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
鉴

星期三

版

联系电话：8222059

责编 李晓勤
和 亮
立 君

2023.5.17 24天龙品
味

乡
恋

家门口 龙 艺 作

兽而不猛
乔傲龙乔傲龙

人类安全的传统领域之内，
猛兽毒虫大概是由来最久的威
胁。谭坪塬上，诸如此类的危险
似乎也带着几分温良和恭顺，足
见是善地无疑。

虎豹之类的狠角色，塬上从
无耳闻，动物的凶猛指数到狼就
封了顶。狼对人，论凶狠、论狡诈
都甘拜下风，却有一点比人强，长
记性。人是历史的健忘者，写在
纸上、刻在石上都不管用，前车之
覆无论多少，后车照样接着再
覆。狼则不同，善于总结历史教
训，且不断将其内化为生存本
能。千万年的狼人之争，狼们九
死一生吃尽了苦头，于是知道了
跟人打不起交道，所以它们昼伏
夜出，精准拿捏着时间差，空间上
更是退避三舍，远远躲开人类的
视线。

狼们违逆“祖训”的危险操
作，小时候曾见过一次。光天化
日，竟结伙抵近村口，八成是饥饿
所迫，疯狂之下失去了理智。村
中得报，精壮急出应战，锄头镢
把，逮着啥用啥，一时间群犬狂
吠，人声如潮，狼们自知力不能
敌，扭过头一路跑远。这是我第
一次见识所谓的“狼顾”，也是平
生仅有的一次“顾狼”。

狼走了，失去管控的野兔无
法无天地嚣张起来，尤其这些

年，绝大部分耕地都变成了果
园，兔崽子们吃住不发愁，饱暖之
后思起了淫欲，繁殖潜力得到空
前释放，一个不小心，走路都能碰
到脚下。村里有个叫劳子的，比
我大几岁，前几年驯了两只猎犬，
专捉野兔，每天晚上出去都不走
空。黑暗中强光手电一照，兔子
便傻在原地不敢动，猎犬不劳费
力追撵，上前去动动嘴，直接“拿”
回来。

野鸡也多到怕人。某次回

乡，在苹果园边的地堰上，不经意
间，仿佛触动了什么机关，身底的
草丛里一阵乱响。定睛再看，却
是一群野鸡被惊起，忽扇着五彩
斑斓的翅膀，扑棱棱地飞进了远
处的深沟。

塬上有几家小饭铺，排场和
阔气是讲不起，但野鸡、野兔、黄
河鱼，只要吱一声，分分钟可以搞
定。其中一家，老板跟我是初中
同学，姓高名会东，那年奶奶九
十大寿，回去见着，三句话没说
完，掏出手机就打电话，让沿河
村里的朋友赶紧送鱼来，留我晚
上喝酒。我急赶着要回太原，事
遂作罢，但野鸡、野兔、黄河鱼这
个心结，终归是要了一下的。风
声传出后，不止一个酒肉之友毛
遂自荐，愿随我千里往返，到黄河
岸边的谭坪塬上如此这般一番。

饿狼再往下数，大约就是些
狐鼠之辈，贵为兽类，却毫无杀伐
的威猛之气，只敢在鸡兔身上耍
点威风。尤其黄鼠狼，深更半夜
摸到院里捣乱时，十来岁的娃隔
着门窗吼一嗓子，贼胚子便吓得
一溜烟跑得没了影。

谭坪塬并非尧天舜日所在，
狐狼鼠兔也算不上什么瑞兽，但
记忆中的这些小可爱，想想还真
是蛮亲的，我心里，它们是塬上的
吉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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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甲性情乖僻，父不降怕
他治理不好国家，就没有传位
给他，而内禅给弟扃。扃死传
位于子廑。廑死，才又由孔甲
继位。孔甲在位期间，肆意淫
乱，沉湎于歌舞美酒之中（传
说他是一种叫作“东音”乐调
的创始人），又笃信鬼神。各
部落首领纷纷叛离，夏朝国势
更趋衰落。《国语·周语下》说：

“孔甲乱夏，四世而陨。”《史
记·夏本纪》和《列仙传》载传
说，孔甲很喜欢养龙，他弄来
一雌一雄两条龙，又找来一个
名叫刘累的，赐给他“御龙氏”
的名号，叫他养这两条龙。刘
累不懂养龙的方法，没多久，
那条雌龙就死了。刘累索性
将死龙煮熟，送给孔甲吃。孔
甲吃后，大加赞赏。后来，孔
甲见没了雌龙，他的那条雄龙
也显得病恹恹的，就大发雷
霆。刘累害怕，一逃了之。孔

甲无奈，又觅到一个名叫师门
的养龙高手。师门将那条雄
龙豢养得精神抖擞，神采焕
发，孔甲十分高兴。但是，师
门秉性耿直，常常批驳孔甲对
养龙不懂装懂，惹得孔甲恼羞
成怒，命人将他杀了，尸体埋
在城外远郊旷野。不久，天降
大雨，又刮起大风，等到风停
雨止，城外的山林又燃烧起
来。孔甲本来就信神占鬼，这
下更认定是师门的冤魂在作
祟，只得乘上马车，赶到郊外
去祈祷。祈祷完毕，孔甲登车
回城，走到半路，在车中死去。

帝皋
孔甲子，一作帝昊。元年

庚辰，即位。三年，崩。
帝皋：孔甲子。孔甲病死

后继位。在位 11年。
帝发
皋子。元年乙酉，即位。

诸夷宾于王门，再保墉会于上

池。七年，崩。
帝发：皋子。皋病死后继

位。在位 19年，病死。
帝癸
发子，名桀。元年壬辰，

即 位 。 三 年 ，筑 倾 宫 ，毁 容
台。十五年，商汤迁于亳。二
十二年，汤来朝，囚之于夏台，

既而释之。二十九年冬十月，
凿山穿陵，以通于河。三十
年，杀大夫关龙逄。商师征昆
吾。冬，聆隧灾。三十一年，
商自陑征夏邑，克昆吾。大雷
雨，战于鸣条，夏师败绩。桀
奔三朡，商师征三朡，获之于
焦门，放于南巢。

帝癸：名桀，一名履癸，帝
发子。发病死后继位，为历史
上著名的暴君。

据《中华史表》，帝桀于公
元前 1804年至公元前 1752年
在位，共 53 年，一曰在位 31
年。国亡，被放逐而饿死，谧
曰“桀”。桀力大无穷，能空手
拉直铁钩。他仗着这股蛮力，
经常无端伤害百姓。为政残
暴，破坏农业生产，对外滥施
征伐，勒索小邦。桀即位三十
三年后，发兵征伐有施氏。有
施氏求饶，进献给他一个美
女，名叫妺喜。夏桀十分宠爱

妺喜，特为她在今夏县琼台山
造了一所富丽堂皇的琼宫，内
有琼室、象廊、瑶台和玉床，供
他俩荒淫无耻地享乐。而这
一切的负担，都落在百姓身
上，人民痛苦异常，敢怒不敢
言。桀重用佞臣，排斥忠良。
有个名叫赵梁的小人，专门投
桀所好，教桀如何享乐，如何
勒索，残杀百姓，深得桀的宠
信。桀即位后的第三十七年，
东方商部落的首领汤将一个
德才兼备的贤人伊尹引见给
桀。伊尹以尧、舜的仁政来劝
说桀，希望桀体谅百姓的疾
苦，用心治理天下。桀听不进
去，伊尹只得离去。到了晚
年，桀更加荒淫无度，竟命人
在今夏县西北三十里的下王
村凿了一个大酒池，名
为“夜宫”，他带着一大
群男女杂处在池内，一
个月都不上朝。

《大夏禹都》节选

很早以前就听潞潞说过：他一直
在看“苒妮儿画事”，他从苒妮儿的画
里，似乎找见了毕加索“用一生的努
力，像孩子一样画画”的真谛。一个成
人，像孩子一样画画，可能么？潞潞在
研究了苒妮儿的画之后，蓦然觉悟，毕
加索的像孩子一样画画，实际上是以
孩子的观察和表现方法画画。

末了，潞潞不无感慨：“如此看来，
在对现代艺术的认识上，苒妮儿是我
的老师啊！”

是时，苒妮儿不过 5 岁，这个从 3
岁起就意外地迷恋上画画的孩子，每
天晨起，在小画桌前一坐就是一两个
小时。从一根线开始，到圆，到方，到
三角，到方圆组合，到圆上长出五官、
四肢，到出现有声有色的内容，没有任
何参照，笔落纸面，如行云流水，随意
生发，全是一个蒙童对客观世界的认
知——大人和小孩，一个圆的大小就
是区分。圆是核心，五官、四肢都从圆
（脑袋）上随意长出，那手想伸多远就
多远，想抓啥就抓啥，形成线的交织与
构成，形成孩子的欲望和想法，形成图
画，生出意趣。人类元初的象形和符
号，在苒妮儿的画中苏醒过来。

……
如此这般，初以为像孩子一样画

画，只是潞潞的一个说法，可见到十几
本潞潞的纸本涂鸦时，我相信了。

这样的绘画，驾轻就熟，毫无芥
蒂，松弛爽利，洋洋洒洒，线性表述，从
始而终。当潞潞把这十几本涂鸦式纸
面手作散乱地摊在我面前时，令我瞳
孔放大。毕加索的破解（我给潞潞纸
面涂鸦的定义）无疑是潞潞以最符合
自己的方式，找到了打开绘画的法
门。这就是我看到了潞潞纸面涂鸦后
的感受。毕加索的“立体主义散点透
视与同时性，儿童的观察与表现方法
以及塞尚的拆解物象”，这些大师穷极
一生归纳总结出来的绘画套路，在潞
潞的纸面涂鸦中，通过对蒙童绘画的
观察体悟，不经意中形成的经意结果；
像孩子一样画画，对潞潞只是一个说
法。诗性的表达与表现，才是他真正
意图和所要做的。

江南多雨，乡间多桥，以
石板桥最多。只有过溪跨河
的几十米、几百米的宽阔水
面，才会有木桥。木桥往往
很长，用四五米一节长的桥
板构成，以松木桩固定在溪
水中，宽度只有一两尺，走上
去有点摇晃。

架木桥的地方，都会在
春天发大水时拆桥，以免桥
板被大洪水冲走。洪水过
后，再重新架桥。过桥时，有
时候牛不愿意，就让牛涉水，
人在桥上行。一般的老牛，
都会同人一样，慢慢地过
桥。春夏之交，常发大水，牛
被冲走的事时有所闻。“大水
牛汰(读音是‘推’)开，笠帽头
撩回”的乡谚即由此而来，意
指失大得小。

石板桥不同，简单的只
有一块石板，复杂的多块，短
则一两尺，长则两三米。

从家往东，有一条杨家

溪，因在镇西面，又叫西溪。
从两三里的大街往西，就有
石桥叫西溪桥，桥面用四块
方正的巨大条石铺就，平整
如砥，宽约两米，没有栏杆。
小时候有事没事，常去桥上
跑一趟来回。此桥离家不过
几百米。后来，文物部门来
调查，查出此桥是宋代的古
物 ，建 于 北 宋 天 圣 十 年
(1032)，有当年的石刻为证，
距今约千年了。以后走在上
面，连脚步都不自觉地轻了
点，只怕古人不高兴。

还有邻村九遮山的石
桥，被文物人员发现，桥的形
制是独创的，为世界桥梁建
筑史上仅有的实物遗存，叫
牮桥，尚有三座完好无损，均
造于清代。牮桥即以最简单
的三块石料，建造最坚固的
桥：八字形的两块石板，夹着
一字形的桥面，如此而已。

两桥边都立了石碑，写

明了身份。桥还是原来的
桥，地位却不一样了。

更多的五六米长的桥，
则是由石块垒成的石拱桥，
除了最里面的一圈是条石
外，其他的都是卵石。这样
的桥，都长满了常绿的各种
藤蔓，非常美，是摄影家取景
的好地方。

石 桥 赵宗彪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