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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 ，
俗称窗花 ，
是我国 民间
的一种古老
的造 型 艺
术，每逢新
春佳节 ，婚
姻大喜之事
时，千家万
户的玻璃窗
上，都要贴
上那一幅幅
形态各异 ，
刀法 多变 ，
绚丽 多 姿 的
剪纸 ，象征
喜庆 和 吉
祥。

剪纸的
主要制作 工

具是以小剪刀 或特制的
刻刀将色纸剪成或刻成
各种形象或图案 ，也有

是先 剪 刻 成 形 后 再 染
上各 种 颜 色 作 为 装 饰
品。人 们 根 据 剪 纸 的
不同 用 途 又 给 予 各 种
各样 的 美 名 ，如 用 于
喜庆 礼 品 的 又 称 之 为

“ 喜 花”；贴 在 窗 户
上的 称 之 为 “窗 花”；
贴在 门 楣 上 的 称 之 为

“ 门 签 ”
剪纸这种传统装饰

艺术在一九五九年新疆
高昌 出 土的南北朝时期
的文物 中 就有 “对猴 ”

“ 对马”等 剪纸作品的
发现 。到了唐朝时就 已
有了关于剪纸的文字记
载，那时的 民间妇女用
灵巧的双手使用 金银箔
和彩 帛 剪成方胜花鸟 ，
贴在鬓角 上或剪 上一些
象“财神叫 门”“龙凤
呈祥”“麒麟送子”“聚

宝盆 ”之类
的民间传统
窗花 ，以增
加节 日 喜庆
的气氛 ，也
有作为礼品
装饰 或 刺
绣花 样 用
的。

目前 ，
剪纸艺术的
使用 非常流
行，我国 南
北各地的剪
纸都各具地
方浓郁的特
色。如北方
的剪纸体现
了质 朴 豪
放、苍劲浑
厚的特色 ，
造型 单纯而
别具韵味 ，
颇有秦汉石
刻的艺术风
格；而南 方

的剪纸以纤细精巧 ，严
谨工整 ，踢透秀丽而见
长。

随着 社会 的 发 展 ，
人民 生 活 、物 质 、文
化水 平 的 提 高 ，同 时
也增 加 了 人 们 对 美 化
生活 环 境 的 欲 望 ，剪
纸这 门 古 老 的 艺 术 ，
已开 始 走 出 装 饰 点 缀
的峡 谷 ，在 报 刊 、邮

票、连 环 画 及 影 视 上
也都 可 以 看 见 不 少 精
采的 剪 纸 艺术作 品 。

黄河 （剪纸 ） 高学 敏

周末闲谈

数元 宵 与 煮 手 表
周矢

正月 十 五 的 元 宵 ，各 地 并 不 相
同。在 陕西 ，无论玫 瑰 或 山 楂 ，芝
麻或冰 糖 ，本 质 都 一 样 ，味道 都 是
一个 “甜”字 ；到 了 成 都 ，却讲 究
用麻 油 香 酱 蘸 了 吃 ，自 然 另 具 一 种
风味 ；到 了 上 海 ，有种 “鲜 肉 汤 团 ”，
是咸鲜味 ，也 曾 在 陕 西 行过 两 天 ，
终因 当 地人吃 不 惯 ，被 淘 汰 了 。至
于我 的 老 家 苏 北 ，吃 的 则 是“满 天
星”，那 是 一 粒粒如玻 璃 弹 子 般 大
小的 实 心 汤 团 ，一 碗 里 洒 几 星炒 芝
麻，吃 起 来 香 甜 而 不 腻 口 ，倒 别
有一 番 滋 味 。

据说 吃 这

“ 满 天 星”，还

有一 段 故 事 在 其
中。

有一 家 饭 店 招 学 徒 ，不 考 试 ，
不目 测 ，一 进铺 面 ，上 得二楼 ，老
板便 先 盛 一碗 “满 天 星 ”叫 应 考 者
吃。吃 罢 了 ，老 板提 两 个 问 题 叫 应
考者 回 答 。其 一 ，刚 才 上楼 的 楼 梯
是多 少 格？其 二 ，你 自 家碗里 的 小
汤园 共 有 多 少 粒 ？结 果 ，除 一 人外 ，
其余 的 都 回 答 不 出 来 ，这 一 个 回 答
出的 ，便算 考 中 录取 了 。老 板 的 理
由是 ：做 生 意 要 心 细 ，眼 观 六 路 ，
耳听 八 方 ，凡过 手过 眼 的 ，皆 一 丝

不漏 。这个报 出 数 字 的 ，当 然 是好
手了 。想 想 作 为 一 个饭 店 的 学 徒 ，
这样要 求似也 并 非 没 有 道理 。

再一 想 ，又 不 对 。如 果这 是 对
的，牛 顿 把手 表 当 鸡 蛋 去 煮 了 岂 不
完全 不 合要 求 ？可 见数 元 宵 数 字 的
人当 不 了 大 科 学 家 。报 纸 上 宣 传牛
顿把 手 表 当 作 鸡蛋 去 煮 ，显 然 是 告
诉大 家 不 必 只 注意 小 事 。着 眼 于 小
事，就发 现 不 了 牛 顿 三 大 定律 。是
说人应 有 远 大 的 理 想 目 标 。

但我 又 觉 不 妥 。人人都 把 手 表
当鸡 蛋 去 煮 了
都去 发 现牛 顿
三大定 律 ，那
卖元 宵 的 就会

错把 二 两 元 宵 当 作 二 斤 赔 光 了 本
钱，当 医 生 的 就 会 错把 阑 尾 炎 当 作
子宫 外 孕 动 错 了 手 术 ，天 下 岂 不 大
乱了 么 ？

于是 我 又 想 ：牛 顿 不 妨 去 煮 手
表，学 徒 自 然 去 数 元 宵 ，各 行 其 事 ，
不必互 相 学 习 。这
正象 上 海 人要 吃鲜
肉汤 团 并 不 妨 碍我
们陕 西 人吃 山 楂 元

宵一 样 ，无 须 强 求
一致 。

走马灯
伍昶

元宵 之 夜 ，大 街
小巷 到 处 张 灯 结 彩 ，
已成 为 世 代 相 沿 的 习
俗。

在五彩缤纷 ，争奇
斗妍 的花灯 中 ，有一种
精妙 绝 伦 的 走 马 灯 。
这种 灯 的 得 名 ，是 因
为古 时 在 灯 里 转 动 的
是几个纸刻 的骑马将军
之故 。

走马灯 的发明至少
在1500年 以 前 。南朝 ·
梁时宗懔撰 《荆楚 岁 时
记》中 就 有 这 方 面 的
记载 ，并 明 确 提 到

“ 灯 以 火 运 ”。到
了唐 宋 时 期 ，元 宵
灯节 更 是 热 闹 异常 。
宋人诗句：“飙轮拥骑
驾炎精 ，飞绕人间不夜
城。”显然即是对走马

灯的生动描写 。
走马灯的奇妙在于

“ 自 动化”。《燕京岁
时记 》中描写得很清楚 ：
“ 走马灯者 ，剪纸为轮 ，
以烛嘘之 ，则车驰马骤 ，
团团不休 ，烛灭则顿止
矣。”纸轮 （风车）是
走马灯 的关键部件 。英
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
在其 巨著 《中 国科学技
术史 》一书 中 ，认为走
马灯是 中 国 古代人民的
一项重要发明 。走马灯
是利用 自 然科学道理 ，
在灯 内 底 轴 粘 放 蜡 烛
（ 现代多为装 电灯泡），
蜡烛或灯泡点亮后 ，使
周围空气变热 ，热空气
膨胀 ，急速上升 ，引 起
灯内空气持续对流 ，形
成热风 ；这股热风经过

灯顶部 的纸风车 ，吹得
风车绕轴旋转 ，带动与
风车连接 的 、画有跑马
图形的灯罩 ，也同时转
动起 ，映现 出接连不断 、
互相追逐 的情景 ，形成

“ 拥骑飞绕”的效果 。
如今的走马灯 ，除了表
现骑马将军 、奔马等 内
容外 ，还推 出 了解放军
骑兵 、老 山 英雄等新的
形象 。

文化宫

古联 今 对

明末 名 妓 柳 如
是，能歌善舞 ，尤擅书
画。她撰一对联：“柳
如是 如 柳”，是 一 句
回文联 ，正念倒念 ，意
思完全 一 样 。征 求 下
联，一 直 无 人 能 对
出下联 ，竞成“绝对”。

四十年代 ，美 国
副总统华来士来华访

问。有人对 出 此联 ：
“ 华 来 士 来 华”，一

古一 今 ，一 中 一 外 ，
可谓珠联壁合 ，对仗
工整 ，堪称佳话 。

（ 曹 正 华 ）
字谜 夏天

1 、尘土飞扬
2 、独具匠心
3 、四边残缺
4 、功过各半
5 、来 日 芬芳

6 、损失不小
7 、果断有力

（ 以上各打一字 ）
（ 谜底见下期 ）

上期谜底 ：
夫多　马虎　马赛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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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 国大典 》
上映 ，影坛震动 ，
其成功之处有 目 共
睹，无须赘述 。但
其中 的 一 个 小 片
断，却使我很有点
想法 。

让我们把 《开
国大典 》的片断重
放一遍 ：国庆之夜 ，
华灯齐明 ，礼花怒
放，天安门广场人
山人海 ，群情沸腾 ，
激动的群众不断高
呼：“毛主席万岁 ！”
这时 ，毛泽东也走
到话筒前高呼：“人民万 岁 ！”…

… 演到此处 ，观众一定会说 ，人民爱戴领袖 ，领
袖不忘人民 ，鱼水情深 ，多精彩的一笔啊 ！

然而 ，开 国大典仪式上 ，毛泽东主席是否这
样喊过呢？据1949年10月 6日 《大公报 》记载 ：

“ 当 他们呼喊 ‘毛主席万岁！’的时候 ，主席就
从播音器里面高呼 ‘同志们万 岁 ！’并且时时用
亲切的呼声和群众的呼喊相应和。”这是记者杨
刚参加完开 国 大典 ，于
1 949年 10月 2日 写给上
海读者 的一篇通讯 ，题
目是：《毛主席和我们
在一起》。

这就形成了两个 口
号：“人民万岁 ”与 “同
志们万 岁”。哪一种好
呢？我想 ，在开 国大典
那个盛大仪式 上 ，毛泽

东只所 以用 “同志们万岁 ”来回
答群众 ，应 该有他深刻的寓意 ：
主席和人民彼此平等 ，不分高下 。

“ 同志”一 词的含义 ，除了表示
互相之间志趣 、政治理想相 同外 ，
它还是 “我国 公民彼此之间的一
般称呼”（《辞海》）。而 《开
国大典 》的编 导让毛泽东在天安
门城楼上高呼 “人民万岁”，无
非是想借助艺术手段 ，使毛主席
的形象更高大 ，更感人 ，殊不知
却无意 中在领袖和群众之间划了
一条鸿沟 ：我是主席 ，你们是人
民！这还谈得上志趣相投 、不分
彼此么 ？一句 口 号 ，改动几个字 ，
虽然也符合 “源于生活 ，高于生

活”的艺术原则 ，但却 “高 ”到了不适 当 的地步
——毛泽东那种亲 切 、随便的风度不见了 ，留 下
的只有干 巴 巴 的政治标签 。

“ 神坛叱咤 ，无情未必真豪杰 。请看银幕 如
何把毛泽东 由 神 回归 人……”这是 电影 广 告 上 的
话。可恰恰是 “人民万 岁 ”一句 口 号 ，在某种程
度上 ，把刚刚走回人间 的毛泽东又推上了神坛 。
这也许是编导所始料不及的 。

刊头设计　曹发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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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与“陕北一枝花 ”
1 937年左右 ，林彪

任抗大校长时 ，与张梅
结了婚 ，有关张梅的情
况，如今所知甚少 ，只
知道 她 的 真 名 叫 刘 新
民，陕北米脂人 。米脂
虽贫 ，但水土很好 ，是
个养漂亮姑娘的地方 。

“ 米 脂 的 婆 姨 绥 德 的
汉，”是一句传遍天下
的民谚 ，而张梅在米脂
是一 个 出 类 拔 萃 的 美
人，人称“陕北一枝花”。

林彪 与 张 梅 结 婚
后，生有 一女 ，取名林
小琳。1938年3月 2日 ，
林彪从阎锡 山 的 晋军防
区路过 ，身披缴获的 日

军大衣 ，被晋军哨兵认
为是 日 军 ，开枪误伤 。
身经百战的林彪 ，以前
从未受过伤 ，然而这一
枪却打得很重 ，据说打
中了胸部 ，伤 了脊神经 ，
给日 后带来了很多 的后
遗症 。

林彪受伤后 ，回到
延安治疗。1938年冬 ，
在张梅陪 同 下赴苏联养
病。这是林彪有生 以来
第一次 出 国 ，并逗 留 了
3年之久 。

林、张初至苏联 ，
住在莫斯科近郊一个名
叫库 契 诺 的 旧 地 主 庄
园。林彪表面平静 ，但
在自 己住房里经常发脾
气，后住进了神经疗养
院。

这期间 ，林 、张的
家庭矛盾 日 渐暴露 ，林
是个 夫 权 思 想 很 重 的
人，他不许张与外界接

触，更不许张参加各种
政治活动 ，只让张在屋
子里陪着他 。张是个生
性好动 、个性较强的女
子，而林则生性孤僻 、
脾气反复无常 。张难以
忍受林彪这种精神病人
式的折磨 ，常常是越不
让她出 去 ，她越要 出 去 ，
有时甚至星期天也不和
林在一起 。

林彪在此期间 ，曾
追求过正在莫斯科学 习
的孙炳文烈士 的女儿孙
维世 ，但孙未答应 。林
与张 的 关 系 也 越 闹 越
僵，最后只有分手了 事 。
两人离婚后 ，张梅留在
了苏联 ，此后 的情况如
何，已经不甚了 了 。

林、张之女林小琳 ，
在父母离异后曾 与父生
活在一起 ，林彪再婚 ，
妻子叶群不喜欢小琳 。
使其渐失家庭温暖 ，至

“ 文革”中 后期 ，她实
际上 已经不是林 氏家族
的一 员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