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错综的“暴”困扰着历代学人，小
文梳理出主要脉络进行简约解读。
“暴”是“曝”的本字。暴的肇始

甲文（图一）构形是太阳（“口”形）下
为鹿头（代表鹿皮，并泛指各种动物
皮）。必须指出，以有“嘴角”（左右
竖画出头）的“口”形作日，当是流传
过程中民间的误写。活化石般的暴
的初文，是狩猎采集时代的先民一
种生活场景描绘与生存理念体现。
古人狩猎为生，猎物取肉食用，湿的
毛皮易腐烂发臭需脱水保存，于是
烈日下曝晒鹿皮，留待冬天穿着用。
进入农耕畜牧时代，大家聚众

而居，捕获猎物发展到饲养驯化的
动物，采集野生植物发展到种植棉
花、纺纱织布，种植谷物蔬菜。社会
发展，为着装晒鹿皮的现象少了，于
是相应的“暴”字，也顺应时代，演绎
出新款。一款金文“暴”（图二）鹿头
没有了，字中为清清楚楚有太阳从
地平线升起的“旦”字，旦下左右为
普照的光芒。再下为木，泛指万物，
太阳光芒普照万物，并具体展示沉
甸甸被晒的“来”穗，来（來）是禾麦
形状，在“暴”中泛指所有成熟谷物。
中国封建社会开端的秦朝规范

了战国时的齐楚燕韩赵魏六国古文

字（金文），诞生出小篆。小篆“暴”
（图三）字形又有变化，中间为代表
五谷“米”字。甲文米是散开的米粒
（图四），一横是整理用的棍子，小篆
演绎成分隔的十字格。暴的左右象
形为两只手，整个字形则表示恭恭
敬敬双手捧出米粒（甲文“出”是远
古先人一脚跨出住的洞穴
形）或持十字框，铺弄着米
粒，让米粒接受“秋阳以暴
之”（《孟子 ·滕文公上》）。

汉代孔鲋编《小尔雅》：
“暴，晒也。”暴作晒的义项时读p?

音。小篆“晒”（曬，正字繁体保留古
汉字元素），丽指美丽的鹿角，鹿指
鹿皮，加日即阳光下晒鹿皮，这一境
况与“暴”的甲文同。鹿皮与成熟谷
物在阳光照射下，由此“暴”引申为
显露、暴露义项。捕获猎物，尤其是
捕获猛兽不易，人兽之斗，都需搏
命，暴的义项就含残暴、凶暴、暴力、
暴行、暴动。顺语，甲文有款人虎
缠斗形的字，演绎到正体字是通暴

的“虣”。
隶化后

肇始正体字

对应小篆“暴”的字，保留了日下双
手捧出米形，后简化演绎作暴。此
“暴”误将篆文字形中的出、廾（双手
捧出形）写成“共”（双手捧器物形），
此变化尚合乎字理，也简得可以，但
将篆字中的米误写成“氺”（水的异
体），暴字没了主角米就无厘头了，
而氺仅仅比米少一画，这是先人的
“简化演绎”失误。

加部首的暴属字演绎着不同的
暴义项。举几例：1.由于暴字他用，
加日“曝”，此字有两个日，强调阳光

的暴晒。2.加水“瀑”，水势
汹涌。3.加火“爆”，猛然炸
裂或迸出。4.加口“嚗”，脾
气暴躁或声音嘈杂（人兽之
斗搏击声咆哮声不绝）。5.

加衣（糸）“襮”，穿着醒目。南宋袁
文《瓮牖闲评》：“古者三军衣服上下
如一，为之主者，不可以自表襮，以
防敌人之窥伺而已。”6.加牛“犦”，
一种颈背部高高隆起似驼峰的野
牛，与其他牛在一起很显眼。
赘语，查历史文献，“暴”还是中

华古姓。殷商时期，各据一方的诸
侯中有位暴公，其国即为暴国（今河
南省修武县）。
“暴”的演绎，同“暴”的演绎一

样，绮丽缤纷蕴含奥义的所有汉字
都在时代的变迁下诞生，并在顺应
时代的变迁而演绎、汰换中形成的。

徐梦嘉 文/图

“暴”的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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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的门关着，但有一串
钥匙挂在门锁上，还能听到门
里面有人走动的声音。我思忖
了一会，遂则一边轻轻叩门，一
边说：Hello！听到门里传来：
Coming！我慢慢推开大门，并
随手把钥匙串取下。这是怎么
回事？

昨晚我们从圣
托里尼岛乘蓝星号
邮轮返回雅典入住
酒店，今晨起床惊
喜地发现从客房竟然能看到远处雅典
城的主要标志——卫城。可惜卫城被
一座电信天线分隔成两半，拍摄的照片
都是废片。心有不甘，我与妻子决定去
酒店较高层试试。这是一座多层中型
酒店，我们逐层而上，但都没有发现合
适的拍摄处，直至顶层。
进入顶层房间后，发现原来这是酒

店综合管理办公室。一个中年妇女正
在忙碌着。她看到钥匙串非常高兴，原

来她忘记放在哪里了，正在寻找。她一
再向我们道谢。我们提出能否到屋顶
平台去拍照？她伸出一个手掌，说只能
给我们5分钟拍摄时间。我们向她道
谢后即跨入平台，这个拍摄场地不要太
好啊！晨曦中一眼望去：视线掠过一大
片房屋、教堂向前延伸直至远处，聚焦

于建筑在山岗上的
卫城。尽管有些薄
雾，但位于卫城中
心的帕特农神庙仍
清晰可见。因只有

5分钟时间，我们匆忙拍了几张。回到
客房后回看，感到很满意。回国后马上
把照片输入电脑，稍加处理，屏幕上就
重现了我们在酒店屋顶平台看到的
景色，大气，很精彩！我们在雅
典原已经拍了一些卫城照片，
也曾看过许多别人拍的卫城照
片，但没有看到过从如此视角
拍的。这张照片迅速获得了许
多人的好评，称之为佳作。

陆继枬

“奇遇”雅典卫城

陆文夫的小说《美食
家》发表后引起轰动效
应。改革开放年代，生活
改善了，人们已不满足粗
茶淡饭，而开始向往美
食。上影厂决定将小说改
编，拍摄电影，由徐昌霖导
演。电影剧本忠于原著，
只是个别地方有点改动，
增加了一个人物，金经理。
当时拍

电影酬劳很
少，但此电
影拍美食，
又 在 苏 州
拍，必然有好吃的，演员都
想争个角色。金经理一角
一直没定。副导演张秀芳
对徐导说，《代号213》里有
个演医生的，喊来你看看。
当天，我接到传呼电

话。翌日上午赶到电影
厂。徐导坐在草地上，叫
我脱下草帽，又聊了一会
儿，就喊：“秀芳，就这演
员，定了。”又对我说：“今
天下午跟我去苏州拍戏。”
“不行，我今天在配音，

《华佗与曹操》里有戏。”
“那好办。”说着他带

我到门卫室，拿起电话：
“（黄）祖模啊，我是昌霖。
和你借个人……”打完电
话，他说：“讲定了，上午把

你的音全配完。”
也许是缘分。下午，

我坐他车去苏州，路上知
道我是中文系毕业，徐导
很高兴。过些天，他便带我
一起去陆文夫家拜访，听取
原作者对电影拍摄的意见。
那是典型的依水而居

的苏州民宅。陆老师把我
们请上二楼他的书房，又

让管阿姨倒了两杯碧螺春
茶来。闻着清香扑鼻的茶
香，眺望河面及远处的银
杏桥，再回看陆老师亲切
儒雅的模样，我的拘束感
顿然消失。
金经理这个角色，原

作中是三个人物。第一个
是南下部队进城前分配工
作的老组织部长，他早年
毕业于交通大学的机械
系。第二个是“文革”后，
一位分配工作的年轻的组
织部同志。第三个是位参
加丰盛家宴的老领导。现
在合为一人。陆老师说这
个人物戏不多，但是个承
上启下的重要人物，电影
集中为一人，更好。他的

话不多，却给我掌握人物
分寸极大启迪。
美食家朱自冶和高小

庭由夏天和王诗槐扮演。
这两个人物，似乎就有作
者的影子。孔碧霞一角，
书中描写中应该更妖艳，
但后来看了詹萍萍表演，
他十分首肯，詹萍萍是评
弹演员，一口苏州话“糯是

糯得来唔勿
啥闲话啦”，
电影中评弹
也 由 她 唱
的。导演徐

昌霖杭州人，却曾长期在
苏州，对朱鸿兴的头汤面、
陆稿荐的酱汁肉、玄妙观
的油炸臭豆腐、松鹤楼的
传统苏帮菜等等，从小耳
濡目染，且亦为吃客。
不过，陆老师对影片

中出现的美食依然要求很
高，因为电影画面的感染
力更直接。这一点，后来
在拍摄时完全做到了，所
有的菜都请苏州名厨烹
饪。尤其是最后高潮戏，
朱自冶为争得烹饪协会主
席的头衔，特意让孔碧霞
准备了一席丰盛的佳肴。
这一桌色、香、味俱佳的盛
宴使人叹为观止。番茄虾
仁、松鼠鳜鱼、蜜汁火腿、
翡翠包子、水晶烧卖……
真是举不胜举。
松鹤楼名菜中还有道

“白汁鼋菜”，主料是阳春
三月的大鳖（甲鱼）去骨清
蒸。拍摄前，摄制组专程
去宜兴定制了一只外形逼
真的鳖状陶瓷盘，
甲鱼身体为盘身，
硬壳为盘盖，选用
两只硕大的甲鱼，
完全剔骨，装入盘
中，辅以佐料清蒸，而且加
入蜜汁，使其鲜美中略有
甜味，是苏帮佳肴特色，称
之“蜜汁鼋菜”，揭开盘盖，
奇香扑鼻。这道菜拍完戏
当天，正值一批外宾到店，
他们再三恳求，愿以八十
元高价买去，我们为了表
示中国人民的友谊，显示
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
统，当即予以转让。
盛宴高潮是一只三

套鸭，即把一只鸽子塞在
鸡肚里，再把鸡塞到鸭肚

里。拍摄时，徐导又出新
花样变成四套，把鸭子再
装在一个大鹅里，烹饪后
像是一只硕大的整鹅趴
在船盆里。船盆的四周
放着一圈鹌鹑蛋。鲜美
异常，且美不胜收。这一
切，令已为饮食公司总经
理的“金经理”也感叹不
已。拍摄时，我还写了篇

文章《电影〈美食
家〉中的美食》，给
徐导看后他也即
签名，不久发表在
相关杂志上。
以上这些，向陆文夫

汇报了，他十分高兴，尤
其是影片完成后，据说他
看了样片，更觉欣慰。电
影《美食家》没有辜负小
说《美食家》之声誉。
顺便说一句，这个剧

组制片部门确实非常辛
苦，为一只佳肴常常多次
奔波劳碌。电影中美味佳
肴，我们在拍摄时是无法
品尝的。大热天，几只千
支光照明灯照着，一个镜
头拍很长时间，半天下来，

有的菜就变味了。于是喷
香水，再拍，演员还要装模
作样吃，不停称赞。
我非常高兴和夏天、

王诗槐、叶志康等演员合
作，学到不少。我们住苏
昆剧团附近招待所，拍完
戏，常和诗槐散步，谈艺术
和人生，收益颇丰。尤其
是，剧组吃饭就在松鹤楼，
让我们也品尝到了苏州美
食，名厨烧的炒鳝丝、松鼠
鳜鱼等令人经久难忘，至
今想起还馋涎欲滴。
如今，陆文夫老师已

经走了，夏天和徐昌霖等
老一代艺术家也去天堂继
续和陆老师谈论《美食家》
了，但舌尖上的中国，是源
远流长、代代传承、永久不
息的。

汪正煜

陆文夫和电影《美食家》

母亲已九十六岁高龄，没什么
器质性疾病，眼不花，可以为她媳妇
穿针；耳稍聋，跟她说话总像在吵
架；饭量比我们大，较少吃肉，最喜
鱼、虾、蟹。子女个个孝顺，不想去
养老院，唯一的烦恼是孤独。她性
格爽直，喜欢说话，也喜欢热闹，但
这些在现在恰恰是最奢侈的欲求。
这个年龄的老人健在的已很

少，所以母亲已没了朋友同事，连同
龄的邻居也没有。她识一些字，但
没能力看书读报，看电视也不能理
解国际大事，更不懂那些日新月异
的新科技，只能天天看《老娘舅》《嘎
讪胡》。很多时候电视里闹猛得很，
母亲却已在沙发上垂头睡着了。
每年秋高气爽季节，我会接她

来我这里住一阵，但不大敢告诉她
具体时间，因为一知道时间，她就早
早地期盼，晚上也睡不安稳了。这
次我对弟弟说下午四点到，他一不
小心泄露了信息，结果那天下午一
点开始母亲就门里门外地来回踯
躅，等我四点到达时，她已经等在靠
近大路的别人家门口了。
我和先生虽已退休在家，但有

各自的事要做：先生一天两顿买汏
烧，任务繁重，晚上还要游泳、读书
看报；我自己除了读书报外还喜欢
做衣服、写点小文章、健身，与同学、

同事聚会，很少有时间陪在母亲身
边，和她说话。
想起“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古

训，我和先生尽量找时间陪伴她，
找话题和她聊天。不过很快发现
了一个无奈的事实：即使我陪在她
身边，也不知和她说些什么。她记
得的那些陈年旧事，重复了不知多
少遍，我不可能爱听，只能“嗯嗯
嗯”地敷衍；我说的话，她又
不感兴趣，有的也听不懂。
但每当我因写文章，询问她
一些以前的人和事时，她就
会兴致勃勃、滔滔不绝地说
个不停，弄得我没办法，只好找个
时机打断她。
我也发现，人老了就像个孩子，

对子女有很强的依赖性，希望你随
时在她身边。我在一楼，她就待在
一楼；我到二楼，她会跟到二楼；即
使不说话，也坐在旁边默默地看着
你忙。万一我有事不得不外出，必
须告诉她回家的时间，如果在约定
的时间没有回家，她会很生气地给
我脸色看：“哪能到现在才回来！”

母亲最开颜的时候是孩子们回
家，下班回来的孙辈问候她，玄孙辈
放学进门争着叫她“太太”，这时她
最是兴高采烈。晚饭时大家东拉西
扯地说今天发生的事，她也会不时
地插进来发表意见，即使无人理会，
她也觉得开心。可晚饭一过，我看
书看报打毛线或去健身，先生去游
泳，孙辈各自拿起手机，玄孙一辈忙
着赶他们的作业……这时，母亲又
只剩下一个人，落寞地坐到沙发角
落里，独自发呆。
最近，母亲发现了一件让她欢

喜的事，就是看孩子们放学。小区
斜对面是一所小学，每天下
午放学前，母亲就提前出
门，坐在小区门卫室，看到
孩子们雀跃着涌出校门，不
由自主地咧开嘴笑，暂时忘

记了自己的孤独。晚饭时她就有了
话题，向我们报告今天的所见所闻。
由母亲想到我们自己，不由得

有点“前怕”：多少年后老了，会不会
也陷入如此境地？转而一想，又释
然：现在整个社会正花大力气做好
养老这件事，相信到那时的养老体
系将更完善；而我们这一代人都有
文化，有书报杂志可读，有喜欢的事
情可做，或许不会这么孤独吧？
但愿如此。

赵丽芳

母亲的孤独

搬来城外，在院墙边种下一棵2米
高的橘树，等着冬去新枝萌芽、春来花
开闻香和夏深叶茂结果，也等待着满树
的橘子随秋而至，由青变黄、由黄渐向成
熟，收获一棵树充满诗意的四季轮回。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

时。”诗意的秋日里，蓝色的天空慢慢淡
去刺眼的光芒，青果渐渐抹上浪漫的橘
黄和橘红，一年的等待全都挂在了树枝
头。橘树仿佛信使，一树红笺写满深

情，捎来了秋的风姿和消息。秋风未凉，抬头仰望，让
人感觉有些意外的是，满树的橘子早已金灿灿了；让人
感到戚戚的是，还来不及采摘，点点橘红渐渐褪色，开
始一个个由饱满变得憔悴。
等待中迎来友人来赏橘。满树的果实有一些坠落

地上，更多的还挂在枝头。捡起坠落的一只橘子尝鲜，
口感偏酸；可每个来赏橘的朋友，看见一树的绿叶黄
红，品尝之后却感甚是欢喜和甜蜜。等待这一刻的树
下相聚很久了，感受到热切的氛围和芬芳的温存。
江南人家多橘柚，种下一棵橘，等待点点红。播种

与等待，播撒希望和爱的种子，等待自然而然的发生和
消失，等一切无可拒绝的美好和感伤；也是通过挂在橘
树枝头的等到，领会生命的因缘，感受生命的存在、锦
绣的年华和落日般的从容。又或是，把等待的思念托
岁岁橘红放飞，捎给远行的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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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
红”，今年初夏的五月，我在夜光杯写下
《花儿已过百日红》，向广大读者朋友分
享了书房内仙人掌（黄毛仙）“突冒出几
点如血喷又如淬火点燃般的红点绽放
了三四个月之久”，打破了“花无百日
红”的普遍认知。中秋国庆双节过后乃
至月底，这盆黄毛仙中“两处健康红艳”
竟一直盛开着，花期超10个月之久，且
丝毫未有花落衰败之意，指甲盖大小的
层层红色花瓣依然怒放不息！愚又惊
又喜中速速写下此小文，颇为感慨不
已。也不知道这种有“超长服役”花期
的仙人掌在它的故乡墨西哥是否常
见？到底还要开多久？还有多少被人
总结的所谓“常言”会被打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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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暴（甲文） 图二 暴（金文） 图三 暴（小篆） 图四 米（甲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