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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热得不行，鼻鼻回到家里就
把裤子扒光，撅着个小屁股满屋跑。
直到夜幕降临，才在我反复催促下把
裤子给穿上。晚上给鼻鼻洗澡的时
候，鼻鼻指着右腿膝盖叫唤着疼，并
问我：“妈妈，为什么我这只脚疼啊？”
我顺便给鼻鼻上课：“谁叫你不肯穿
裤子的？腿给冻着了，这会知道疼
了。”鼻鼻马上反驳：“可是妈妈，我两
只腿都没有穿裤子，为什么只有这只
腿疼啊？”鼻鼻还没学会说一“条”腿，
但是这发散思维求异导向够精准的，
不到5岁的孩子直接把我怼无语了。
很久以前看过的一个笑话，记忆犹新
——老太太一条腿疼痛难忍，医生得
出结论是年纪大的缘故，老太太不服
气：“我两条腿腿年纪一样大好吧！”
这回鼻鼻的质疑和老太太如出一辙。

被鼻鼻清新文艺的脑回路强烈
冲击最早发生在他快1岁的时候。那
天我搞卫生时突然想起放在床头的
鼻鼻，赶忙走进卧室。只见鼻鼻在床
上躺得挺舒适，一边翘着二郎腿，一
边抠着鼻屎放嘴里嚼。动作娴熟、表
情自然，这肯定是鼻鼻的私密日常
了。我正琢磨着怎么去纠正，鼻鼻品
着品着，猛然想起了什么似的，一抬
头看到我在跟前，立马眉开眼笑把手
指往我嘴里塞。我大惊失色：“脏死
了！不能吃的！”当时鼻鼻还不会说
话，那狐疑的小眼神超级呆萌，分明
在说：“可是妈妈，我把自己最爱的美
味和你分享，你咋拒绝得那么夸张
呢？”曾经学过的一段英文故事瞬间
在脑海闪过：绅士常把自己最爱吃的
食物喂猫，终于有一天猫回报给绅士
一只老鼠，并准确地扔进了绅士的餐
盘。鼻鼻的回报和猫儿高度类似，鼻
鼻的疑惑和猫儿大概也大同小异吧。
怪不得父母们总喜欢把娃儿叫做“猫
儿、狗儿”的，还真契合。

鼻鼻清新文艺的脑回路往往自
带喜感。那时鼻鼻 3 岁多点，吃饭拖
拖拉拉，多次警告无效之后，自然被
粗暴对待了。快速回到吃饭主题才是
正理，我调整战略又打又拉：“不哭了

不哭，快吃饭。还哭又要打了！”鼻鼻
憋着委屈抽抽搭搭强咽了一口饭，伤
痛难忍：“可是妈妈，我还想哭一会。”
随即洋洋洒洒放声大哭。打痛了还不
许哭，真没天理了。鼻鼻不再疑虑，各
种伤心、委屈化为小儿特有的憨萌，
让人忍俊不禁又心疼不已。

最近鼻鼻思维进步神速，不满5
岁的小人儿竟然和我探讨起了人类
终极问题。我原以为学校、家庭两点
一线，环境足够单纯。了解到生老病
死的人生常态，鼻鼻害怕了，上学路
上连连和我说：“妈妈，我不想死，为
什么人会死啊？”鼻鼻这点像极了他
二舅，小小年纪就爱思考，都要变成
思想家了。到现在鼻鼻二舅小时候类
似思潮奔涌的故事还被百般笑话。不
同的是相似年龄段的鼻鼻二舅不敢
上二楼，害怕房子突然塌了。当时整
个县城还是两层的木屋居多，现在县
城十层以上的高楼遍地都是。鼻鼻不
怕高楼，最爱坐电梯。真搞不懂必然
的自然规律咋劳心费力去伤那脑筋！

鼻鼻问：“妈妈，你更老了会死
吗？”我说：“会。”鼻鼻问：“那我更老
了会死吗？”我说：“不会。”鼻鼻问：

“妈妈，为什么你更老了会死，我更老
了不会死呢？”我说：“因为妈妈想你
活着。”鼻鼻说：“可是妈妈，我不要活
着，我要和你在一起。”我停下来认真
看了看我的鼻鼻：“你不怕死了吗？”
鼻鼻的回答差点让我落泪：“妈妈，我
要和妈妈在一起，我不怕死。”鼻鼻不
再疑惧。其实孩子对父母的爱更多、
更纯、更炽烈，每一颗赤子之心都是
稀世之宝。我轻抚鼻鼻的头：“宝贝，
你好好读书，长大了做个最厉害的医
生，那种什么病都能治好的医生。人
没病了，就能活好久好久，懂吗？”鼻
鼻终于露出了笑容：“妈妈，我知道
了。”脚步变得轻快了。

思考是最用力的成长。孩子见识
越多，思域越广。同时得到涤荡和升
华的，还有母亲的心灵，就算没有掌
声，总能露出会意的微笑。

（周芳，任职于绥宁县民政局）

思考是最用力的成长
周 芳

“跨年夜”看了常远自编自导自演
的新喜剧电影《温暖的抱抱》。这部电
影讲述的是一个强迫症患者鲍抱在绝
望到要自杀的时候，在女主宋温暖和
身边的人帮助下，逐渐被治愈的故事。

看完之后，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
我自然地会想，鲍抱为什么会得强迫
症？我认为主要是两个原因造成的：

第一，鲍抱生长在一个特殊的家
庭。他的父母都有强迫症，电影中主
要表现的是我们俗称的“洁癖”。因为
洁癖，鲍抱的父母是没有肌肤之亲
的，所以鲍抱是一个试管婴儿。也因
为父母的洁癖，鲍抱成长的生活环境
与家人之间的互动模式都与普通孩
子不一样，更不能奢望来自父母亲人
的抚摸、拥抱、亲吻，所以父母想通过
取名叫“鲍抱”来补偿对他的亏欠。鲍
抱在这种家庭中长大，这种模式是他
熟悉的、习惯的，是他与父母共同拥
有的，是他能时刻感受到父母的模
式。所以他就会通过一些与父母类似
的行为来感受父母的存在，与父母发
生连接，让自己一直待在与父母的关
系中，这样就可以缓解他心中原始的
分离焦虑。特别是他这样一个从来没
有体验过父母抚摸拥抱的孩子，他的
分离焦虑比一般孩子更强，他会以为
爸爸妈妈不和他有肌肤之亲，是他不
够好，父母不喜欢他、不想要他，因为
感受不到父母爱他的确定感。所以他
更需要制造一个与父母同样的环境
时刻与父母发生连接，感受到父母的
存在，他才能有确定感、安全感。另外
鲍抱也是在用这种与父母同频共振
的方式表达对父母的忠诚，因为有了
这份忠诚，父母就不会抛弃他了。美
国作家塔拉·韦斯特弗在她的畅销书

《你应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中写道：人

生最难的部分不是取得成功，而是和
原生家庭的分离。即使像塔拉这么优
秀、坚强的女孩，即使她已经完全有
能力去创造自己的家庭和幸福，她依
然要用一辈子去修补原生家庭带给
她的伤害。任何一个人，都很难做到
与原生家庭完全切割。即使你已经强
大到让伤口中开出花，那朵花依然带
有伤口的痕迹。因此我认为鲍抱的强
迫症第一个功能就是缓解分离焦虑。

第二，鲍抱的爸爸意外死亡。一次
放学时爸爸来接他，鲍抱要爸爸抱着
他，但是爸爸拒绝了，在几次“要抱”与

“拒绝”的过程中，一辆货车撞上了鲍
抱的爸爸，鲍抱目睹了全过程。对于一
个六七岁的孩子，这是一件重大的创
伤事件，特别是这件事发生在鲍抱要
爸爸抱的过程中，所以鲍抱自然地会
觉得爸爸的死是因为他不听话，非要
爸爸抱才导致了爸爸的死，而爸爸的
死又导致了妈妈的疯。鲍抱把这一切
都归罪到自己身上。一个小小的孩子
怎能承受这么多——内疚、自责、自
罪、害怕、恐惧，所以他用乖与听话来
缓解自己的内疚与自责。“我听话了，
我做你们希望我做的，你们就不会离
开我了，我也就不是灾难的罪魁祸首
了。”因此鲍抱的强迫症第二个功能就
是缓解内疚自责的痛苦。

这也是为什么电影中治愈鲍抱
强迫症最重要的转折点是来自爸爸
车祸前的一封信，这封信让鲍抱感受
到了父母对他无条件的爱，以及打算
为他做出改变。他知道自己不再需要
那些强迫行为来感受父母的存在，与
父母发生连接了，因为他有其他更好
的行为模式了。

（袁珊，任职于双清区昭陵中学，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鲍抱的强迫症从哪里来
袁 珊

◆六岭杂谈

去年11月12日，“李书文八极
拳”第三代宗师、我市著名武术家李
志成先生将 94 件八极拳武学档案
捐赠给邵阳市档案馆。笔者因在市
档案馆工作而近水楼台，对这些“李
书文八极拳”武学档案进行了阅读
和考证，有幸饱览了诸多武林秘笈，
特别是李志成祖孙三代武林宗师的
故事，不禁拍案惊奇。

“文有太极安天下，武有八极定
乾坤。”取名“八极”，意为“发劲可达
四面八方极远之处”。八极拳起源于
河北沧州的“武术之乡”沧县，至今
有 200 多年历史，民间传承谱系以
吴钟为创始人，传承至清末民初第
五代弟子时，出现了一位挑起八极
拳大梁的风云人物——李书文。

《沧县志》载，李书文“练功成
癖，寒暑不辍，深得枪法之奥秘”，武
术界皆称“刚拳不二打，神枪李书
文”。其武功高深如何？《沧县志》用
极简练的语言记载了四件事：“李书
文室内排掌击空，离窗五尺，窗纸振
荡有声。李以枪刺树上枣，一枪一
只。刺壁之蝇，蝇落而壁无痕。铁锥
入壁，力拔甚难，他以枪搅之，锥即
出。”清末民初中国十大武术家中，
李书文位列第三。他曾与排名第一
的杨露禅在室内秘密切磋，出来后
两人揖手言和，互称承让。

《武林史话》记载了很多李书文
的典故，略辑一二：他在袁世凯门下
当武术教习时，有日本武士不服，与
之比武，李连败7名高手。大武侠霍
元甲与人比武时，总要邀请李书文
坐于台下压阵，这才放心比试。1929
年，国民党中央国术馆在浙江举办
首届全国武术擂台赛，从全国推选
37 名资深武林名宿为检察官（评

委），李书文为其中之一。特别是李
书文曾在紫禁城担任过光绪帝侍
卫，其三名高徒霍殿阁、刘云樵、李
健吾分别做过溥仪、蒋介石、毛泽东
的警卫官。在沧州档案馆收藏的《沧
县志》《沧洲武林精英志》《沧洲武
术》《沧洲风物志》等档案史料中，都
有李书文的人物传记。

李萼堂，李书文之子，自幼随父
习武练功，得其真传。在其父去世
后，独树一帜，因其出拳快猛，获得

“闪电霹雳手”称号。上世纪 30 年
代，李萼堂只身来到湖南，在当时的
国民党省政府主席何键门下担任武
术教习。三年后又来到邵阳，任陈光
中的武术教练和警卫官，他将八极
拳融入军队刺杀搏击之中，威力很
大，他训练出的这支队伍后来在淞
沪抗日会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李
萼堂名望虽不及其父，但在邵阳却
有口皆碑。见证过邵阳解放的、现年
92 岁的“练家子”彭廉泉老人回忆
说，他的师父、师兄们曾多次与李萼
堂过招，无一能出其右者，皆称佩
服。原邵阳武协主席、现已 83 岁高
龄的郑雄心老先生描述他曾目睹的
一个场面：在我市范家山一空阔地
上，李萼堂手舞一木板凳在空地上
翻转腾挪，挥洒自如，旁人以水泼
之，竟丝毫不沾其身。1957 年李萼
堂代表湖南省参加了全国武术比
赛，获三等奖，并在中南海表演，得
到贺龙元帅的高度赞扬。解放后经
邵阳专署特批，李萼堂成为原邵阳
地区第一人民医院（现邵阳学院第
一附属医院）的一名骨伤科医生，主
医兼武，悬壶济世，成为该院的一位
名医。这次捐赠入档案馆的档案中
就有很多骨伤科秘方，均为李萼堂

一笔一划书写整理而成，足见其用
心之专。

李志成，李萼堂之子，1945 年
出生于邵阳，是“李书文八极拳”第
三代嫡系传人，是该拳扎根邵阳并
发扬光大的关键性传承人。他自幼
随父习练八极拳，好汉不靠祖扬，功
夫全凭苦练，拳、棍、刀、枪无不精
通，以一身真本领笑傲江湖。他
1960年进入湖南省武术队，1985年
担任邵阳地区武术馆馆长兼总教
练，多次参加过国际国内武术比赛，
凭着过硬的八极拳法，力压群雄，先
后斩获 5 块国际和全国金牌。李志
成受邀到西班牙、日本等国传授李
书文八极拳。他与我市岩鹰拳王刘
烈红，大成拳传人张礼义、洪振华义
结金兰，传为武林佳话。他是国家一
级武术教练，国家一级武术裁判，国
家级八极拳社会体育指导员……多
年来一直活跃于武坛，让“李书文八
极拳”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2014年，“李书文八极拳”被列
入邵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李
志成被认定为“市级代表性传承
人”。2017年，邵阳市八极拳协会成
立，李志成任会长。
（周后平，任职于邵阳市档案馆）

“李书文八极拳”
三代宗师的传奇

周后平

这几年不能远走他乡，像当野
战军那样爬山越岭，只能在市内散
步漫游，把家门口的景点看个够。
乘着腊月的暖阳，我同挚友过资江
桥，漫游雄踞资江北岸的北塔。只
见北塔被牢靠的围墙护卫着，一条
干净的小路从大门直通塔基，两边
的草坪绿树修剪齐整。北塔文物管
理所的办公室窗明几净，接待室墙
上挂着书写漂亮的文物单位的简
介。为我当导游的是所长石太平和
工作人员郭敏，他俩都是退役军
人，我也是转业干部，我们是战友，
谈得更加融洽。

他俩介绍：邵阳北塔是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国务院于
2001年6月25日公布的，省人民政
府于2014年10月20日立的石碑。北
塔建于明隆庆四年（1570），因为缺
资金，历时多年没有竣工，到万历十
年（1582）宝庆府胡梗等筹资建成。
该塔为楼阁式砖塔，塔身大量青砖
印有“万历元年信士施砖”“皇明万
历元年”等铭文，准确记载建塔时
间、匠人名、嵌石年月等珍贵历史资
料。塔高37米，八角七级，底层有门，

门内有螺旋形通道直达塔顶。下三
层塔檐斗拱，都以精磨石片镶成。八
角有铜铃，现只剩下两个。塔顶原有
三个叠立铁宝瓶组成塔尖，1944年
遭日寇空袭，震落千斤宝瓶一个。
2001年经过全面修缮，现在主体结
构完好，雄镇江边。我问原塔顶长着
的一棵老胡椒树哪去了？郭敏说，在
维修时处理掉了，怕树根毁塔。

接着我们从底层进门，用手机
照明，沿螺旋形通道直登塔顶。塔
内清洁卫生、空气如洗，通道都是
用精致竹板包好，保护路级不再磨
损，他们真是爱护“国宝”！我们登
顶远望，北塔与东塔、东山寺、双清
亭、亭外亭隔江相望，宝庆古城墙、
松坡图书馆、水府戏楼、六岭春色、
抗日纪念碑、古卸甲坊、佘湖雪霁
等景观尽收眼底。再往西南远眺，
温顺南来的邵水划城东西，蜿蜒西

来的资江穿城而过，远不是车大任
当年的“水势自环村郭外”了。资江
上有西湖、雪峰、桂花等大桥飞架，
邵水有青龙、步月、佘湖等五桥横
跨，两江两岸鲜花四放，绿树成荫，
游人如织。俯看城区，大街小巷平
整洁净，大道、大路纵横交错，高
速、高铁城南穿过，公园、广场星罗
棋布。如今塔之周围，座座高楼入
云，江北新城、敏州新区、桃花新
城、体育新城、佘湖新城、爱莲广
场、宝科工业园、建材新城、双坡新
城、洋溪商业城等，都把北塔团团
围住。从当年的过江摆渡到今天飞
架两岸的“长虹卧波”，从当年的铁
路盲肠到今天的湘西南交通枢纽，
从祖辈相传的吊脚楼到今天沿江
的林立高楼，简直就是沧桑巨变！

（伍想德，原邵阳市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

漫 游 北 塔
伍想德

◆史海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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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游湘西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