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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U E L A NY U E L A N

集束刊登，给你最好看集束刊登，给你最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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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热点

导 读

B10
版一本书

《杨先让文集——我是岛里人、三人行、梦底波涛》
杨先让/著

杨先让，1930 年生，1948 年考入国立北平艺专，徐悲鸿得意门生，始终坚持

思考中国艺术向何处去的问题，对艺术富有激情，培养著名艺术家无数，却一生

淡泊名利。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先驱，1980 年开始民间考察，梳理中国民

间美术，1986 年在中央美术学院创建“民间美术系”，并开始沿黄河考察民间美

术，写出令人震惊的《黄河十四走》民间美术考察报告。黄永玉在《比我老的老

头》中为这位挚友述以浓浓的笔墨，声称被杨先让的成就“震傻了”，并欣然命笔

为其文集题写书名——《我是岛里人》《三人行》《梦底波涛》《我为主》。

B11
版 《闲翻红楼·祸水东引》

骆东华/文 张屹/配图

宝玉挨老爹一顿胖揍，起因是与蒋玉菡交好

得罪了忠顺王府，临门一脚却来自贾环的“小动唇

舌”。贾环原本带着小厮“一阵乱跑”撞上了贾政的

枪口，但他反应迅速——先用金钏儿的死撇清自

己，同时引起贾政关注，然后“拉住贾政的袍襟贴膝

跪下”，一句真三句假，成功祸水东引，表现真是可

圈可点。

版一专栏

6
版一座城

《杭州隐秘地图之：以和为贵的桥》
安峰/文

这天寻访和睦桥，与同伴在老桥上下四周来回逡巡，桥

面大块的青石板台阶，不少已经凹陷，两侧的石栏望柱，亦

残缺不全。拱券周围，条石叠砌的金刚墙上，挣扎着一撮撮

顽强的野草。无意中抬眼，忽见一座新桥撞入眼帘——其

实新桥早就存在，就在老桥东侧，相距仅咫尺之遥，只是我

太专注老桥，竟忽略了它的存在——它，也叫“和睦桥”！我

忽然有所悟：这新旧二桥，并行不悖，相偕相伴，不也正好诠

释了“和睦”二字的含义么？

B12
版

景德镇景德镇

残片传奇残片传奇

朱瑾

1.
天有好多天没开眼了，太阳出来，骑个车去湖边兜兜转

转，晒晒身子和衣裳。西湖美术馆正在办一个景德镇官窑的

残片展，三楼、一楼和二楼都封闭着在咚咚咚地施工，微微的

甲醛味道一直随我乘坐的电梯泛到了三楼。

以前看的都是完整的瓷器展，残破的不经常会有。也就

是一些大的小的青花缠枝龙身云纹瓷器，难得见到整全的，都

搁在展厅中央，形制很大，看得出拼贴的痕迹。橱窗里的瓶、

碗、烛台，多数破败不堪，有的用白泥修补过了，没有被修过

的，犬牙交错，面目狰狞。我倒是觉得还是不要修的好，有一

种岁月劫毁的凄厉在。

官窑是送到京城里去的，都得是人间难得一见的极品，稍

有瑕疵就免不了被毁的命运。有一件瓷器甚至把被打的痕迹

都还原了给人看，那个小洞是被铁锤子一类的东西毫无迟疑

地敲破，像是战场上的子弹穿过头盖骨，看得人头皮发麻。

杭州有两个南宋官窑的窑场遗址，一个是郊坛下，一个是

修内司。做的是青瓷，官窑一般会选择建在有水的山脚下，因

为制器需要大量的水，烧窑需要大量的柴火，这些都能做到就

地取材。龙窑顺着山势由下往上攀升，符合热气的走向，可以

烧窑。乌龟山郊坛下的南宋官窑遗址每一次都能让我感到犹

如初见时的震撼，记得很多年前，我也是骑了一辆自行车，花

了三四个小时，绕了一大圈到了那里，觉得自己仿佛看到了一

张富有创造力的黄泥大床，八百年前世界顶级的官窑青瓷就

在这里生产，无论从哪一种意义上来说，都是一种的的确确的

生产，所以窑址就是一张神奇的产床了。另一个官窑修内司

遗址发掘的那会儿，作为跑文博新闻的我曾经去跟踪过一年，

因为挖的时候并不能马上确认是不是修内司，于是两个礼拜

去一趟老虎洞看看挖掘的情况，和工地里的考古人员就着太

阳喝喝啤酒，一大麻袋一大麻袋的碎瓷片自将磨洗认前朝，有

一种洒然的旁观。

2.
南宋以后，有明一代的皇家官窑就转移到了景德镇。

墙上贴着一些图板，介绍的是从永乐宣德到弘治正德一

系列的明代诸位皇帝，我对明史不算太了解。只知道从朱元

璋打下江山算起，到清军入关，也就３００年不到的时间，在

北京有一个十三陵，还有个别皇帝进不了明陵里面，稍微懂一

点数学就看得出，皇帝即位的平均时间短得出奇，朱元璋朱棣

以后长命的皇帝就不多了，基本也就三四十岁左右，挂在墙上

的皇帝生平介绍：宣德 38 岁，景泰 30 岁，英宗 37 岁，成化 40

岁，弘治36岁，正德30岁，死的时候，还没我年纪大，看了他们

短短的生平，忽然有一些忧伤。明朝的皇帝能够画山水的画

人物的，做木工的都有，可是英年早逝也是普遍现象。

晚上回来和老妈吃饭，聊起这个事情，说，人家都说皇帝

好，可是皇帝长不了啊。老妈说，还不是后宫里那些妃子给作

的。老百姓们其实都知道。皇帝难道就不知道吗？

我没有看过《明朝那些事儿》，可是读过钱穆的《国史大

纲》，说因为宋朝的宰相秦桧贾似道什么的名声太难听，明朝

就把宰相给废了，谁要提恢复宰相就会要被砍头，前几任像朱

元璋朱棣什么的都还精力过剩，对付得过来，可是后面的子孙

就跟割韭菜似的一茬不如一茬了，结果会把国政都交给内宦，

魏忠贤，东厂西厂锦衣卫这些个东西就起来了。

可见，明朝的皇帝累，外事要办，内宠也得惯。忧内患外，

不短命才怪。不只是皇帝，上行下效，民间也是一样，《金瓶

梅》出现在晚明，应该不是偶然，一样写时代的没落，红楼梦还

有一个精气神在；金瓶梅全然精气外泄，胡兰成说《金瓶梅》里

的人物，正如阴雨天换下没有洗的绸缎衣裳，有浓浓的人体的

气味，然而人已经不在这儿了，也有熠熠的光辉，捏一捏还是

柔滑的，可是龌龊。整部小说被无厌的肉的追求所淹没了。

但仍然是，淡淡的哀愁，无出息的生之苦难。

3.
王阳明，经历了成化，弘治，正德这几个短命的帝朝，正德

皇帝刚上位那年，35岁的阳明先生因为上疏触怒太监刘瑾，被

廷杖四十，发配到贵州龙场做一个驿丞。G20期间，我坐高铁

去了贵阳，住在花溪区，特别打了一个车去修文县看先生龙场

悟道的阳明洞。此地甚远，来回车费司机索要五百。想 1508

年时，阳明先生从京城至此，一定更是荒凉了。史载那时这里

汉人也没几个，多是少数民族居住，可谓蛮夷之地，正如中庸

所说，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

焉。阳明先生不只在龙场讲学办书院，还教少数民族的人建

屋造房，真是夫子所说的君子不器，不像杯子啊碗这样的器

物，只能有一种功用。阳明的事功精神后来被日本人学了去，

直接导致了明治维新，那已经是后话了。

阳明洞在一不起眼的小山上，规模不大，玲珑剔透，前后

有三个出入口，中间一块平地，适于静坐，先生正于此处悟道

“知行合一”。因遭仇敌刘瑾沿途追杀，先生在贵州时随时携

一石棺，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不知道明朝那些个短命的皇帝

会给先生带来怎样的反省，阳明先生的目光向着圣贤，自问如

果孔孟在此会怎么做？知行合一，在于将学到的孔孟程朱作

为一种修行之道，要照圣哲的话去做，阳明先生重新发明了中

国孔学的价值所在。

从贵州回来，我专门翻出钱穆先生的《阳明学述要》看，里

面引了一段讲克制欲望的方法：近时与朋友论学，惟说“立诚”

二字，杀人须就咽喉上着刀，吾人为学当从心髓入微处用力，

自然笃实光辉。虽私欲之萌，真是红垆点雪。天下之大本立

矣。台湾的傅佩荣先生说，儒家的思想是人性向善，向字来源

于真诚，当我不真诚的时候，我不是以人的身份与他人相处，

而只是一种生物；只要我一真诚，就成为一个人，有了力量，要

求自己做该做的事。

如何驯服欲望，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一直是一个问题，

在明代尤甚，所以皇帝短命难以成人。阳明先生的心学正是

让人从心髓细微处用力，立一个诚字，好像是建一个热烘烘的

龙窑，光芒四射，自己的那一点点欲望，也会像雪遇红炉之火，

顷刻就化了。这是阳明先生的窑变，阳明洞哪里只是一个

洞啊。

红垆点雪，说得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