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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北欧神话中有
个矮人部族，他们
生活在深山或地下
的矿洞里，以善于
冶炼和打造器物而
闻名。丹麦手抄本
《诗体埃达》记载，
主神奥丁杀死巨人
尤弥尔后，尤弥尔
腐坏的尸身诞生了
两种精灵，一种是
光明精灵，另一种
是黑暗精灵。黑暗
精灵，就是矮人。
那么，在中国神话
中，有没有矮人
呢？答案是肯定
的。
《山海经》中记

载了四个矮人族，
其一在《海外南
经》：“周饶国在其
东，其为人短小，冠
带。一曰焦侥国在
三首东。”晋代学者
郭璞注疏说：“其人
长三尺，穴居，能为
机巧，有五谷也。”这个“能
为机巧”的考语，倒和北欧
神话中善于制作器物的矮
人有几分类似。其二在
《大荒东经》：“有小人国，
名靖人。”郭璞引《诗含神
雾》注疏说：“东北极有人
长九寸。”同样的记载还出
现在《列子》中，“东北极有
人名曰诤人，长九寸。”两
者的记载除了名目略异，
恐怕指的是同一个矮人
族。其三在《大荒南经》：
“有小人，名曰焦侥之国，
几姓，嘉谷是食。”《法苑珠
林》卷八说：“焦侥国人长
尺六寸，迎风则偃，背风则
伏，眉目俱足，但野宿。”对
焦侥国人的身高给了明确
说明。《大荒南经》中还有
另外一个矮人族的记录：

“有小人，名曰菌
人。”神话研究专
家袁珂先生认为，
周饶、焦侥音近，
是侏儒的声转，指
的都是身材短小
的人。
《太平御览》

中收录了一则源
自《博物志》的故
事，但这个故事不
见于今本《博物
志》，可能是《博物
志》的佚文。齐桓
公打猎时，捕获了
一只鸣鹄（大雁），
宰杀后在鸟儿的
嗉子里发现了一
个小人儿，这个小
人儿身穿白色的
袍子，带着剑，指
着鸟大骂。《神异
经·西荒经》中记
载了另一个故事，
说西海之外有个
鹄国，这里男女身
高七寸，为人自然

有礼，寿命达三百岁。行
动快捷如飞，能日行千里，
百物不敢侵犯，但最害怕
海鹄。海鹄一见这些小矮
人，就吞下去，也能寿长三
百岁。被吞入腹中的小矮
人不会死，随着海鹄飞到
千里之外。《神异经》所
载，似乎是《博物志》故事
的补充版，解释了鸣鹄嗉
子里的小人来由，无怪乎
小人儿会大骂那只鸟。
《神异经》被认为是汉代
人东方朔的作品，《博物
志》则成书于晋，晚于前
者。显然两书所载，有相
同的溯源。

此外，《汉武故事》《洞
冥记》《括地志》等典籍中
都有关于矮人的记录，只
可惜都是一鳞半爪。矮人
故事最完整和丰富的，是
成书于明代隆庆、万历间
的长篇神魔小说《封神演
义》，其中有个人物叫土行
孙，他的师父叫惧留孙，是
阐教十二上仙之一。申公
豹第一次在夹龙山崖下遇
见土行孙时，将他当成了

小童子，盖因他身高不足
四尺，面如土色。申公豹
问他跟惧留孙学艺多久
了，土行孙答：“学艺百
载。”书中没交代土行孙几
岁时上山，但从这个回答
也可以判断，这时候的土
行孙起码是一百多岁的人
了，比师叔姜太公的年龄
都大。

申公豹说土行
孙不能成仙了道，
但是可以修个人间
富贵，劝他下山去
商军元帅邓九公帐
下效力。土行孙很听劝，
偷了师父的捆仙绳，投奔
了商军，给姜太公为首的
周军造成了极大的困
扰。书中有一场他和哪
吒对决的描述：

哪吒登风火轮，使开
枪，展不开手。土行孙矮，
只是前后跳，把哪吒杀出
一身汗来。土行孙战了一
回，跳出圈子，大叫曰：“哪
吒！你长我矮，你不好发

手，我不好用功。你下轮
来，见个输赢。”哪吒想一
想：“这矮匹夫自来取死。”
哪吒从其言，忙下轮来，把
枪来挑。土行孙身子矮
小，钻将过去，把哪吒腿上
打了一棍。哪吒急待转
身，土行孙又往后面，又把
哪吒胯子上又打两棍。哪
吒急了，才要用乾坤圈打

他，不防土行孙祭
起捆仙绳，一声响，
把哪吒平空拿了
去，望辕门下一掷，
把哪吒缚定。
土行孙虽然人矮小，

但是智商在线，而且很有
先下手意识。如果哪吒一
直在空中，他是占不了便
宜的。哪吒的战斗力之所
以强，与他擅长远程攻击
有极大关系，乾坤圈、金砖
都属于远程打击性武器。
土行孙把他骗到地上，打
了他三棍，也不多纠缠，直
接祭出捆仙绳将他活捉
了，没给哪吒使乾坤圈的

机会。之后，又用捆仙绳
捉了黄天化。连捉周军两
员大将，姜太公闷闷不乐，
商军这边却是庆功宴开到
二更，土行孙对邓九公吹
大牛道：“元帅若早用末
将，子牙已擒，武王早缚，
成功多时矣。”

为了对付土行孙，杨
戬找到了惧留孙，使之归
降周军。土行孙善于地
行术，在下地行动极为迅
捷，屡建奇功。书中没交
代他的地行术是否为师
父惧留孙所传，最离奇的
是其师一次都未曾用过这
门法术，因此有人提出了
一种假设，惧留孙并不会
地行术，这是土行孙自带
的技能。
《封神演义》一书中有

些人物身份很清楚，父母
兄弟都写得明明白白，上
山学艺的过程、下山的缘
由也都交代了，有清晰的
人生轨迹，比如哪吒、黄天
化。有的则一片空白，谁
家的孩子，早年的经历，籍
贯家世全都没有，土行孙
显然属于后者。就连土行
孙这个名字，也十分可疑，
倒像是因为他擅长地行术
而起的一个诨号。尽管邓
九公曾称他为“土将军”，
但未必他就姓土，他身形
矮小，动作伶俐，像个猴
子，照菩提老祖给形似猢
狲的孙悟空取姓为孙，说
不定“孙”才是他的姓，称
他为孙土行更合适。

明代诞生了很多长篇
神话小说，然而矮人的故
事却止于《封神演义》，再
无踪迹。托尔金的奇幻史
诗作品《指环王》中塑造了
一个勇敢又诙谐的矮人形
象——金霹（Gimli），是矮
人族最后的存在，说不定
是土行孙的外国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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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多暴雨。今天在暴雨中路过
平日常去的小公园，就像无意中去了一
次远方，时间上与空间上都是。散步或
锻炼的人们都消失不见，我似乎成了一
位古人，而且幸运地拥有了自己的私家
园林。又想起朱自清《荷塘月色》中的
句子：“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
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
便觉是个自由的人。”当然，
“苍茫的月下”要改成“如注
的雨中”了。

大雨倾泻而下，天地间
仿佛蒙上了一层流动的灰纱，那些平日
里再熟悉不过的景物，此刻都变得朦胧
而陌生。湖面上，密集的雨点像无数支
急坠的利箭，刺穿水面，激起无数细小而
急促的波纹。整个湖面剧烈地翻腾，跳
跃，水泡翻滚破裂，白茫茫一片。

 和黑水鸡倒是不怕大雨，在水
面上觅食嬉戏，因为没有人类的
打扰，自在逍遥更胜平日。迈着
老人一样步伐的、我叫不出名字
的几只水鸟，在湖中的一处浅滩
上一字排开，静静守候，在古代
田园诗人的眼里，当是一幅充满了闲静
之趣的风景，但我注意到它们眼神锐
利，盯着湖面，身体呈紧绷之势，随时准
备出击，心心念念的恐怕还是美食。淡
红的紫薇上凝着雨露，一颗清澈的水珠
欲滴未滴，我似乎第一次真正明白了什
么是“水滴”。

回来的路上，雨渐渐小了。遇到一
对母子，孩子撑着一把很大的黑伞，母亲
则撑着一把小小的橙色的儿童伞，伞上
还竖着两个透明的长耳朵。显然，母亲
怕大雨打湿心爱的宝贝，跟孩子换了
伞。我遇见他们时，他们停在路上，母亲
在用手机翻看什么，然后对儿子说：“我

查到了，李白的《夜宿山寺》，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
辰’……”可能是孩子背这首
古诗，一时想不起来某个句
子了。这位母亲，其价值排

序必定如我一位同事的宣言：“儿子就是
我的信仰。”这个孩子将来会因为曾被母
亲温柔呵护，也这样善待别人，还是会恃
宠而骄，自我中心，目中无人？我曾跟一
位朋友讨论这个问题，想当然地认为被
爱的孩子，也会将这爱传递给他人。朋
友说那世界上的人（家族）就可以分成两

类——有爱的与无爱的，而事实
上我们都知道，人类的情感关系
错综复杂，人心也幽微难明，这种
两分法非常简单粗暴，不能成立。
我在雨中遇见的这个孩子，

将来会长成什么样的男人？我不知
道。就像我不知道明天的此时此刻会
不会下雨。如果在下，是细雨霏霏还
是大雨倾盆？尽管有天气预报帮助我
们作出大致准确的预判，但世界之神
秘多变，岂是我这样的普通人可以参
透和窥破的？

周春梅

雨 中

迷 宫（中国画）何 曦

在这个盛夏之前，我从没想过
会请自己的学生吃饭。兼职当舞
蹈老师的第五年，面对这份收入不
错的副业，我严格要求自己和一个
个学生保持距离，尤其是幼小的孩
子——在上海这个快节奏、压力大
的环境里，我生怕和任何一个“掌
上明珠”扯上半点教学以外的关
系，怕节外生枝，多说了哪句话让
孩子不高兴或者拿回去和家长杜
撰后，被家长找上门来。
但那天下课后，我却带着

少儿班九岁的小颜一起吃了一
顿午饭，这是她妈妈拜托我的，
因为今天，她妈妈要去和她爸
爸签离婚协议，当那个面色枯
槁的女人和我提起这个请求时，我
竟然鬼使神差地答应了。当我和
已经九岁但是个子明显比同龄人
矮的小颜面对面坐在西餐厅里时，
我才惊觉自己居然打破了“不和学
生私交”的规矩，她坐在我对面，面
无表情，看不出悲伤，对着眼前的
儿童套餐一动不动。
“你不饿吗？”我关切地问她，

同时切着自己手里的牛排。
小颜摇了摇头，这时我发现了

我答应她妈妈请她吃饭，或许是因
为我潜意识判断这个孩子不是个
爱胡闹的麻烦角色。小颜是个平
时就不太爱笑的小姑娘，甚至有些
孤僻。
“你不吃东西，你妈妈会怪我

的，快吃吧小颜，多吃点才会快快

长大呀。”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哄孩
子，只好夹着嗓子搬出她妈妈，说
着一些假大空的话。
小颜的眼睛却突然亮了，“老

师，”小颜突然开口了，“如果我吃
东西，你能告诉我爸爸妈妈今天做
什么去了吗？”然后她的眼睛一眨
巴，泪珠从她眼睛里了掉出来。
“可以呀。”我盘算着，先答应

下来，等她吃完了，我再撒个谎骗
她，就说她爸妈去超市给她买六一

儿童节礼物了，但我心里又隐隐觉
得残忍，哪个小孩愿意自己的儿童
节礼物是“父母离婚”呢？
等小颜吃完了，她问我父母是

不是要去离婚，我点了点头，“儿童
节礼物”的谎言我没能说出口。
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小颜，但是

知道父母离婚后，她反而没有继续
掉眼泪。我不确定她的心情，就开始
紧张地解释“离婚”对于成年人的意
义，我告诉她，离婚，是因为两个人之
间不适合生活在一起，也可能……我
解释了很多种情况，“但总之和你
没关系，爸爸妈妈永远是你的爸爸
妈妈，这是不会改变的，有些关系
可以分开，有些关系却永远无法斩
断，你明白了吗？”
小颜没有回应我的安慰，开始

大口吃冰激凌，我去吧台结账，回
到座位时我发现小颜不见了。一
瞬间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孩子不
会丢了吧，早知道我就不告诉她父
母离婚的事情了！我先问了服务
员，然后又冲出餐厅寻找，结果，小
颜就在餐厅门口的儿童节主题大
玩偶旁边等我。
“老师，谢谢你，我记住了，爸

爸妈妈还是我的爸爸妈妈，只是，
从来没人告诉我这些。”小颜仰起
脸对我笑了，然后她拉着我的
手走回了舞蹈班所在的大楼，
她妈妈在教务处等她，她扑进
了妈妈怀里。
“奇怪，自从我和她爸闹离

婚，没什么时间管她，她已经很久
不理我们了。”小颜的妈妈抱着小
颜，丝毫没有避讳离婚的话题。
“也许孩子只是需要交流，需

要知道你们会站在她的角度思考
吧。”我笑了笑，试着提醒，但小颜
的妈妈好像忽略了我的话，领着她
走了。

孩子的成长总要穿过大雨，但
我们作为成年人，是否应该打着伞
送他们一程？这个夏天会是小颜
永远的记忆吗，我希望不是，我希
望小颜永远忘了这个夏天。

焦雨溪

孩子会穿过大雨

傍晚去河边散步，看到三个人戴着头灯蹲在地
上。他们的周围摆满了各类钓鱼工具，鱼竿自不必说，
不同长度就有五六根，还有大尺寸抄网、不同颜色的浮
漂、线组包、鱼钩盒、各类鱼饵等。这个阵仗多少有点
像在摆地摊。我笑着说，渔具真是不少呢。一个小伙
子抬起头笑嘻嘻地说，是啊，除了鱼，其他的都有了。
一群人仰天笑起来。

细算一下，这几个钓鱼佬的装备真
是不便宜。我想到小时候钓鱼，一直都
是用竹竿。竹竿是自己砍的，绑上鱼线
鱼钩，挖点蚯蚓，就可以去河边了。这
一套工具除了钓鱼，还能钓虾。后来嫌
钓鱼钓虾麻烦，干脆去镇上买了几个虾
笼回来。丢在河里，早晚各去提一次，
总能带回来一些小鱼小虾。后来，还会
去更远的大河边，搜寻毛蟹洞。看到毛
蟹，先用细木棍扎进它身后的土，挡住
它的退路，接着用铁铲用力挖下去。
这些常见的渔具，给童年时期带来了许
多乐趣。

长大之后，我才从电影里知道，钓鱼
的鱼竿上是带轮子的，叫作渔轮。当时
看到，觉得有些滑稽。不管怎么看，那些
收线放线的动作都像是在放风筝。后来
无意中看到一幅宋画。大雪天里，有位老者坐在船头，
拿着一根钓竿垂钓。钓竿上也有一个木制渔轮。拿着
放大镜去看，不禁会心一笑。原来这样的轮子，在七百
多年前就有了。

大概是对渔具感兴趣，逛书店时也会留意这类书
籍。有一回，看到一本书叫作《渔具列传》。给王侯将
相作传的有很多，给渔具作传的还是头一次见到。我
翻了翻书，发现里面每讲一个故事都对应一个渔具，比
如船锚、绳结、抄网、耙刺等。印象深刻的是首篇《船之
眼》。大意是说，渔民造了新船，会在船头钉上两枚铜
钱，一是“造龙点睛”，二是祈愿太平。渔船建成之日，
渔民们大摆宴席，连路边的乞丐也被请了过来。是夜，
乞丐凿下船头的铜钱，跑去了他乡。过了几日，这些出
海的船只遇上了风暴一去不返。

这些故事颇有些传奇，又都跟渔具有关。我买了
一本邮寄给我的舅舅。我的舅舅是当地有名的捕鱼好
手，他能通过水面气泡判断水底藏着的鱼，还能自己研
发钓鱼的饵料。有一回，他用酒和香油浸泡过的甜玉
米，钓上来一条二十多斤的草鱼。至于渔具，家里更是
数不胜数。除了钓鱼工具外，他还热衷于买不同尺寸
的粘网、手撒网、蟹笼和鳝笼等。

夏天里，我回去看他。我问他书看了没有。他挠
了挠头说，看了一些。接着，他笑着说，关于这些渔具，
我也有一些故事要讲。我等待着。他说，靠着这张粘
网，他捕了上百斤的鲫鱼，用撒网打上来过甲鱼，蟹笼
里错捕过一条水蛇……

看到墙上挂着的连体捕鱼裤，舅舅停了一会儿。
舅舅说，这条裤子救过我的命。我疑惑地看着他。他
说，有天晚上，他划着船去河中央收粘网，没想到水浪
很大。小船倾斜，他掉进了水里。暗流带着他往下游
而去，他怎么也站不稳。就当他这条命要交代在这里
时，他猛地解开捕鱼裤的束腰带，让冷水灌进来。捕鱼
裤里水越灌越多，他的身体越来越沉。他缓缓沉到了
水底。这时，他的双腿能在河床上站稳了。他锚定一
个方向，一点点往前走。他走啊走，终于双手碰到了枯
枝。他知道，他很快就能走到浅滩上了。

徐

畅

渔
具
的
故
事

我接来我的

狗，她拉着她的

小提琴，日复一

日，感情渐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