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15
2024年9月30日 星期一 本版编辑∶沈琦华 编辑邮箱：xwq@xmwb.com.cn

和汉人傣
人他们不一
样，我们都是
在山上。我们
脚下的地就是
山，和他们的地也不一
样。所以 尼人的世界，
更多时候是云雾缭绕的世
界。云雾让 尼人不能够
看得很远，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的东边和北边是汉
人，西边和南边是傣人，更
远的地方还有些什么人，
我们就不清楚了。
有一天，那些更强壮

的汉人忽然聚在一起，齐
心协力向空中吹气，力图
将那些云雾吹开，能看到
远处，能看到天空的样
子。可是那些云雾太浓太
厚，即使被吹开一点，又重
新聚拢到一起。也许是神
灵感应，那些不那么强壮
的傣人也聚到一起，同时
挥动硕大的芭蕉叶子扇
风，同样是想将云雾扇开，
力图看得更高更远。他们
同样白费力气。
汉人没有气馁，他们

想方设法造了一块巨大无
比的蓝色巨幕，从东向西铺
在云雾中间。傣人也没有
闲着，造了一块黄色的东
西，从西向东铺在蓝幕的下
方。汉人傣人齐心协力，造

了许多巨大的柱子顶在两
块东西之间，云雾终于被分
开了。汉人造出了蓝色的
天，傣人造出黄色的地，那
些顶在中间的柱子，也变成
了耸立的高山。

有了天，又有了地，天
地之间便有了风，地上也
便有了水。有了水的滋
养，各种植物开始茁壮生
长。水里有了鱼虫，也便
有了鱼，神龙成了水
中的主宰。上天给
了神龙神奇的力
量，于是神龙造出
了飞禽走兽，造出
了鸡鸭牛羊猪马。世界有
了今天的模样。

我们的祖先留下了这
样的故事。有一点我不懂，
为什么造天造地的不是
尼人，是汉人和傣人呢？我
们有我们的世界，有我们的
天我们的地，为什么我们的
世界不是我们自己造的，而
是外人造的呢？

基诺人的故事不一
样。他们没有我们这么多
的云雾，他们那里最初只
有洪水。在滔天的洪水
中，出现了一个巨黑的怪
物，它在水中嬉戏，上下翻
滚漂浮。某一天，它忽然
裂开了，从里面出来一个
同样巨大强壮有力的女
人。她居然把原来那个大
怪物的一半身体高高举
起，另一半身体被她踩在
脚下。这就是最初的天空
和大地。她是基诺人的创
世女神。

女神不想一直由自己
来支撑天地，她有许多事
要做。她要把自己解脱出
来。于是她将天和地做成

了蛋壳一样
的 拱 形 结
构。她发现
虽然不用她
支撑了，但是

下凹形的地面并不适合站
立和行走，于是她向不同
的方向扯动地面，试图把
它拉平。大地太大了，想
拉平太难了，于是她东扯
西扯，将大地扯得皱皱巴
巴。那就是后来的高低起
伏的山丘。

女神用双手造出大
地。她觉得大地光秃秃
的，于是将沾满泥垢的双

手来回搓动，散落的
泥垢落地后长出了
青草和树木，大地上
满是青翠。女神满
心欢喜，吐出口水，

让茂盛的植物更加郁郁葱
葱。她发现泥垢是好东
西，索性将浑身上下的泥
垢搓洗干净，用这些泥垢
捏成各种各样的大小生
灵。于是天上有了鸟，地
上有了各种动物，水中有
了各种鱼虾，世界一下子
热闹起来，热闹之后便是
混乱不堪。弱肉强食的法
则让世界充满了争斗和杀
戮。这样的情形令女神很
不爽，她于是造了七个太
阳，她要终止这种混乱，她
要晒死他们全体。她要七
个太阳永不休息。太阳很
快完成了它的使命，所有
的生命都被晒死。

女神自己也不能够忍
受无边无际的炎热，于是她
发动了一场大水，淹没了世
界。但她有一个弱点，怕寂
寞，她决定留下人种，把一
对男孩女孩放到一面大鼓
里，让鼓漂浮在洪水之上。
洪水退了，男孩女孩走出大
鼓，他们发现鼓里有三颗种
子，他们知道这是女神给他
们重生的礼物，那是葫芦的

种子。男孩女孩是人类的
祖先。

那粒种子被种下，最
后长出了一个巨大的葫
芦。葫芦向山下滚落，所
经过之处，首先长出了青
草花卉和各种小树。有了
这些可以做食物的植物，
也就有了各种各样的动
物，同时有了各种各样的
鸟类，世界恢复了生机盎
然的模样。男孩女孩做了
男人和女人，繁衍出后来
的基诺人，形成了基诺人
的三个大的族群。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
基诺人的故事。基诺人的

世界是由女人造就的，女
人生来便是母亲，女人生
养了我们全体。女人太像
是大地了，所以我们也会
将土地称为母亲。
我们布朗人的故事有

一点不一样。这个世界最
初既没有蓝天，也没有黄
色的大地，和你们 尼人
的世界很像，到处都是雾，
大雾无边无际。
有一道光从上面下

来，向四面八方蔓延，将浓
雾赶上了高空，化作白云在
空中飘荡。大地升起蓝色
的烟，铺满了我们的头顶上
方，那就是我们看到的蓝
天。我们脚下的地方一直
在沸腾，很久很久以后，沸
腾停止了，脚下变得又冷又
硬，呈现出它本来的黄色，
那便是最初的大地。
当初的沸腾，使大地

在冷却之后凹凸不平，那
也是最初的山地和土地。

大水顺着地势向低处汇
聚，大地上有了河流湖泊
和海洋。

主宰一切的天神，先
是在十七层天上造了一座
天宫，让天神天仙们陪伴着
住在天上。天神向下俯瞰，
海洋中的各种妖魔鬼怪彼
此争斗厮杀，于是派了龙王
下海，为他造了一座龙屋，
由他管理海洋中的虾兵蟹
将和各种鱼类。海里有了
生气，天神转向了大地，他
扔一把种子下去，大地长出
了各种各样的植物，马上变
得草木葱茏。

天神最后撒下了一群
飞禽走兽，每种动物都有
对应的植物作它们的食
物，同时他还规定了那些

繁殖速度很快的动物作为
另一些动物的食物。一个
秩序井然的世界完成了。
天神终于可以在天宫中尽
享天伦之乐了。

老人家，你觉得我们
布朗人的故事比基诺人的
怎么样？你还是更喜欢基
诺人的故事吗？

马 原

头上是天 脚下是地

上世纪80年代，井冈山的
交通还很落后，主干道还是砂
子路，村路是土路。交通工具
也落后，全山只有一辆伏尔加
轿车和两辆北京吉普车。大卡
车也少，全山加起来只有20辆
左右。各乡只有几台“铁牛”，
农忙时下田，农闲时，卸下犁
耙，挂上拖斗跑运输。汽车少，
就显得很金贵，想搭一次车真
不容易。有一次，我在黄坳想
搭便车上茨坪，等了半天，没一
辆车过黄坳，只好“一、二、一”
地上山。

1985年9月下旬，我“乡巴
佬进城”，从乡里到井冈山物资
局工作，物资局有货车，山上工
矿企业需要的金属、化工、机电
产品，全靠货车一车一车拉上

山。
记得，刚去上班没几天，国

庆节，我第一次随局里的货车
去吉安拉货，早上6:00从茨坪
出发，到碧溪三峰地段时，已是
8:00左右，只见公路两旁
三三两两结伴上学的小
学生，有戴红领巾的，还
有没戴红领巾的“细伢
仔”，看到大车驶近，纷纷
迎着寒风向我们的车、车上的
人敬队礼！有的还向我们喊
着：“叔叔好！叔叔好！”
驾驶员可能经历过这场

面，见红领巾向我们敬队礼，就
不停地鸣喇叭回敬，我呢，连忙
摇下车窗，向他们挥手回敬。
望着那些从山里走来的孩子，
望着那一双双真诚、明澈的眼

睛，望着那一个个标准的队礼，
心里真惊喜、感动啊！
一路上，司机向我介绍，去

吉安拉货，从茨坪到碧溪的公
路上，白银湖、罗浮、石狮口、厦

坪、拿山等，只要是上学、放学
时间，红领巾们见到路过的大
车小车，都会敬队礼。
回山后，我想到，我们的货

车在公路上行驶得很快，对于
孩子们来说，仅仅是一闪而过，
怕孩子们看不到我们的回礼，
我特意请驾驶员在驾驶室备一
面小红旗，遇见红领巾，车要开

慢点，副驾驶座的负责挥舞小
红旗向红领巾们示意。
我以为这样的安排，礼节

上做到了“礼尚往来”，心情也
平静了。

没想到，又过了一
年，当我真正了解到红领
巾们为什么向我们敬礼
的缘故，平静的心被震撼
了！井冈山政府工作人

员中，有个游友根，家住碧溪乡
的游家村，国庆节，学校放假，
他托我去吉安拉货回来时，路
过游家村，顺便把他的儿子毛
仔带到他身边玩几天。当天傍
晚，我们在游家村接到了毛仔
就回山。路上，我问毛仔：“毛
仔，你上学放学时，见到公路上
的汽车，会敬礼吗？”

“当然会！”他回答得很坚
定。
“为什么呢？”
小毛仔仰起脸，一字一句

地对我说：“老师说了，上井冈
山的，下井冈山的，都是祖国派
来建设井冈山的，我们是接班
人，要向他们敬礼！”
从那时起，我每回上井冈

山、下井冈山，一路上，眼里总
仿佛见到那路旁飘扬的红领
巾、标准的队礼，耳边总响起
1986年国庆节，小毛仔认认真
真对我说的那番话。

袁 山

飘扬的红领巾

晨雾初散，黄浦潮涌，登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举
目四望，万里长江滚滚而来，钱塘大潮风起云涌，苏锡常
扬山水相连，一轮红日冉冉东升，上海新的一天开始了。

黄浦江南北穿越，苏州河东西贯通，
高架隧道首尾相连，公交地铁上下互
通。空港迎来五洲客，高铁送去海上
情。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海纳百川，追求卓越，是你的宗旨；
开明睿智，大气谦和，是你的心胸。兴业
路上举红旗，开辟新天地；浦东开发展宏
图，再当急先锋。立足长三角，手挽扬子
江，面向太平洋，胸怀华夏情。建金融街，圆航天梦，造
大飞机，通磁悬浮，你是经济巨人；左复旦，右交大，兴
海派，育繁花，你是文化尖兵。巨龙腾飞，气势如虹。

太阳升起，绿满申城，老城小巷，梧桐成荫，大街通
衢，车水马龙。跨五十里东海大桥去洋山港看千船竞
发，越三十里长江隧桥到崇明岛见万木争荣。铺开红
地毯，奏响迎宾曲，打开城市客厅，笑迎五洲宾朋。鲜
花港百花齐放，大世界非遗争鸣。漫步南京路，中外精
品，琳琅满目；泛舟黄浦江，万国建筑，巍峨峥嵘。逛城
隍庙大观园，惊古典之美；游明珠塔迪士尼，叹时尚之
新。摩天楼里，CEO运筹帷幄，流水线上，机器人手眼
神通。绿茵场上，好男儿龙腾虎跃，碧波池中，美人鱼
美美与共。听南腔北调，穿西装旗袍，打太极拳，跳芭
蕾舞，唱梨花颂，跑马拉松，有物皆摩，无事不登。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万家灯火，照亮夜空。广场
上，大妈跳起广场舞，老克勒吹萨克斯风。博物馆看埃
及文物展，音乐厅听交响黄河颂。美食街，大红灯笼高
高挂，葡萄美酒夜光杯，钗光鬓影满场飞，酒不醉人人
自醉。大剧院急管繁弦，百乐门琴瑟和
鸣。黄浦江边，苏州河畔，微风徐来，灯
光波影，红男绿女，你侬我侬。

上海，你是英雄之城，你是胜利之
城，你是光荣之城，你是美丽之城，你是
文明之城，你是智慧之城，你是欢乐之城，你是摩登之
城，你是青春之城，你是未来之城。你在我的心中，你
在我的梦中，你是我心中的梦，你是我梦中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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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浪抱着童话，直接漫过沙滩，
每个人的脚印都可以是潮水的象征。
如果脚步不够长，就看看目光

所及之处的航标灯，还有巨轮行驶
过的痕迹。
年轻人的远方不仅仅是诗，它

更应该属于生活的可能性。
就让我站在海浪涌动的地带，

歌唱可能性吧。为年轻人所具有的
弹性歌唱，每个年轻人只需向大海
一望，就会有海鸥飞进他的目光。
每一道浪镌刻下的如果是漂泊，面
对海的浩渺，从一方地理来到另一
方地理，还算是漂泊吗？
而且，这里是年轻人的城。
住下，即回到故乡。
地理上的一个点与世界关联，

当夜幕降临，隐约的潮音衬托出这
个城的安静，我仿佛看到五颜六色
的生动正为年轻人在某处丰富。夜

晚更适合梦想，也鼓励着年轻的人
们爱在一起。是的，看得见的物质

四处雷同着，年轻人的城泊着隐秘
的暗物质，它让年轻人省略各自的
距离，来临港看海。
仅仅是看海吗？
当正在老去的人越来越沉湎于

记忆，年轻人从无休止的海浪中的
某一道中听到了召唤，似乎关于未
来启示性的描绘。
勇敢以及勇敢所需要的条件，我

在滴水湖清澈的瞳孔中看到了承诺。
往事中从不缺迂回，而未来，请

让叹息缺席，让主动性的衰老缺
席。亲临现场的只有年轻和更加年

轻，他们的双臂托举起蓝天，手臂挥
舞，五湖四海的风起云涌便是人类
共同的呼吸。
一切的精神上的镣铐都被年轻

人的钥匙打开，自由的元素仿佛亲
吻着城土的波浪，每一浪都崭新。
海浪不息，创造者不朽！
给一个城市如此命名确实需要

勇气和魄力。
破茧与之后的飞翔，还要有齐

放的百花。还能够让我这样年过六
旬的人往青春的方向活下去，眼里
没有日暮，只有朝阳。
朝阳镀亮了人间，我在年轻人

的城——临港，看太阳慢慢升起。
一阵海潮过后，或捡起一只海螺，或
捧住一颗海星星。
年轻人的城真好，吹响螺号，前

方有路亦有远航；而在阳光下看海星
星，它是青春是理想，也是闪光的爱。

老 风

年轻人的城

走出书斋，换换空
气，几天前去参观了一
次抽象派画展，看到了
莫 奈 的 代 表 作《日
出》。我尤其喜欢莫奈

的那幅《草垛》。莫奈画的《草垛》与我家乡黄淮平原上
的草垛一模一样。我童年时代，夏天常常与几位小伙
伴一起睡在草垛旁，与草垛建立了感情。边看边想起
一件事，当初美术界怎么会不仅不允许抽象派作品参
展，还大骂抽象派为“耻辱”“什么玩意”？好在莫奈有
志气、不服气，自己办了一场名为“落选的作品展”，获
得社会的广泛称赞，从而变落选为首选。

再想想世上哪个成功人士没有经历过挫折？巴黎
奥运会上为国争光的全红婵不也曾在广东被淘汰，差
一点被送回家吗？学术界里这类例子就更多了。

邓伟志

看画展有感

山西地处
黄土高原，气
候干燥，保存
的明清古建筑
最多。一次偶
然地从网上看到一处介绍清代康熙年间
山西的清代府第：陈廷敬的旧居。旧居
宏大，保存完好。陈廷敬，字子端，山西
泽州人，清代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康熙
字典》的编纂者。

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张玉
书、陈廷敬奉旨领衔编纂《康熙字典》。

次年张氏病
故，编纂字典
的事情便落
到了陈廷敬
的肩上，由他

独任总裁官。这部字典是中国历史上第
一部以皇帝年号命名的官修字典，担荷
匪浅，责任重大，可想而知。全书42卷，
依明代梅膺祚的《字汇》和张自烈的《正
字通》增补而来。以214个部首排列，按
12地支分集，共收录字47035个。

陈廷敬为官清正。康熙年间，社会
承平，经济繁荣，世风趋向
奢华，官员贪污受贿屡禁
不绝。康熙二十四年
（1685年），陈廷敬上疏康
熙帝说：“清廉是做一个合
格官员的关键，官员只有
在‘俭’字上当心。自然
会做到‘廉’字。要官员
清廉就要使他们养成节
俭的品质。‘贪’字源于
‘奢’字，古时日用服饰、
婚丧大事，都以‘贱不得
逾贵，小不得加大’为原
则。如今世尚奢华，攀比
成风，于是贪污求利，触
犯法律的人日多。”陈廷
敬提出解决的办法：“上
官廉，则吏自不敢为贪；
上官不廉，则吏虽欲为廉
而不可得。”他的这番言
论，深得康熙帝的首肯。

谢俊美

陈廷敬与《康熙字典》

勐海童话

大
味
必
淡
（
中
国
画
）

石
峰
昂

祖国万岁
（篆刻） 孙 浩

十日谈
国庆节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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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徜

徉在上海的

剧场里，感受

一场场视觉

与心灵的盛

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