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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七夕会

养 育

2012年负笈台湾之
前，我一定不会想到《西游
记》对于我人生的重要意
义。和许多人一样，我以
为《西游记》是给小孩儿看
的书。博一那一年，在台
湾政治大学上高桂惠老师
的“西游”课程，还带着游
戏的心。我当然不会想
到，很多年后，我将会在复
旦大学申请开设本科生通
识课的“《西游记》导读”，
因为“西游”而安身立命。
这些年，我做了二十多场
“西游”讲座，在小区图书
馆、中小学、大学，甚至补
教机构，因为《西游记》，我
认识许多新朋友，增添了
许多新的情谊。
《情关西游》并不是

我的博士论文，而是在写
作博士论文前，我重读
《西游记》时写下的读书
心得。我没想到这样一本
小书，还有机会重版，还
有机会增订。如果要用最
简单的话来概括《西游
记》给予我的启迪，其实
还是来源于中国通俗小说
的魅力。它一定是在讲故
事的，故事一定是传递道
理的。有一些是哲学道
理、有一些是人生道理。我
最常在演讲中提及的一则
“西游”道理，是“许败不许
胜”。观音菩萨、弥勒菩萨、
如来佛祖都曾教导孙悟空
“许败不许胜”，就是“不能
赢”。这真是颇为世故的长
辈意志，年轻人总有好胜
心，满腔鲁勇，谁都不
服，也不愿意夸奖别人。
可心中一旦有了更远大的
目标，更值得追逐的理
想，沿路的是非恶海、口
舌凶场，真的一定要辨明

黑白真假、强弱胜负才能
往下走吗？这是很有意思
的问题。
大陆“西游”文化受

到影视剧影响颇深，坊间
最喜欢讨论的问题，有一
些并不是世本《西游记》
中的文学问题，而是跨媒
介改编所创造的问题。譬
如，为什么孙悟空在大闹
天宫时期那么能打，到了
取经之路上反而连个小妖
怪都打不过呢？孙悟空那
么厉害，为什么取经队伍
的核心却是唐僧？很偶然
的机会，我和宠物猫玩
耍，我突然发现，我打猫
都是假打，猫打我都是真
打。虽然感到伤心，但我
突然想到了什么，所以找
出大闹天宫时玉帝的命
令，发现玉帝好像并没有
说要杀孙悟空，说到的几
次，也很快被化解。于
是，这又形成了一个颇为
世故的情境，如果天兵天
将接到的任务是“降伏”
孙悟空，那么他们究竟应
该怎么打？会不会从中有
一个新的尺寸，叫作“打
不过”？孙悟空长大了之
后，会不会也懂得了这个
道理？“就让他觉得他赢
了吧”，到底也是世间平
常事。
另一个被广泛讨论的

话题，就是取经人的感情
问题。几乎每一部改编作
品，取经人都在谈恋爱，
这实在是荒唐又值得玩
味。在我看来，孙悟空最

大的感情问题就是唐僧。
而唐僧充其量是有面对感
情问题的机会，可他自己
放弃了。我们可以看到
《西游记》中取经人的眼
泪，孙悟空有大部分都是
为唐僧而流，而唐僧却几
乎都是在哭自己。孙悟空
对唐僧的感情，有共情的
柔肠（第三十四回“他当
时曾下九鼎油锅，就煠了
七八日也不曾有一点泪
儿。只为想起唐僧取经的
苦难，他就泪出痛肠，放
眼便哭”），有无畏之勇（第
七十四回“我这一去，就是
东洋大海也开汤开路，就
是铁裹银山也撞开门！”），
有痛心之处（第九十二回
“为你不识真假，误
了多少路程”），更
有天真的心酸（第
五十七回“我是有
处过日子的，只怕
你无我去不得西天”）。这
些场景，都让我在成年以
后重读《西游记》时感慨万
千。沙僧也想着孙悟空，
见到孙悟空“满腔都是
春”，孙悟空却只是不欺负
他。猪八戒也哭，却颇有
综艺节目的兴味。但这些
眼泪呢，像我们自己流过
的眼泪一样，真心真意，又
过眼烟云。第三十九回行
者自己说：“哭有几样！若
干着口喊，谓之嚎；扭搜出
些眼泪儿来，谓之啕。又
要哭得有眼泪，又要哭得
有心肠，才算着嚎啕痛哭
哩。”我们讨论取经人如何
度过“情关”是很荒唐的事
情，但荒唐归荒唐，细讲起
来却总有一点动容，这就
是文学的魅力。
就像巴尔扎克所说

的，伟大的爱情一开始都
是没有什么感觉的，说得
真像我和《西游记》的关
系。我原本以为，《西游
记》只是我的一门选修课，
没想到到如今，它已经成
为了我贫瘠的生活中最重
要的精神支撑。对我而
言，《西游记》早已不是冷
冰冰的研究对象，而是温
柔有情亦有生活能量的日
常陪伴。我可能不是一个
杰出的学者，但我随着孙
行者的成长而成长，随着
他的跋涉而跋涉。我也不

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
它之于我个人的人生，早
已有了接近“伟大”和“神
迹”的意义。
我从小喜欢听故事，

也喜欢编故事，更不嫌弃
改编故事。这是我进入
“西游故事”群落打野眼的
铺垫。有一则有趣的改编
现象是，我们的孙悟空越
来越能打了，我们的唐僧
越来越能挨打，在新电影
中，观音的力量日益衰弱，
而观音曾经是世本《西游
记》中重要的救援之力。
取经人越来越相信自救，
文本内外，仿佛总在提示
着我们新的意义。可见改
编未必都是“狗尾续貂”，
有时也会成为修正的阅
读。《西游记》最重要的一
部续书作品《西游补》，就
展现了不凡的文学魅力。
我很喜欢《西游补》，并非

因为它是《西游
记》的续衍，而是
因为这个故事的
角角落落、细枝末
节都传递着人之

为人的深刻沉思，包括对
于生死、对于情、对于家
国。好的续书作品会提醒
我们在阅读原著时遗漏了
什么。
世本《西游记》八十一

难，写了四十一个故事，
几乎每到山边，唐僧就开
始害怕，以为“山高必有
怪，岭峻却生精”。于是
到了《西游补》中，孙悟空
就想为唐僧寻找“驱山
铎”，“驱山铎”在秦王那
里，这便通过同音勾连到
了历史情境中“情”的大
问题。“情”字又被拆解为
“小月王”，可见作者对于
汉字的想象力，我们进入
“情魔”的方式是不知不觉
的，我们走出“情关”仿佛
一场幻梦……
世本《西游记》中，八

十一难关联到取经人的心
魔，有的心魔是唐僧的，有
的心魔是猪八戒的，有的
心魔是孙悟空的。火焰山
之火就与孙悟空童年大闹
天宫的劣迹有关，《西游
补》在这一回目为孙悟空
补入情难，具有深意。铁
扇公主因情而动火，孙行
者却因火而求情，这种“求
情”的方式与我们在梦境
中对于童年生活负疚的潜
意识十分相像。可见心生
种种魔生，“情”是孙行者
自己求来的试炼。

张怡微

别有世间曾未见，一行一步一花新

三国时期的祢衡有才，史书
上说他年少的时候就文采飞扬，
名声显赫，各路争霸之主，都想得
到这个名士。
对于这样一个旷世之才，雄

才大略欲霸天下的曹操当然想据
为己有。曹操引智纳才的“悠悠
我心”，祢衡根本看不上眼。他不
但看不起曹操，还十分厌恶他。
当孔融牵线搭桥后，祢衡自称得
狂病，拒绝前往，并对曹操多有狂
言。曹操恨得牙痒痒的，可忌于
祢衡的名声，不想杀他。曹操听
说祢衡擅长击鼓，就任命他为鼓
史。这天，曹操大宴宾客，欣赏鼓
史们的鼓曲。各位鼓史表演时都
要换上鼓史的专门服装。轮到祢

衡上场，他演奏《渔
阳》鼓曲，容貌姿态
昂然，鼓声节奏悲
壮，惊压全场。他
径直走到曹操面前

停下，下吏呵斥道：“你为何不换
衣服？敢如此轻率进见？”祢衡
说：“好！”就脱掉衣服，赤身裸体
站在曹操面前，过了好一会儿，才
接过鼓史专门的衣服穿上，完了，
击鼓离开。“操曰：‘本欲辱衡，衡
反辱孤。’”曹操
反被祢衡羞辱了
一番。“孔融退而
数之曰：‘正平大
雅，固当尔邪？’
因宣操区区之意。”孔融宴饮结束
后连忙跑去责备祢衡，说曹操对
他是真心的，要祢衡赶快去赔
罪。“衡许往。”孔融再次求见曹
操，说祢衡请求亲自来谢罪。求
才若渴的曹操不计较祢衡的无
礼，心中大喜，命门卫有客人来到
立即通报。曹操左等右等，等到
很晚，祢衡才到。只见他穿着普
通单衣，胡乱缠了个头巾，手拿三
尺长的木杖，坐在大门口，用木杖

捶着地，言语悖逆，大骂曹操，曹
操气得将祢衡一送了之。
从《后汉书》的记载看，在祢

衡眼里，天下皆碌碌庸人，不值与
交，唯有他是个智者。与祢衡同
处三国时期的刘邵说过：“凡人之

质量，中和最贵
矣。”中和之才最
为贵 ，聪明 次
之。可祢衡最缺
中和，祢衡如此

恃才矜己，最终结果必然伤及自
身。他被送到刘表处，刘表和荆
州士大夫知道他的才气和名声，
也是敬重他的，可他仍然目空一
切。刘表和几个士人共同草拟的
奏章，送给他看看，他瞄了一眼就
撕掉扔在地上，还经常侮辱、轻慢
刘表。刘表深感耻辱，把他送给
性情急躁的江夏太守黄祖，等于
把他推向了鬼门关。黄祖可不是
曹操。在他大宴宾客时，见祢衡

出言不逊，狂傲无礼，即厉声训
斥。而祢衡毫不收敛，眼睛死盯
黄祖，骂道“死老头！”“死老头”气
到极点，下令杀之。可怜二十六
岁的祢衡，就这样一命呜呼了。
恃才矜己，即使不被别人所

伤，也很容易自伤。因为自恃才
高，俯视众生，谁也看不上，谁也
不搭理，必然失去知音，失去亲
友，形影相吊，茕茕孑立。有“太
白仙才，长吉鬼才”之誉的李贺，
长期抑郁伤感，焦思苦吟，二十七
岁而亡。初唐四杰的王勃，因狂
被弃，因傲被逐，二十七岁溺水而
亡。二十二岁就被汉文帝封为博
士的贾谊，因固执己见，不懂文帝
谋略，三十三岁就郁郁而终。有
才而性缓，才是大才；有智而气
和，斯为大智。有才之人切莫恃
才伤身，要内心睿智，外表明达，
声清音悦，仪正容直，才能真正为
社稷贡献，被世人敬仰！

洪 水

恃才矜己 易丧其身

因为儿子想踢足
球，寻寻觅觅，终于找
到了位于上海虹桥的一
个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专业的教练，宽广的场
地，儿子很开心，我们也放心。他爸是“老中
医”，认为运动与养生，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他平
时慢悠悠的，没时间去健身房，喜欢走路，爱看足
球，儿子踢球的时候，我们去旁边的公园走走路，

打打太极，一举两得。
儿子在幼儿园时就学拉小提

琴，“双减”前，周末经常被我们逼
在家里刷题，练琴又经常挨骂，性
格很敏感，内向不合群，见到生
人，还会腼腆脸红，自信心不够。
记得第一次去训练中心时，我

们与中国本土名帅、上海申花主教
练吴金贵相遇。那天，带队教练一
声令下，其他孩子一马当先冲到前
面去了，只有儿子还在旁边愁眉苦
脸，磨磨蹭蹭抱着吴教练的签名足
球发呆！在一旁的吴教练看见了，轻

轻拍拍他的肩说：“孩子，勇敢点！上！”儿子很崇拜吴
教练，是他的“小球迷”，听话地跑上场了！
从此，一发不可收，他每周都想着快些去踢

球，灿烂的笑容回来了，嗓门也大了，踢一场球，
流一身汗，身心健康，成了自强不息的小男子汉！
“足球对于儿童来说，有帮助他们身体和心理健康成
长的作用。要让家长们觉得，孩子接受了足球教育
之后人变得不一样，医院去得少了，更乐于沟通，更
有自信心了。”吴教练的话一点没错，通过几个月的
训练，儿子晒得黑黑的，身体棒棒，本来周末做作业
磨磨唧唧的，现在做作业效率大幅度提高，平时拖
拖拉拉的毛病也改了，和同学相处得更好了。
因为疫情，我们待在老石库门里两个多月，不

能出家门半步，足球队的孩子们脚痒痒啊，大家自发
组建了个“足球团”，儿子自告奋勇当“团长”。“静默”
的日子里，我在忙着“团菜”，他在忙着“团球”，在“足
球团”里发各种足球比赛视频，普及足球小知识，让
孩子们保持美好的念想，在黑暗中感受足球带来的
光明和希望！
四月的一天，他实在闷得憋不住，“国脚”痒了，

一脚踢飞足球，砸坏了爸爸收藏很久的古董茶壶，还
挨了一顿骂，不过这也没有“打击”他玩球的热情。
后疫情时代，踢踢足球，强身健体，增强免疫

力。而看足球赛，更是我们全家的最爱。
输赢并不重要，自强不

息的体育精神才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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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共二大会址
成为人们瞻仰的热点。不
知你有没有发觉，二大与
一大会址有着不少相似之
处，例如都是石库门，都
在租界，都有一个女校，
一大是博文女校，二大是
平民女校。
博文女校，是当年

“一大”代表下榻之
处 ， 该 校 创 办 于
1917年，校长黄绍
兰 （又名黄朴君），
她也是著名国学大师
黄侃的夫人。“一大”召
开时，上海发起组就委托
王会悟向黄绍兰商量借
宿。1921年7月22日，
代表们在博文女校的楼上
开过一次预备会。由此可
见，在召开“一大”会议
时，博文女校曾起过重要
作用，它既是中国共产党
“一大”代表的临时宿
舍，也是各地代表到沪后
聚会和活动的重要场所。
与博文女校不同的是，平
民女校是我们党创建的第
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
校。中国共产党自1921

年成立后，就开始进行妇
女解放运动的实践和尝
试。1922年2月，居住在
辅德里625号的李达用50

元稿费，租下了辅德里
632号A（今老成都北路
7弄42—44号），正式创办
了平民女校，楼上为学生
宿舍，楼下作上课教室。
当时，平民女校一共有30

多个学生，年龄大的有30

多岁，年龄最小的才12

岁。正因为平民女校的实
践，在1922年7月召开的
中共“二大”上，通过了《关
于妇女运动的决议》，第一
次比较完整地对妇女运动
提出要求。
女校，成为了上海滩

的荣耀。回顾历史，女子
学校的出现，是社会发展
进步的象征，更是妇女权
益地位提高的体现。上海
作为一个开风气之先的大
码头，据史料显示，第一所
女子学校出现于1850年，

也就是清道光三十年。它
由美国基督教传教士裨治
文和夫人创办于西门外肇
嘉浜畔，初名叫“裨文女
塾”，后改名“裨文女中”。
这是上海第一所女子学
校，也是中国出现的第二
所女子学校。从此，揭开
了上海滩创办女校的序

幕。1881年裨文女中的
部分师生与虹口文纪女校
合并，改称“圣玛丽亚女
中”。1892年，又一座著
名女子学校创办了，这就
是中西女子学校，简称“中
西女中”。1953年，圣玛
丽亚女中与中西女中合并
为上海市第三女中，裨文
女中改名为市九女中。
除了教会女子学校

外，国人也创办了很多女
子学校，例如创办于1898

年的“经正女学”，创办于
1901年的“爱国女学”，
1902年的“务本女子中
学”，解放后改名上海市第
二女子中学。1906年“上
海民力女子中学堂”，由著
名教育家苏本炎协助胞妹
苏本喦创办于西门外方斜
路。另外还有培明女子中
学、南洋女子中学等都很
出名。甚至还有女子体育
专科学校，1908年，王季
鲁创办了“中国女子体操

学校”，地址在老城厢西门
外。1922年，从中国女子
体操学校毕业的陆礼华又
在虹口丹徒路创办了“两
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
女校，给上海滩带来

荣耀，更多的是这些雨后
春笋般的女校，为上海为
中国培养了时代新女性，
甚至名垂史册的伟大
女性。上述提到的平
民女校就有丁玲、钱
希钧、王剑虹等。
1911年辛亥革命爆

发后，中国女子体操学校
的全体学生参加学生革命
军，成为中国第一批女学
生革命军，因学生中很多
是小脚，故被人称为“小脚
娘子军”。
清光绪年间，有位上

海女子成为了裨文女中的
毕业生，并在这里结识相
携终生的伴侣。后来，她
将自己的三个女儿送到了
中西女子学校，接受了启
蒙教育，三个女儿后来都
展翅高飞。
这位女子名叫倪桂

珍，她的三个女儿就是宋
蔼龄、宋庆龄、宋美龄。

吴少华

女校，上海滩上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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