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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衣的思念

唯有诗书传国长

心灵小品

读史札记 坊间纪事

想起驴子

曼陀罗花

大家与红楼

手机语文

谁还没年轻过时尚辞典

他 山 之 石

□ 卢海娟

想起驴子，就会想起那首埋
在尘埃深处的歌谣：

小驴儿想吃馍馍，馍馍不见
啦。

馍呢？猫吃了。猫呢？上树了。
树呢？火烧了。火呢？水浇了。
水呢？小驴喝光啦。
到哪里？找馍馍？
找不见了。找不见了。找不见

了……
MV画面中，衣着光鲜的驴

子，身手矫捷的猫，胖胖的小猪老
板，还有熊熊的火，汹涌的水……
一曲《找馍馍》让时光切换到童
年，我小的时候没有电视，看不到
有趣的动画片，不过真正的驴子
倒是有一头，它披着灰褐色的毛，
一双迷蒙的大眼睛，两只高高竖
起的长耳朵，脖子上挂了一串铜
铃，拴铜铃的红流苏在四季的轮
回中早已泛白。驴子住在院子右
侧的驴厩里，那里除了木头挖成
的独木舟一样的驴槽子，就是草
栏子——— 由三五根木桩加上苇席
组成，里面装满了用铡刀切好的
寸把长的稻草，那是驴子的粮仓。

驴子的主要工作是拉磨。东
北有句老话，叫做磨道找驴蹄，没
事找事。磨道就是驴踩出来的，这
条道上，怎么会少得了驴蹄子呢？

乡下的房子大都分三间，房
门开在正中间。一进门，便是高高
大大一盘磨。忙乱的女人胡乱把
刷帚水瓢之类的用具放到磨盘
上，把铝盆饭勺放到石磨上。沾了
水的器物把木磨盘洇湿，倘是夏
天，雨季，磨盘就会脏黑，甚至会
霉烂。磨盘下是支撑的柱子，隔出
来的空间放油坛子，咸菜坛子。围
绕着磨盘的那一圈地面总是坑坑
洼洼，是因为驴子拉磨走的便是
这条道，人们称之为磨道。

磨得最多的是苞米。拾掇了
磨盘磨扇上的家什，清理了磨道
上的杂物，准备好磨杆和驴套，把
驴子牵进屋，系好颈部的套包子，
扣好肚兜带，戴上驴蒙眼布，吆喝
一声，驴子就迈开四蹄向前走。石
磨分上下两扇，相对的两个面是
石匠用錾子有规律地攒出来的一
道道三角形缝齿沟槽。下扇固定
在磨盘上，靠上扇转动碾碎粮食。
上扇留有两个磨眼，是推磨时放
置粮食的，较小的是磨制细面的
磨眼，粗大的用来研磨粗制粮食，
其中加入几根木棍，可控制磨制

粮食的粗细程度。
上扇直径两端打两个孔，嵌

入两根木柄，弯弯的磨杆沿着磨
扇的走向连接在两根木柄之间，
一头套驴子，一头系缰绳，驴子有
了牵引，加上先前的训练学习，便
会很自觉地一圈一圈走个不停。

驴子沿着磨道踢踢踏踏地走，
女人拿着条帚，把积压在磨盘上的
粮食扫到笸箩里，倘若要磨苞米
面，就要经过多次加工。要看好驴
子不让它偷懒或是偷嘴；要看好磨
扇上的苞米，随时把它们扫到磨眼
里，免得石磨空转；还要用簸箕簸
出糠皮，用箩筛出面粉，再用簸箕
分拣出大小……仿佛是石器时代，
想把苞米加工成可以入口的食物，
有一道极为繁杂的工序。

“懒驴上磨屎尿多”，不好好
干活的，大多是叫驴，它们在主人
的鞭打和吆喝下拖着沉重的磨扇
转了一圈又一圈，难免疲累，难免
饥困，作为反抗，干脆把屎尿排在
磨道上，主人打扫时就可以歇一
会儿，或是趁人不注意将大嘴巴
伸向磨盘偷食新磨出的面粉。在
与主人的斗智斗勇中完成任务
后，驴子已经累得一身细汗，主人
也会心疼，拍打它脖子上的鬃毛，
慢慢把它牵出屋去。

此时不能直接把它牵到驴厩
里，要把它牵到宽敞的村路旁，带
一点细砂的地方最好，它还要打
两个滚，叫几声，舒活舒活筋骨，
一抒胸臆。

除了拉磨，驴子也可以拉车，
不过，“小毛驴拉车——— 没长劲”，
驴子只能拉小型的连人都可以拉
走的代车子，这是一种只有两个
轮子的木板车，两个人就可以把
整个车子抬起来。赶集，走亲戚
时，赶个驴车是当年的时尚，人们
戏称为“驴吉普”，驴子不像马走
得太快，车子颠簸，也不像牛走得
太慢，让人着急，驴子脚步轻轻，
脖子上的铜铃丁丁铮铮，伴着咯
噔咯噔驴蹄踏地的声音，坐在驴
车里，就好像在听一曲乡村民谣。

有时，驴子还要打两个响鼻：
突噜噜——— 突噜噜——— 噗——— 山
风拂面，蜻蜓栖落在发丝上，赶车
的人哼着小曲，怀里抱着拴了大
红缨的鞭子，迤逦的山路像一幅
画，一页一页把风景打开。偶尔，
赶车人举起鞭子向碧蓝的天空一
甩，“啪”的一声脆响，小毛驴受了
惊吓，脚步加快，铃铛的乐曲也
便急骤起来。

□ 李绍增

阳光好的日子，我便按老辈子传下来
的习俗，翻腾晾晒一下旧衣物。翻着翻着，
一件草绿色的棉衣映入眼帘，托起早已褪
了色的棉衣，一股暖流霎时涌上心间……

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二个冬天，我结婚
后第一次回家探亲。岳母闻讯，又是杀鸡
又是宰鱼。周围同事调侃她，“丈母娘疼女
婿，一顿一只老母鸡。”我心知，岳母对我
这个出身农村的当兵女婿特别待见。人家
姑娘刚和我认识时，对我并不怎么看好。
岳母苦口婆心劝女儿，见女儿迟迟不动心
思，好生着急：“人家孩子是农村的，可有
志气、有出息，当兵三年就提了干部，现在
又当上了部队的记者（实际上是师里的新
闻干事），这样的人你不找，看你找个啥样
的！”后来爱人定情于我，岳母真是有说不
出的高兴。当我归家站在她面前时，老人
家慈母般地打量着我，上瞧瞧，下看看，生
怕掉了点什么。不知什么时候岳母发现我
穿的棉衣又肥又旧，难敌海上（我部队驻
地在海岛）风打浪激的寒冷，便琢磨着给
我做件新棉衣。早就听爱人说，岳母从小
聪明伶俐，女红活儿无师自通。可这次为
我的棉衣却犯起难来：军人能不能穿普通
人的棉衣？想问问我吧，又怕我担心她工

作忙不让她做。嘀咕了半天，她突然灵机
一动，跑到县武装部找当兵的进行询问。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她找出舍不得用的新
棉花，又跑到商店买来和部队棉衣色调差
不多的布料，满怀疼爱地缝制起来。

恰在这时，部队给我发来“提前归队”
的电报。岳母得知后，忙完一天的工作，晚
上飞针走线赶制起来。记得那天深夜，时
钟敲过了12点，我一觉醒来，看到岳母的
房间仍亮着灯光，起身倒满一杯热水，走
向岳母的房间，只见双鬓染霜的岳母带着
倦容聚精会神地缝啊缝啊，我心头一热：

“妈，您喝水。”我们老家的风俗，不兴管丈
母娘叫“妈”，都是叫“婶子”“大娘”什么
的。岳母听我发自心里的一声“妈”，倦意
全无，脸上露出的笑意阳光般的灿烂……

我穿着新棉衣返回部队，尽管那年海
岛上特别冷，可我浑身热乎乎地奔波在新
闻采写第一线，年底荣立三等功，并上调
军里工作。

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已物是人
非，但睹物思人，岳母盘坐在灯下一针一
线为我缝制棉衣的情景又一次浮现在眼
前。顿时，唐时孟郊创作《游子吟》时的情
感流遍我的血脉，喃喃地吟诵出口———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
缝……

□ 傅绍万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少数民族，三次建立
“国家”政权，两次统治中国，它就是女真族。

女真族在唐代称靺鞨，首领祚荣建立
渤海国。五代时靺鞨改女真，并走向衰落。
北宋时期，完颜阿骨打建立大金，把宋王朝
赶到杭州，偏安一隅。明末，努尔哈赤建立
后金，之后，其子皇太极定国号大清，并将
女真族改称满洲族。

金朝历九代，凡一百二十年。金在国人
中名气较大，是因为岳飞抗金的故事几乎家
喻户晓。清朝算上努尔哈赤共历十二帝，享
国二百九十五年，有为的君主极多，像努尔
哈赤、皇太极、康熙、雍正、乾隆等，都名垂青
史。其中，定国号大清的皇太极，为大清定鼎
燕京、入主中原奠定了基础。皇太极去世，摄
政王多尔衮率清兵入关，在两三年时间里就
打垮了南明弘光政权、李自成大顺政权、张
献忠大西政权，基本稳固了全国局势。

皇太极是努尔哈赤四大贝勒中年龄最
小、但实力最强的一个，在努尔哈赤去世后称
汗，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共理朝政。他从汉
族势力中寻求支持，取得了汗的独尊地位。

他用汉人：清朝开国四大文臣希福、范
文程、宁完我、鲍承先，后三位是汉人。《清
史稿》评价：希福屡奉使，履险效忱，抚辑属
部；文程定大计，左右赞襄，佐命勋最高；完
我忠谠耿耿，历挫折而不挠，终蒙主契；承
先以完我荐直文馆，而先完我入相，参预军
画。间除敌帅，皆在经纶；草昧之绩，视萧、
曹、房、杜，殆无不及也。

他仿汉制：天聪三年，建立了由满汉文
人组成的文馆，职掌“翻译汉字书籍”“记注
本朝政事”，为推行汉化运筹帷幄。天聪五
年，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掌国
家行政事务。天聪十年，又将文馆扩充为内
国史馆、内秘书院、内弘文院，负责撰拟诏
令、编纂史书、掌管和起草对外文书与敕
谕、讲经注史、颁布制度等。

他推行汉文化：令满汉官员子弟8岁以

上15岁以下者皆就学读书，称二三年内，
“就学者既众，我等将成礼义之邦。”

皇太极定国号为大清之后，治国方略
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崇德元年
十一二月间，他搞了一次声势浩大的“传统
教育”，回顾本民族的历史，反思现实，并提
升到文化的高度，充满强烈的忧患意识：

“朕读史，知金世宗真贤君也。当熙宗及
完颜亮时，尽废太祖、太宗旧制，盘乐无度。世
宗即位，恐子孙效法汉人，谕以无忘祖法，练
习骑射。后世一不遵守，以讫于亡。我国娴骑
射，以战则克，以攻则取……恐后世子孙忘
之，废骑射而效汉人，滋足虑焉。”十二月十九
日，他又召见所有亲王、贝勒、固山额真、文馆
大臣及其他高级官员，要求他们阅读《金世宗
本纪》，训诫臣下，话说得有点危言耸听：若仿
效汉人服饰制度，宽衣大袖，左侧挟弓，废骑
射之术，则社稷将倾，国家将亡。

这次传统教育的效果如何，史书着墨
不多，但透过一些蛛丝马迹，还是可以看出
当时的情形的。

一是有人质疑：你教育别人，自己不就
是一个汉化的推手吗？皇太极辩解说：朕发
此言，实为子孙万世之计也。在朕岂有变更
之理？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
俗，故常切此虑耳。我国士卒，初有几何？因
娴于骑射，所以野战则克，攻城则取。天下
人称我兵曰：立则不动摇，进则不回顾。

二是有人公开反对。他的忠实谋士宁
完我就明确告诉他：要理解文治的艺术，就
应阅读《四书》；要改进战术，就应研究孙子
等军事家的著作；要探究王朝兴衰之理，就
应求助于《资治通鉴》。

三是有人依然我行我素。皇太极最信
任的弟弟多尔衮，借助他给予的权力，全盘
接受汉化。

我查阅《金史》，金世宗并非一个死抱
住部落旧俗不放的守旧帝王。他接任皇帝
的背景是，金熙宗失德，发展到酗酒滥杀。
完颜亮弑君篡位，荒淫贪暴，被部下乱箭穿
身而死。金世宗靠造反坐上皇位，牢记前车

之鉴，朝乾夕惕，励精图治。《金世宗本纪》
评价他：躬节俭，崇孝弟，信赏罚，重农桑，
慎守令之选，严廉察之责……孳孳为治，夜
以继日，可谓得为君之道矣。当此之时，群
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刑
部岁断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号称“小
尧舜”，此其效验也。这才是真实的金世宗。
皇太极是误读了历史，金的衰落、金世宗之
后的灭亡，根本原因是君昏臣暗，又恰逢一
个新的马上民族蒙古的崛起，并非忘记了
本民族文化，并非像一些历史学家所放的
大言，什么“金以儒亡”。

即便如此，清太宗皇太极之虑，决非杞
人忧天。在重大转折关头，作出战略思考，
又事涉国之大本，正显出其大政治家本色。

因为他知道对手的强大。和他交过手
的明朝守边大员，个个身手了得：孙承宗筑
起宁锦防线，皇太极至死也没有突破；袁崇
焕练出一支关宁铁骑，装备了先进炮火，努
尔哈赤在炮火中伤身而亡；洪承畴是在战
争中锻炼出来的帅才，手中有一支洪兵和
无数战将；还有个祖大寿，勇冠三军，成为
后金骑兵无法逾越的铜墙铁壁。

因为他知道人性的弱点。皇太极宠爱
宸妃海兰珠。崇德六年九月，他正领兵在松
锦战场与大明交战，听说海兰珠病重，竟然
情令智昏，下令撤出战场，驱马急返盛京沈
阳。人还未还，宸妃已经去世，皇太极朝夕哭
泣，竟至昏迷，太医抢救一日方苏醒。在大臣
劝谏之下，他曾悔悟道：“天之生朕，原为抚
世安民，今乃太过于悲悼，不能自持。天地祖
宗知朕太过，以此警示。朕从今当擅自排遣
也。”但是，一次打猎经过宸妃墓地，又扑倒
在墓上大哭一场，从此“圣躬违和”。他或许
也预见到，到了乾隆年间，接受检阅的部队
已经拉不开弓，而他的子孙在大清灭亡时，
已经蜕化为一批废物般的八旗子弟。

他知道大势难逆，文化忧患徒唤奈何。
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汉化带来的，是对
大清一统天下、江山稳固的重大作用。

顺治九年九月二十日，顺治在太学举

行“释奠先师孔子”典礼，勉励太学生笃守
“圣人之道”。第二年，颁谕礼部，将“崇儒重
道”作为一项基本国策。

康熙亲政之后，便在太学举行了释奠
孔子之礼。二十三年，南巡返京途中，亲临
曲阜，举行隆重的谒孔活动。在孔子塑像前
行三跪九叩大礼，还手书万世师表匾额。并
大力表彰朱熹，命将朱熹论学精义汇编成

《朱子全书》，以此“阐扬文教，鼓舞儒林”。
此后，清代的帝王，对崇儒重道的国策

坚持并发扬光大。
唯有诗书传国长。国家治理，靠一支强

大的官员队伍。官员队伍的选拔，需要一套
科学体系。先秦时代，世袭为官。两汉魏晋
以后，以德才家世为条件选官，也就是所谓
九品中正制，却蜕变为“上品无寒门”。到了
隋唐，确定为科举取士。它摒弃了血缘、门
第等为官的门槛，也抛弃了虚无缥缈的“道
德”“才干”来衡量的模式，完全凭名次选
官，公开、客观，成为当时全世界最公平的
选官制度。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
品，惟有读书高。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
种，男儿当自强！

读圣贤书，接受儒家伦理，形成共同的
价值观，从而维系国家稳定和统一。这一制
度实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直到今天，读书
而“知识化”，也和考试密不可分。通过这样
的选官制度，实现了民族的大融合，培养了
有能力的忠诚的政权维护者。清末发生太
平天国起义，真正的读书人没有人参加，反
而是曾国藩之流的读书人组织起农民军，
挽救了大清王朝，出现了一时的中兴气象。

诗书传国也传家，诗书之家继世长。国
如此，家亦然。多少家族，多少朝代兴亡，依
然靠着诗书，保持着门第的兴旺。

汉化不忧且应喜。倒是皇太极的子孙
到了最后，紧抱祖宗之法不放，闭关锁
国，没有应时代之变、文化之变，而落伍
于世界，导致了大清的垮台。

□ 韩浩月

2018新年到来的前两天，朋友圈18岁
照片突然刷了屏。很多人翻箱倒柜找出自
己18岁的照片发了出来。还有人表示要重
新启动QQ空间、上人人网，找过去的照片
加入这场狂欢。目测：这又是一场以中年人
为主掀起的娱乐活动，今年真正18岁的人，
参与者寥寥。

2018年的确有个特殊的地方：就是在
这一年，哪怕年龄最小的90后，也要满18岁
了。按现代说法，对进入18岁的年轻人，家
长或学校要为之举行成年礼，这也是对古
代冠礼的一种继承。可据说现在的90后们
有很多是佛系青年，对啥都不感兴趣。目光
所及之处，还真没发现有多少年轻人为自
己进入18岁欢呼雀跃。

经历过“中年男人饭局”“油腻中年”等

网络舆论事件的中年人，没有放过这次机
会。这算是一次集体反抗，以迎接新年的名
义，以致敬青春的名义，以怀念纯真的名
义，晒出自己的18岁，哪怕冒着“装嫩”“矫
情”的风险，也要勇敢地冲上前去。可能以
后像这样可以容中年人放肆一把的机会，
不太多了。

18岁是个门槛。跨过这个门槛的人，约
等于告别了少年时代。少年维特式的烦恼
虽然少了，但却要初次体会身为青年人的
痛苦与迷茫。而对已经38岁、48岁的人来
说，18岁在遥远岁月里已经面目模糊，需要
他们伸出手去，把美好打捞起来，把青涩追
忆回来。贴在朋友圈上的18岁照片，成为一
帮中年人的宣言：谁还没年轻过？！

18岁像一面镜子，镜子内外充满了对
比。一面是叛逆、不听话、想要离家出走、满
腹牢骚，一面是稳重、少说话、下班就想回

家、沉默是金。18岁的人面对十几二十年后
的自己，充满了不屑。而每个假想能够回到
18岁的人，最想跟自己说的话是：多点耐
心，好好学习，别犯愚蠢的错误。

在哪里被困扰，就在哪里原地反抗。朋
友圈是社会的缩影，各色人等话题频繁带着
节奏，让跟随热点的人们疲惫、焦虑。同时朋
友圈也是人性的展览场，各种泛滥的鸡汤以
及有意无意地攀比、炫耀，让人烦不胜烦。
只有18岁能够成为无任何交流障碍的主

题，也只有回到18岁，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才瞬
间消弭，大家都在同一个标准线上，拥有同样
的生活环境，以及差不多的人生起点。

18岁照片的晒图潮过去之后，不知是
否有人会悄悄删掉了自己发的图文，是否
在短暂的甜美之后，仍然会体会到一丝淡
淡的苦涩。对于很多中年人来说，各种无形
的障碍纷纷围堵了他们内心情绪的出口，

包括怀旧，也难免会带来一些不安。晒18岁
图片，是中年人在倦怠的上班午后品尝的
一杯精神咖啡。

中年危机无疑是当下最敏感的一个话
题，我们一直缺乏一个严肃的讨论中年危
机的氛围，大家往往会用戏谑、调侃、嘲讽
的方式，来对中年危机进行消解，可这样的
轻拿轻放，永远无法解决问题，只要人们的
心灵还被焦虑困扰，就会不停寻找一个合
适的机会，进行一次集中爆发。比起晒18岁
照片，我们似乎更需要晒一下自己的内心，
展览一下那些无法说出的困境，用曝光的
方式，给心灵中那些阴沉的部分消一下毒。

晒18岁照片，也如同一个临时凑起来
的舞会，人们放下面具，以最好的、最真实
的面孔相对，聆听已经成为永恒的青春舞
曲，大家轻轻相拥，彼此安慰。如今“舞会”
已散场，中年人的心，依然空空荡荡。

□ 于靖仪

正如江山多娇令英雄豪杰竞
折腰，作为中国文学的巅峰之作，

《红楼梦》也让一代代文人墨客折
首心仪。毫不夸张地说，《红楼梦》
是中国文人的学艺必备书，没有
精读过《红楼梦》的大文人找不出
一个来。探究一下大家们与红楼
梦的缘分，也蛮有趣味。

茅盾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
者之一。关于他，有能够一字不差
地全文背下《红楼梦》的美谈。据
叶圣陶回忆，民国时期，上海开明
书店相关的一批文化人，如叶圣
陶、茅盾、夏丏尊、郑振铎、丰子
恺、章锡琛等，定期举办酒会。有
一次，酒会上出现了郑振铎打赌
请茅盾背诵《红楼梦》的精彩一
幕——— 郑对照着《红楼梦》，随便
指定段落请茅盾背诵，后者果然
背得一字不错，郑惊异之下痛快
地认输买单。

如果这则美谈是真的，那难度
确实非同小可：要知道一本《红楼
梦》，可是洋洋百万字。如果茅盾真
能通篇背读，那得对《红楼梦》有多
大的真爱啊！可我们读茅盾作品，
和《红楼梦》风格相差甚远，审美取
向大相径庭。所以茅盾背《红楼》，
一直是个有争议的文坛悬案。

与茅盾相比，张爱玲对《红楼
梦》的热爱就令人信服得多。用一
句套话，是在理论、实践上都很过
硬：从创作实践上看，张爱玲最重
要的小说，都活脱脱有红楼梦的
影子，早期名作《倾城之恋》《金锁
记》《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直接从
红楼梦上活学活用的桥段就到处
可见。比方说《金锁记》中七巧见
哥哥曹大年一段中：

“就为你，我气出了一身病在
这里。今日之下，亏你还拿这话来
堵我！”“我早把你看得透里
透——— 斗得过他们，你到我跟前
来邀功要钱，斗不过他们，你往那
边一倒。本来见了做官的就魂都
没有了，头一缩，死不迟。”“我希

罕你？等我有了钱了，我不愁你不
来，只愁打发你不开！”……

短短几百字对话中，就用了
《红楼梦》中宝黛赌气、鸳鸯抗婚、
探春吵架三处的原话。因此，说张
爱玲的创作是《红楼梦》灌溉出来
的也毫不为过。

正因为爱得太深，张爱玲后
来索性痴迷上了红学考据，1977年
出版耗费了她十年精力的《红楼
梦魇》的研究专著，当之无愧跻身
于红学家行列。就连红学大家周
汝昌也感慨：只有张爱玲，才堪称
雪芹知己，自惭枉作了“红学家”！

说了这么多，那么张爱玲对
《红楼梦》到底熟悉到什么地步
呢？她曾自言：各种版本，一看即
知，哪个字儿不对劲一下就觉出
来了。可见，即使不能通篇背诵，
但了如指掌却是实实在在的。

曾做过《中国小说史略》的鲁
迅，有着极为深厚的传统文学素
养，对《红楼梦》当然也是“曲中之
人”。对于红楼梦，鲁迅有精深的
研究，可以说每出言即为定论。如
对《红楼梦》的主题———“单是命
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
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
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
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对贾宝
玉的性格特点———“爱博而心
劳”……都让人拍案叫绝，引用率
相当之高。

但也许是因为太熟了反而容
易“小河里翻船”，鲁迅在引用《红
楼梦》时，偏偏有过著名的错讹。
在杂文《言论自由的界限》中，开
头便以《红楼梦》里的“焦大骂贾
府”做引子：“焦大以奴才的身分，
仗着酒醉，从主子骂起，直到别的
一切奴才，说只有两个石狮子干
净。”——— 这就明显错了：焦大是
个粗人，最多只能骂出“爬灰”这
样的粗话，却哪里想得出“石狮
子”这种精妙的比方来。这个创
意，也只有浪荡哥儿柳湘莲想得
出来。脱口而出后，他自己也觉得
太恶毒，还连声向宝玉赔不是呢。

□ 管 弦

曼陀罗花，在古代就已经行走于江湖了。
那时最流行的，是把她制成蒙汗药，掺

和在酒水里，一是遮盖她那比较独特的味
儿，二是提高麻醉效果，令人闻之饮之，立
马倒下，迅速昏睡。即便是走南闯北的“老
江湖”，稍不留神，都有可能中招。

于是，利用曼陀罗花下酒麻醉杀人，变
成了某些人的手段，宋代就有这方面的记
录，明代有了更多关于蒙汗药的成分、配
制、药理作用和消解方法等的详细介绍。很
多小说也用蒙汗药来丰富情节。例如，在中
国古典长篇小说、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
传》中，晁盖、吴用、刘唐等人就是用蒙汗药
迷倒杨志等人而劫得生辰纲的，那和丈夫
一起卖人肉包、有“母夜叉”外号之称的孙
二娘也是用蒙汗药来杀人劫货的。孙二娘
还常常调侃那些吃了她下的蒙汗药的人，
说他们吃了她的洗脚水，见人倒地后她常
常会拍手笑道“倒也”“着了”之类的话，竟
是欣喜得很。

沉重的蒙汗药在这样的场景里，简直
被 描 述 出 了 一 份 喜 感 。而 根 据 梵 语
Mandarava音译过来的曼陀罗花，也真是会
让见到她的人都感到愉悦的，曼陀罗花在
佛经中就是适意的意思。她不仅相貌瑰丽
华美，“春生夏长，独茎直上，高四五尺，生
不旁引，绿茎碧叶，叶如茄叶。八月开白花，
凡六瓣，状如牵牛花而大。”而且仪态大气
饱满，“攒花中坼，骈叶外包，而朝开夜合。
结实圆而有丁拐，中有小子。八月采花，九
月采实。”还确实让人时笑时舞、“昏昏如
醉”的，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亲自验证并记
载说，“相传此花笑采酿酒饮，令人笑；舞采
酿酒饮，令人舞。予尝试之，饮须半酣，更令
一人或笑或舞饮之，乃验也。”

真是令人意乱神迷的花儿呀，摇曳在
风中，也会吸睛无数。曼陀罗花也当仁不让
地成了优良的麻醉药，她能麻醉、止痛、抑
制汗腺分泌、使肌肉松弛无力。早在三国时
期，医药学家华佗发明的麻醉剂麻沸散中，
其主要有效成分就是曼陀罗花。南朝宋代
史学家范晔的《后汉书·方术列传》中，记载

了华佗使用麻沸散来行外科手术的情况：
“若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
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
抽割积聚。”

华佗的回春妙手，把曼陀罗花运用得
恰到好处。曼陀罗花是辛、温、有毒的，含有
毒性成分莨菪碱、阿托品、东莨菪碱等生物
碱，这些成分在临床上都有麻醉致幻的作
用，过量可致中毒。中毒表现为颜面潮红、
口干咽燥、声音嘶哑、语言不清、幻觉幻听、
甚至呼吸急促、心跳过速、瞳孔散大、昏迷
等，死亡率较高。

曼陀罗花这些中毒症状被武侠小说家
金庸运用在《神雕侠侣》之“情花”中毒的描
述中。刻骨的相思，竟宛若中毒。情不动，毒
不动，情若动，毒就来，情动于内则毒发于
外。那毒绝天下、黯然销魂的“情花”啊，原
型就是曼陀罗花。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当然，这样的咏叹并不适合曼陀罗花，看看
她的另外一个名字，洋金花，这个药典里常
用的称呼，就会明白，她是端庄、理性而严
肃的，有定喘、祛风和治疗寒痰咳喘、惊痫、
风湿痹痛、腹痛、疮疡疼痛等作用，她是作
为有毒且有治疗作用的药物出现的。
曼陀罗花更应该是上天给予人类的一种

赏赐。当年，佛说法时，从天空中降下了曼陀
罗花雨；北斗星有叫曼陀罗使者的，曾手执曼
陀罗花。这两大盛况，分别被记载在中国佛教
史上有着深远影响的一部大乘经典《妙法莲
华经》（简称《法华经》）和道家的秘籍中。

真是神奇而又神秘啊。微风过处，曼陀
罗花那有致幻效果的香味儿，仿佛远处高
楼上飘渺的歌声。睿智的人儿，不会迷醉于
幻觉，他们早已透过各种幻相，赋予曼陀罗
花洞察幽明、超然觉悟、幻化无穷的精神。
具有这种精神的人，可以成为曼陀罗花仙。

羽化而登仙，才是曼陀罗花的最高境
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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