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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血刺客与冷血杀手的一体两面（下）

□ 郭文剑

虞城“四知书舍”特约 57

脂肪能顶一层衣

再说两位不成功的刺客，分别是愚不可
及的豫让和大名鼎鼎的荆轲。

豫让是混迹于晋国诸位达官显贵家的门
客，起初在大臣范氏和中行氏家做事，均不
受赏识。改投大臣智伯家，深得尊崇，似乎
找到了感觉。晋国这些大臣争权夺利相互攻
伐，智伯本来想灭掉大臣赵襄之，结果反被
赵襄之联合韩、魏所灭，并三分其地。赵襄
之为解心头之恨，将智伯的头颅刷上漆制成
酒器羞辱。

逃亡深山的豫让暗暗发誓：士为知己者
死，女为悦己者容。智伯是我的知己，遭难
如此，我一定为知己报仇，就是死了魂魄也
不会羞愧了。但是豫让两次愚蠢的刺杀计划
都落空了：一次是变更名姓以服刑人的身
份，混进赵襄之家的厕所里，揣着匕首装作
打扫厕所，结果被识破身份。赵襄之感觉豫
让不忘旧恩是个义士，把他放了。另一次是
不甘心的豫让“漆身为厉，吞炭为哑”，把自
己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连妻子都认不出他
来，潜伏在桥下准备劫杀赵襄之。赵襄之骑
马路过，豫让的行迹把马给惊得乱叫。没照
面，赵襄之就猜出是豫让，很快豫让束手被
擒。赵襄之感叹说：“上次你为智伯尽忠刺杀
我，名声已经有了，我当时赦免你，做的也
是仁至义尽了。”豫让坦然说：“明主不掩人
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上次您放我，天

下人都称赞您贤明。这次我知道活不成，但
请求能得到您的衣服让我击打几下，就当做
我为智伯报仇了，我就死而无憾了。”赵襄之
闻听深受感动，脱下衣服给豫让。豫让拿着
剑对准衣服猛砍，然后仰天长啸：“我九泉之
下也算报答智伯了！”说罢，横剑自刎。

呜呼哀哉，好一个“忠烈义举”啊！
比起上述四位忠义莽夫类的刺客，“荆轲

刺秦王”的故事多少有点侠肝义胆的味道，
但看完荆轲“犯案”经过，其实也不尽然。

卫国人荆轲应该是一名游侠剑客式的人
物。起初，荆轲一度被榆次剑客大侠盖聂和
邯郸棋手鲁勾践误认为胆小如鼠，依据是榆
次论剑因为盖大侠瞪了一眼就把荆轲吓跑
了，邯郸下棋因为鲁勾践呵斥几句荆轲就一
走了之。游历到燕国，荆轲与一名卖狗肉的

和一名叫高渐离的拉弦者很是投机，日夜在
街头喝酒唱歌。荆轲喜欢读书玩深沉，也结
交了不少高人，其中就有燕国隐士田光。

不久，燕国遇到危机——燕国太子丹小
时候在赵国当过人质，与在赵国出生的嬴政
关系很好。嬴政当了秦王后，太子丹又到秦
国当人质，秦王嬴政却全然不念旧情对太子
丹冷若冰霜，太子丹恼怒之下逃回燕国。回
国后的太子丹总想报复秦王，但实力悬殊无
计可施。而秦国偏偏步步紧逼，把战火烧到
燕国家门口。太子丹向老师菊武请教，菊武
知道秦国的强大只说不能得罪秦国也没有好
法。这时，秦国大将樊于期因得罪秦王逃亡
到燕国避难，太子丹不顾老师菊武的劝阻执
意收留，无计可施的菊武给太子丹推荐了隐
士高人田光。太子丹把“秦燕势不两立”的

话说给田光，田光感恩太子丹信任，因自己
年老便推荐了街头游侠荆轲。

田光找到荆轲，为了不泄露机密，不惜
自杀让荆轲放心扶助太子丹。太子丹感念田
光以死明志，跪拜哭泣着给荆轲分析燕国面
临严峻形势，请求荆轲像曹沫劫持齐桓公那
样劫持或者暗杀秦王。荆轲感到这是国家大
事，自己不堪重任要推辞，但燕子丹叩头再
拜，只好答应下来。燕子丹尊荆轲为上卿，
车马美女、奇珍异宝，要什么给什么。过了一
段时间，荆轲经过周密规划，说服在燕国避难
的秦将樊于期主动献上项上人头，然后拿着叛
将樊于期的人头和燕国督亢城防地图，并得到
太子丹精心准备的涂抹剧毒的匕首一把和一
个13岁就杀过人的勇士秦舞阳随行。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

还。”易水河畔告别了亲友的送别，荆轲与秦
舞阳到了秦国。面见秦王，本来是秦舞阳拿
地图，荆轲献人头，然而关键时刻秦舞阳因
紧张害怕而色变，两样礼物只好由荆轲一人
近前呈上。秦王接过荆轲递过来的城防图，
刚一展开，“图穷而匕首见”，荆轲抢过匕首
仓促出击，撕破了秦王的衣袖，在朝堂之上
追杀。看傻眼的朝臣醒过神来，一拥而上，
秦王终于腾出手拔剑刺中荆轲。荆轲眼看大
势已去，将手中匕首使劲向秦王扔去，只是
扎中铜柱，终死于秦王剑下。

事后，秦王疯狂报复，集结兵力攻伐燕
国，燕王喜为求自保，不惜杀掉自己的太子
丹迎合秦王，但秦王最终还是赶尽杀绝，灭
了燕国，俘虏了燕王喜。后来，在荆轲精神
感召下，荆轲生前好友高渐离借助弹琴暗杀
秦王，也是功亏一篑舍身成仁。

按说，荆轲祖先是齐国人，生在卫国，
燕国只是他的游历地，身不由己地被燕国太
子软绑架，到头来成为乱世昙花一现的牺牲
品，其中的侠肝义胆又在哪里？

见闻曰：春秋战国时期五百年间接续出
现的这五位刺客，为争霸称雄的乱世风云增
加了民间参与的传奇注释，刺客其实就是杀
手，都是被权贵利用的工具而已，以暴制
暴，无关道义，都是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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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忆

诗 风

随着科技的发达和社会的进
步，很多古老的东西逐渐从我们的
视线中淡出，直到它们的身影在岁
月的深处越来越模糊，有一天忽然
想起来，它们就像阔别已久的老朋
友一样在我的记忆里清晰地浮现，
于是，属于它们那个年代的往事也
亲切地感动着我，眼睛也在这些老

物件的影像里潮湿了。
前些日子，一个收石器的朋友邀

我去了趟山东菏泽，他专业收购一些
渐渐远离我们视线的老物件，如石
槽，石磙，生产队时期的农机具等。

驱车一个多小时，我们来到一
个叫马楼的村子，在村东头一户农
家，老太太问：我家有架纺棉车你

们收吗？朋友说道，看看啥成色
吧，老太太进屋搬了出来，上面挂
着一盏煤油灯。我问道：这盏灯是
你当年纺花时用过的吗？老太太
说：是的。这盏灯记载了老太太那
段沧桑岁月，此时也勾勒起我的童
年记忆……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偏远乡
村，煤油灯是个不可或缺的物件。
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电灯还不
曾走进乡村农家。入夜，寂静的田
野一片漆黑；村庄里星星点点地亮
起了煤油灯，每个昏黄的光晕里都
会有纳鞋底的农妇、吸烟的庄稼
汉、顽皮的孩子和沉默的老人。

煤油灯，顾名思义就是用煤油
做燃料的灯盏。记忆里的煤油灯很
简陋，家家户户的都一个样，不过
是一个圆形的墨水瓶和一根灯芯的
组合。墨水瓶的腰间有一道铁箍，
铁箍的末端像雀尾一般翘着，上有
小眼，可挂在墙上。墨水瓶口有一
圆铁片，中间一小孔，孔外裹寸许
细微铁管，灯芯从铁管里面钻出，
用火柴点着，灯焰如豆般摇晃，朦
朦胧胧的光线下，箱柜的影子拉得
很长，黑粗粗地，越发显得神秘。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家还在村子
里边住，八十年代才搬到村外。那
时 我家有三盏这样的煤油灯，一盏
挂在爷爷卧室的墙上，一盏挂在厨
房的灶壁上，一盏挂在房门口。房
门口的那盏是用门框上的铁钉固定
的。煤油灯是明火，天长日久，墙
壁和灶壁挂灯的地方都被熏得发
黑。门框因为是木头的，所以，灯
盏朝地面45°倾斜，以防烧着。在我
的记忆里，每年冬季姥姥都到我们
家里来住，帮我们纺棉织布。房门
口这盏灯是给母亲做针线活以及姥
姥纺棉花时专用的。记忆犹深的
是，在隆冬的漫漫寒夜里，我经常
半夜醒来，看见姥姥还在房门口咿
咿呀呀地摇着纺车，煤油灯在暗夜
里闪烁，灯芯长时间没剪，结出了
灯花，红红的，煞是好看，姥姥的
影子在闪烁的灯影里晃动；这些，
一辈子都不会忘却。

客厅里（说客厅有点洋，当地
方言说客厅是当门）也有一盏煤油
灯，这盏灯高级一些，它有底座，有灯
罩，不畏寒风，光焰熊熊，是煤油灯中
的贵族，我们叫罩子灯。罩子灯的造
型很好看，它的玻璃灯座是 S形的，

玻璃灯盏也是 S形的，总之用晶莹剔
透来形容也不为过，相对于那些墨水
瓶煤油灯来说，罩子灯可谓煤油灯中
的娇娇者，或高大上了。

因为罩子灯的灯芯很粗很费油，
所以它只摆放在餐桌上，每天只在晚
餐时点上个半小时；平时也只有在晚
上来客时和过年过节才舍得用。晚
上写作业偶尔用一下，有时玻璃罩
不亮时，父亲拿下灯罩用嘴哈湿一
下，用纸细擦后罩上比不擦前亮了
几倍。它既然是贵族，就该享受贵族
的待遇。

七十年代 ，那个温饱没有保障
的时期，煤油灯下读读书，书中的
精彩段落也能忘却饥寒交迫的寒
夜。夜深了，煤油灯下的姥姥抽棉
纺线的节奏声伴随我进入梦乡。前
年夏季的一个晚上，在常州住处的
家里，吃过晚饭来到西卧室，二十
八楼登高望远，四公里外的“常州
北站”的四个霓虹灯大字映入眼
帘。此时没有感觉到大都市的美
景，更仿佛勾勒童年的记忆，远方
的灯光召唤着，教室里已有同学和
发小在读书写字。童年的记忆犹
新，仿佛把年轮定格在煤油灯下。
当我们长大，煤油灯早已从生活里
消失，童年美梦也变成了一枕黄粱。

今天，煤油灯早已成为古董，
煤油灯对当今的孩子只是故事，或
者是他们的笑谈。但只有在煤油灯
烟熏火燎下生活过的人们，才会明
白当今世界的美好和幸福。

岁月里的灯盏岁月里的灯盏
□□ 李建华

虽然已到深秋
时节，但白天的最
高气温仍然在 20
摄氏度以上徘徊。
早晚温差大，人们
的穿衣指数不好把
握，有人“望穿秋
水”，有人忘穿秋
裤，更有人相信春
捂秋冻的老话，将
短袖、汗衫进行到
底。晨练时分，看一看大路上、街道边，骑
摩托车、电动车进城务工者，骑三轮车送孩
子上学者，已经是大衣裹身，而甩开大步行
走的健身者，依然一副夏天的装束。

前天午后，遇到一位“短袖”，随口问
他一句“冷不冷？”他回答得很干脆——不
冷，脂肪能顶一层衣！喔，这似乎是胖人不
怕冷的理由。

脂肪能顶一层衣？脂肪是个啥东东？网
上说，脂肪是由甘油和三分子脂肪酸合成的
甘油三酯；脂肪是细胞内良好的储能物质，
主要提供热能，保护内脏，维持体温，协助
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脂肪可溶于多数有机
溶剂，但不溶解于水，是一种或一种以上脂
肪酸的甘油脂……好了，别再绕弯子啦，通
俗点说，脂肪就是肥膘个赖孙。脂肪多者，
谓之肥胖。人体脂肪就是人身上的肥肉。但
是，这些肥肉有的能让人看到，有的从外表
看不到。

问：脂肪有御寒之功能？答曰：有的。
脂肪具有维持体温、保护内脏、缓冲外界压
力的作用，皮下脂肪可防止体温过多向外散
失，减少身体热量的流失，维持体温恒定。
你看，厚厚的脂肪随时带在身上，让胖子们
无论何时何地都相当于自带一件“大衣”，
怪不得脂肪多的人与瘦人比起来更不怕冷。

有一位好朋友，身强体壮，不但自带
“大衣”，还身穿“毛衣”，被称为“毛衣
哥”。一二十年来从未见他嫌冷过，即使在
寒冬腊月来临的时候，他也依然穿着薄薄的
衣衫，雄赳赳、气昂昂的，青春洋溢，活力
四射。一次，有人疑惑地问道：“你咋不怕
冷呢？”还没等他解释，旁边的知情人开腔
了：“他穿着毛衣呢，一年四季都穿毛衣。”
问者有点不解，接着再问：“夏天也穿毛衣
吗？”“是的，连洗澡时也穿着，从未脱过
……”听者一脸茫然。他们不知道“毛衣
哥”的来历。

俗话说，“好男一身毛，好女一身膘”。
男性毛发旺盛者，通常来说生命力比较强，
身体健壮，不易生病。一身膘的女人，气血
充足，健康指数高。但是，如今时代变了。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的审美
观也随之发生了突变，人们不再像唐朝时候
那样——以胖为美，而是都追求骨感美和奶
油美。为了迎合大众的审美需求，社会上吹
起一股减肥风，减肥店铺越开越多，生意也
蒸蒸日上。显然，“好男一身毛，好女一身
膘”的理论与大众的审美观格格不入了。很
多女孩子都在追求减肥效果，甚至以瘦为
美，殊不知，过分瘦弱对女性的身体伤害其
实是很大的。缺少皮下脂肪的女性，身体对
温度的调节能力很差，夏天怕热，冬天怕
冷，因而容易感冒。有专家指出，消瘦与肥
胖一样，都是亚健康的一种。人体内的肌
肉、脂肪含量过低，体重指数低于18.5即为
消瘦。消瘦者不仅容易疲倦、体力差，而且
抵抗力低、免疫力差、耐寒抗病能力弱。据
说，几年前，以色列一位模特经纪人看到太
多年轻女子为了迎合时尚界的审美标准，让
自己日渐消瘦，身体状况也每况愈下。于是
在他的提议下，以色列通过一项新法案，禁
止使用体态过瘦的模特做广告。不过，也有
批评人士认为，以色列的法案应该关注的是
模特的健康，而不仅仅是体重。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环肥燕瘦，都是
美女。有一位高明专家的坦言——无论男
女，无论胖瘦，只要健康，就是最好的状
态。

光阴斗转，似水流年。其间，人与人、人
与物的相逢相识看似偶然，却也有缘。我与你
的有缘相伴应是如此吧。

搬到这个小院的第二年，你便来到我家，
与家人一起，风风雨雨十四个年头了。记得你
刚来时，手指那么粗，长长的身子佝偻着，无
精打采的模样让人怜惜。你在一尺见方的泥土
里深深扎下了根。这里便是你生命开启的地
方。

我是这家的女主人，你的到来令我欣喜。
只是忙碌的时间多，偶尔抬头看看你，也没太
在意。倒是男主人给你浇水、施肥、剪枝、搭
架。我只享用你的果实。

你很争气，也很努力。你把侠骨柔肠给了
枝叶，把满腹经纶给了果实。男主人在东西厢
房搭了纵横几道绳，你便年年伸展，现在占据
了半个院落，如天然屏障，给小院清凉，一派
繁荣景象。

记得你开花的样子。三月拂风，你耳根发
软，心儿萌动，枝尖抽出嫩芽，绿中透着微
红，亮亮的，新新的。你以好奇的眼神仰望日
月，以敏捷的手臂探寻世界，以少女的心善待
生灵。你把心儿打开，细如发丝绿中带黄的小
花是你入世的姿态，不浓妆艳抹，不妖娆浮
夸，只是温温柔柔地爱着春光，恋着春风，装
点春色。

于是，一对鸟儿夫妇在你浓郁的庇佑下
衔柴做窝。它们每天“哒滴滴哒，哒滴滴

哒”地叫着，不多久孵出小鸟来。只可惜它
们的孩子还没来得及长大，就被一场暴雨荡
涤倾巢。这对年轻的夫妇心殇离去，再也没
有回来……

你明了自己的使命，更清楚时光匆匆。不
为其他事叹惋唏嘘，只在最美的光阴里成就最
好的自己。于是，青果满枝，绿如翡翠。你
说，挂在枝头的未必都是涩，更有努力生长的
甜。你以爱的名义在光影中谱曲，以无私的胸
怀接纳风雨，以神奇的笔在时空里描画。风雨
过后，你付出并接纳了爱情。你把信寄给星
星，一颗星认领一颗葡萄。你们的对话交给牛
郎织女及他们的孩子。于是，七夕夜，葡萄
香，我偷听了你们爱的狂欢，情的诉说。这是
天地之间最长的信笺，这是自洪荒写到今、写
到未来最动人的情诗，这是世间痴男倩女所向
往的忠贞不渝的爱。

你可记得：秋凉时，一对老夫妻坐在葡萄
树下谈话，他们的女儿——我拿着相机给他们

拍照。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他们穿着薄毛衫
安详地坐着。你的世界一片萧瑟，叶儿即将掉
光，枝头却垂下几串深紫色的葡萄。这是你倾
尽所有力量捧出的二茬葡萄，献给这对老人夫
妇。老太太随手摘下一颗葡萄送到老先生嘴
边，老先生张口吃了，也顺手摘下一颗递给老
太太:“你也吃！”这一幕被你看见，也被他们
的女儿抓拍到镜头里，铭刻在心坎上。虽然三
年后的今天，已是物是人非，这对老人先后辞
世，他们的女儿站在葡萄树下，却仍能看到老
人的影儿，回味当初的甜。

每到夏天，你都奏出生命的最强音。烈日
下，酷暑中，你英姿勃发，整装出发。你告诉
自己的孩子，不要怕，要勇敢面对太阳的滚烫
和暴雨的肆虐，只有历经这些，才能由青的涩
走向熟的甜。对你习以为常的我很怕热，总是
慵懒地躲在屋里享受空调带来的凉意，却不曾
在烈日下看你、听你、读你、品你。

一天午时，很偶然的，我走近你，方才明

白这么多年自己的愚笨。当时的我惊呆了，被
你震撼了。原来，此刻的你才是最美:阴影下
的葡萄含蓄内敛，坦然无言。当阳光透过稠密
宽大的叶片，筛落到圆圆的葡萄上时，葡萄的
果肉和纹路清晰可见。本来沉默寡言的葡萄在
光晕中，打个滚，洗个脸，睁开大大的眼睛，
向阳光频送秋波，阳光挥手回应着。即将成熟
的葡萄，绿如碧玉，红如玛瑙，紫如宝石，通
透耀眼，七彩斑斓。一颗颗葡萄由外而内，又
由内而外，透着温润和甜蜜。

阳光传来的温度自你的指尖传到你的脚
跟，光亮在葡萄间游弋，从一串窜至另一串，
再到更多处；你带领孩子们尽情吮吸，忘我酝
酿，奋力描画，一幅绝妙的画图瞬间完成:天
与地，光与影，树与果，酸与甜，我与小院，
同时共融，上下交织，纵横交汇，一起迸发绚
丽之花，温润出岁月的香。

那一刻，一个声音涌动在心海，撞击我灵
魂:愿时光永驻，岁月静好，珍惜拥有！

葡萄葡萄，，在光影交会处芬芳在光影交会处芬芳
□□ 张爱梅

季 节

编者按：
“齐聚华商源，共筑中国梦，争做出彩

人”。第七届中国·商丘国际华商节圆满落
幕，但“华商之源、通达商丘”带给参会嘉宾
和华商的心灵震撼难以平静。在本届华商节开
幕仪式暨拜谒活动上恭读拜谒文的中国侨联副
主席朱奕龙先生，继上届华商节写下《华商之
源、通达商丘——访商丘有感》（见《2016年
10月14日《商丘日报》六版） 之后，再次有
感而发写就诗作《商颂》，表达真情实感。现
编发如下，以飨读者。

九九归真，
一元肇始。
天下华商翘楚，
今日会聚于此，
拜商祖祈商愿，
共谋创新发展。
天命玄鸟，
降而生商。
商丘是三商之源，

亦是华商朝圣之地。
后人赞叹其历史，
更期盼昭彰其精神。
顺势而为，
厚积薄发。
如今之商丘，
传承祖先商业智慧，
站上改革开放前沿，
以海纳百川的胸襟，
以开拓进取的精神，
以创造未来的胆识，
以为天下先的魄力，
邀请世界华商，

共赴一场，
新时代的商业盛宴，
共圆一个，
全球华商的中国梦。
诚惶诚恐，
至诚至敬。
身为一名华商，
有幸恭读拜谒文，
我感受到现场的虔诚肃穆，
还有字里行间的发乎于心。

“血浓于水，四海共襄。
佑我华夏，福祉绵长。”
诵读至此泪婆娑，

天下华商同根源，
惟愿商祖佑家邦，
更盼群贤创伟业。
世界大潮，浩浩荡荡，
适者生存，不进则退。
每一段历史时空，
都需要精神导航。
在新时代的征程里，
世界华商肩负着新的使命。
我们誓言，
尽毕生之心力，
传承民族商业基因，
凝聚全球华商之力，
让华商精神焕发时代光辉，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史诗中，
写下华彩一笔。

（朱奕龙，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侨联副主
席、宁夏回族自治区侨联主席、中国侨商联合
会常务副会长、银帝集团董事局主席、粤港澳
大湾区产融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

商 颂
□□朱奕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