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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年的二月二，名副其实的
龙抬头，说几出带“龙”字的京戏，
祝各位朋友龙年吉祥。

说起京剧中带“龙”字的戏
码，那可真不少，先说行当齐全，
允文允武的经典名剧《龙凤呈
祥》。第二出“龙”字戏是生、净、
旦联袂上演的名剧，常被称为“大
探二”（《大报国》《探皇陵》《二进
宫》）的《龙凤阁》；第三出“龙”字
戏当为生、旦对儿戏《游龙戏凤》，
也叫《梅龙镇》。接下来按行当和
流派来说，老生戏有马（马连良）派戏《遇龙酒馆》《串
龙珠》、言（言菊朋）派有《卧龙吊孝》、麒（周信芳）派
有《乌龙院》等；花脸戏有郝（郝寿臣）派名剧《打龙
棚》、金（金少山）派和裘（裘盛戎）派都有的名剧《锁
五龙》《打龙袍》；此外，还有武丑戏叶（叶盛章）派的
《三盗九龙杯》和《闹龙宫》等。

在众多“龙”字戏中，有的如《龙凤呈祥》《龙凤
阁》《游龙戏凤》《锁五龙》《打龙袍》等都是当今舞台
上经常上演的好戏，而有些戏像《卧龙吊孝》《乌龙
院》《串龙珠》等多在纪念某流派的演出中出现，而有
些戏可能只有一个戏名，到了几近失传的地步，《打
龙棚》便是这当中的一出。
《打龙棚》这出戏的剧情比较简单：五代时名将

高怀德在擂台上打死设擂的南唐三太子李豹，后周
主柴荣因与怀德有杀父之仇，要将他斩首。赵匡胤
与郑子明力保，而柴荣定斩不赦，郑子明大怒，冲进
龙棚，举起枣牙大棒要打柴荣，终使柴荣特赦怀德。
这出戏演出时长只有45分钟左右，但对饰演郑子明
的演员要求甚高：其一，郑子明因在山中救人时被猩
猩抓伤了脸，所以是一张“歪脸”——两只眼一只往
上斜，一只往下合的样子，内行称为“雌雄眼”。演员
以这张“歪脸”表演出剧情需要的表情，难度较大。
其二，唱念都吃功夫，本来郑子明一角为架子花脸，
但这出戏里还要完成繁重的二黄唱段，演员必须要
有铜锤花脸的唱功。另外，该剧中的郑子明念白全
部用的是山西话，不仅要念出山西味儿，还要与京剧
的中州韵有机结合，难度可想而知。其三，做表细致
繁难，剧虽不长，郑子明却有三上三下的出场，且要
通过不同的服装、身段、表情把郑子明疾恶如仇的人

物性格表现出来，对演员的艺术修养要求
非常高。

1925年，郝寿臣先生通过向老艺人学
习，继承恢复演出该剧，并将这出戏传予爱
徒樊效臣、袁世海和周和桐。如今这三位
老艺术家都已去世，这出好戏也就很少再
现舞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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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期 文 库
人生滋味之一

《道德经》中讲“五色令
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
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
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的确，人们内心的欲望越是
铺天盖地，越找不到最初的
本真。其实，人生至简是清
欢，那些遇事安然、处事泰然
者往往内心饱满，他们任所
有过往中的不甘、纠结、物欲
在时间旷野里呼啸而过，化
作过眼云烟。他们一直在努
力活成一棵树的样子，绿树
成荫，静谧而坚韧，明亮而宁
静，清清亮亮过好一生。

一个人最通透的活法儿

便是删繁就
简 、去 伪 存
真。年轻的
时候，整个青
春都沉浸在
追跑的感觉

里，耗尽心力、殚精竭虑也要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人至
不惑，我才发现偶尔在奔跑
的时候驻足，那种风在耳边
吹、风景在身边过、风花雪月
都随风散了的感觉竟是一种
大自在。当我们不再去追求
外在的装裱，内心反而更容
易回归纯粹。山河远阔，处
变不惊，才是人生大美。于
丹曾在节目中抛出这样的问
题，大家都忙忙碌碌——买
越来越大的房子，换越来越
好的车子，背越来越贵的包，
做越来越高的职位……但有
没有空儿问问自己的内心，

这些是我们的理想吗？这
些能够让我们的内心充实
满足和快乐吗？有的时候，
一个人往往拥有的物质层
面的东西越多，精神上反而
越空虚。因为物质只有在
求而不得的时候才最令人
兴奋、愉悦，当它的累积变
成了一种习惯，你也很难再
找到曾经的幸福感。

流年若水，清欢即大
美。湖畔吟句，煎茶佐酒，围
炉煮雪，淡墨生香，这些貌似
生活中的“小确幸”却能帮你
卸下物欲枷锁。一个人只有
内在饱满丰盛，才不惧风
雨。有了念想和寄托，无论
岁月几多繁盛，风云几多卷
舒，皆与我陌生遥远，只需读
一卷书、煮一瓯茶，瞬间便能
从萎靡疲倦中振作起来。

人生总会有一些惆怅

和惘然挥之不去，最重要的
便是自己知道取舍。一个
真正成熟的人知道自己想
要什么，而智慧的人更明确
自己该放弃什么，对欲望做
减法，以清净心看世界，终
有一天会收获柳暗花明的
喜乐平和。

中年之后，人生排序最
重要的是自己的健康、快乐；
其次是有爱、有趣；然后是有
个人支配的财产及其他。经
过岁月的淘洗，那些平静之
中留在我们生命里的，才是
真正想要的。但清欢，且清
且欢且难，找到生活中的那
束光，人生才能越来越松弛，
才能越来越活得本色天真。

人生至简是清欢
李晓萍

一个春
天的早晨，
诗人被清亮
的 鸟 鸣 惊
醒，恍惚间
记起了昨夜的风雨声，不由
得担心起“花落知多少”。
这首一千多年前的诗，住在
了我们的童年里，千百年
后，我们的后辈，依然会用
清亮的童音，念出这首孟浩
然的《春晓》。我曾听一个
孩子把王维的《相思》与《春
晓》混在了一起：“愿君多采
撷，花落知多少。”伤春的情
绪，一下子变成了小男孩的
调皮。

对于《春晓》的理解，悲

喜浓淡，各
有不同，但
都属于美的
范畴，属于
古老的东方

特有的诗意。如果“春晓”遭
遇精神困境，又会如何？比
如卡夫卡的《变形记》，贝克
特的《等待戈多》：

一个春天的早晨，我早
早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
只巨大的甲虫……

一个春天的早晨，我们
醒来，继续等待那位不知道
是谁，也不知道到底会不会
来的“戈多”……

你还记得自己今年春天
的某个早晨吗？

一个春天的早晨
周毓之

街上的一家水果店近日
生意格外好。我在店前的摊
上看到小橘子，挑选了一些，
顺便问了句：“这小橘子多少
钱一斤？”只听一个童声传
来：“十元二斤半。”我以为是
哪个孩子插嘴，便抬眼找店
员，只见电子秤旁，一个十来
岁的男孩正望着
我，他又说道：“这
小橘子可甜了。”
那模样，就是一个
“小掌柜”的架势。

我把小橘子
递 过 去 ，“ 小 掌
柜”接过来，放到
秤上称量，并立
刻报出分量和价
钱。看那动作娴
熟的样子，倒像
个老掌柜。我扫码付了钱，
站在一旁看了一会儿，见
“小掌柜”对生意应对自如，
顾客的各种问题，他都能随
口应答。

趁着空闲，我问他：“你
上几年级了？”他说：“三年
级。”我又问他：“放假了，怎

么不去玩？”他说：“我觉得这
就挺好玩。我学会了算账，
知道了很多水果的产地、营
养价值。”的确，我刚才就发
现了，“小掌柜”时不时地会
给顾客推荐一些水果，介绍
它们的营养价值。

把帮摊当成游戏，这个
想法挺新奇。但
我还有点担心：把
假期生活放在帮
摊上，一点也不学
习，也不是个事
呀。“小掌柜”似乎
看出我的心思，便
说：“我爸妈给我
留作业了，我每天
除了帮摊，回家也
要学习的。”

最后我还有
个顾虑，帮摊会不会消磨了
孩子的童真呢？接下来的一
幕让我放心了，此时顾客已
散去，“小掌柜”突然招呼来
一个小玩伴，俩人说笑着就
玩耍起来。他玩耍时的神情
不再像个掌柜，就是个可爱
的孩子。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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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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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序进入辰龙之年，人
们互致祝福吉言，难免会提
到“龙”。到底龙为何物？要
细说清楚，却非易事。

东汉无神论者王充见东
汉世俗将龙画作“马首蛇尾”
之状，便结合《韩非子》“夫龙
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等
文献记载，认为龙乃“马、蛇
之类”。《尔雅》曰“马高八尺
为龙”，解梦者云“蛇者，龙
也”（详见《资治通鉴》卷二百
八十一），诸如此类，似乎皆
可佐证王充的推论。

龙，竟然就是近在眼前
的寻常物种？商周卜辞中有
“见龙”“祭龙”“获龙”的记
录，《周易》曰“见龙在田……
或跃在渊”“龙战于野，其血
玄黄”，《左传》称“古者畜龙，
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
《庄子》写“朱泙漫学屠龙于
支离益”，足见龙的确曾是真
实可感之物。

甲骨文、金文里的“龙”
虽有字形上的种种差异，但
和同时期青铜器上龙的纹饰
一样，亦可分为无足与有足
两大类型：无足型龙跟蛇的
形象确实极为近似，只是比

普通的蛇头顶上多了一个
“角”或“冠”；有足型龙则与
鳄鱼、蜥蜴的样子非常相像，
也只多了一个“冠”或“角”。

浩瀚古籍之内，也不乏
这两种类型的对应性描述。

先看无足型。《左传·襄
公二十一年》：“深山大泽，
实生龙蛇。”《周易·系辞传》
下：“龙蛇之蛰，以存身也。”
《史记·外戚世家》西汉褚少

孙引《传》曰：“蛇化为龙，不
变其文。”宋沈括《梦溪笔
谈》：彭蠡小龙“常游舟楫
间，与常蛇无辨，但蛇行必
蜿蜒，而此乃直行，江人常
以此辨之”。龙蛇常常并
举，是因为它俩太相似、太
容易混淆，汉语成语谓之
“龙蛇混杂”，如今民间仍把
蛇称作龙、小龙、老龙甚至
龙王（参看《民间文艺季刊》

总第27期《奉化龙俗调查》）。
再看有足型。《淮南子·精

神》：禹“视龙犹蝘蜓，颜色不
变，龙乃弭耳掉尾而逃”。许
慎注：“蝘蜓，蜥蜴也，或曰守
宫也，东方朔射覆对武帝曰
‘谓为龙无有角，谓为蛇而有
足，骙骙脉脉喜缘壁，非守宫，
当蜥蜴’是也。”许慎在《说文
解字》里亦云：“蝘，在壁曰蝘
蜓，在草曰蜥易。”现代生物学

之蝘蜓指蜥蜴类石龙子科的
一种卵胎生爬行动物“铜石龙
子”。唐韦绚《戎幕闲谈》：“茅
山龙池中，其龙如蜥蜴而五
色。”唐陈藏器《本草拾遗》：鼍
“形如龙大……既是龙类”。
宋蔡绦《铁围山丛谈》：“崇宁
中，淮水暴涨，而汴口樯舟不
能进。一日昧爽，小龙者出运
纲之舟尾，有柁工之妇不识
也，谓是蜥蜴。”元周达观《真

腊风土记·鱼龙》：“鳄鱼大者
如船，有四脚，绝类龙，特无
角耳。”明李时珍《本草纲目》
所载蜥蜴的别名有“石龙子”
等，民间又把石龙子叫作“四
脚蛇”。

综上可见，龙之与蛇，龙
之与蜥蜴、鳄鱼，皆有形态上
乃至习性上的相似性。甘肃
甘谷西坪出土的那件享誉世
界的国宝级“爬行动物纹彩
陶瓶”（此命名见杨晓能《另
一种古史：青铜器纹饰、图形
文字与图像铭文的解读》），
关于这动物究竟是啥，即有
龙、蜥蜴、蝾螈、鲵鱼诸说，而
笔者曾根据其形象正可与
《山海经》“人面蛇身，尾交首
上”云云对照，乃断其为蛇，
又根据《山海经》岷江“多鼍”
等记载考证李冰所伏之龙乃
是鼍（扬子鳄）。

当然，无论虚实，无论如
何，在更多人的心目中乃至
超市的节日装饰中，龙还是
“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
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
鹰，掌似虎，耳似牛”的“九不
像”，正如十二生肖，早已是
不可动摇的全民记忆。

●文史漫笔

寻龙记
林赶秋

好文章应该
具备三个特性：
思想性、艺术性
和趣味性。

思想性即文
章要给人以启迪，对人有
助益，让人读了之后可以
获得一些知识，明白一些
事理。

艺术性即文章文采
斐然富有美感，读时就像
欣赏一幅画，听一首世界

名曲，令人心旷
神怡。

趣味性即文
章要有趣，这个
“趣”不单单是诙谐

幽默，更多是不同寻常的人
生体验，那有趣的文字背
后，注定是有趣的灵魂。

这三者都具备，必是
上品。三者具备其一，可
为佳作。一样都没有，那
就很一般了。

好文章
鞠志杰

周末，带着儿子逛游
乐园。最热闹的项目，莫
过于卡通小火车，几十个
叽叽喳喳的小朋友有序
地排着队。小火车“嘟
嘟”地开动了，孩子们兴
奋得大叫。4分钟后，小
火车停了，我上去
帮儿子解安全带，
儿子却板着脸不
让，说还想坐一
次。我说：“即使
你还想坐，那也得
下来重新排队。”孩子问
为什么。我说：“为了公
平。因为‘游客须知’上
有说明，排一次队只能坐
一次。”

儿子正犹豫之际，发
现前面的小女孩也没有

下车，并且得到了她妈妈
的认可。于是，儿子嘟着
小嘴问：“人家为什么可
以直接坐下一次？”我一
边给孩子解开了安全带，
一边解释说：“幼儿园老
师给你们打早餐，有小朋

友插队，老师没有
看到，那就代表你
也可以正大光明
地去插队吗？”儿
子想一想，摇了摇
头。我连忙说：

“那样做，对排队的其他
小朋友就不公平了。没
有规矩不成方圆。”

我抱儿子下来时，他
对我扮了个鬼脸，说了声
“我记住了”，然后迅速跑
向队伍的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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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甘心，容易让
人陷入无止境的追
逐与攀比之中，到头
来伤到的往往是自
身以及最亲近的
人。而一味地甘心，则容易
让人失去进取之心，没能把
更好的自己呈现出来。

如何在甘心与不甘心之

间找到平衡，既是
一门学问，更是一
种修炼。说到底，
就是要在该甘心的
地方甘心，在不该

甘心的地方不甘心。比如，
对于名和利，要甘心；对于成
为更好的自己，则不能过于
甘心。

甘 心
徐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