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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 祖父 是个老先
生，我 正式 入 学 前 就
在他 跟 前读 《古 文 观
止》。他特别喜欢 《岳
阳楼 记 》，说它 是我国
古文的精 品。而我 ，在
读了 之后 ，却 总 觉得有
一种模 糊 感。比 如楼 是
何等 模样 ，座 落 在 哪
里，身 高几层 ，是什 么
样的 建筑风格 ，等 等 。
正因 为 有 这 么 多 的 未知
数，打那 时起我就 产 生
要看一 看斯 楼 的 “野
心”。四十年后 ，愿 望
终于实 现了。因 为公务
要到 岳 阳 ，登岳 阳楼便
成为 “得 来全 不 费 功
夫”的 事。

随着 比 肩 接踵的人
流，一进入岳 阳公 园 的
大门 ，我便被一排陈列

着旧 楼朽料的 玻璃橱 所
吸引 。这些废料 ，虽然
仅是庞然大楼 的 极少一
部分 ，却能把人一下 子
引到 古老的 年代。这座
岳阳楼 ，据说最早建于
唐代 ，几经 战乱 ，到 了
北宋 年间 ，滕 子 京被 贬
巴陵郡 守 ，才又重新修
复。由 于滕 系 进 士 出
身，算得 是 当 时一代 名
流，加上范 仲 淹 的 写
记，苏 子美的 书法 ，邵
竦的 篆刻 ，被 称之为宋
楼四 绝 。可 惜 ，宋神 宗
元丰二年 ，一场大火把
滕先 生修 的楼 化为 灰
烬。元 、明 两 代 ，虽然
也曾 多 次修复 ，只有 到
了清 代乾 隆年间 ，才修
成比 过去史雄伟 、更有
气魄的新楼 。现在 ，陈
列在橱 里的 这些朽木 ，
就是清代的遗 物。它们
虽然 成 了展 品 ，但其存
在的本身 ，就反映 了 中
华民族文 明历 史的延续
性。

我终于被 人流挤进
金碧辉煌的棱 内 ，很快
就被无数 的对 联和书 法
吸引 。这些对 联 ，文气
高妙 ，比 喻奇绝 ，自 不
多说 ，而把它们 书 刻在
木板上 ，那 书法 、那雕
技，更是 令 人 流 连 往
返。然而 ，使我不解 的
是一楼和二楼 的 中庭 ，
竟镶嵌着 同 一规格 、同

一字体 所书写 的 《岳阳
楼记 》全 文 的巨 幅 雕
屏。我问值班 的 年轻女
郎其故 ，她摇头表示不
知。多亏一位 中 年游客
告诉 ，一下 子使我大吃
一惊 。

原来 ，清 乾 隆 八
年，岳阳 地方 官 黄 凝
道，为 了使岳 阳楼更具
神韵 ，特请大书法 家 、
刑部 尚 书 张照书 写 《岳
阳楼记 》全文 ，刻在十
二大块紫檀木板上 ，组
合起来高 九尺多 ，长约
丈许 ，镶 嵌于 二 楼 中
庭。到 了咸丰 年间 ，一
个姓吴的饕
餮之徒 当 上
州官 ，看 中
了那块 巨木
雕，想窃为
己有。他私
下请 人做 了

一幅足可乱
真的 假货 ，
偷偷换下珍
品，装船弃
官逃 跑 。谁
知，船行洞庭湖 中 ，狂
风大作 ，巨 浪滔天 ，船
翻人亡 ，雕屏亦随 之沉
入湖底 。不久 ，岳阳 人
把它从湖底打捞上来 ，
仍置于二楼 中 庭 ，而 将
那个吴姓州 官 的赝 品 ，
移到一楼 。

中年人说 到 这 里 ，
笑了。“这两 幅雕屏 ，

表面上毫无二致 ，要 是
仔细 看 ，还 会发 现不同
点的。真雕屏 由 于沉入
湖底时 ，几个字被撞损
了，修复时 给底下垫 了
薄木片 ，因 为 木片 稍厚
了点 ，以致 高 于 其 它
字。”我 问 是哪几个字 ，
他指着 木雕说 ：“‘渔歌
互答 ’句 中 的 ‘歌互 ’
两字和 ‘然则何时 而 乐
耶’句 中 的 ‘乐’字 ，
就比 其它字 高。”他怕
我不相信 ，示意去摸 。
我请 求女值班 员 ，她执
意不许 ，我 只好带着憾
意离去。离前 ，我建议
值班员 ，最好把赝 品移
走，不要 叫 它继续 乱真 。
女值班 员 说：“意见我
可以反映。”

我是个感 情易 于激
动的 人 ，因 为看见 了 假
雕屏在新修 的楼 内 鱼 目
混珠 ，情绪 受 了挫伤 ，
当继续 向 上攀登 时 ，兴
致锐减 。然而 ，当 登 上
第三层楼 ，面对洞庭湖
远眺时 ，几乎遗忘 了 的
童年的疑 问 ，忽地 闪 上
脑际 。是呀，《岳 阳 楼
记》这样的 名 篇 ，不特
很少 纪实 ，就连 写景文
字，什 么 淫雨 霏 霏 春
和景 明 ，全 系 通 用 词
章，丝毫没有特点 。用
皓月千里 ，浮光耀金 ，
这些 话 ，用 以形容 鄱阳
湖、太 湖 ，亦无不可 。
写过 “将军 白发征 夫
泪”的小范老 子 ，竟然用

通用 词 句形容岳 阳 楼 ，
令我不解 。别 的不说 ，
岳阳 楼 的 对 面就 是 君
山，君 山 的茶有 名 ，竹
亦有 名 ，咏此楼不提君
山，是范老 先 生 忽 略
了，还 是别 的 ？

第二天 ，我 到岳阳
图书馆看报 ，无 意 间发
现了 这么一 条资料 ：范
仲淹 是陕西 人 ，虽然 幼
年时 迁居过 苏州 吴县 ，
但终其一生从未 到过岳
阳，当 然 ，亲 自 登岳阳
楼就 无 从谈 起 了 。这
时，只有 这时 ，为脑子
里悬 了 四十 年的 谜 终于
解开 了 。是呀 ，正 因 为
范公没有 见过岳 阳 楼 ，
滕子 京 邀他为 岳 阳 楼写
记时 ，正贬官 在河南邓
州，只是看 了对方 寄来
的《洞庭秋晚图 》，就
立即 着 手 创作。无怪 文
中未有半 句具 体描绘 ，
原因 是 “巧 妇难 做无米
炊”哪 ！如 果 此老 见过 岳
阳楼 ，凭他那 杰 出 的 写
作才能 ，绝对 会写 出一

个活 生生的岳 阳楼来 。
登岳 阳楼归来 ，我

本打算 写一篇 感想 之类
的文章 ，考虑 到 《岳阳
楼记 》是有定评的千古
名篇 ，要 唱反调 子 ，势
必会招来议 论。加上新
修的 岳 阳 楼才 对 外 开
放，若写出 篇 歪文发表
出来 ，会影 响 名 楼 的声
誉，故尔一直未 动手 。
最近 ，接 二连 三 的看 到
几位 名 家研究 范 仲淹创
作的 文 字 ，而无一例 外
都用 《岳 阳 楼 记 》作例
子。加 上一位朋 友从 湖
南回 来 ，说那块假雕屏
几年 了 还 在岳 阳楼 里嵌
着，一下子觉 得有 鲠在
喉，这才 决定 挑灯写此
文章。为 区别大手笔范

仲淹 的 《岳 阳 楼 记 》，
我便 名 之 曰 《外 记 》，
以就 教于海 内外方家 。

笔走龙蛇

“ 流动做官 ”不可取
高时 阔

现实 中 常 有 这种 现 象：某 人在 来 单 位 当 领 导
混不下去 了 ，马 上被调 到 乙 单 位 当 领 导；在 乙 单
位屁股 还 没 暖 热 （更 不 要说 有 什 么 显 赫 的 “业
绩”），又被调 到 丙 单 位 继 续 当 领 导。对 此 ，有
人戏之 曰 “流 动 做 官”。

俗言：“铁打 的 衙 门 水流 的 官”。看 来 “流
动做 官 ”自 古 就 有 。不
过古 代 的 “流 动 ”往往
并不 象 今 天 的 “流 动 ”
这般 自 在 ，那 时 做京 官
的一 旦被 “流”放外 任 ，即 使 品 位 不 降 ，也 会被
看作 是 “左 迁遭 眨”，倒 了 大 霉 。然 而 ，今天 大
部分 “流 动 ”的 “官 ”却 是 因 “过”得 “福”。
他们 “领 ”垮 了 一 个 企 业，“导 ”乱 了 一 个 部
门，待到 民 怨 沸 腾、不好 交 帐 之 时 ，多 亏一 纸调
令救 了 他 们 的 “驾”，使他 们 既 可 堂 而 皇 之 地

“ 流”到 别 处 去做 “官”，又
能摆 脱 原 单 位 群众 的 指 责 追
究，何 乐 而 不 为 呢 ？

实践证 明 ，这 类 “流 动 ”
的“官 ”多 了 ，党 和 人 民 就 倒
霉了 。因 为 这 些 “流 动 ”惯 了

的“官 ”们 明 知 到 哪 儿
也呆 不 长 （也 不打 算 呆
长），犯 不 着 对哪 个 单
位负 责 ，工 作 上 更 不 可

能有 什 么 长 远打 算 。结 果 ，常 常 是 今 天 “流 ”
来，明 天 “流 ”走 ，至 于 工 作 受 多 大 损 失 ，他 们
毫不 在 乎。

近闻 有 的 单 位 已 经 试 行 对 不 称 职 的 领 导 干部
就地 免职 ，不 再 搞 平 行 “流 动 做 官”，此举 深得
民心 ，倘 能 形 成一 种 制 度 ，推 广 开 来 ，并 坚 持 下
去，岂 不 甚 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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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出 差的机会 ，我有 幸到
了广西瑶 家作客 ，耳濡 目 染 了
好客重义的 瑶 家风俗 。

四月 的 瑶 乡 ，春光 明 媚 ，
鲜花绚烂 ，十分 的 迷人 。瑶 家
素以竹楼为 家 ，有一套精湛独
特的 建筑技术 ，其竹楼小巧玲
珑，别 致 ，多 依山 而建 ，四周
簇拥着青青 翠竹 ，好不引 人 ，
使我这个来 自 内 地的 客人新奇
不已 。

有人说 ，进 了 瑶 家 的 竹
楼，就 将 面临着 一场 感情 的考
验。原来 ，瑶 家 自 古 以来就 流
传着 一套待客 的规矩 。

随着导游进门 以后 ，主人
先是很有礼貌地起立让坐 ，然
后随便递给一张小竹凳 ，我接 过来
之后 ，安然地 坐下 ，主 人 满 面 堆
笑，十分 热情地用 半生不熟的 汉语
同我寒 暄 ，以示亲近 。后来据说 ，
倘若 当 时 我 不接竹凳 ，自 己选择地
方就座 ，或者 用 手绢 擦拭 竹凳 的

话，瑶 家会 以为你不尊敬《重
和嫌弃 他们 ，而从 后 门 一一溜
走，让 你一个人坐冷板凳。

随后 ，主妇打 来一瓢山 泉
水敬上。走 了 这么长的 山 路早
已口 渴 ，我接过水 瓢一 口 气喝
下大 半 ，主人又 是一番态度 ，
主动 将我劝 向 靠椅就 座。原来
敬山 泉 水又是一次考验 。

兴许是瑶 家 的 热情 感染 了
我，我一反内 向 的 习 俗 ，和他
们交 谈起来 ，谈到 趣处 ，自 然
嘻哈 自 然 ，双方的 感情得到 了
交流 ，相处 自 是和睦 多 了 。这
时，瑶 家献上 了 清 香 可 口 的
酥油茶 ，供你 消 去那 辘 辘 饥
肠。这种 酥油茶 与 藏家酥油茶

不同 ，瑶 家的 酥油茶 多 是 用 米花 、炒
花生 、炒黄豆作泡品 而 制 作的 。

那稠 稠 的 酥油茶 随着 那 日 落 西 山
的竹 梆 子声 ，勾起 了一 丝惆怅 的 思 乡
情，我 正在沉思 ，隔 壁 的 瑶 家又 果 拉
客了 。他们 说喝 了瑶 家 的 酥油茶 ，就

是瑶 家的 知 心人 了 。盛
情难却 ，我又来到 了 另
一位瑶 家的竹楼 。入席
一看 好 一桌 丰盛 的 佳
肴：烤羊 肉 、烟熏 山 鸡
等山 珍 野味 ，加上那甜
香的 米酒 ，使 我 渐 渐

“ 乐不思蜀 ”了 。
酒过三 回 ，耳热脸

红，正是酒香话浓 之时 ，
一轮皓 月 高 悬 山 巅 ，银
辉针发 ，照着 幢 幢瑶 家
竹楼和 幽翠 的 瑶 山 ，分
明这是神山仙界 ，要 不
然那呼归 的 雀 儿为 何久
久不愿 离 去……

家乡 的 明 月 可 曾 当
头？我 醉 了 。

阚泽 末 下 诈 降 书
海潮

黄盖 自
施苦 肉计 ；
阚泽巧下诈
降书 。这 两
则故事是 《三 国演义 》
作者罗 贯 中 的 得 意 之
笔，也是 曹孟德 与 孙刘
联军亦壁鏖 战扣 人心弦
的章节 。

孙刘 联军充其量不 过
四五万 人 ，要 打垮虎视
眈眈 的 八十三万 曹兵 ，
谈何容易 ！因此 ，周瑜
和其 高参诸葛亮 、鲁肃
等，除 了 借助 大江隔 阻
的地理优势 ，还得在 战
术上大做文章：出 其不
意，方能兄 敌制 胜。他
们绞 尽脑 汁 ，挖 空 心
思，想 出 许多 花招 ，而
且招招如 愿 以偿 ：将 计
就计 ，使 曹操 中 了反 间
计，误 杀 他的水军头领
蔡瑁、张允 ，使其水战
指挥乏人：乘 大 雾 漫
江，佯装攻敌 ，用 草船
轻而易 举地借来十万 支
箭；庞统 进献连环计 ，
敌方将 战船钉锁一起 ，
给火攻者 准备 了 求 之不
得的有利 条件：……周
主帅 和诸 葛 高参 的 总 战
术不谋 而 合：火攻 。孔
明又观测 了 有利 气 候
——不 日 之 内 将 有 东
风劲 吹……但 东 风 起
日，自 己 战船 出 动 ，敌
方能否大举迎 战？携带

易燃品 的船 只又如何抢
先接 近 敌船？……岗 都
督为此苦恼至甚 。忠勇
有谋的老将黄盖 ，想 出
了一 条甘受皮 肉 之苦 ，
然后 诈降 ，引 诱 敌人上
当的妙计 ，正 中 主帅 下
怀。苦 肉计 好施 ，诈降
书难下。非能 言 善辩 ，
智勇 双全者不 胜其任 。
阚泽是最好的人选 ，又
甘心情愿 。

于是乎 ，敌对双方
开辟 了斗智 的 战场 。

老奸巨 滑 的 曹 孟
德，早 就 奉 “兵 不 厌
诈”为圣旨，欺 骗蒙蔽
敌人是他的拿手对戏 ，
奸诈 成 了 他 的 代名 词 。
史何况他刚 上 了反 间 计
的大当 ，正痛定思痛 ，
焉能轻易 相信敌人的诈
降书 ？果不其然 ！当 他
将来书 “看 了十余次 ，
忽然拍 案张 目 大 怒 ，
曰：‘黄盖用 苦 肉计 ，
令汝 下 诈 降 书 ，就 中
取事 ，却敢 来 戏 侮 我
也！’便 叫左右推出 斩
之。”在 曹操 看来 ，这
简直是小巫欺大巫 ，多
么可笑可悲 ！此 时 的 阚
泽，阴 谋全被识破 ，若
露出 丝 毫惊慌失措 ，刹

那间 就会人
头落地 。但
他掌 握 了曹
操急于取胜

又苦无 良策的复杂矛盾
心理 ，以诈欺诈 ，镇定
自若 ，经 过一番舌 战 ，
终于使老诈败于小诈脚
下。此计被 曹操采用 ，
东风起 日 ，自 己 战船被
孙刘 联军 烧 得 灰 飞烟
灭。他若不 是 落 荒 逃
窜，大有葬身鱼腹 的危
险。

这段故事 ，看起来
使人如见其 人 ，如临其
境。但 阚 泽巧 下诈降书
却是作者编 造 出来的 。

考查 《三 国 志 》中
的《阚 泽传 》和 当 事人
《 周 瑜 传 》、《黄 盖
传》，全无此 事。阚 泽
实有 其 人。史 家 称 他

“究 览群 籍 ，兼 通 历
数”。他又 明 察事理 ，
善于应辩 ，深得孙权信
任，被 委 以 中 书 令、太
子太傅等要 职 ，成 为 吴
主的 高级 智囊 。但 他并
未参加赤壁大 战 ，更不
曾下过 诈 降书 。

罗贯 中先生把没有
事说得煞有介事 ，将 实
有的 人借来充 当 重要 角
色，而且人情入理 ，使
人信 而 不 疑 ，非大手
笔，不能为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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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一谜

曾正 明
灯笼

（ 外交 用 语一 ）
上期 谜 面 ：木兰不

用尚 书 郎
谜底 ：花期　旧 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