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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一人不是随便
可以说的，但是西汉的刘
贺却名副其实。刘贺是
汉武帝之孙，虽然一生只
活了33岁，却做过皇帝、
王、平民，最后以侯的身
份去世。一生能有四个
如此不同的身份，堪称千
古一人。
史书有关汉废帝刘贺

的记载，只有寥寥数语。
然而刘贺墓的发现，才真
正让我们了解什么是千古
一人。进入21世纪才被
发现和挖掘的海昏侯刘贺
之墓，是中国在新世纪最
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这
座距今两千年的西汉古
墓，向今人展示了这位短
命皇族富可敌国的财富和
极尽奢华的墓葬。富可敌
国、极尽奢华，在我国历史
上并非罕见，但是历经两
千年还能保存完好的古墓
就非常难得了，是千古一
人的又一佐证。
去年初秋，与友人南

昌之行，重点就是参观南
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
馆。过去的粗浅印象，大
汉文明的主要遗址是在长
安（西安）以及华北一带。
海昏侯墓的发现，却打破
了这一错误认知，谁能想
到在南昌附近，会有如此
宏大的汉墓？
海昏侯博物馆在南昌

市的东北部，车程约一个
小时，非繁忙的节假日和
周末，在博物馆门口即可
购票进入。博物馆是一个
公园式建筑，内部还有电
瓶车作为交通工具。
刘贺（公元前92年—

公元前59年）是汉朝第9

个皇帝，汉武帝刘彻的孙
子，昌邑哀王刘髆之子。
刘贺19岁即位，只当了27

天皇帝即被废，史称汉废
帝。《汉书 ·霍光金日磾

传》载刘贺“受玺以来二十
七日，使者旁午，持节诏诸
官署征发，凡千一百二十
七事。”平均一天做40件
坏事！其实是一批老臣为
了废刘贺而罗织的罪名。
刘贺回到封地昌邑（今山
东昌邑），削去王号，食邑
二千户。公元前63年，刘
贺再被贬到今江西省永修
县一带，封“海昏侯”，4年
后去世。
刘贺墓留下了数量和

质量惊人的文物，完整的
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墓园、
主墓及三座袝葬墓、车马
坑以及祠堂、寝殿等遗
迹，出土各类珍贵文物1

万多件（套）。
其实一直有盗墓贼

觊觎这座汉墓，他们大
概也猜到其中有很多珍
宝，十几年前盗墓贼甚
至已经打开了墓门，被
附近村民发现，不得不
落荒而逃，也就引起了
考古部门的注意，于是
有了后来的考古挖掘和
发现，南方最大的汉墓
于是重见天日。
专家告诉我们：“汉

代人讲究‘事死如事生’，
墓室中的功能分区象征
着不同的地上建筑空间，
内藏椁就映衬了侯爷‘东
寝西堂’的日常起居生
活。”藏椁的东面和西面
分别代表了卧室和会客
室，在复原展示时分别放
置了刘贺主棺以及孔子
衣镜、博山炉的仿制品。
现场运用裸眼3D技术动
态演绎介绍各分区及其
藏品的基本情况，人们可
沉浸式地与考古遗迹面
对面，感受文化遗产的本
真魅力。
作为南昌汉代海昏

侯国遗址博物馆的基本
陈列，“金色海昏——汉

代海昏侯国历史与文化
展”展区总面积约4800

平方米，展出精品文物
1200余件套，以汉代君
国制度下的君、国、侯为
序，根据从历史到文化
再到思想的逻辑思路，
缓缓讲述汉代鼎盛时期
的辉宏历史。
博物馆根据汉代历

史资料的记载和考古挖
掘发现，用人物蜡像和沙
盘模型代替文字描述，更
直观地展现出海昏侯墓
建造的不易。同时，博物
馆充分运用新型数字技
术，打破时空阻隔，全方
位展示文物及其背后的
文化故事。每个展品下
方，均设有二维码以便收
听自动语音讲解，即使足
不出户，游客亦可通过博
物馆官方网站参观VR虚

拟展览。
这是个“黄金大墓”，

刘贺墓园共出土金器、青
铜器、铁器等各类珍贵文
物1万余件（套），其中出
土金器重量超过120公
斤，令人觉得不可思议。
刘贺在这里生活了4年，
看来废帝还是帝。黄金
倒还不足为奇，墓中出土
的孔子像，却是迄今为止
最早的。今年是龙年，龙
的形象在海昏侯墓中多
处可见，更可贵的是墓中
出现的四字短语：尽备大
福，也是古文中首次出
现。龙年，尽备大福！

何亮亮

千古一人海昏侯
丰子恺先生不仅是优秀的漫画家、

翻译家与音乐教育家，而且是风格独具
的作家。近日读他的散文选集，便被他
那内涵丰富、隽永生动的文字所打动，
比如其中的一篇《湖畔夜饮》就写得意
趣盎然。抗战胜利后，丰子恺居住在杭
州西湖畔，某晚，作家郑振铎来访，这是
他们历经浩劫、阔别十年之后的首次相
聚。两人自然一番畅饮，主客尽欢。酒
酣耳热之际，“话声都变了呼号叫啸，把
睡在隔壁房里的人都惊醒”。也
让作者想起了二十余年前的往
事。
当时，郑振铎在上海宝山路

的商务印书馆当编辑，丰子恺在
江湾的立达学院教课。丰子恺以
他的三个孩子阿宝、软软和瞻瞻
作为主角画的那些漫画——《花
生米不满足》《瞻瞻新官人，软软
新娘子，室姐姐做媒人》《阿宝两
只脚，凳子四只脚》，都是郑振铎
从他家的墙壁上揭下，制成锌版
在《文学周报》上发表，进而享誉全国
的。有一次，郑振铎拉他去西餐馆吃午
饭，餐毕发现自己没带钱，于是丰子恺掏
出五元钞票付了账。过了一天，郑振铎
来江湾看丰子恺，掏出十元钱要还给
他。丰子恺感到又惊奇又好笑，账付过
就算了，干吗还要加倍还他？一个定要
把十元钱塞进他的西装口袋，一个执意
不肯。这时，丰子恺的立达同事刘熏宇
（解放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过
来抢过钞票，说：“不要客气，拿到新江湾
小店里去吃酒吧。”大家一致叫好。包括
夏丏尊先生在内的七八个人浩浩荡荡开
到附近的小酒店，“吃完这张十元钞票
时，大家都已烂醉了”。
《湖畔夜饮》中的叙述及回忆，从日

常生活的角度，将五四之后一代文人的
率性纯真表现得淋漓尽致。率真自然，
又何尝不是自古以来文人士大夫的一
种生活态度乃至人生境界呢？李白的
《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就可以
让我们从中一窥堂奥。“暮从碧山下，山
月随人归。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相携至田家，童稚开荆扉。绿竹入幽
径，青萝拂行衣。欢言得所憇，美酒聊
共挥。长歌吟松风，曲尽河星稀。我醉
君复乐，陶然共忘机。”这首诗大约写于

天宝元年（742年）李白42岁时第二次
入长安之后。相比于开元十八年（731
年）第一次进京的郁郁不得志，“诗仙”
的二入长安可谓春风得意。他获得了
唐玄宗的赏识，被委以翰林待诏之职，
为皇帝起草诏书，给玄宗及杨贵妃写宫
中行乐词。“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
露华浓”“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
断肠”，就是诗人以丽词艳句恭维杨贵
妃的产物。不过说白了，他的角色只是

一个以文学辞章以备顾问的宫
廷侍从，一个供皇帝取乐的高
级清客而已。天性豪放、风流
不羁的李白又岂能甘心沦为达
官贵人的附庸。于是，任情适
性、醉心于大自然的诗人常常
在山水之间流连忘返。某日傍
晚，暮色苍茫，山月朗照，在长
安附近的终南山游玩了一天的
李白遇到老友、复姓斛斯的隐
士，蒙其盛情相邀，两人来到山
村中的斛斯家。绿竹中的一条

幽径把他引入山人（隐士）屋内，青树
的枝蔓轻轻拂动客人衣衫以示欢迎。
款待有“酒中仙”之称的李白怎么能少
了美酒呢？于是，诗人与斛斯频频举
杯，开怀畅饮。借着酒兴，两人引吭高
歌，歌声与山间的松涛声融为一体。
曲已尽，星也稀，真是酒逢知己，且醉且
歌，人间欢娱，不过如此。当时的李白
虽是玄宗的座上宾，却遭到奸佞小人的
暗箭中伤，官场上的蝇营狗苟，勾心斗
角，让满怀抱负和理想的李白非常别
扭。天宝三年，李白被玄宗“赐金还
山”，客客气气地赶出长安后，在洛阳结
识了杜甫。杜甫在给他的一首诗中写
道：“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意思是
他在洛阳呆了两年，对那些争名逐利的
勾当烦透了。可见，两位大诗人在远
离尘嚣、拒绝奸诈、胸怀坦荡方面，相
似何其乃尔！
正因如此，李白异常享受摆脱尘俗、

悠游山水间的心灵放飞，珍惜与友人痛
饮美酒、长歌松风的快乐，发自内心地诉
说：我醉了，你也开心得不得了，我们都
把世俗的奸诈与虚伪抛到了九霄云外，
其乐陶陶。
苍山明月、绿竹青萝见证了李白的

率真与奔放，也见证了人间纯朴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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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镰刀当然不是割麦
割豆碾芝麻用的长把儿镰，
小镰刀是小孩儿们割草用
的那种弯弯的月牙儿一样
的镰刀，是在大人们手里磨

得窄窄的旧镰，安上一尺来长的小木把儿，使起来又轻
快又称手。咋叫称手？一是钢口好，磨利了耐使不卷
刃，割一晌草也不钝。二是镰把儿不轻也不沉，该挺肚
儿的地方挺肚儿，该凹腰的地方凹腰，赶弯儿凑斜儿
的，拿在手里妥帖又抓地。割田里的草，能掏庄稼根儿
不伤庄稼，割路埂上的草，密实的地方打扑拉，一扫一
大片，草稀的地方又能一棵不留地“剃光葫芦头”。啧
啧，这才是好镰刀！
小镰刀放在箩头里，那是女娃们的做派，男孩子通

常把箩头扣在肩膀上，将
刚刚蘸着水在磨石上磨得
锋利的小镰刀别在腰里，
一路口哨吹到地里去。下
过雨，小镰刀还有一个用
场，就是剜菜地里的草。新
菜苗儿小得捏不住，三指宽
的剜铲也经不起，只能用小
镰刀尖儿剜去混在菜苗里
的草芽子。这活儿有点儿
像小鸡吃食儿，尖尖的喙啄
起一粒一粒的米。人们给
大田里的新苗锄草的时候，
也说“叨草”，斜着挖镢儿用
刃尖儿轻巧地剔除芝麻粒
儿一样的偎根草。

曲令敏

小镰刀
欢送兔儿归月窟，
喜迎木土祥龙。
老来朝夕守书丛。
古今兴废事，
悉数记胸中。
弹指鹤龄登九七，
眷怀故国情浓。
管它齿豁并头童。
豪情依旧在，
高唱《满江红》。

卢 元

喜迎甲辰新年

在山穷水尽面前，我
只能表现出无可奈何，这
种无可奈何在我人生的很
多阶段出现，这样的时期
让我愁眉苦展，我好象一
只迷失了方向的小鸟不知所措。我
也多次向自己的内心寻找原因，想
看看能否拓展自己的智慧，以更快
地摆脱这样难熬的局面，可总也看
不到光明的一面。
看看身边各行各业的精英自己

更是不服气，然而在实力面前不由
得你，你所做的只能是伏下身来，努
力努力，积累积累。不放弃任何一
个小小的机会。有句广告词：心有
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这话听起来
唯心，但道理很深。一心想在地里
种田的人怎么会指挥千军万马呢？
有时我想人生这个过程，如果一下
子就知道了心想事成或者心想事不

成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人生的乐
趣就在于不断的挖掘与探索中。多
年以前我就有了走不动的感觉，这
种感觉的细微萌动甚至可以追溯到
很多年以前，但无奈的是始终找不
到解决这种“迷茫”的办法和出路，
其实，再想想，你不走，怎么动？
任何一条道路都可以走得很

深，同一条道路也有各自不同的走
法，但不在那个位置着实难以体
会。在这种“迷茫”和“焦虑”中自己
已经走了几十年，走得很辛苦以至
于总是信心不足，不知何时是个尽
头。记得某次听一位在某个领域里
名声如雷贯耳的某位大师的讲座，

他无意中透露了一句：在
遇到天花板时，有时我也
怀疑过自己是否是搞这
个行业的材料？原来大
师也有过不自信。和我

一样。其实有很多人学什么东西都
比较慢，需要一遍一遍地重复和巩
固。恺撒在自己三十岁的时候想到
自己还一事无成，不禁潸然泪下，这
种感觉早已经与我心有戚戚焉。曾
几何时，我好像混混，没有目标，浮
躁得不得了。当然，随着年龄的增
长，自己也一步步地走向成熟。其
实，任何一次突破就如同凤凰涅槃，
这都是客观规律。
如何在困惑中积攒资本以图

改变和超越自我是每个人必须面
对的课题，关键是你要有这个心，
还是那句话：心有多大，舞台就有
多大。

潘 政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人生活于天地之间，人的
活动也必定会受到天地的制
约、环境的影响。传说遂人氏
发明了钻木取火，严冬可以御
寒。近代人更发明了空调，可
以让室内冬暖夏凉。但冰天雪
地之中、寒风凛冽之下，从事冰
雪运动的、坚持冬泳的到底只
是少数的人。原本缺少运动习
惯之人，除工作之外，就更多的
是在家中围炉小酌或是开足空
调用手机聊天了。结果是一个
冬天下来体重增了4斤、血脂
又高了一成……
如今春回大地，万物复

苏。“一年之计在于春”，人们在
计划着一年的生产和生活，不
过无论男女老幼，健康一事也
必须在计划之中。
健康来自科学的生活方

式：合理饮食、戒烟限酒、适当
运动、心理平衡。此处单说运
动一事：原始时代，人需逃避洪
水猛兽，自然选择的结果是能
生存下的必定是能上树、能快
跑的了。到了农耕时代，生产
发展，开始食有余粮，
使一部分人分化出来，
不再从事生产劳动甚
至做官当老爷了。结
果却发现，人不动还不
行，完全不动会生病。于是华
佗创了五禽戏，教人模仿着5

种禽兽之动作以强身。还有太
极拳、八段锦之类，脚跨马步、
双手云天皆是为全身运动之
意。
到了近代生产机械化、自

动化了，甚至生活也电气化了，
出行有汽车、登楼有电梯，电饭

锅、洗衣机使劳力大减。省力
自是好事，只是缺少体力活动
的结果，却又给人带来疾病，如
今人们之肥胖、“三高”、“四
高”无不与之有关。于是运动
家大声疾呼：运动防病！有利

于强身健体的运动是全身运
动，特别是有利于增强心肺功
能的有氧运动。
所谓“有氧运动”是指在运

动过程中能使身体获得更多的
氧、促进新陈代谢的运动，亦即
中等强度的运动。这种运动需
要有一定的持续时间并且也要
有一定的强度。有个简易的、

尚适合于一般群众的称为“三、
五、七”的运动处方可供参考，
即每次运动30分钟，每周至少
5次，运动后能使心率加快至每
分钟170减去年龄之数（即40

岁者 130次、60岁者 110次
等）。至于作何种运动
则可以因人制宜，一般
而言拳操、球类，游泳、
跑步之类均皆相宜。
近年多有关注老年人

运动的专家，提到走路亦是适
合老人之运动，不过若非高龄
老人，可能需要昂首挺胸、大步
流星地快走才较有效。还有提
到为预防老人之肌肉萎缩，还
需做些（抵）抗阻（力）之运动，
如抬腿、举哑铃之类。当然若
已患有慢性疾病者应在医师指
导下进行。

运动一事在于强身健体，
一年四季皆应坚持。故许多体
育场馆、健身房皆有室内设施，
可供随时使用。不过，春季来
临、阳光和煦，给一般民众增加
了户外活动的机会。需知在户
外进行体育锻炼更能获得阳光
的恩惠，阳光下的活动容易使
人愉悦，阳光中的紫外线还能
使人体自行合成维生素D，此
物有利于钙质之吸收，大有强
筋健骨之功。
时下春光明媚，到户外去

运动吧。

杨秉辉

莫负春光去运动

十日谈
春天宜动

责编：沈琦华

“路跑”
是一项很有
个 性 的 运
动，不经意
间跑了十多
年，累计八
千余公里。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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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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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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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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