个房间。

三次唱儿歌，尽管缘由
各异，但都是因为快乐。从
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唱着
儿歌成长的，唱着儿歌开始
了新的生活。好儿歌带来
的快乐可以影响人的一生。

儿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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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送来螃蟹，
蒸熟吃了两只，
喝了三瓶黄酒，
醉写一首小诗。

●老树画画

螃 蟹
老 树

星 期 文 库
古人食鱼琐事之四

在办理退
休手续时，工作
人员开玩笑地
对我说：“这么
年轻，我们不
收。”这使我想起临近退休
时，单位组织培训，看周围都
是年轻的面孔，忽然觉得自
己老了。窗外的阳光依然明
媚，但八九点钟的太阳已不
属于自己，而此时工作人员
一句“拒收”的玩笑，却让我
又找回了年轻的感觉。
“这么年轻”，真的是一

种激励，它能
让人生发不服
老的激情，脚
步 也 迈 得 轻
快，就像刚入

学的新生，对一切都充满了
新鲜感和好奇心，那种老之
将至的暮气，瞬间被清零。
“这么年轻”，也成了退

休群里迎新的惊叹。每有
新人入群，群里都这样惊
呼，就像迎接一个新生儿，
一个新同学，一个新入职的
年轻人……

这么年轻
伍 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