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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组稿事，仲秋入
商洛 。

夜宿 “秦镜楼 ”旁
的友 人家 中。吃喝 畅谈
直至 深夜，却 于 枕上难
寐，细 听床 头有蟋蟀叫
秋，感到从未有过 的 透
心的清 静。远处有犬声
传来，隐隐约约，如在
瓮中 ，直 觉 那 “吠声如
豹”或 当 如 是。又 想
起卧榻 之 侧 的 “秦 镜
楼”，飞檐斗 拱，古色
古香，庭院寂寂，秋草
萋萋，垂 柳依依，都市
里笼 在 心头的纷绕，似
被一洗而空，空 到冷寂
和枕上不来屑 许睡意 。

友人告我，百 多 年
前，往来于丹江 之上的

船家 ，晚上就在 此地歇
脚，美酒 好菜，饱 餐一
顿，继而乐 之 于 花 鼓
戏、汉调二簧的悠悠弦
歌之 中，乐则大笑，悲
则大叫，而 后酣然入黑
甜乡 。试想这一饱一乐
一睡，自 会恢复 了 浑 身
的蛮力，重新搏斗于 风
口浪尖，浩歌于清流 山
间。而如今，我或 睡在
某个船工的位 置上，但
却患 了 文明 人 的 文 明
病，体乏脑乱，遐想不

止。久 已不 听 的 公鸡 叫
鸣声 四 起，又想 起平川
的家 乡 ，夜露 打湿的原
野上，挂一钩月 亮。朦
朦胧胧 ，不 知 何时睡去 。

晨起，徘徊于丹江
桥头，吸一 口 带青草气
的空气，那肺叶似在嘎
嘎作 响 中 张开，伸一下
手臂 ，似觉 灵 活健壮于
往日 。看青 山 濛濛 ，江
水浩浩 ，静穆之气浴满
心头 ，空 朗 之感廊 净胸
中。虽 没有桅樯如林 ，

山货 云集，号子声声，
但也能想见那水上飘泊
的人们，他们的豪迈，
不羁 、粗犷，与 自 然一
色的 原始野 性。于是 ，
又想起平川 上我 的 祖先
的春 种秋收 ，少 几份 冒
险的 因 子，多几份厚 重
实诚。啊 ，我 的 血 管
里流 的是我 祖 先 的 血
吗！？而在都市里 ，哪
会有昨 夜 与 今晨的如 此
心境！？

“ 秦镜楼 ”是 “船
帮会馆 ”的一座戏 楼 ，
在丹凤县城南 的丹江北
岸。友人久居此地，掌
故熟若家 珍，文思如 泉
涌，似得此地之灵。一
笑。

笔走龙蛇说

“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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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实 在 是 个 令 人

喜欢 的 字 眼 。

想想 那 个 一 切 都 治

死了 的 年 代 ，那 连 鸡 蛋
鸭蛋 都 不 许 上 市，卖 凉
粉饸络都 不 允 许 的 情

景，“活”，可 真 是 柳
暗花 明 ，别 有 洞 天 。

经济 上 可 以 放 宽 政

策，政 治 可 不 可 以 言
“ 活”？我 看 ，也 不 成

问题。一 个 国 家 实 行 两
种制 度，应 当 说 是 “活

的政 治 构 想 ；改 革，也 正 是 要 改 变
陈规 使 之 变 新，革 除 僵 死 的 东 西 代 之
以“活”。党 代 会 、人 大 会 实 行 差 额
选举，是 “活”；记 者 招 待 会 上 ，
总书 记 谈 笑 风 生 ，宏 论 滔 滔，更 见 其

“ 活”。如果 说 重 大 情 况 让 人 民 知
道，重 大 问 题 经 人 民 讨 论，这 就 是
对内 的 “开 放”，那 么 ，允 许 外 国 资
本家 来 我 国 投 资 办 企 业 、当 厂 长 、
作经 理，这何 尝 不 是 一 种 对 外 “搞
活”！

“ 政 治 ”这篇 大 文 章 写 活 了 ，其
它“文 章 ”自 然 会 随 之 “活 ”起 来 。
这里，我 想 起 了 新 华 社 发 的 关 于 七 届
人大选出的政府领导人的《简介》。
这些 内 容 非 常 严 肃 ，在 过 去 绝 不 能

“ 活 ”的 文 字 ，一反 往 常 ，方 法 多
样，笔 调 活 脱。关 于 胡 平 的 简 介，差
不多 就 是 这 位新 任 商 业 部 长 的 “答 记
者问”，或 者 竟 可 以 说 是 他 的 就职 演

说，而 《铁 道 部
长李 森 茂 》的 结
尾；“据 了 解 ，
李森 茂 有 一 条 规

矩：子 女 外 出 坐

火车 ，一 律 各 自
排队 买 票 。弊 绝

风清，是 否 从 这 里 做 起 ？”就 更 别

具风 格 ，耐 人 寻 味。“简 介 ”之

“ 活 ”传 消 息 ：春 风 骀 荡 ，一 河 水
开了 。

当然，“活 ”的 大 气 候 下 仍 有
“ 不 活 ”的 小 天 地，例 如，在 某 些

领导 那 里 ，他 们 没 有 “活 ”的 改 革

思路，怕 担 风 险，甚 至 不 敢 丢 开 讲
稿说 话 ，更 不 喜 欢 爱 憎 分 明 的 快 人
快语，依 旧 把 矫 情 虚 意 、模 棱 两 可
当作 修 养 妙道，为 官 秘 决，官 宅 官
车，官 腔 官 调 ，官 样 文 章 ，官 僚 作
风……除 了 “官 气 ”，便 是 “死
气”，唯 独 缺 少 为 政 者 革 故 鼎 新 、敢
作敢 闯 甚 至 普 通 人 应 有 的 “活 气”。

“ 死”，就 是 呆 板 、僵 化 、死
气沉 沉，死 水 微 澜 ，死抱 成 法 ，这
是和 守 旧 、停 滞 、乃 至 衰 老 腐 败 联
系在 一起 的 。而 “活”，——灵 活
机动 ，生 动 活 泼，热 烈 活 跃 ，都 与
生命 力 有 关 ，是 生 机 旺 盛 、充 满 朝
气的 表 现。共 产 党 及 其 领 导 的 十 亿
神州 为 什 么 不 乐 于 “活”，不 敢 于

“ 活 ”呢 ？

我企 盼 每 一 片 土 地：“死 ”去
“ 活”来 。刊头设计　董凤 山　本版 编辑　杨 乾 坤

中国 园林建筑 的音乐美
杨路生

著名 的德 国美术家
谢林在 饱 览 了 我国 的 园
林建筑之后，说 中 国 的
园林建筑 是 “凝固 的音
乐”。这是 因 为 我 国 园
林中 山 山 水 水都充满 了
诗情画 意，音乐境界孕
育其中。

我国 园 林布局 十分
精致，把 山 、水 、树
木、花草 、建筑溶 为一
体，浑然天 成 ，使 园 内
山水奇景既美 观典雅 ，
又富有音乐 节奏，达到
了一定 的 艺术效 果和意
境，这是 由 视觉 为主 引
起感情 的 园 林，和 以听
觉为 主 引 起思维的音乐

具有 同样的艺术魅力
两者之间是相通 的。

园林建筑与 音乐之
间的 关系 ，最典型的例
子是无锡 的二泉映月 。
二泉，泉水清澈透 明 ，
唐朝 “茶 神”陆 羽 评定
其为 “天下 第二泉”。
从此二 泉 名 传 遐迩。二
泉以 山 林 泉潭 为主体 ，
构成 幽 谷 深 邃的庭 园 。
清泉 是从西边林间石 隙
漫流而出，下 注 入潭 。
潭上 置 亭，点 出二 泉之

名。潭 前展开溪滩，引
水向 北转东逶迤而下 ，
婉转多 姿，颇生 意趣 。
这条小溪九曲 十八弯，
几乎每段都能给人以音
乐的感觉。音乐旋律 的
变化和节奏的变换交溶
其中 ，相得益彰。或水
声琤淙，犹如琵琶叮 咚
作响 ；或组缓迂回，宛
如大提 琴在演奏舒特曼
的《梦幻曲》。正是这种
静的环 境，无 锡 民 间
音乐家瞎子阿炳在此触
景生情，内 心感情奔涌
而出，写 出 了 著 名 乐 曲
《 二泉映月 》。

又如走进苏州 的拙
政园，你会感到 园 中 有
诗，园 中 有画，这些诗
和画组成一曲 和谐 的音
乐旋，那楼台 亭榭高
筑在假山 之上，犹如音
乐旋律 中 的一个个优美
的音符，其中 镌刻 的楹
联又 如乐 曲 中 的 装 饰
音，给 自 然环境增 添了
无穷乐 趣 。

生活在变化，人们
的审美观点 也 日 益发生
变化。对于 园林建筑 ，
人们不仅仅是单纯 地希

望它 “不 出城廓而获 山
水之怡，身居 闹 市而有
林泉 之效”，或者一味
地追求 它 是重楼叠檐，
榭阁 亭台，或者是所谓

“ 园 中 有 园，景 外 有
景”，而是希望更多一些
既有精美 的 园林布 置，
又有极富音乐节奏 感和
旋律 美 的新型 园 林。

唐代官场的贿赂风
杨建 武

近读 李肇 的 《唐 国
史补 》，偶见一则 很有
趣的故事：一朝官退朝
回家 ，慨 叹至深地说 ：

“崔 昭 （唐 代宗 时任过
州刺史，后调 浙东 观察
使）是什么东西，大家
都称赞 他？这家 伙一定
是个会行贿 的人，象这
样，国家 怎 么 会 不 乱
呢！”话音未落，恰值
崔昭来访。这朝官初不

肯见，后磨 蹭 了 很久才
勉强 接见。不想没一会
儿工 夫，他就态度 改变
了：又是 敬茶，又是 备
酒，殷勤 备至，盛情一
片，原来崔 昭送 给他官
绸千匹 的贿赂 。

这则颇为 幽默的故
事，固 然 说 明 了 这位朝
官的见钱眼开，贪 财喜
谀，口 是心非，但也客
观地反映了 唐 代官场 中
的贿赂之风 。

唐代，特别是 中 、
晚唐 时 期，官场 的贿赂
风气是 很 重 的。玄 宗
时，奸相 李林甫一 向 靠
贿赂 宦 官，探 知宫 中 动
静。《资 治通 鉴 》说他

“ 媚事 左 右，迎 合 上
意，以 固 其宠”。晚唐
诗人元稹 ，也靠走宦官
的门 路，得 到 “知 制
诰”以 至宰相 的高位 。
穆宗时，大批商 贾 、官
家子弟，均 以 贿 赂 手

段，取得 朝 官 的资格 。
柳宗元在 《段太尉逸 事
状》里，也 曾 记述过凤
翔尹 朱泚 ，给上任途 中
的司农卿段秀实，“固
致大绫三百匹”的事 ，
《 唐 国史补 》中 还载 有
官吏利用 职权，索要 贿
赂的事：一出 巡 的监察
御史，住在 同州 的驿站
里赖着不肯走，借故调
阅案卷，拿走 印 章 、封

闭驿站，索要 馈赠，闹
得州 署大乱。后 来亏到
一谙于世故 的老吏，从
中关说，答 应送一 百 匹
细绢，才打发 走这位 负
责“弹劾 百官”的御史
大人 。

贿赂成 风，官场 自
会出 现怪现状：赃污 狼
籍的贪 夫，可能左右逢
源，官运亨通 ；而洁 身
自守 的廉吏，却要遭上
司和 同僚 的忌恨，欲廉
不能，甚至难保禄位。
《 唐 国 史补 》，中 “李
汭不 受 赠”，结 果 却

“ 深为 同 辈所 嫉”，正说
明了 这种情形 。

贿赂 风盛，赃 滥公
行；贪 夫竟 逞 己 志，廉
吏欲廉不能。这，就是
唐代 （特别是 中 、晚唐
时期 ）官场黑 暗，吏治
腐败 的大致情形。同 代
人张骛在 《朝野佥 载 》
中，借 一 “引 铨 有 选
人”之 口 说：“当 今之
选，非钱不行”——这
话正从一个侧面，幽默
而深刻 地 概括 了 当 时这
种严重 的不正之 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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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树，一树，又一树，看
不完，数不清。近看金黄，远
望火红，山 坡沟道坎上人家 ，
到处是柿子树，柿子 串 ，装柿
子的背篓 ，挑柿子 的担。汽车
从公路上过，路旁树枝上 的柿
子，会 把 车 窗 打 得 啪 啪 作
响……啊，这柿子 的世界 ！

一路便只管看 了 这 柿 子
树，发 现树与树极不相 同，各
有神 韵，与人们有相 通处。你
看，有爽 朗 的，落尽 了 叶子 ，
裸露 了 枝杆，风风 火 火，金 果 满
枝，有含 蕾 的，碧叶层层 围裹，不
动声 色，硕大的红果深藏其 中 ；幼
树不甘 示弱，腰 身 还未 曾 丰满，就
急匆匆垒 出 使 枝条不 堪 其 累 的 果
子，老树虬 枝塔杆 ，稳稳重重，不带
炫耀 地擎 出一树繁华 。看 来看 去 ，不
管多 少，柿树几乎都结柿子，朴实
无喧哗，宁 静 淡泊如 山 的逸态。结
果尚 且如 此，想那开花时节，定是
浑浑然地只管怒放，香溢满山 岭，
又都悄 悄 然融 入生机勃发 的大山胸

怀。我惊喜于如 此纯朴 实在 的
柿树神 韵 。

又想到家 乡 的柿子树 了 。
庄前屋 后，栽 上 几棵，一年收
上几笼 几筐，冬里 自 吃或馈赠
亲友，以稀 为贵，几为 珍品 ，
哪里有如 此 的平常本色而又 丰
盛红火 的气候？！家 中 后 院 ，
母亲 在世 ，请人 嫁 接 的 几 棵
树，早被周 围 的大树挤得伸展
不开 ，多年 已不 结果 ，哪有如 此
的舒心 朗然？！果子未熟季节，

顽皮 的孩子便 打果折 枝，哪里有这儿
的柿树如 此安详 自 在，无忧无虑 地通
往成 熟？！

一大清早，便在 柿子摊前观赏 柿
子，品尝柿子 ，哪里还想到得“胃 柿石 ”
病；去看 隔年不 见 的小外甥，买 的是
几个碗一样大 的金黄灿亮的柿子，根
本想不到这礼物 当 不得礼物 ，更不顾
及失笑于人了。

我很想梦见 自 己变成这山 中一株
不显 眼 的柿树，与 那些纯朴实在的 柿
子树一起，漫 山 遍野 ，铺天盖地 ，蔚成
个火红 的柿子 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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