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跟着《诗经》去采撷

霍无非

春光明媚，草长莺飞，蛰伏一
冬的天地万物，在这暖气融融的时
刻苏醒了，探头伸肢，抽枝发芽，扑
入春天的怀抱，广袤的大地一派花
红叶绿，莺歌燕舞。良日佳时，赏春
踏青古已有之，只是古代的劳动人
民不像士大夫那样有“若待上林花
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的闲情逸
致， 而是和劳动紧密结合一起，背
篓荷锄，兴高采烈走向山野，一边
赏景，一边采撷，这在《诗经》中屡
见不鲜。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
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
喈”。看，村姑们在山谷中割着柔蔓
绵长的葛藤，四周绿草茵茵，小黄
雀儿在丛生的灌木中飞起落下，肆
意鸣啼，是多么惬意的事。干体力
活的农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认
知了自然，积累了经验，增长了智
慧， 懂得利用大地馈赠的一草一
木，割下葛茎煮过，纤维可织成粗
细不同的葛布， 解决全家的衣着，

自己动手获得劳动成果，真是穿不
厌啊！

“采采 ，薄言采之。采采
，薄言有之”。 ，既为车前

草，多生长在道边车辙旁，半椭半
尖的绿叶像掌， 一片片贴着地皮。

初春的车前草可当野菜食用，能干
的农家姐妹们岂能放过？相约采摘
去，说些俏皮话私房话，有多开心！

最终手嘴并用， 这边唱来那边和，

摘掐捋拾，干得飞快，不大一会儿，

衣襟就兜满了。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
子，美无度。美无度，殊异乎公路”。

莫，羊蹄菜也，茎矮叶展，状如羊
蹄。一位村姑在汾水边采菜，恰好
不远一位小伙也在采撷，小伙英俊
的容貌和勤恳的劳作使她一见钟
情。后来采桑采药，她都见到倾慕
之人，相比之下，她觉得地位卑贱
的农家小伙比那些好逸恶劳的贵
族官儿，不知要美上多少倍，劳动

取得生活所需，也收获爱情。

同是采春， 并不都是快乐愉
悦，还夹杂着其他感情因素，这才
体现完整的百姓生活和情感世
界。“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见君
子，忧心 。亦既见止，亦既觏
止，我心则说”。弯曲翘首的野蕨
菜， 勾起了采蕨农妇对远方夫君
的思念，甚至愁绪满腔。这位农妇
无疑心态是好的， 回想过去与夫
君的相聚， 很快转忧为安， 这比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

置彼周行” 而无心摘采的农妇想
得开。同样的还有“采薇采薇，薇
亦柔止。曰归曰归，岁亦忧止”。只
不过诗中换成戍边的男性， 一把
把采着野豌豆嫩苗做给养， 艰苦
单调的边地生活更思乡心切，然使
命在身，岂能擅自脱逃？

祖先们有大智慧，在长期的采
撷劳动中，发现药食同源，许多野
菜还有药用功能，这在明代郎中李
时珍著述的《本草纲目》 得到确
认。葛根：“消渴，身大热，呕吐，诸
痹，起阴气，解诸毒”，解肌退热，

透疹，生津，升阳止泻。车前草：

“气癃止痛，利水道小便，除湿痹。

久服轻身耐老”，清热利尿，凉血，

解毒。野蕨菜：“去暴热，利水道，

令人睡。藏器补五脏不足，气雍经
络筋骨间，毒气”，根烧成灰油调
之，还可敷治蛇虫伤。野豌豆：“久
食不饥，调中。利大小肠。藏器利
水道，下浮肿，润大肠”，补肾调
经，祛痰止咳。艾叶：“灸百病。可
作煎，止吐血下痢，下部匿疮，妇
人漏血，利阴气，生肌肉，辟风寒，

使人有子”， 是温经止血， 散寒止
痛，降湿杀虫的好药。

《诗经》 无疑是一本读之受益
匪浅的人文教科书，通过采撷展现
了自然美、劳动美和音律美，毫不
掩饰它所推崇的价值取向，不仅赋
予后人以精神享受，还传输了不少
生活经验及医药常识，诚如马克思
语：“只有劳动者才能创造美并真
正感受美。” 春天来了， 踏足野外
吧，跟着《诗经》去采撷，体验祖先
苦中求乐、勤于探索的精神，对人
生大有裨益。

话说“到此一游”

王超

曾经有段时间， 有关中国
游客在境外涂写“到此一游”的
新闻， 引发了全社会对国民陋
习的大讨论， 网络上铺天盖地
满是对当事人的指责之声。

其实我们的古人也喜欢书
写“到此一游”，且故事很多，不
少还颇有些让人津津乐道的轶
事。

古时的题壁与今人的“到
此一游”颇为相近，墙壁、山石、

碑阴、石础甚至客人家的木几，

都是文人们随意刻画的场所。

早先，国人对此行为大多数时侯
是很宽容的，比如陆游、唐婉的
《钗头凤》 原先便是题写在沈园
的墙壁上的，几十年后，沈园转
手卖给了姓许人家，主人还很细
心地用竹木栅栏将其保护起来。

阅读题跋也是古人旅行中的重
要内容，所以苏轼会有“游汤泉，

览留题百余篇”，陈师道也在《登
凤凰山怀子胆》中说：“朱阑行遍
花问路， 看尽当年题壁处。”古
代文人要是发现有熟人题壁，

多半都要和诗一首。

古人们常常借此表达心
情， 最著名的一则轶事当属唐
代的王播， 他年轻时因家庭贫
贱，曾寄食于寺庙里苦读，受到
过寺僧的冷遇， 寺僧故意将饭
前鸣钟改为饭后敲钟， 王播听
到钟声后， 经常发现饭菜已经
被吃光了。王播羞愤难当，于是
便在寺壁上题下了“上堂已了
各西东， 惭愧黎饭后钟”两
句。后来王播经常以此自励，多
年后终于腾达， 出任为淮南节
度使。他重抵扬州时，见到自己
的昔日所题已被寺僧恭敬地罩
上了昂贵的碧纱， 心中无比感
慨，遂又题下了“二十年来尘扑
面，如今始得碧纱笼”两句续于
其后。王播毕竟是风雅之士，可
世上并不是人人都有他那样的
涵养的。

宋代鄱阳诗人余俦拜访住
在上饶水南街的韩膞时， 老韩
半天不现身，余诗人心情大坏，

于是写了两首诗在韩府的大门
口，愤然拂袖而去。似乎古人遇
到不忿之事都要借“到此一游”

骂一骂。还有个古代妇女，她的
老公路过洞庭时不幸溺水身
亡， 那个时代流行“臣不事二
主，女不事二夫”，孩子小，离家
又远，盘缠也很少，真是要怎么
悲怆有怎么悲怆， 于是她在黄
连步接官亭题诗一首：“故里萧
条一望间，此身飘泊叹空还。感
时有恨无人说， 愁敛双蛾对暮
山。” 瞧古代一个女人写的诗，

都比如今许多“到此一游”强太
多了。

不写诗、 光题字以证明自
己“到此一游”的古人也不少，

但他们至少一手书法很漂亮。

比如朱熹老先生到泉州登百丈
岩，就写了个“梦”字在上头，前
些年才被人发现， 其字获赞不
绝。可见题诗题字这种事，在文
人或书法家那里就是艺术行
为， 而对于普通人则就是行为
艺术了。

古人还有一种爱好， 就是
出游时集体题壁。南宋时，在桂
林当官的江西人就曾在城东的
灵剑溪畔弹子岩上集体题名：

江西乡人同仕于广右者十有
二：李蹊成叔、郭有凭充诚、潘
修文叔、 李石韫玉、 徐梦莘商
老、王曝季文、张坦明仲、蔡诜
子羽、陈公曝师宋、魏沐熏父、

王思咏咏之、孟浩养直。淳熙重
光赤奋若仲秋中瀚， 讲乡会于
湘南楼，过弹子岩题石。

一个老乡们的聚会， 因为
题石留墨而成了一场文化盛
会，后来被收入《桂胜》一书中，

成了千古雅事。如此的题壁，人
们怎能不爱呢？

今人到处书写“到此一
游”，一没有古时的那种人文环
境，无人应和或赞美。二没有一
手好书法或好诗文， 三没有书
写在合适的地方， 所以这样的
“到此一游” 只会是令人生厌，

想一想又有何意义呢？

天池情

曾庆棠

我曾多次去过家乡商城县
最南端的天池， 它坐落于豫鄂
皖交界的黄柏山上， 海拔千余
米，其清雅静美仍让我留恋。由
挚友梅庆的生动描述， 亦略知
那大东北的天池， 它雄踞于银
色的长白山脉，海拔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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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其冰清玉洁一直引我神往。乙
未秋， 我有幸亲历了新疆的天
池， 它拥抱于天山东段最高峰
的博格达峰山腰， 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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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米，其浪漫豪情更令我感叹。

绵延千里的天山山脉，横
亘于亚欧大陆的腹地。 一座险
峻陡峭的山峰， 从其东部横空
出世。当年，成吉思汗的子孙们
来到这里， 被它的雄伟壮观所
折服， 因而给这座山峰起了个
名字叫“博格达”，蒙古语意为
“神灵”。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发
育出众多冰川， 成为许多河流
的发源之地， 且造化出被誉为
“天山明珠”的天池。怀着对大
自然的特殊情感， 导游的解说
绘声绘色：“天山天池， 历史悠
久，有着不少的传说。公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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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西王母与周穆王瑶池相
会， 就富有浪漫色彩。《穆天子
传》中是这么记载的，‘乙丑，天
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这一
美好神奇的传说， 引发了古往
今来无数文人墨客的遐想。唐
代诗人李商隐吟诗叹道：‘瑶池
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

八骏日行三万里， 穆王何事不
重来？’诗仙李白亦有诗云：‘云
想衣裳花想容， 春风拂槛露华
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
月下逢。’这里，与其说是在赞
美杨玉环， 其实不如说是因见
杨贵妃而思及西王母， 想起了
那场神眷仙羡的瑶台相逢呢！”

为印证并非子虚乌有的传说轶
事， 导游姑娘还指看了东边的
“梳洗涧”和西边的“洗脚盆”小
天池及“隐乳洞”。仙境，竟是如
此之近。 蟠桃盛宴的佳肴美味
之香，仿佛随风飘至鼻前。

半月形的天池湖面， 一如
明丽的翡翠。其绿，给人一种沁
人心脾的舒畅；其清，给人一种
醒目开悟的豁明；其晶莹剔透，

给人一种明亮透彻的恬静。微
风起处，晃出道道条纹；游艇驰
过，飞溅明珠碧玉；日光洒下，

银光闪闪烁烁。看着看着，即生
幻觉，那本不是水，而是瑶池的
玉液琼浆。据说，天池的东岸靓
女更是牵人情思。 每当日薄西
山， 夕阳的余晖就沿着东岸的
卧龙山勾勒出一位屈曲双腿、

仰面而卧的少女侧影， 她头枕
高山， 长长的睫毛化为山头的
几株翠松， 丰满的胸脯化为两
座隆起的山峰，身姿绰约，楚楚
动人。只可惜，我们没能赶上这
样的时光。

在天池的不远处， 是博格
达峰北坡的亚高山草甸草原。

原上生长有种类繁多的植物，

奇花异草如龙胆、 紫宛、 大绒
草、老鹳、珠蓼、金盛花，春夏秋
时节里姹紫嫣红，纷呈异彩。特
别是原上栖息着的野生动物，

多种多样，极为漂亮可爱。红嘴
山鸦体态优美， 身披泛着黑金
属光泽的羽毛， 红色的脚爪在
草地上悠闲地走来走去， 快意
时还发出一两声清脆悠长的鸣
叫。憨厚可掬的小旱獭，立在草
地上摆弄着两只灵巧的前爪，

瞪着两只乌亮的大眼睛望向前
方， 时而发出一阵欢欢的像小
狗一样的叫声。 肥胖笨拙的大
棕熊，也常光顾这肥美的草甸，

躺在草地上打打滚晒晒太阳，

享受一阵舒心的时光。 而在天
池的高空， 可望见那展翅翱翔
的兀鹫，它勇猛而高傲，目光极
敏锐，能以每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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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的高
速迅即冲向猎物， 将其吃尽之
后，又总是站在高高的岩石上，

展示它美餐后的无比惬意。

伴随联想， 我望及天池的
尽头，山峦叠嶂，一片苍黛。那正
中的三道峰呈“品”字形排列，巍
峨雄奇。峰顶烟云缭绕，白雪皑
皑， 愈显其气质高贵而庄严。此
时，我从仰视中悟出，那就叫至
尊无上， 那就是只可望其项背
而不可超越的修为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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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味道

（下）

赵主明

腊味爱好
我喜欢吃腊肉。 特别喜欢吃肥

的。把切成长方块的腊肉蒸出来，闻
着喷香，看着透亮，入口即化，十分
解馋。年轻时，我一次可以吃上七八
块。现在不敢了，怕得“三高”，一两
块足矣，偶尔也吃三四块。家里常年
有腊肉，妻子不常做，她说，吃多了
不健康。话是有道理的，但是，经不
住那股味儿的诱惑， 我总想隔三差
五吃一次。

但是，我不喜欢吃瘦肉。瘦肉丝
多不易嚼烂。牙稀缝子大，塞牙，不剔
牙难受，剔了不雅观，越剔越稀，干
脆免吃。腊鹅、腊鸭、腊鸡干脆不吃。

腊肉加上辣萝卜、胡萝卜、冬笋
等炖火锅，我喜欢吃里面的素菜。放
上粉条、芫荽、地菜、黄心菜，既有营
养，味道也好，特别钟爱。

有一种腊肉，我是不尝的，那是

腊狗肉。我一向不喜欢吃狗肉，其中
一个原因是，狗乃人类的朋友，对主
人绝对忠诚。年轻的时候，听说广西
一带喜吃狗肉，十分不解。

本地山区，也有喜吃狗肉的，尤
其是腊狗肉。有几年春节前，朋友送
点腊狗肉，我马上转送出去。在我的
影响下，家里几乎不做狗肉。

腊猪蹄，胶原蛋白含量丰富，脂
肪少，胆固醇含量也不高，是一道极
好的下酒菜。卤水腊猪蹄、腊猪蹄炖
冬笋，都是诱人的美食。

腊鹅掌、腊鸭掌、腊鸡爪也是下
酒好菜， 嚼起来满口喷香， 津津有
味。一般作为凉盘上桌，多吃几个，

也不占肚子。既饱了口福，又不影响
健康。

家乡风味的的腊香肠我也喜
欢。那是用五花肉搅烂加上食盐、花
椒、大茴、红辣椒等佐料腌制而成，

有的添加少许糯米，灌入肠衣，腌制

几天后，出风晾晒，制成后香味浓、

不发甜。

腊味乡情
都说广东人会吃。的确，广东人

食材多样，讲究补养。粤菜，是我国
一个重要菜系， 在全国各大城市几
乎都能够品尝。

但是，有些吃法我无法适应。第
一次到广东，早餐在街头喝粥，没见
到白粥、绿豆粥、红豆粥、八宝粥，朋
友先给我要一碗鱼粥，白米熬带鱼，

我吃一口，几乎想吐。换了一碗皮蛋
粥，勉强吃了一半。

如果说这是饮食习惯的话，需
要有个适应过程。 我心里最不赞成
的是吃得蹊跷，比如猫蛇猴鼠之类，

别说吃了，想想就感到恶心。

有一次去广东， 一位老乡请客
吃饭。 这位老弟在广东生活了二十
多年，按说已经入乡随俗，习惯成自

然了。 但是， 入席后先上了一盘腊
鹅，一盘腊肠，尝尝，跟家乡的一模
一样。腊鹅不像广东的烧鹅。腊肠也
不像广式香肠，正纳闷，朋友说：“老
家捎来的。”他说，每年春节前，都要
从老家捎来一些腊味，放在冰箱里，

吃大半年，隔一段吃一次，找找家乡
的味道。

这些年， 家乡人到首都做事的
较多，尽管年龄不同、学历有别、经
历不一、 岗位各异， 但在饮食习惯
上，总喜欢家乡的味道，隔三差五过
一次瘾。 于是， 就有人开起风味餐
馆，挂起家乡招牌，做起家乡味道的
饭菜。有位老乡几乎每次去北京，朋
友都会安排到那里吃一顿， 每顿都
少不了家乡的腊味， 吃的最多的是
腊猪肉、腊鸡、腊鹅、腊肠。

省会郑州， 更是近水楼台先得
月。打着信阳招牌的餐馆酒店，多到
两三千家。到这些地方就餐，只要喜

欢，一般都可以品尝到腊味。尤其是
入冬以后，家乡的腊味菜品丰富，煎
炒焖炖，各有千秋。推杯换盏之间，

家乡方言，此起彼伏，腊锅腊盘，腊
味四溢，乡情友情热情尽现其中。

住在信阳，身在家乡，对家乡的
腊味更为钟情。我有位亲戚，在老家
县城工作， 家里善制腊味。 每年腊
月，他来市里开会或者办事，总要捎
带一个蛇皮袋子， 里面装的全是腊
味，有腊鹅、腊鸡、腊猪肉等。

我国制作腊味历史悠久， 春秋
时期已有记载，名曰“束修”，即十块
干肉的意思。 没有考证家乡的腊味
起于何时，但可以判定，乡味乡情是
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 也是一种精
神或者心理状态， 而这个民族之中
人们得到的则是对生活的一种感
受，也是一种乐趣。别小看了这普普
通通的腊味， 这也是充满着人文情
怀和浸透着中国文化的馨香。

读冯邦的《中华冯氏史典》

舒平

冯邦的《中华冯氏史典》近期出
版面世了。该书分上下两卷，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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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万字。

2009

年，他曾出版过《中华冯
史文典》。如果说《文典》是冯老抢救
中华冯氏历史文化的奠基之作，《史
典》 则是在此基础上经过认真的充
实调整，删冗削繁，去疑存真，结集
出版的更为充实完整的中华冯氏历
史文化的百科全书。“两典” 的相继
出版，为抢救冯氏历史开辟了先河。

“冯史文典”与“冯氏史典”，书名的
一字之差，使“史”的主体内容一下
子凸显了出来。该书更具史料性，科
学性，知识性，实用性，值得一读。

《史典》 搜集资料浩繁广博。冯
姓文化包罗万象， 冯老编著的《史
典》正是这样的一部姓氏文化大书。

他一生热衷冯氏文化研究， 搜集了
大量的冯氏历史资料， 并在此基础
上将浩如烟海的谱系资料条分缕
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终于编纂
出版了这套上下卷《史典》。《史典》

涵盖了“冯始于夏，昌盛于今；谱牒

荟萃，题壁集锦；奉天敕命，天颜赐
福；家乘谱牒，序跋掬粹；家谱绘制，

科学技术；冯史论坛，辨源考流；世
系有文，辈分有序；人物风情，故典
史乘；移民源远，迁徙辗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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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万字。 这么广博浩繁的谱牒
资料搜集，堪称是一项罕见的工程。

“熔千家铸一炉， 纂百科汇一书”。

《史典》涉及历史学、社会学、民俗
学、家谱学、宗教学、人口学、艺术学
等多门学科， 实乃以谱牒文献为载
体，研究中华冯氏诞生、繁衍、繁荣
昌盛的原始读本， 是中华冯氏发展
史探源索流的百科全书。

《史典》 考证源流科学严谨。结
论来源于丰富的谱志资料， 来源于
将这些资料和正史的比对甄别，来
源于几十年不辞劳苦的实地考察，

来源于他孜孜不倦的辛勤劳作。冯

老一生热衷姓氏文化研究。 离休二
十多年来， 他更是把主要精力都投
入到冯氏谱牒的搜集整理和考证之
中。为了证实这些材料，他还不间断
地深入到冯氏故里和一些冯氏宗脉
可能播迁过的实地寻根问祖。 正是
这种对中华冯氏， 对祖国历史高度
负责，不放过一处质疑的认真态度，

正是这种对海量资料的全面系统消
化， 对冯氏祖先繁衍生息地域郡望
的实地考察踏探， 冯老终于准确找
出了经得起历史检验、 中华冯氏一
致认可的冯氏诞生的真源正根。战
国时期，“周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之
后毕万封魏，支孙冯长卿食采于冯，

遂氏焉”。冯老的这一论断得到了中
华冯氏联谊会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
的一致认同。 这是冯老为中华冯氏
诞生研究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也为
国人学习研究中国历史提供了一项
可资参考的优秀成果。

《史典》 编纂体例新颖别致。在
史志的书海里， 目前还找不到一部

中华冯氏谱志大书， 各支脉的族谱
也都是家族代序繁衍记录， 且多为
碎片，破损残缺。冯老一生致力于填
补这一空白， 编纂出一部和族谱类
书籍迥然不同、内容丰富、体裁独特
的冯氏《史典》。形式决定于内容。该
书的编纂主旨是从浩如烟海的冯氏
谱牒资料中找出冯氏的诞生真源，

探索冯氏繁荣兴盛的历史规律，弘
扬冯氏先人的丰功伟德， 传承优秀
的传统文化， 激励我辈的爱国爱乡
热情，且“藏之名山，传之后人”。因
此， 该书就自然突破了谱牒类书籍
的局限。把谱牒史迹、人文典故、楹
联词章、族训家规、冯氏英杰等都容
纳进来， 这样就能让人更加清晰地
了解冯氏诞生兴盛的历史全貌，了
解冯氏发展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
地位和作用， 了解一个民族的优秀
文化传统， 这种表现方式彻底摆脱
了谱牒类书籍的局限， 首开了我国
传统谱志类书籍形式改革的历史先
河。 使读者对谱志书籍的书写有了

一个全新的认识， 也为中华各个姓
氏的谱志编纂提供了一个前无古人
的优秀范例。该书分章编纂，各章互
相贯通。主题两句八字，文字简洁工
整。《自古文萃，至今典故》把与姓氏
有关的历史知识收录其中， 为学习
中国历史提供了必备的认识工具。

我通读过《文典》，又通读了《史
典》。两套上下卷的《文典》、《史典》

近
200

万字。捧着这套新近出版的沉
甸甸的《史典》，我心潮澎湃，感触良
多。一位年将九旬的老人，能编纂出
这样资料浩繁、考究严谨、富有文采
的大书， 需要一种怎样的精神和毅
力？冯老能有这样的壮举，源于他对
祖国、 对家乡的挚爱和对中华传统
文化的喜爱， 源于他与生俱来的对
保护和抢救历史文化遗产的责任担
当，源于他百折不挠的钢铁意志。这
部书倾注了冯老的一生心血， 体现
了冯老的伟大追求。心中有追求，且
“虽九死而犹不悔”， 就能做出令世
人瞩目的辉煌业绩。

姊妹花 王章云摄

“鸡公山粮液”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杂文大赛

信阳日报社
信阳市杂文学会主办信阳市鸡公山酒业有限公司协办

旅游散记

王羲之相亲有术

陈甲取
东晋时，太尉郗鉴的女儿郗璇

才貌双全， 他琢磨着女大当嫁，该
给女儿找婆家了。历来婚姻讲究门
当户对，郗鉴把政府高层、社会名
流等重量级人物在脑海里过滤了
一遍后，锁定了宰相王导。郗鉴就
给王导寄了封特快专递，说小女到
找对象的年龄了，咱郗王两家一向
关系很好，要不在你家族中找个年
貌相当的靓仔，咱来个强强联合得
了。王宰相挺爽快，回信说这事我
看行。

当晚， 王导把未婚的男孩叫过
来召开家庭会议， 宣布郗鉴太尉将
要上门选女婿， 讲明大家都是候选
人，机会是均等的，至于谁能入选就
看到时候大家的表现了。 众子弟欣
喜若狂， 他们早就暗恋貌美又有才
的郗美眉了， 都迫切希望自己能成
为郗家的乘龙快婿。

几天后， 郗鉴派代表上门面试
选女婿了。王家子弟都赶紧“装潢门
面”，以便多捞点印象分，然后在东
厢房正襟危坐， 个个神态矜持。只
有一个青年不当回事，照常坐床上
专心练习书法。郗太尉的代表在王
导的亲自陪同下来到东厢房，逐个
观察王家子弟，觉得他们都风度翩
翩、英俊潇洒。代表前后转了几圈，

一时挑花了眼难以取舍。咦，这位
怎么这个德性？代表就看见靠近东
窗的牙床上坐着个男青年，就那么
随便坐着，衣服扣子也没系，露出
了肚皮，还一手拿着半拉胡饼，另一
手抓着笔在纸上划拉着， 小样儿尤
其滑稽。

代表回去后， 把在王家面试的
情况如实汇报给郗太尉， 并对王羲
之的行为很是鄙夷。各花入各眼，代
表瞅着不对味， 没想到郗太尉却大

为欣赏，连说：“好好好，打赤膊的小
伙子不赖，就是他了。这小伙子不做
作，肯定有两把刷子。”当即拍板敲
定这门亲事， 把女儿郗璇嫁给了那
袒腹东床的青年。 那青年是王导的
侄儿， 也就是后来很有几把刷子的
“书圣”王羲之。在婚姻大事上，王羲
之潇洒挥毫， 在人生履历上举重若
轻地涂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都说相亲是门技术活， 在常人
看来， 王羲之相亲时袒露肚皮写大
字，在那么重要的场合，表现得如此
随性，这是极不可思议的行为。让人
大感意外的是， 他却被天降的绣球
砸中。仔细想想，这意料之外却又在
情理之中， 王羲之展现出其不按常
理出牌的个性， 同时也折射出一种
潇洒随性的生活态度， 也就是寻常
所说的魏晋风度， 难怪会符合名士
郗鉴的心意。

开卷有益

官艹
官艹官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