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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军万马，不敌一颗种花的心
□ 玄 武

谁是《水浒传》第一影帝 □ 魏 新辣笔小新

非常文青

编辑手记

读史札记

盛开自有时
□ 刘诚龙

冰川上，冰川下 □ 乔 叶

酒鬼才子
□ 王离京

人在旅途

今夜，去看看月亮吧
去推开窗看看月亮，别让玻

璃给挡着
去把身子探出窗口看看月亮
好让它活动的空间广大些
去跑到楼顶看月亮
别让电线将它切成两半
去没人的山坡看它，去空旷

的草地看它
举起酒杯看它，伸展双臂看

它
站着看它，躺着看它，倚着大

树看它
没有人看它，已经太久了
……
王海桑的这首诗太适合在前

几天看超级蓝血月时朗读了。
超级，蓝，血月，三种现象同

时出现的天文奇观，据说已经有
150多年没现身了，上一次出现还
是清朝。

多少人忍着冻，眺望它无声
无息地高挂天空，不惊不扰，漫不
经心却又出奇不异地变化，动人
心魄。这是人与自然最深刻最贴
近的交流，如同看山看水。自然有
自己的属性和规律，人有自己的
脾气和性格，这一刻，不但我们的
心贴得很近，和宇宙本身也贴得
很近。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已不足以形容彼此的默契，还是
朋友圈里逛一逛，感受会更加真
切。

气氛异常热烈的刷屏，只是，
“别人家的照片”——— 角度那样新
颖，画质那样清晰，心那样被感
动，就像“别人家的孩子”——— 天
生脾气好，就知道读书，长得又
帅，每次考试第一。

道理我们懂，但凡能拿出来
炫耀的，都是要付出成本的。包括
好的，也包括不好的，各种神p图
技术开挂，超级蓝血月快要被玩
坏了。

果然，第二天就有人出来较
真。对于有些媒体把P图当纪实

很是不满：作为媒体，要严谨，要
权威；作为个人，要诚实守信，在
尊重科学的前提下去记录日月
星辰，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但
移花接木的键盘摄影还是能放
弃就放弃吧，把相机卡里拍摄的
一大堆月亮素材该扔的就扔了
吧。

好吧，这年头，图片编辑的
活儿不好干，文字编辑也是一
样。

翻看那些曾经刊过的文字，
很为能够呈现当下真诚的字句
而感到自豪。它们不只是为个人
而书写，不只是为了树立立场，
也不只是为了发表意见，更是为
了呈现真诚。所以，无需为个人
化的情感难为情，也无需刻意掩
饰，那些显而易见的情感都在更
深的地方链接着所有人。

这是一个飞速疾驰的时代，
那些窗边疾驰而过的模糊色
块，如何才能被还原成一张高
清画质的照片。那些在车窗外
飞快掠过的风景，如何才能找
出一个可以和所有人分享的瞬
间。当你看到时，会轻叹一
声：我也曾来过！

因为一切都在抢时间，视
频、直播、游戏、网剧、QQ、微信、
微博，一幅照片让你过目难忘，
一篇文章值得你花几分钟耐心
阅读，显得尤为宝贵。除非触动
人心，否则根本不值一看。

新的一年，让我们的观察力
再敏锐些，让我们在求真这项练
习里更深入些，让更好的作品呈
现出来，让更好的作者被时间推
举出来。当然啊，任何一种炫耀都
会付出成本，就看你希望抵达何
方。

节日将近，祝开心每一天！

业余作者蒲松龄，起先发表
过文章没，肯定啊，他在一报一
刊发过很多，一报是“ 黑 板
报”，蒲公是民办老师，黑板
报是蒲老师之自媒体；一刊
呢，叫“墙头刊”，蒲老师在
这刊物上，发得不会太多，家
徒四壁，四壁皆可涂鸦，四壁
版面排满了，就没地方发了。

蒲松龄虽是业余作者，却
极富文青精神。一言以蔽之，
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平日里
咿咿呀呀，当孩子王，饭碗要
紧，不曾丢了粉笔来敲键盘。
到了节假日，就“每临晨携大
磁贮苦茗者，且具淡巴菰一
包，置行人大道旁，下陈芦
衬，坐于上，烟茗置身畔”。
有作家喜欢凌晨铺卷展纸，对
屏敲键，谓斯时也，阳气上
升，灵气可随阳气勃发。蒲老
师斯时斯地，一壶茶，一包
烟，一条凳，一个人，枯坐村
头大柳树下，看似辜负大好时
光，呆这干吗？守株待兔，守
人待文。蒲老师认定：每一个
从此处经过的，肚子里头，都
含一篇锦绣文章，蒲老师要从
其腹中挖出来。鸡声茅店月，
人迹板桥霜。大清早的，人家
要赶路，蒲老师却扯住衣角，
客官，兄弟，老哥，哥们，来
来来，喝杯茶，抽根烟，坐个
凳，扯个闲篇吧，“烟茗置身
畔，见行道者过，必强执与
语，搜奇说异，随人所知；渴
则饮以茗，或奉以烟，必令畅
谈乃已”。

蒲老师搜集素材，其法或
是笨拙，却比网络作家专当宅
男，闭门造文，来得要好；网
络写手与业余蒲公，所写者，
都是个鬼，然则蒲公之写鬼写
妖，高人一等。长可叹息的
是，网络写手写那个鬼，名利
即时兑现；蒲老师呢？“如是
寒 暑 二 十 余 年 ， 此 书 方 告
成。”

此书者，《聊斋志异》
也，其“笔法超绝”，极具经
典品质，可是出得了吗？书是
写出来了，编好了，出版社没
正眼瞧，书商鼻子素来灵，能
寻畅销书气味，此时也是狗鼻
子失灵了。蒲老师书稿在各大
出版社与小书商处，跑路子，
转圈子，入纸篓子。兄弟，若
你书稿转了三五年，没转运，
莫气馁；蒲老师著作转了三五
十年，都不曾转出门路来呢。

也有识货的。文坛领袖王
渔洋不是靠钱力坐文坛首席位
置，他靠的是眼力。他人看不

见《聊斋志异》之经典性，王
主席瞄一眼，便晓得此书是才
人出，可领风骚数百年。文坛
首席官来推这书，不立马火起
来？王主席三顾茅庐，多诚意
哪。“特访之，避不见，三访
皆然。”出价不高？高啊，一
次出价比一次高，最后出价到
三千金，“既而渔洋欲以三千
金售其稿代刊之”。业余作者
蒲老师，失意不失志，“执不
可”。生意没谈成，这书出不
成。

这本《聊斋志异》，最先
是以手抄本方式，在民间散布
的。蒲老师有好友唐梦赉与济
南朱氏，读其书知其值，但也
是穷朋友几个，筹不起书号
费，只能给老友赞助一把。便
买来几本信纸，向蒲老师借来
原稿，一字一字，一句一句，
一页一页，一卷一卷，手抄。
什么是好书？手抄一定好书。
这便传播开去了，手抄之手抄
者，不知凡几，“人竟传写，
远迩借求”。

这便惊动了书商。乾隆三
十一年（1766年），莱阳人赵
杲投资，买来手抄本，排版刊
刻，顿成畅销书，卖得火上加
火；赵是北方人，几与赵同
时，南方人有王令君者，嗅觉
本不灵敏，也被民间手抄本唤
醒了鼻子，马上投资文化产
业，出版王氏版本，卖书卖得
脚起泡，数钱数得手抽筋。一
时间洛阳纸贵，各地书商，正
版，盗版，一版，十版，一纸
风行，风行天下。有好事者统
计，其时刊刻《聊斋志异》，
有三十多种版本，“蒲氏松龄
《聊斋志异》，流播海内，几
于家有其书”，比“朱元璋语
录”更畅行呢。

好文章好作品，或真不同
于一时花；书与花比，或有异
质焉，其异质或是一坛醇酒，
经得起时间发酵。《聊斋志
异》，其异处，非仅志异，亦
有异质，读者时不赏，异代有
知音。没骗你，好书好作品，
很多都有这般异质的。清初王
船山先生，著作等身高，思想
齐天日，谁识得？时人识不
得，其著作没藏诸名山，单藏
在自家樟木箱子里。湘人邓显
鹤翻读，如读天籁，便介绍与
乡党曾国藩等，出资翻刻，梓
行天下。船山学说，顿成学界岳
麓山峰，耸天地间。此时节，王
公过世已多少年？二百来年了。

好书如根，深深扎，此时不
开花，盛开自有时。

梦樱桃

樱桃树早已摘光多日，我们已经忘
记了它。再结还遥远，要到明年。

小臭不甘心，在院里总是钻树下望
一望。不过我觉得，他也渐渐不指望了。

一大早他摘树叶玩，给大家分，也分
给老虎，嘴里乱嚷嚷。忽然他扔下叶片
使劲拽一个树枝，他拽下一颗黑紫硕
大的樱桃！

我简直不相信这是来自树上，下
意识问他从哪拿的。他又着急又紧
张，顾不得说话。他咬一口，黑紫的
汁液流出，他舔一舔。问：“好吃
吗？”他不吭气，只一点一点吃那樱
桃。我看着他吃了半晌，始终不说
话。我感觉到自己像咽了几次口水。

他吃完了，搓搓小手。手指沾了
紫液，看上去黏。他仍然不说话。

我想我明白这种惊喜和快乐。在
大家都以为没有的地方得到意外的、
被遗漏的幸福感，小时候摘桑葚、柿
子，我有过这样的幸福。我很开心在
当下的城市生活中，小臭还能得到。

樱桃藏在远低于我们的视线而小
臭仰望能见处，匿在密叶间，像是一
门心思等小臭拽开叶片，找到它。

这是昨天的事。晚上小臭说梦
话，在梦里嘎嘎笑。他说：“捉迷
藏，哈哈，我找到你了，真好吃。”

我在繁忙之际，还是决定替小臭
记下他意外的幸福和快乐。这意外收
获，远甚于吃到嘴里的快乐，会潜藏
在他久后的记忆里，熠熠生辉，如镌
如刻。

奶葫芦

中午出门，一夜之间偷长出来的
小葫芦，悬在院门口门把手边，开门
它晃悠一下，仿佛跑出来偷窥我一
下，又想赶紧藏起来。

我拿拎着的酒瓶比划着比例拍下
它。它浑身毛乎乎的小透明胎毛，肉
墩墩可爱极了。我觉得轻轻喊它，它
似乎就能奶声奶气答应一声“哎”。
不过得在深夜，现在大正午它不会理
我的。

我忍不住想摸摸，伸了几次手又
不舍得。微信里湖南文友子兮说：
“洞庭湖边的西瓜刚结出来也这样毛
茸茸，小时候我哥哥老是喜欢得不得
了，去摸它。然后摸得光溜溜，就被
揍一次。可是过几天又忘记了，又去

摸，又接着被揍……”另一个朋友
说，生长期的葫芦不能用手摸，摸了
就不长了。幸亏我没有舍得下手。

江苏诗人庞余亮说：“你拿酒瓶
会惊吓到它，它会想，我将来是只酒
葫芦？”

微信里友人一片惊叹。这小小的
长满胎毛的葫芦，惊动、惊醒了太多
朋友的童年。时光瞬间倒转，如此快
乐。

它们在密叶间，在光与暗的阴影
里躲来躲去，东一个西一个探头探脑。
大致数，竟数出二十多个。而一定还有
不少藏得密实、让我漏数的小家伙。

有个写小说的朋友耳力好，常失
眠，因为夜间的各种细微声音。改天他
来，晚上听和逮住偷偷长出的小葫芦
吧。

瓜长刺

夜晚路过一家人，应是丈夫、妻
子和母亲。小贩一天辛苦骑三轮车回
家，后面妻与母帮推车。小伙子很快
乐轻松的样子。

幸福就这么简单。简单到像白
纸。

邻居周师傅生病，回内蒙古住
院。家中很久无人，一棵野生榆树荒
蛮，一夏天就蹿得到处是，延伸到路
上，过来过去刮车。他屋顶都生出一

棵榆树，风中高高招摆，我总看到，
心里总觉荒败。

没人管，晚上我拿树剪修理路边
树。两岁多的儿子小臭可以打酱油
了，帮着照手电。

周师傅是土木工程师，家中多自
己改建，巧思颇多。他也是好的花
友，办法叠出。他是真的爱花木，
见花木就心尖一颤那种。 人 又勤
快，某年见修路施工挖出棵枣树，
他两口子不惜大老 远 用自行车驮
回。我见了大为吃惊，枣树绑在自
行车上 未卸，俩口子满脸汗 满脸
土。我搞不明白那么大的枣树，他
们一路怎么弄回来。

他也用自行车驮粪回来。有次拿
不了，卸一袋在路边回头再取，却丢
了。周师傅回来抱怨：“妈的，屎也有
人偷。”

现在枣树枝叶披离，结了很多青
枣。它们原本该每天被周师傅仰视的
目光抚摸几遍的。然而却已不能。南
瓜藤也缠到枣树上，巨大一颗南瓜歪
在树间，细看有多处枣刺长进瓜里。

他在海南、内蒙古都有房，却喜
欢住这里。买了辆越野车几乎没开，
女婿现在开着。他老伴背着他抹泪对
我说，老头该享福了，却得了病。

唉，人生还是散淡些。做那么多
事，又何用。想明白了，人坦然得多。

曾经担任过大宋副宰相级别高官（参政
执事）的苏易简，绝对是个一等一的大才子。

二十二岁那年，苏易简从老家四川进
京赶考，顺利进入殿试。本科殿试，宋太宗
赵光义亲临现场出题测试众考生，共出论
述题三道。苏易简连草稿都不打，洋洋洒洒
数千字一挥而就，并且立意高远、见解独
到、文采斐然，把个赵大皇帝看得连呼有
才，由衷发出“君臣千载遇”这样的感叹。因
而，苏易简力挫群雄，一举夺得状元桂冠。

参加工作后，苏易简没有辜负赵光义
的厚望，把自己的才学展现得淋漓尽致，尤
其是写得一手好文章，很快就有了朝中第一
大笔杆子的名头。工作努力又有才，再加上
皇帝赏识，苏易简想不进步都难。中状元只
有十来年的功夫，苏易简就攀上了副宰相级
高位。这样的晋升速度，堪称官场奇迹。

值得一提的是，苏易简作为科举制度
的亲历者和受益者，反过来又为科举制度
的发展完善，作出过突出的贡献。他曾经连
续七年主持科举考试，在工作中秉公办事、
慧眼独具、唯才是举，为国家选拔出了一批
干才，深受朝野好评。对于宋代科举的制度
化、规范化建设，苏易简也多有建树。比如旨
在解决请托串通泄密等问题，对考官们实行
临考前封闭隔离的“锁院”制度，就是苏易简
建议实行的。这项制度，影响深远，至今还在
国家各类重要考试中被广泛采用。

虽为一代才子，但苏易简也有自己的
致命弱点，那就是过于贪恋杯中之物，典型
的酒鬼一个。在从政早期，苏易简这个毛病
表现得倒不是太明显。随着酒瘾越来越大，
因酒误事这类问题，在他身上发生得越来
越频繁，给他的官声形象，造成了比较严重
的负面影响。

为了帮助自己的爱臣戒除酒瘾，赵光
义很是动了一些心思。比方说，他亲自题写
了《诫酒》《劝酒》两首诗，让苏易简每天跪
在母亲面前背诵，意图让老太太监督自己
的儿子改掉毛病。然而，赵光义的良苦用心
却收效甚微。无奈之下，赵光义将苏易简贬
官外放（陈州知州），意在使其反思悔过。谁
知，离开京城之后，天高皇帝远，我的地盘
我做主，苏易简喝起来更是没了节制。结
果，没多久就给喝死了，死时仅有38岁。对
苏易简的死，赵光义深感痛惜，曾对身边大
臣慨叹道：“这个苏状元啊，到底还是死在
了酒上，可惜了！”

个人嗜好与事业发展，始终是一对矛盾
体。苏易简的经历告诉我们，有才也不能任
性，也要注意约束自己的言行、克制自己的不
良嗜好。这个问题处理不好，轻则会影响自
己的事业前程，重则会酿成人生悲剧。

达古冰川在4700米处。我们要从3600
米的地方上去。中间的一千多米怎么办？坐
索道。

这是我见过的最惊人的索道。“只要18
分钟，我们就能穿越九千年，抵达达古冰
川！”——— 达古冰川泉水水龄为9610年，是
上亿年冰川底层的融水，为当今世界已测
定的水龄最长的原生态冰川泉水。

我笑。相比于18分钟一千多米，还是18
分钟九千年的概念更为劲道。想想就会身
心微颤。科技以人为本——— 因为人的想象
力和懒惰，才能创造出这样的工具吧。

缆车缓缓上升，这是我久已盼望的一刻。
曾去新疆多次，每次我都会在飞机上

俯瞰到一幅奇绝雄浑的雪山图：大地上繁
衍生息，炊烟四起。人烟之外，有广漠的田
野或者荒原。然后，是缓缓上升的坡，逐渐
站立起来的山，再然后，一层层，山越来越
深高起来，才有了雪山：低雪山，微高雪山，
中高雪山，高雪山……那时候，我就有些遗
憾，觉得飞机离雪山太远了，就想着要是有
一天能够近距离地看看雪山就好了。

这一天，果然就来了。遥遥地眺望着山
巅上的雪山或者冰川，过去知道的那些关
于冰雪的词几乎都用不上了。什么玉树琼
花，冰清玉洁，粉雕玉琢，千里冰封，都显得
那么小气，那么不搭。

缆车越爬越高。雪越来越多，在一块块
石头上摆出各种造型。石头有的大，有的
小，有的码得整整齐齐，有的随意得像个诗
人。厚厚薄薄的雪因势而覆，呈现出匪夷所
思的韵律、层次和效果。

突然觉得恶心，想吐。中午吃得太多
了。面对高原美食，我控制不住。我忍着，忍
着，忍着，不再说话，也不敢拍照，只是默默
对自己念叨：千万不能吐出来，不能。要坚
持到山顶，不，最好坚持到山下……终于，
山顶近在眼前，缆车进入停车区，速度慢下
来。车门打开，坐在门口的人开始下车。

我一口吐了出来。那一瞬间，我彻底明
白了什么叫做功亏一篑。

吐完了，也就好了。我漱完口，若无其
事地去拍照。

一片白茫茫，白茫茫，白茫茫……白，这

个字真好。想起仓央嘉措的那首情歌《在那东
山顶上》，头两句便是：“在那东山顶上，升起
白白的月亮。”还有一个版本是把“白白”变做
了“洁白”，让我觉得大煞风景。还是“白白”
好。抱朴见素之至。而朴素之至的时候，往往
生艳。这艳又岂是几个形容词可以比的？

我在白白的雪地上慢慢地走着。雪很
深，一踩一个深窝，把脚埋住。我把脚拔出，
再踩……我知道我的脸上满是笑容，但是，
在心里，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如何畏怯。

畏怯这白。
我，诸如我这样的人，或者说所有人，

言欢语笑地踩在这沉默的白上，这可算是
什么呢？我们是不配在这里的。我们应该在
山脚下。那样比较好。

又一阵剧烈的恶心涌来。我又吐了。有
经验的朋友在旁边安慰着，说我是高原反
应。“身体太好的人和太坏的人上高原，都
容易有反应。你是好的。”

我笑。有时候，好的和坏的，看起来没
有什么不同。

再坐缆车返程。缆车缓缓向下，越往下我

越舒服。离白色越来越远，越远我越舒服———
那神圣的冰川，于我而言，原来只适合心向往
之。身若至之，便如惩罚，抑或说是讽刺。

到了山底，再坐观光车回酒店。山路十
八弯，坐着坐着，我又吐了。于是，一车人等
在那里，等我吐——— 有生以来，我从没有吐
得那么干净过。等到我口中腹内再无一物，
我站起身，又远远地眺望着达古冰川，忽然
心里无比地安详和从容。一瞬间，我恍惚有
些明白：为什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会认为
雪山有神。自是因为它的洁，它的净，它的
高，恐怕也是因为它的沉默，它无边无际的
沉默。这沉默里包含了多少东西啊：卑微的
祈愿，辛酸的倾诉，孱弱的依靠，悲凉的投
诚……这所有的一切，如我呕吐的秽物一
般，都在它的怀抱里了。

就最实际的动词意义而言，它也许做
不了什么——— 更确切地说，它真的做不了
什么。但是，它只要存在着，也便是有
用。用最家常的说法，它就是我们年迈的
母亲，坐在那里，等你回来。

这就是大用。最大的大用。

《水浒传》里，朱武是一个非常有能耐
的人。

首先，朱武是安徽定远人，一个安徽人
不是在自个儿地盘上当地头蛇，而是跑到
陕西占山为王，而且还“聚集着五七百个小
喽啰，有百十匹好马”，组织了一支规模不
小的反政府武装，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

另外，在当时，他们所在的少华山规模
比梁山还要大。梁山后来的发展是晁盖等人
占了之后才开始，等宋江上梁山，才大变样。
朱武主宰少华山时，梁山还不过只是抢劫过
路客商，少华山就已经要进攻华阴县了。

更关键的是，论武功，陈达杨春都很一
般，书上介绍说朱武的武功也很一般，能使
两口双刀，但没什么本事，这哥仨加起来，
别说武松，连西门庆都不一定能打得过。

三个武功都不咋地的人能在这里立
足，发展那么好，也只能靠朱武的谋略。

书上介绍，朱武“精通阵法，广有谋
略”，和史进的交锋更是把朱武的谋略体现
得淋漓尽致。

朱武商量要打华阴县，打华阴县他们
倒不怕，就怕路过史家庄，那是打华阴县的
必经之路。他们也都听说九纹龙史进很厉
害，但是跳涧虎陈达不服，不听劝，带了一
百喽啰过去。结果，三下五除二，史进就把
陈达给绑了，到庄上把众人都赏了一顿。酒

拿来分一分，大家也都喝彩说，“不枉了史
大郎如此豪杰！”

回过头来，陈达被史进捉去的消息传
到少华山，怎么办呢？白花蛇杨春上来就说
了，“我们尽数都去与他死拼，如何？”

这是一个多么愚蠢的主意，这白花蛇
简直就是白花钱，白死人。能不能救陈达不
好说，要按他的办法来，说不定就全军覆
没，少华山就可能不存在了。这时，朱武拿
出了关键的计策，“我有一条苦计，若救他
不得，我和你都休。”

朱武领着杨春到史家庄，步行走到庄
前，双双跪下，“擎着四行眼泪”。朱武不光
是神机军师，还是表演艺术家，必须当选少
华山表演艺术协会的会长。

接着，朱武就哭着对史进说，“小人等
三个累被官司逼迫，不得已上山落草。当年

（初）发愿道：‘不求同日生，只愿同日死。’
虽不及关，张，刘备的义气，其心则同。今日
小弟陈达不听好言，误犯虎威，已被英雄擒
捉在贵庄，无计恳求，今来一径就死。望英
雄将我三人一发解官请赏，誓不皱眉。我等
就英雄手内请死，并无怨心！”

朱武这话说得真是太到位了。上来就
说，被官司逼迫，不得已上山落草，你不是
以为我们是强盗吗？我们做强盗，是被逼无
奈，更关键的是我们仨是讲义气的好兄弟。

史进一听别人说讲义气就激动，朱武
这里什么刘关张全出来了，这都是史进从
小崇拜的偶像啊。所以，史进就说，你们俩
跟我进来。朱武、杨春就跟着史进，进来之
后，又跪下让史进绑缚。

其实这个时候，朱武已经明显能看出
来史进心态的转变，肯定不会把他俩一块
绑了见官。还有必要继续演吗？

有。朱武一定要把这戏给演足，给演
够，给演到位。怎么演的呢？

首先，“无惧怯”，也不害怕，然后跪下，
接着又让史进绑，明知人家不绑了，你不绑
了我非得让你绑，绑吧绑吧。结果史进“三四
五次叫起来，他两个那里肯起来”。跪地不
起，一次不起，两次不起，三次不起，四次不
起，五次还是不起。为什么不起？因为史进虽
然不会抓他们俩了，但还没表态把陈达也放
了，所以当然不能起。而且，这时候的朱武不
说话，他在等史进说话，等史进说放人的话。

史进果然就说了，“你们既然如此义气
深重，我若送了你们，不是好汉。我放陈达
还你，如何？”

朱武终于等到史进这句话，按理说，戏
演到这儿也该收场了，但是演到这儿只能
是金马影帝，还得不了奥斯卡小金人。朱武
还接着演，说，“休得连累了英雄，不当稳
便，宁可把我们解官请赏。”

朱武还需要最后的人情，也就是
说——— 你送人给我们可以，但以后出了事
儿可不要说我们连累了你，这才是重点。

朱武对史进的心理抓得多准，反应还
非常迅速，一次完美的表演，就化敌为友，
让原本嫉恶如仇的史进突然转变态度，直
接就跟着自己下了水。

这件事可以说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提前
策划，根据自个编剧的剧本去演，但是后来
发生的一件事儿，没有剧本，充分展示了他
的即兴表演能力。

中秋节，朱武、陈达、杨春在史进家喝
酒，结果被人举报，官府就过来捉拿，官兵
把史家庄给围住了。朱武的第一反应就是
跪下，三个头领一块跪，“哥哥，你是干净的
人，休为我等连累了。大郎可把索来绑缚我
三个出去请赏，免得负累了你不好看。”

每次看到这儿，我都佩服朱武，这都能
获终身成就奖了。

史进看到朱武他们都跪在地上，马上
就说，这如何使得，你要这样的话，那简直
我请你们喝酒就成了故意把你们给骗过
来，捉你们请赏，“枉惹天下人笑”。

其实，史进不知道，天下人谁会笑他？
那时候也没微信，没微博，发生这事谁知道
啊？一个性格这么单纯的人，怎么和老谋深
算的人交了朋友，这不是福，这是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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