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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九 不 卖 良 心何 九 不 卖 良 心
侯讵望

何九是谁？何九是《水浒传》里的人物，也就是书
中的“何九叔”。在第二十五回《王婆计啜西门庆 淫
妇药鸩武大郎》中，他的尊姓大名第一次出现在王婆
口中。

事情是这样：当王婆唆使潘金莲毒死武大郎后，
第二天五更，天还没有大亮，西门庆就奔来王婆的茶
店讨问消息。王婆把毒死武大前前后后的情况告诉
了 西 门 庆 ，西 门 庆 把 银 子 递 给 王 婆 ，“ 教 买 棺 材 津
送”。这时候，两人叫潘金莲过来，三人商议后续之
事。王婆道：“只有一件事最要紧，地方上团头何九
叔，他是个精细的人，只怕他看出破绽，不肯殓。”西门
庆回答道：“这个不妨。我自吩咐他便了。他不肯违
我的言语。”这话说得相当自信，也相当霸气。王婆当
然也相信西门大官人的能力，只是要他“不可迟悮”。

在宋朝，各行业都有市肆，叫团行。行有行老、团
有团头。团头就是各行业的首领，但也有称“地保”为
团头的。从王婆的口中我们约略可以确定，这何九叔
应该是双重身份兼于一身。王婆说他“是个精细的
人”，所谓“精细”有三层含义：精美细腻；精明能干；精
密细致。我理解，王婆口里的“精细”，应该说的是何
九叔很精明也很细心，不是个好哄骗的人。

王婆买了棺材，“去请团头何九叔”，但何九叔并
没有马上到场，过了好长时间，才“先拨几个火家来整
顿”。火家就是伙计。何九叔一直到“巳牌时分”才慢
慢走出来。从书中上下文看，大概是快中午了，否则，
西门庆不会请他到小酒店吃酒。而且西门大官人应
该是一直在紫石街巷口等着的，否则，怎么会迎面碰
到呢？何团头心中自然起疑：“这人从来不曾和我吃
酒，今日这杯酒必有蹊跷。”吃了一个时辰，西门庆从
袖子里摸出一锭十两银子放在桌上，何九不敢接受，
拒绝的话也说得很是得体，一是说无功不受禄，再是
说“便有使令小人处”也不敢受。非逼着西门庆说出
事由来。这西门庆也绝非等闲之辈，也不说透，只说

“别无甚事”，只是要他在殓武大尸首时，“凡百事周
全，一床锦被遮盖则个。别不多言”。对于何九叔，这
是分内之事，何须吩咐，而且也没必要接受人家的银
两。他有心不接，心下惧怕西门庆是个刁徒，“把持官
府的人”，于是权且收下了银子。在此期间，西门庆几

次暗示，“九叔休嫌轻微，明日别有酬谢”“少刻他家也
有些辛苦钱”“九叔记心，不可泄漏，改日别有报效”云
云。这么来钱的活儿，换了别人，早已昏了头，管他西
门庆与武大什么关系，收了钱再说。

但何九就是何九，他虽然怀疑这件事的合理性，
但工作依然要做。来到武大家门口，先问火家武大是
甚病死的，火家答“他家说害心疼病死了”。一进门，
王婆迎接进去，还有一点责怪他来迟的意思。当见过
潘金莲后，何九就有些明白了：“原来武大却讨着这个
老婆！西门庆这十两银子有些来历。”这何九看了武
大尸首，“大叫一声，望后便倒，口里喷出血来”。何九
这招儿，却是急中生智，否则，他就不好办事儿了。王
婆说是“中了恶”，于是喷水掐穴，何九叔才缓转来，被
两个火家用门板抬回了家。

何九叔这一招儿莫说是王婆没有识破，就连他老
婆也被蒙了，哭着说道：“笑欣欣出去，却怎地这般归
来！闲时曾不知中恶。”他老婆的表现和言语表明，这
是何九第一次这么装病，而且过去收殓了多少死人，
也未曾中过恶！当他把真相告诉老婆后，老婆却给他
出了个大主意，让他取两块未曾烧化的死人骨头，并
银子包了，等待事情的进一步发展。这何九的老婆了
得，不但没有见钱眼开，还帮着丈夫应对即将到来的
凶险后果，非常值得点赞！

后来的事书里已经交代明白，正如何九两口子的
预判，武松归来后，迅速查明了事情真相，在县太爷不
予立案的情况下，私自了断了这事，手刃了仇人后，到
县衙自首去了。

许多读者注意到了何九这个小人物，有的认为这
两口子是生活在夹缝中颇有智慧的小人物；有的认为
何九是明哲保身的圆滑人；有的考证他知法犯法，应
该追究刑事责任；也有人撰文认为他能审时度势等
等，但我以为，何九叔最值得肯定的一点是他没有出
卖良心！

何九叔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我的看法是：一者是
他良心不泯，能守底线；二者是他坚持职业操守，不亏
心办事，怕坏名声；三者是他把持得住，不贪求无义之
财；四者也是重要外因，是他“家有良妻”，正所谓“妻
贤夫祸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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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 日 子 ，蓝 天 白 云 ，且
有 和 煦 的 阳 光 照 耀 。 虽 然 清
寒 ，却 挡 不 住 我 与 老 伴 的 兴
致 ，于 是 迈 腿 出 门 ，游 碑 林
公园。

占 地 约 1.37 万 平 方 米 的
碑 林 公 园 始 建 于 1990 年 ，位
于 太 原 市 滨 河 东 路 与 康 乐 街
交汇处，是一座收藏与展示傅
山先生及明、清之际历史文化
名人墨迹的专业文化名园。

来到熟悉的公园门口，定
睛打量这座采用悬山顶、三组
门庭式的建筑，门楣上悬着原
中 共 山 西 省 委 书 记 李 立 功 题
写的牌匾“碑林公园”。

站立在高高的门庭上，前
庭院落尽收眼前，一眼就望到
西 南 方 向 四 角 双 亭 前 的 那 块
竖立的碑文，那就是前辈刘江
老 先 生 题 写 的“ 傅 山 碑 林 ”。
这 里 是 我 国 第 一 座 以 个 人 书
法展示为主的碑林。

三 步 并 作 两 步 ，跑 到 碑
前，再一次细细打量刘江老先
生 潇 洒 飘 逸 的 字 迹 。 这 块 碑
刻 ，在 这 里 已 经 屹 立 了 30 多
年！遗憾的是，106 岁高龄的
刘江老先生年前刚刚辞世。

傅 山 何 许 人 ？ 建 这 座 碑
林的又是什么人？

傅 山 先 生 是 太 原 人 的 骄
傲 ，是 我 国 明 末 清 初 的 思 想
家、医学家、书法家，他的书法
真草隶篆行五体俱全，力透纸
背，为他的书法精品建一座碑
林，值！

这 座 碑 林 的 北 园 收 有 傅
山先生 222 幅书法精品，全部
是 我 省 知 名 文 化 人 刘 江 退 休
后，与他的搭档谢启元历时数
年从海内外收集回来的，园林
的 建 设 者 由 彩 绘 大 师 岳 俊 德
牵头。老岳是我的榆社老乡，
曾为 1987 版电影《红楼梦》彩
绘塑造荣国府。巧的是，我与
这三位功臣都熟识。

今天到碑林，一是感受园
林景致；二是寻寻刘江老先生
和好友谢启元的墨迹；三是穿
过 一 道 道 长 廊 感 受 我 的 榆 社
老乡岳俊德的彩绘艺术；四是
重温刘江、谢启元和岳俊德讲
给我的若干故事，感受这座园
林独特的意义。

赏过刘江老先生的“傅山
碑林”四字，便去寻找谢启元亲笔写的傅山先生的《丹枫阁记》，以
及他亲笔书写的由阎武宏撰文的《傅山碑林纪略》，其书法作品也
极传神！

站在这园子里，站在先生的作品前，真想给常住北京的谢启
元打个电话，他知道刘江老先生辞世了吗？当初，他们俩为了将
傅山的鸿篇巨制珍品流芳百世而辛苦奔波几年。两位先生携手
干成一件大事，是不折不扣的忘年交！

他们收集傅山真迹，他们的真迹也永久地留在了这里，足矣！
我也想给岳俊德老先生通个话，问问这位彩绘大师的近况，

再给他讲讲傅山碑林此刻的样貌。
他们三人的功劳实在太大，我曾分别对三位做过采访，可后

悔的是，从没有将三人请到碑林的某一个碑亭或是长廊坐坐。如
果有那一刻，亲眼看他们指划着傅山先生哪一幅书法是从哪里收
集回来的，他们又是怎样小心翼翼拓出碑文的，岂不是更有意义？

其实，那些年，他们经常三人围坐，共议建园大事，只是他们
所议定的大事没有变成文字，而是变成了今日碑林公园之美景。

流连于 12 条屏前，刘江老先生对它们的来历介绍历历在目。
12 条屏来之不易，却也易如反掌。 1965 年李宗仁从国外带回傅
山真迹《祝锡予词丈六十寿》送给周恩来总理，总理又将其转赠给
国家博物院。国家博物院怀疑其真实性，刘江老先生知悉后，反
应敏捷，协调省博物部门以周代的一只鼎将其换了回来！

12 条屏立于公园大门正对的地方，晨曦中、夕阳下迎接着每
一位游客。

看过这些，转至南园。那里有小桥流水、花草山石，此时松
竹依然青翠，我特意到山西诗词学会曾经坚持两年半的“诗词半
月谈”的柳眉茶社门前看看，久违了的感觉。每次活动结束后，
大家都会在公园里随意找个背景拍照留诗篇，园子里春花烂漫、
夏荫浓郁、秋色绚丽、冬景苍翠，常在诗人们的诗词曲中描绘和
吟诵。

有几次，我们还在承颜堂里进行诗词半月谈，承颜堂列有傅
山先生的牌匾“毋不敬”，“毋不敬”出自《礼记·曲礼》，意思是要恭
敬而谦卑。每次在承颜堂活动，大家都正襟危坐，对承颜堂，对

“毋不敬”，自带几分敬畏。
不远处，苏轼的诗句碑刻“高论无穷如锯屑，小诗有味似连

珠”完整显现。突然觉得，这趟碑林之行十分有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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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楼下，兴隆街一路之隔，就是太原市迎泽区中
心医院。以前生小病，自己买几片药吃；生大病就去山
西省人民医院、山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西省中
医研究院等三甲医院。太原市迎泽区中心医院近在咫
尺，却很少去，总觉得区级医院医疗水平是有限的。

年前，我和爱人都感染了新冠病毒，我身体很快恢
复了，爱人却后遗症严重，心悸、失眠、乏力。吃过几位
医生的中药，没见好转。一个多月下来，爱人逐渐精神
憔悴，茶饭不思。

我急忙联系医院工作的朋友，希望他帮助妻子在三
甲医院住院治疗。朋友了解后告我，因妻子身体特别虚
弱，住院后检查很多，身体吃不消。

无奈之下，我打算先在家门口的迎泽区中心医院做
检查。

早饭前，我一人到迎泽区中心医院问询情况，一进
楼门，挂号处早已排起长队。过去几年，这里可是门可
罗雀。我在问事处询问我爱人这种情况应该挂哪个大
夫的号，导诊员说挂李燕大夫，就在楼道第二个房间。

李燕大夫诊室的门开着，早上 8 点多，刚刚上班，已
经有人看病。大夫耐心倾听，细致分析老人病情，神情
专注，语音柔和，不时露出微笑。见这样的场面，我心有
感动，有一种久违的、温暖的感觉。

大夫见到我后询问情况，知道我给爱人看病，且住
对面楼上后，她写了张有她名字的条子，告诉我拿上挂
个号。挂号处没有收挂号费就给我挂了号，我有点纳
闷。回到诊室，李燕大夫告诉一旁配合她的董清梅大
夫，让我帮爱人签个“协议书”。董清梅大夫从李燕大夫
身后走出来，在门后的资料柜里取出两个蓝色本子。李
燕大夫给我解释说，填了“协议书”，你们就是我们的服
务 对 象 ，来 看 病 就 不 用 交 挂 号 费 ，还 可 以 提 供 上 门 服

务。她们填好，把两本“协议书”交给了我。
我把爱人的病情告诉了李燕大夫，她说最近这种新

冠后遗症病人还不少，一般没有什么严重的器质性问
题。我说想给爱人做个系统检查，于是大夫给我开了
单子。

回到家，我细看“协议书”，蓝底金字，全称是“太原
市迎泽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书”。翻开首页是“十
项服务承诺：签约服务我宣传，就诊转诊我帮忙。适宜
技术我上门，健康状况我了解。慢性疾病我随访，用药
安全我指导。健康知识我普及，预防疾病我介入。居家
养老我协助，居民满意我追求。”里面是详细的签约甲乙
双方职责。“协议书”为病人着想，为病人所急，能做到的
话真是病人的福音。

早饭后，三弟借了医院的轮椅，我推着爱人一起到
了医院。几步远的路，到医院也就几分钟。我们直接到
了李燕大夫的诊室，她仔细地问了我爱人病情，安慰我
爱人道，应该不会有啥大问题，排查一下也好。因已吃
饭，血象只能明天再查，先去拍 CT、做彩超。检查进行
得很顺利，结果李燕大夫看后说什么问题都没有，我紧
张的心情才得以放松。

第二天一早，医院刚上班，我和三弟就陪爱人抽了
血，检测结果显示，除了微量元素钾略低，其他项都正
常。大夫开了氯化钾颗粒，取了药，一回家，我就让爱人
服了一包。间隔不到 4 个小时，我让爱人又服了一包。
第二天早起，爱人说晚上胃不舒服，还心悸。我赶紧看
药盒，原来这个药应当饭后服。

爱人心悸好几天未曾缓解，问心脑血管医院工作的
朋友，他建议做动态心电图。

我们再次来到迎泽区中心医院找李燕大夫。不巧
的是她不在，只有董清梅大夫在。我询问董大夫，爱人

心悸没法出门，可不可以去家里给做一下动态心电图？
董大夫说行。她取了动态心电图盒子,随我到了家。一
进我家门，她说：“你住的房与楼上宋老师家、李老师家
一个户型，他们家我都上门服务过，跟他们很熟。”

爱人卸了 24 小时动态心电图盒子后，经李燕、董清
梅大夫分析，妻子的心脏并无大碍。以后我们要精心调
养。最近几天在太原市迎泽区中心医院就诊，大夫们的
工作态度让人感动。她们视患者如邻里，如姊妹，让我
回想起来小时候在村里看病的感觉。村里人不是本家
就是邻里，赤脚医生到了家给人看病，坐在炕头，关心呵
护，感同身受，那份关爱有如春风，能化解病人的很多焦
急、忧虑、痛苦。

又想起刚到中心医院见到李燕大夫时那种说不出
来的久违的感觉，她的言语、她的笑声，就是儿时记忆中
的面对村里赤脚医生的感觉吧，起码是有那种近距离的
邻里情啊。

现在的医院设备齐全了，医生也都技术专业，服务
又周到，值得信赖。一般的病还是就近治疗好。这是我
最近给家人看病的切身体会。

向太原市迎泽区中心医院的医务人员致敬！

半路出家当老师，一晃
20 来 年 了 。 现 在 ，还 有 一
个多月就要退休了。

有人说，凡事皆有时。
这就是我退休前这一两年
的心境——终于可以停下
来，甚至往回退几步，看看
过去的自己，看看自己无数
次路过但视而不见的那个
旧我。

几年前，我第一次带一
个研究生小组，以影视编导
工作室的方式展开教学，总
共 有 6 名 研 究 生 和 进 修
生。他们虽然经历了本科
不同专业的训练，但都处于
基础十分薄弱的状态。入
学前就打招呼了，要付出辛
苦，要用 3 年时间完成 7 年
的学习内容。最开始来上
课的多于 6 人，第一个学期
过去，就有进修生下车了。
因为太辛苦？因为我太严
厉？不管因为什么，我把更
多的精力给了坚持下来的
学生。我就像转动的齿轮，
学生的成就和问题，我的信
心 和 担 心 ，统 统 咬 合 起 来
了，结果是大家渐渐开始袒
露自己。

这种坦诚，也带入了课
堂，带来了冲突和矛盾。

面对“创作无法教”这
个我无法改变的事实，我对
教学的固执坚持就是：大家
跟我学习基础，学习走路，毕业后你们追求个性，再跑，
再飞也不迟；而且学会了走，跑和飞也不至于太难看。
但是，这些经历过本科学习，有些已经有创作经验的学
生，在浮躁的大环境下，忽视基础，急迫地追求个性，这
几乎是他们的本能。

我对他们的各种严厉“打击”，并没有使我的权威
维持多久。

“老师，我受不了你的批评了（这 句 话 可 以 翻 译 成
‘我不认为你对我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我也不好意思
反驳你，我提个建议，你让我自己拍个片子，如果我失
败了，我回到课堂，全听你的。”

一位大小伙子对我这样说的时候，我的眼泪差点
迸出来，好在月光晦暗，夜色遮挡了一切。

我同意了。
这位同学写了剧本之后，让我看，我说不用看，按

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之后，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他拍完
了 自 己 的 短 片 。 我 去 片 场 看 到 他 那 么 辛 苦 ，五 味 杂
陈。一方面我为他高兴，为了证明自己他不惜代价；另
一方面很心疼，付出如此多心血的结果是失败。

心里突然很难过，我感到说不出的孤独和无助，假
如我不能把他们带到岸上，假如我要求的这一切他们
无法融汇到他们的作品中……想到这里，我说：“假如
你们的毕业创作，无法达到我们期望的水准，也没关
系，我们一起丢人，我不怕。”

“老师，你放心，我不会给你丢脸的。”
这位男生重新修改剧本，毕业创作的短片，得了好

几个国际电影节的短片奖。
春夏秋冬，我们一同学习、一同创作，我付出的辛

苦让他们渐渐接受了我的严厉。有一天，我踩着落叶
走出学校，回家的路上忽然停住了脚步，仿佛一脚踏
空，掉进了无人的空旷中。我的面前出现了另一个我，
她对我说：

“你批评学生的缺点，其实这些缺点在你自己身上
也存在。你的自以为是比起他们有过之无不及，你也
不喜欢老老实实地创作，你也追求个性……你理直气
壮地严厉要求学生，这难道不是你不自信、不信任他
人、控制他人的表现吗？”

如今，他们已经离开学校，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眼
下，我也即将离开学校。回顾自己的教学生涯，感觉最
大的收获是受到了来自学生的教育。他们毕业了，我
也即将毕业。

用来学习的学校，不仅仅是学生的，也是老师的。

逢春时节，生命勃发的力量也随着春意涌动，刘芽
在微风中摇摆，让人心旷神怡，仿佛无声的呼唤。春
日最美的漫步，必是要去有植物的地方，赏花、拍花，
静静地看一片片花叶，感受大自然的气息。

我喜欢去植物园，每个城市里都会有的、闹市当中
的幽静好去处。其实，任何一个栽培得当、打理细致
的植物角落，都能给人足够的欣赏空间。

出家门南行百米，便是一个小广场，这里是一个单
位的“后花园”，有健身器械，有篮球架，四周是植物
带，花草繁盛。在这里经常遇见园艺师，熟悉之后便
饶有兴趣地与他聊天，他告诉我一个月工资 2000 块
钱，每天工作 3个小时。

羡慕他整日里与植物们在一起，享受阳光抚慰，聆
听空中鸟鸣，用双手去劳动，栽花种草、松土、修剪、浇
水，有时候也会给那些娇弱的植物输营养液。植物们
也很有灵性，你对它好，它们便会用郁郁葱葱的长势
来回报你。

喜欢植物这件事是从幼年时开始的，奶奶家有院
子，前院种花草，后院种蔬菜，房间里也是各种观赏植
物，我经常惊讶它们美得不知真假，必要用手摸摸。

奶奶极有耐心地告诉我哪个是兰花、菊花、月季，

早春之际便“迫不及待”地领着我去外面识花：梅花花
期早；桃花两花夹一叶；樱花花瓣有缺口；杏花花萼向
后折；李花花和叶子一起开；梨花花期最靠后。

犹 记 几 年 前 那 次“ 烟 花 三 月 下 扬 州 ”，漫 步 在 街
头，春风劲吹，杨柳吐绿，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
了江南风韵。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从未见过那么美的
玉兰花，有白、黄、紫红等多种颜色，与翠竹、灰墙相
衬，尽展优雅。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一年四季，春天仿佛
最为短暂，花间陌上，稍不留神，便落英缤纷。抓紧
时间吧，去远处的森林公园或小山，一步一台阶，慢
慢走，慢慢看。有指示牌显示负氧离子的数值很高，
这都是植物们的慷慨恩赐，身在其中，光是呼吸就让
你充满了元气，所以大自然是最好的“清肺机”。

到了山顶已是午间时分，气温不断升高，居然有
了 小 初 夏 的 感 觉 。 放 眼 望 去 ，嫩 绿 的 植 物 与 星 星 点
点 的 小 花 由 你 的 眼 走 进 你 的 心 ，你 看 到 的 是 美 好 、
蓬 勃 和 生 机 ，收 获 的 是 惬 意 、愉 悦 和 对 生 命 满 满 的
热爱。

春天里漫步，一定要去有植物的地方，抬头便是
绿，低头就有花，赏心悦目，对美的感知会更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