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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宋撷英

黄河故道曾从豫东商丘缓缓流过，庄子故里，地灵人
杰。司玉笙的小小说得益于厚重文化的积淀，语言简洁朴
素，文字凝练清丽，构思奇妙，汇集起来坚实无比。新时
期的中国小小说，如果以传统与现代、故事性与思想性区
分，司玉笙无疑是当代小小说领域中的佼佼者。 40 年
来，他在小小说写作中独出机杼，把作品的深刻立意视为
小说的命根子，在思想境界、生活深度和艺术高度上，形
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和风格。

司玉笙在新疆长大，当过农场知青、教师，后来当兵
退伍后回到老家商丘。大漠风尘，军营历练，都会是人生
成长的高质营养，他骨子里透出的那种豪气和正义感，自
然从他的小小说作品中反映出来。1983 年的小小说创作
领域，司玉笙的 《书法家》 或许可以称得上最具“开拓”
意味的作品，作家以 189个字，经典地诠释了小小说文体
萌芽期就坚守的“微言大义”特征。诙谐超然的笔调，言
简意赅的文风，蕴含了作家深邃的思想与聚焦能力，仅此
一篇，曾让作者一夜成名。

书法比赛会上，人们围住前来观看的高局长，请他留字。
“写什么呢？”高局长笑眯眯地提起笔，歪着头问。
“写什么都行，就写局长最得心应手的字吧。”
“那我就献丑了。”高局长沉吟片刻，轻抖手腕落下笔

去，立刻，两个劲秀的大字就从笔端跳到宣纸上：“同
意”。

人群发出啧啧的惊叹声，有人大声嚷道：“请再写几
个。”

高局长循声望去，面露难色地说：“不写了吧——能
写好的就数这两个字……”

这篇作品精练至极，通过一个人物、一个场景、一个
细节、一个疑问，在拨乱反正、催动思想解放的年代里，

“同意”这两个字振聋发聩的功效在于，它不动声色地揭
示了一个巨大的发现。体制弊端、官僚作风以及干群关
系、盲从心理，在这不足 200字的显影之下无处可遁，直
至体无完肤。它一经发表很快风靡全国，流传海外。虽然
随着时间推移，在今天看来，这类针砭时弊的小品文学似
乎显得简单化了，但在上世纪 80 年代，却是要有极大的
生活勇气和高度的概括力才能写得出来。

我以为，如果追本溯源，当代小小说创作有三种写法
可谓冰峰泉眼，居功甚伟。许行的 《立正》 注重故事人物
的起承转合，文学性强，是经典的传统小小说写法；白小
易的 《客厅里的爆炸》 举重若轻，言有尽而意悠远，是经
典的以柔克刚的思辨哲理小小说写法；司玉笙的 《书法
家》 雕塑般简洁，立意高远，是经典的一剑封喉的小小说
写法。三种风格，三种流派，均能自成一家，影响深远，
构成了最早在文体上跨越了小小说局限的范例，后来被誉
为当代小小说三类主要写法的开山之作。如今 30 多年过
去了，重温 《书法家》 所携带的忧患意识、现实意义和文
本价值，不难发现它在中国当代小小说史上的无可替代的
作用。

《高等教育》 通过高考落榜生强成长为职业经理人的
过程，提取出自尊自信的民族精神，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在
社会转型之际，作家对商品时代价值重构、中西文化融合
等重大问题的深层思考。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大
背景下，在一些人精神危机崩溃、价值观彷徨迷失之时，
及时释放出“商道即人道”的时代思考，表现了一个作家
一贯勇于站在时代前沿思索的勇气，并通过主人公的言
行，坚定表达了对本民族文化和价值观的强烈自信，读来
发人深思，令人感奋。

在人物塑造上，《高等教育》 中的强和强的母亲没有
一笔肖像描写，文字叙述如行云流水一般为读者开启了情
绪的律动。面对一份心仪的工作，求职者除了文凭、技能
之外，自然有素质取胜一说。“强说，我家很穷，父母不
识字。可他们对我的教育是从一粒米、一根线开始的。父
亲去世后，母亲含辛茹苦供我上大学。她说俺不指望你高
人一等，你能做好自个儿的事就中。”文贵朴实，最注重
真情流露。作者精心塑造的主人公强，是商品时代我们民
族自强不息精神的一个代表，而强的母亲虽然没有出场，但

无形中已是中华母亲的象征。
在近 40 年的创作生涯中，司玉笙的小小说创作，注

重人物精神面貌的描绘，所塑造的人物具有社会责任感和
正义感，唤起人们对社会现状加以思考和重视。其小说情
节和细节的安排有感情色彩，可以看出构思的匠心。《高
等教育》 可以看出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仍是他的强项：善
于在特定环境 （特别是逆境） 中突出人物坚忍不拔的个
性。创作态度严谨而真挚，从他的代表作可以看出，他热
情地赞扬那种无私、忘我、忍辱负重的性格，肯定积极进
取的人生观。

司玉笙说：小说，无论长短，“都是一个娘的孩子”，
有高有低，有胖有瘦，有的粗壮一些，有的精巧一些。不
能说这孩子胖就有出息，也不能说那孩子瘦就没有成色。
古今中外，那些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大都是一些短文。
文字不在多少，而是在于有没有生命力。这个生命力就是
思想和发现，就是对人生、自然和时代的认知。这种作品
的生命力远远超过作者本身，而成为全人类的精神财富。
所以说，好作品会永久地存活在人们的记忆中，滋润着人
们的心灵。

《长命嫁妆》 的创作，体现了对比和衬托两种相似的
修辞手法。在文学创作中为了突出人物的不同个性和命
运，或者厘清事情的主次关系，以深化主题，增强作品的
艺术效果和感染力，让人们在比较中进行有效鉴别，比如
美与丑、善与恶、好与坏的差异，即使同一类别，也因

“好花还要绿叶扶持”，才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和启示。
《长命嫁妆》 采用对比和衬托的手法，塑造了从旧时代过
来的大奶奶和二奶奶的不同人物性格，为人处世形似而神
异，命运大相径庭，读来饶有趣味。

身为妯娌，大奶奶和二奶奶从嫁入婆家的那一天，就
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大奶奶心高气傲，处处都想争先，
在风头上压过二奶奶；二奶奶则谦虚和善，孝奉公婆，相
夫教子，做纯粹的贤妻良母。大奶奶为物欲所控，求得药
方后在门口支起药摊，明码标价，给村人治病却所获无
几，村人见她绕道躲着走；二奶奶凭一副石臼，一个铜
盆，一把压舌板，无偿为百姓诊治，村人尊称她为“小脚
二奶奶”；好强的大奶奶活到七十多岁即撒手而去，二奶
奶活到 110岁还健在。动机差之毫厘，结果缪之千里。

中国有句古语：“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
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这其中，以德传家，
最为长久，以财传家，最靠不住。作品正面描写的是大奶奶
和二奶奶两位主人公为人处世的大相异趣，也从侧面反映
了两位主人公的家风家教之不同：大奶奶嫁来时高高发髻
上插着亮晃晃的银钗，刻意炫富逢人攀比，看重物欲；二奶
奶只带着郎中世家传给她的三样美德：孝敬公婆，相夫教
子，修德积善！也就文题中所道的“长命嫁妆”，而这份

“长命嫁妆”，不仅增寿，而且传承良好家风。
再回到作品的表现手法上，把两妯娌放在给人看病的

同一件事情上，进行比照和呼应，充分揭示出本质性的差
异。子女是父母的一面镜子，可以照见她们父母留给女儿
的不同嫁妆，直接影响了女儿整个一生。给子孙留下家财
万贯，不如留下好家风的传承。《长命嫁妆》 给读者上了
生动一课。

司玉笙的创作是丰富多彩的，他的创作与时代密不可
分，无一不透露出作者的本色情怀，在小小说创作上的贡
献和意义也是多方面的。他坚守小小说的主体意识和精品
意识，故有“芝麻虽小，榨香油非它不可”“比作品本身
更大的是思想”这样简明精深的论断。他认为在创作中要
用自己的眼光观察、发现，用心灵去捕捉。只有对周围

“小人物”的情感、欲望和生活状态深入了解，才能感同
身受，因而写出的作品才会具有很强的时代气息和艺术感
染力。当今时代呼唤伟大的作家。小小说写作者成为伟大
作家的前提是，让你的小小说内涵大起来。

子不教，父之过，知其子者莫若父，还有望子成龙
等，这些老话讲的都是关于家教家风的事儿。《孝心》 中
的父亲大半辈子在黄河故道上种粮扒食、栽藕捞鱼，一身
尘土两腿泥，终于盼到儿子大学毕业，在县政府工作，几

年后当上了科级干部，又结婚生子，分了不小的住房。儿
大不由爹娘，何况还是个“凤凰男”，又远离爹娘。然而

“大”从儿子的言谈举止中还是感觉到一些变化，为了把
育儿经念到底，在儿子当了副县长回家探亲时，又进行了
一次“重现家史”式的言传身教，以防微杜渐。

“大”一是纠正儿子的叫法，不能叫“妈”，还是要叫
“娘”，不仅仅是入乡随俗，而是无论走到哪里，即便是多
么出人头地，都不能忘了“从哪里来”，别忘了你是谁！

“大”二是坐上板车，让儿子拉着，车后还栓了只羊，去
找东地摘豆角儿的娘。这一幕，儿子“看到这辆车板都开
了缝的旧物，他就想起了上大学前的那些日日夜夜——就
是靠这辆车，父母风里来雨里去，顶起了家里的一片天。
视线里，父亲苍老的背影和那些岁月留下的画面叠合在一
起；“大”不止一次坐过这车，他也不止一次用这车拉过

“大！”故事的结尾也是升华，“大”其实要的孝心一句道
破：“小儿，百姓是父母，你把百姓的事办好，就是对大
和娘的最大孝敬 !”

评论家卧虎认为：司玉笙的小小说创作说明，小篇
幅，大容量应是小小说的一条大道，小小说同样可以反映
大世界，只要能像蒲松龄的 《聊斋志异》、巴尔扎克的
《人间喜剧》 那样，善于结构和开拓就会行者无疆。无论
何种文体，都是以精神容量为最高计算单位的。唐诗、宋
词在形式上小于长篇小说、小小说，子弹、原子弹在体积
上都小于长矛和大炮，但我们能说它们小吗？它们之间的
力量对比在一个档次上吗？因此，小小说作家们都应有一
种源于高度的自信与追求，那种为表象迷惑，只把小小说
看作是一种快餐文化的误读者，应该有所醒悟。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老年
群体，他们孤独而居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已是当前社会
生活中的关注热点。《第二把钥匙》 中的男主人公丧妻独
居，因女儿一家外出旅游要去照顾女儿家的猫，无意中走
错小区进错了门，却在那扇门里遇上了另一位独居的老妇
人。老妇人胸怀军旅情节，热衷于收集军功章、奖状、奖
杯。这让她与同样当过军人的男主人公有了更多共同的话
题。故事没有详细讲述两位老人的交往，却在字里行间隐
含着甜蜜温暖之意。七天后，男主人公女儿一家旅游回
来，发现自家的猫饿瘦了，父亲原来根本没有到家里来
过，见面后发现老人的手里多了另一把洪大姐家的钥匙。

《第二把钥匙》 以钥匙为道具，设悬念，埋伏笔，巧
妙构思，讲述了两位老年人为着共同的志趣爱好而抱团取
暖的故事。语言朴素而诙谐，给“空巢老人”这一话题带
来暖意与亮色。这个道具运用巧妙，一语双关，既是现实
中开启房门的钥匙，也是一把开启心灵之门的钥匙。儿女
们可以给老人胸前拴上一把开房门的钥匙，却无法给他们
一把开启心灵之门的钥匙。由此说来，小小说文字虽少，
同样能反映大问题。

司玉笙 1990年参加过“汤泉池全国小小说笔会”，是
业界公认的以质取胜的代表作家之一，迄今已著有小小说
集 《巴巴拉拉之犬》《沉在水底的房间》《未拆的家书》 等
多部。他多年来坚持笔耕不辍，创作出了不少好作品被选
了又选，甚至进入语文课本和改编为影视小品。他曾在一
家地方报社工作，在报纸副刊上对小小说情有独钟，不断推
举和评介周围的小小说写作者，营造出一个地域性的作家
群体，勾勒出一方文化风景。闲暇之余，又和文友们出入小
店郊野聚会，几个小菜，满桌酒香，依次坐定，谈诗论文，多
有收获，执着于用自己的文学作品构筑精神家园。

2013 年，司玉笙以参评作品 《蝴蝶庄之秤》《寻犬》
《红哥》《孝心》《孙子》《最亮的灯》《夜礼》《烂账》《净
手》 等 10 篇，成为第六届小小说金麻雀奖获得者，其授
奖词为：司玉笙笔下的小小说人物大多是生活在社会底层
的平民百姓。他透过特定的生活场面和小小说人物的历史
故事，将小小说立意或者向现代的反腐主题去发挥和引
申，或者向人性深层的善恶美丑等内涵去开掘，有着强烈
的现实感和哲理感。高质量的小小说作品，一旦携带有普
通百姓日常生活的特征后，仍然可以机智地与政治生活的
大主题、与人性意识的深刻内涵建立起密切的艺术联系。

注重主意 自出机杼
——司玉笙小小说简论

□ 杨晓敏

之三十三骑行商丘

文艺评论
唐代晚期诗人韦庄游览芒砀山写了一首

诗 《登汉高庙闲眺》：“独寻仙境上高原，云
雨深藏古帝坛。天畔晚峰青簇簇，槛前春树
碧团团。参差郭外楼台小，断续风中鼓角
残。一带远光何处水，钓舟闲系夕阳滩。”这
首诗不但有一定的文学艺术价值，而且有重
要的史料价值。文中的每一句诗，都涉及到
芒砀山的古迹，分别写了古帝坛 （汉高庙）、
城墙、楼台、砀泽，使我们看到唐代砀城
（保安镇） 的风貌。

“仙境”说明芒砀山一带的风光秀丽，
湖光山色，青山绿水，群峰如簇，白云缭
绕，如同仙境。“上高原”指韦庄登上芒砀
山。“云雨”形容山巅之高，能够上接云
气。“深藏”说明山上植被茂密，林木高大
葳蕤，“古帝坛”就藏在这树林里。不登上
山巅，是看不到的帝坛的。所谓“古”是指
汉代，“帝”是指汉高祖刘邦，“坛”是指祭
坛即祭祀的庙宇，也就是汉高庙。

韦庄登上芒砀山主峰，寻找到了传说中
的汉高庙旧址。但韦庄没有说到“帝坛”究
竟是什么模样，但从下一句诗“槛前春树
碧团团”来看，汉高庙并没有毁弃，“槛”
是窗槛，韦庄从汉高庙的窗槛朝外眺望，
说 明 汉 高 庙 还 矗 立 着 。 根 据 《史 记》 记
载，汉高庙始修于西汉汉惠帝时期，至唐
代晚期已过去了千余年，如果不维修一定
废弃了。韦庄登上汉高庙，窗槛还存在，
说明在唐代汉高庙得到了维修。这个汉高
庙并非现在古银杏树的位置，史籍记载古
银杏处在唐代为王宫寺。由此我们知道在
唐代汉高祖庙位于芒砀山主峰，其实就是
今天芒砀山主峰的汉代礼仪建筑基址。

芒砀山中的砀城，最迟在秦朝就已经
置县，西安相家巷秦宫遗址发现的“砀丞之
印”封泥是砀县存在的证明。砀县既已存
在，城墙作为配套工程也很可能存在。汉代
砀县地位非常重要，西汉和东汉 400多年期间，一直是梁国隶
属的县城和陵邑。芒砀山是兵家必争之地，砀城山环水绕、
易守难攻，依山而修筑的城墙是砀城的一道重要防护屏障。

在唐代的时候砀城已不是县城，而是设置保安镇，但
是当时城墙还在。唐代诗文里有砀城城墙的记载。当时韦
庄在山上汉高庙上朝下鸟瞰，看到山下的城墙外有楼台，
而且参差不齐，显得小。

根据地形分析，韦庄看到的城墙应该是砀城的东南西北
四个方向的城墙，但东城墙外有河道，西城墙外有湖泊，诗人
看到的是南北城墙外的楼台，这个楼台既有可能是保安镇
外的建筑，也有可能是南城墙外保安山北坡山脚下的建
筑。韦庄的诗是目前发现的首次提到砀城城墙的唐诗，通过
其诗文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到唐代晚期芒山镇的部分风貌。

《登汉高庙闲眺》 中写到了芒砀山的砀泽，这是目前唯
一发现的写砀泽的唐诗。砀泽最早记载在西汉司马迁的
《史记·高祖本纪》 中，刘邦在大泽之畔斩蛇。西汉刘向
《列仙传》 记载的更详细一些，有涓子、主柱在砀泽中成
仙，又有琴高成仙。“赵人琴高者，以善鼓琴，为宋康王舍
人，行彭、涓之术，浮游砀郡间二百余年，后入砀水中取龙
子，与弟子期曰：皆洁斋待于水旁，设屋祠，果乘赤鲤鱼出，入
坐祠中，砀中有可万人观之，留月余，复入水也。”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由古籍记载可知，砀泽在春秋
战国时代就已有名气。北魏时代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来芒
砀山游览，在《水经注》中郦道元写到了砀城和砀泽的情况，

“山有梁孝王祠，获水又东，谷水注之，水上呈砀陂，陂中有香
城，城在四水之中，乘诸陂散流，为零水、瀤水、清水也，积而
成潭，谓之砀水。”此砀水即砀泽，也就是砀湖，湖泊在砀山脚
下，以山命名，具体位置在今斩蛇碑南面、西面和西南一带。

韦庄在 《登汉高庙闲眺》 中最后写到：“一带远光何处
水，钓舟闲系夕阳滩。”作者是站在芒砀山主峰上看到山下
的景象，“一带远光”是指哪里呢？从作者前面的诗文来
看，诗人是向南眺望的，因此“一带远光何处水”应是指
南面的砀泽，能够形成“远光”，必然有规模比较大的水体
或烟波浩渺的水面，在芒砀山主峰的南面只有砀泽湖符合

“远光”的视角效果。“钓舟闲系夕阳滩”描写了砀泽湖边
在夕阳映照下有钓鱼之船拴系在河滩上。由此我们可以看
到在唐代砀泽湖山水相依，水草丰美，锦鳞游泳，秦汉时
期的原生态还保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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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城市西约 25 公里酂城镇政府南侧有处
高台，古时称酂台。相传西汉丞相萧何曾在此
制订汉律，故名造律台。

从永城老城顺着 311 国道一路向西骑行就
到了酂城镇。造律台位于两片河水之后，一条
简易马路直通正门。路上原有一座拱桥，老砖
砌成。年久失修，砖桥已废弃，路边泥土填
堰，两侧河流遂不能相通。远远望见，大门牌
坊上书“西汉造律台”5 个大字，雄浑苍茫，
是著名书法家陈天然的题字。

两扇红漆大门紧锁，问路边人家，恰是义务
看守人郭老师。见有人参观，郭老师慌忙拿着
钥匙开开门锁，用力推开一扇大门，进入院里，
院子里有座萧何祠。不过郭老师并没有走进祠
堂，而是给看了两座石牌。第一座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 2013年 3月 5日公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造律台遗址”，河南省人民政府立的石
牌；第二座是“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河南省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造律台遗址”，永城市人民
政府 2008 年 2 月立的石牌。看过这两块石牌，
缓步走近高台，高台下的草丛里躺着一块有些
残破的石碑。郭老师指着残碑很是惋惜地说，
这才是最早立在这儿的石牌。挥掉尘土，石牌
上依稀刻有“河南省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
造律台遗址，河南省人民委员会 1963年 6月立”
的字样，算算都快 60 年了。怪不得郭老师很看
重它，不知道这块石牌该不该保护！

眼前的造律台为一椭圆形高台，形如龟
背。台身杂树丛生，且处处有浅壑从下一直延
伸到台上。此时正值夏天，造律台笼罩在青葱
树荫之中。登至台上，放眼四周，方觉台之高
阔。造律台北边有个水塘，塘里的水清澈见
底，不时有鲤鱼跃出水面。郭老师说，酂城老
城有大小坑塘七八处，相传因筑建老城古城墙
和造律台所需大量土方所致。造律台遗址原来
高达数十丈，站在造律台上可以看见北面的芒
砀山。现存遗址高度 7米，南北长 50米，东西
宽 35 米，面积 1750 平方米。因位于古秦汉酂

县城内，故四周遍布秦汉瓦砾。由于几千年来
的风雨侵蚀及人为的破坏，遗址西、南两侧已
成陡壁，将文化层及其中包含物、灰坑等暴露

出来。造律台遗址发掘于 1936 年，前中央研
究院考古人员曾作过试掘，其探沟在遗址南端
上部清晰可见。该遗址文化层较厚，上层为商
代遗存，下层为龙山文化堆积，东、西两侧断
壁上可见灰坑、房基残壁断面等。出土遗物有
石斧、石刀、蚌镰、石箭头、骨锥以及大量的
陶片、蚌壳。陶片以夹砂灰陶为主，泥砂灰陶
次之，绳纹、方格纹居多，兼有篮纹和附加堆
纹陶片，还见有黑色蛋壳陶片。造律台遗址所
出土的遗物与石岗、王湾出土的龙山期遗物有
很多相同的地方，陶、石、骨、蚌等器皿都表
现出龙山文化的特征。因此，该遗址应属河南
龙山文化晚期遗存。1963 年 6 月，河南省人民
委员会定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
5 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造律台，亦称酂台，“酂台晓晴”为永城

古代八景之一。唐代大诗人李白携友到此游
览，他在 《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 一诗中写
道：“渭桥南头一遇君，酂台之北又离群。”

台前有萧何祠，我们进得祠内，仅见萧何
塑像一尊，徒有四壁。萧相国面容有些迟滞，
也许是终日操劳国事所致。萧相国遗留给后世
的遗迹似乎不多，这和他一向低调为人、明哲
保身有关。

其实，萧何者，汉初三杰之一也，汉高祖
刘邦的同乡，秦末辅佐刘邦，“镇国家、抚百
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帮助刘邦击败项
羽，建立汉朝，因功被封为酂侯。后采摭秦六
法，重新制定律令制度，作 《九章律》，颁行
天下。传说造律台就是萧何编撰汉律的地方。

萧何造律是由史料依据的。《史记·萧相国
世家》记载，“萧相国何者，沛丰人也。以文无
害，为沛主吏掾。”意思是萧何是沛丰人，通晓律

令，执法公平，没有别人能比得上，所以被任命
为沛县的主吏掾。说明他是熟悉秦朝法律的
人。又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
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
之。”意思是沛公进入咸阳，将领们都争先奔向
储藏金帛财物的仓库去分东西，唯独萧何先去
把秦朝丞相和御史大夫保管的法律诏令以及各
种图书文献收藏起来。说明他是善于收集法律
文本的人。再载，“何谨守管龠，因民之萧疾秦
法，顺与流之更始。”意思是说萧何谨慎地守护
关中这一根本重地，民众痛恨秦朝严刑苛法，
顺应时代的潮流，与百姓们一起更新政治。说
明他是在秦法的基础上修改完善法律的人。

关于造律台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在当地广为
流传。西汉初年，酂城里有一位邱生，家贫才
高，享誉乡邻。当时朝廷尚未开科选贤。学富
五车、才高八斗的邱生就去投靠在京为相的老

乡萧何。萧何见邱生谈吐不凡、文章锦华满
篇，震惊不已。遂由嫉生怒，不予举荐，还将
邱生的文章付之一炬，致使邱生报国无门。邱
生含恨返乡，立志写律，惩恶扬善，地点就选
在绿水环绕、清静幽邃、高可数丈的酂台。其
妻貌美贤惠，日日送饭，寒来暑往，《律典》
上下两卷终将写成。这日，妻子提着饭篮，跨
过小桥，见路边桃子又大又鲜，便随手摘了几
个放进篮子里，以示庆贺。不想触犯了刚写好
的律条“妇人盗窃，当休”，邱生含泪把妻子
休回娘家。邱生母亲知道了，气愤地责问邱生

“休妻不秉母，该当何罪？”邱生呆住了，“休妻不
秉母，死罪。”邱生血祭律书，临死前交代母亲，
把《律典》上卷拿到京城去卖，下卷陪葬。母亲
把邱生埋葬在造律台上，便按儿子的遗嘱，沿途
乞讨，直奔京城。再说萧何，一日朝毕，回府的
路上见一个乡间老娘卖一本《律典》，拨开围观
的人群，拿起《律典》，看了几页，惊叹不已，许
5000 两银子买下《律典》，并带邱母一同回府。
萧何细阅《律典》，知有下卷。邱母说《律典》 下
卷已与儿子陪葬，再高的价钱也不能掘墓卖
书。萧何为求得全册律条．便差人连夜前往酂

城，挖墓盗书，将 《律典》 全册呈现刘邦。刘
邦连翻数章，喜不自胜，忽发现最后一款：

“私盗葬物，当斩。”刘邦为了 《律典》 的实
施，只得忍痛杀了萧何。从此，“邱生造律萧
何犯，不斩萧何律不全”的故事就流传下来。
郭老师说，当地人讲起来有趣的多。不论老
少、不管今古，每个人都能像评书似的说上一
段，就像讲述自己的故事。邱生的造律台，成
为从古老历史走来的当地人的精神图腾。

一个故事流传了两千多年。人们相信传
说，不论史实如何。彷佛历史能篡改，而传说
永远不可更改。更改了，整个区域的历史就索
然无味，如残垣断壁，满目狼藉。一座不起眼
的土丘矗立了四千年。厚重的泥土、沧桑的瓦
片依稀述说着它的悠远和声名。是的，这就是
酂城造律台。沧海桑田，赞扬、贬斥、繁华、
萧索，胜利者的欢声笑语，失败者的呻吟哭
泣，早已被时代的飓风吹散，只留下一堆荒凉
的高台和一个悲情的传说。

荒 原 迢 递 起 高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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