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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语多是精炼的，有时
甚至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巴尔扎克写完《高老头》，寄
给出版商，久无音讯，便发信
催问。出版商收到信，见信
笺上打了一个大大的“？”，再
无余言。他会心一笑，复信
时，也在信纸上画了一个符
号。巴尔扎克收到后一看，
是一个大大的“！”，他放心了，书肯定出
版。

妙问妙答，无语之妙，一个标点符号
抵得过多少语言啊！大师“惜墨如金”，
由此可见一斑。

萧伯纳的急智善对是出了名的。一
次，他走在田野小径上，对面过来一位胖
绅士，见了有几分邋遢相的萧伯纳，神色
傲然道：“我从不给混蛋让路！”这要是换
个人不打起来吗？萧伯纳退到路边，毕
恭毕敬道：“我却恰恰相反。”手一摆：“请
吧，先生！”

把对方的话掉过头回敬对方，萧伯
纳最擅长此道。

在一次聚会上，漂亮的女明星笑眯眯
地对萧伯纳说：“萧伯纳先生，假如我和您
结婚，生下一个孩子，头脑像您，面貌如
我，那该多好啊！”萧伯纳耸耸肩，眉毛一
挑，故作认真道：“是的，是的。可如果这
孩子脸蛋像我，头脑像你，不就糟糕透了
吗？”典型的肖氏幽默，谁还能出此妙语！

五四前后，胡适积极提倡白话文。
黄侃不合时流，竭力反对。二人同在北
大任教，见面不免“擦枪走火”。黄侃笑
道：“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我看你

未必出于真心。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
就不该叫‘胡适’，应改作‘往哪里去’才
对。”胡适笑答：“那么，你的名字不也可
改作‘黄某人胡说八道’吗？”二人大笑。

古人的谐趣妙语也不少。
康熙年间，朱彝尊与一道士交厚。道

士观中有一株枇杷树，枇杷熟时，道士请
朱尝鲜。这枇杷味美，且无核，朱便向道
士求种。道士称：此乃仙种，不可传也。

道士最爱吃蒸蹄髈。某日，朱便请
道士来家吃。只见仆人提了一只彘腿，
从身边走过，进了厨房。一杯茶工夫不
到，一盘红油赤酱、热气腾腾的蒸蹄髈上
桌。道士讶然，一吃，肥而不腻、酥烂鲜
美之极。这样短时间便能蒸好蹄髈？道
士请教妙法。朱说：“不难。不过要以无
核枇杷种换。”于是道士老实说：“只要在
枇杷开花时，拔去中间一蕊，便无核了。”
朱彝尊说：“我的蒸蹄髈法更简单啦。现
在吃的，是昨天晚上蒸好的，刚买来的还
没下锅呢。”

把笑料当佐料，这生活的大餐不是
更有滋有味吗？使机弄巧，谎言也美妙。

妙语拒贿。《清朝野史大观》记：冯志
圻为官清正，但酷爱书画碑帖。一日有

人将藏有宋拓名碑的锦盒呈
在冯志圻案前，冯即刻吩咐人
将其退回。一旁的书吏说：

“大人对此素有研究，看看何
妨？”冯志圻连连摆手：“看不
得！看不得！这么稀罕的宝
贝，不看不知道，一旦看了，发
现它的妙处，叫我如何割舍得
下呢？到哪一步，人求我办

事，我办呢，还是不办？”
不避讳人之所好，这个“好”，也往往

是行为和职业道德的突破点。话娓娓道
来，妙在入情入理，比正言厉色的斥责或
说教，更有说服力。

古代多有善谏者。《战国策》上说，一
次，齐景公怒气冲冲下令要处死管禽鸟
的烛邹，原因是烛邹把猎隼弄丢了。晏
子觉得不妥，但又不好直谏，便说：“烛邹
有罪，待我举出，斥责之后再杀不迟，让
他死而无怨。”景公称：“善。”晏子便指着
烛邹说：“你有三罪：你把国君的鸟丢失
了，一罪；使国君为一只鸟杀人，二罪；使
诸侯听见这件事，认为咱们的国君重鸟
轻人，三罪。你知罪否？”数落完，吩咐行
刑。景公也是个贤君，忙收回成命：“不
要杀他罢，我听懂你话中有话啊！”

不滔滔雄辩，不剑拔弩张，屏气、內敛，
轻言慢语，妙在旁敲侧击，不谏而谏，这比

“犯颜直谏”，更易让人接受，心服口服。
一个“妙”字，出奇制胜，常能收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妙语，四两拨千斤，是行
棋中的妙着、工夫里的借力，战争中的智
取。这既是经验的深思熟虑，也是智慧
的灵光乍现。

◆思想者营地

妙妙 语语
苗连贵

为人作序，难免有溢美之
词。可周作人的序跋，言人之美，
又无浮夸吹捧之嫌；自然贴切，又
有锦上添花之功效，显示了其高
超的写作艺术。

擅用对比，以突出作者之
才。在《桃园跋》中写到：“文坛上
有做得流畅或华丽的小说家，但
废名君那样简练的却很不多见。”
把废名放在整个文坛背景下，对
比中以凸显其语言之美。在俞平
伯《燕知草》跋中写到：“平伯这部
小集是现今散文一派的代表，可
以与张宗子的《文秕》相比，各占
一个时代的地位，所不同者只是
平伯年纪尚青，《燕知草》的分量
也较少耳。”对比中突出作者之
才，影响之大，并寄予厚望。

自谦，以彰显作者之博。在
《莫须有先生序》中，写到：“我的
朋友中间有些人不比我老而文章
已近乎道……废名君即其一。”如
此自谦，足见其对废名的赏识。
在《近代散文抄新序》中写到：“平
常人来问我近代文中有什么书可
读，我照例写几部绝版禁书的名
目给他，我知道这是画饼，但是此
外实无办法，现在这部散文抄出
版之后那我就有了办法了。”其
实，凭周作人阅读之广博，为人荐
几本书自是不费劲的，而此言，无
非借以夸赞这本书的价值罢了！

巧用比喻，以凸显文辞之
妙。他在俞平伯的《杂拌儿跋》一
文中写到：“现代散文好像是一条
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
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
古河，却又是新的。我读平伯的

文章，常想起这些话来……”借比
喻，对俞平伯的文章给予高度评
价。他在《中国新年风俗志序》的
结尾写道：“松仁缠和桂圆嵌胡桃
的赞盒都已摆好了，却又把一包
梅什儿放在上边，得弗为人客所
笑乎。”以点心为喻，幽默风趣，读
来亲切自然，以凸显此书的价值，
而又自谦自己序言的无用。

笔者以为，写序跋恰如为人
挠痒，轻则不解痒，重则伤皮肤，
惟其恰到好处，风过无痕，花香盈
怀，这个度是很难把握的。而周
作人不亏是序跋写作高手，煮豆
撒以微盐，成人之美，又不过誉；
随手拈来，又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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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回白马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
低头，马过要落鞍。”这是流传于湘西南
的一首民谣。白马山主峰1781米，在隆
回境内，该山南邻洞口，西接溆浦，一山
跨三县，除了壮丽秀美的自然风光外，还
有动人的白马仙姑传说撩人心旌。友人
邹宗德先生游白马山后，撰有一副妙联：

“故事如烟，烟树几重藏白马；峰巅有我，
我心万丈仰青天。”

如烟的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通
行的说法，元末陈友谅的三个女儿在下
雪天为躲避明朝追兵，倒骑白马隐入山
中，因而“白马山”又叫“退马山”，这一民
间传说富有传奇色彩，但缺少历史文献
作佐证。

道光《宝庆府志》卷六十三“疆里记”
云：“自磨子坳南别为白马山。泸溪廖友
尚记云，岁戊戌余以退闲，自泸溪归邵谒
先人旧闾，道经白马山，因停骖登览焉。
山之巅有古刹，座上塑三神女像，穆然端
肃。询之老僧，云此王氏女，元末乘白马
来隐兹峰，山因以名。噫！元季之乱，陈
友谅称尊号于楚，豪杰之累从者莫不藉
其声势以邀富贵于无涯，又谁肯洁身避
害高蹈世外？而兹三女独能识时，远遯
其全真也，不亦宜乎？”廖友尚听老衲如
此这般，并赞美王氏三女识时务，远祸全
身。光绪《邵阳县志》卷二“山水”：“元
末，有王氏三女乘白马来隐此，故名。山

绵延凡三十余里，上有望日台，广丈余，
高二丈有奇，可测日出。”

认为白马仙姑是王氏三女的，能找
到府志、县志的文献记载，但当地人说，
白马仙姑是陈友谅的三个女儿，避难此
山，被人奉为白马仙姑。

道光《宝庆府志》卷百一十七“先民
传”载：元季时，“天下大乱，土豪大姓多结
寨自保相雄长。周文贵者，陈友谅部下骁
将也。陈友谅败，文贵拥众归元，为湖广
左丞，与明抗。”周文贵善于利用地方土豪
组织的武装力量，武冈的王友谅、新化的
罗友朋等，都带领自己的地方武装投靠了
周文贵。《宝庆府志》卷百一十三“武功录”
中有这样的记载：“吴与宁，明初指挥也，
洪武元年，以荆州卫指挥从征。明兵既取
宝庆，元将周文贵走武冈。是时，土豪罗
友朋扰新化，王友谅扰武冈、邵阳，文贵皆
假以万户，将合兵攻郡城。杨璟既取全
州，使与宁率众攻武冈，与文贵遇于紫阳
河，数战不利，使人啖（那利益引诱人）其
军师邹某以官，邹不从。与宁分军为二，
乘夜夹攻之，文贵走，邹某以众五百降
使。新化土豪杨天继攻有朋于罗洪，杀
之。与宁遂攻友谅于石下江，友谅走苗
（瑶）寨，与宁追斩之，歼其部曲。友谅女
三人收溃卒保白马山，与宁追围之，遣使
招三女，三女不应，围至七日，三女与其众
皆饿死。”光绪《武冈州志》卷二十一“虎臣

志”全文转录了这一段文字。
上述资料非常重要，把事情的来龙

去脉交待得清清楚楚，白马仙姑确有其
人，是王氏三女，武冈土豪王友谅的三个
女儿。王氏三女在父亲战死后率残部逃
奔白马山，被明军围困七天七夜后，全部
活活饿死。至于白马仙姑的“绩麻洞”

“绩麻凼”“雷封洞”，那不过是当地山民
的美妙想象而已。王氏三女在民间传闻
中变成了陈友谅三女，并成了仙，距白马
山巅约150米的宝莲寺中供奉的三尊女
像，就是白马仙姑的化身。

令人感到惊奇是，被明军斩杀的武
冈土豪王友谅竟然享受老百姓的祭祀。

《宝庆府志》卷七十一“疆里记”载：“有元
帅庙，祀明指挥王友谅。元末湖湘大乱，
友谅与邵阳刘祖富、廖廷康、新化王三彪
结砦守，互相援救，一境获全，土人德之，
立庙以祀。”说王友谅是明指挥，不确，是
当地拥兵自重，与明指挥吴与宁对抗的
土豪，这才是真相。

与王友谅结盟，被投靠明军的新化
土豪杨天继杀害于新化罗洪（今属隆回）
的罗有朋亦享祭祀。《宝庆府志》卷一百
一十七“先民传”载：“有朋遂保有高平十
二村……有朋驭下有恩威，十二村皆为
之立祠，迄今五百年犹俎豆不衰。”“有朋
义不负元于乡里，尤有保境之功，其事亦
不可没，故并著于篇。”

有保境安民之功的王友谅、罗友朋
等，皆享奉祀，王友谅三女得享祭祀也就
不足为奇了。

当地老百姓混淆了王友谅与陈友
谅，陈友谅在历史上知名度高，村民认
为，能与朱元璋军队抗衡的是大名鼎鼎
的陈友谅，好在道光《宝庆府志》的记载
准确、详实，能够澄清这一传闻的疑点。

◆煮酒论史

白马仙姑的传说
易立军

现场材料与背景材料相结合

采写现场新闻需要掌握丰富
的材料，运用现场材料尤为重要。
现场材料就是记者不经过任何中
转环节直接从报道的事实那里得
来的材料，包括记者直接观察的特
征材料，也就是第一手材料。

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
实。现场材料来自现场，有很强
的实证性。虽然不能说现场材料
绝对可靠，却是检验其他材料的
一个有力的杠杆。现场材料来自
现场，也是读者最乐意获取、最具
有吸引力的。记者现场采访，掌
握了大量的现场材料，写出的现
场新闻就比较真实生动。1993
年1月1日上午9时，笔者在邵阳
市1路公共汽车站与正在值班的
市公交总公司经理汤益民相遇时
获悉：从这天起，该公司发放的千
余张免费乘车证停止使用。当
天，笔者购票转换了1路、3路、10
路等多趟公共汽车，进行现场采
访，在 6 路车发现一位身着制服
的持证者“亮牌”时，女乘务员微
笑着解释：“我们公司已在职工大
会宣布，从今天起，免费乘车证停
止使用。”那位持证者二话没说，
掏钱买了票，笔者随即以《抵制特
权乘车挽回巨款损失（引题）“公
汽”千余张免费乘车证停止使用
（主题）》为题，写成现场新闻见诸
报端。如果笔者不进行现场采
访，没有掌握现场材料，那么，这
样的“活鱼”是难以捕捉到的。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
事物都是历史的、发展的。现场新
闻中的事物也有其产生与发展的
背景、环境、条件等，这就要求记者
采写现场新闻时，要把现场材料与
背景材料有机地结合起来。背景
材料就现场材料而言，它是指记者
获得的间接材料。采写现场新闻，
既要利用现场材料，也要利用背景
材料。运用好背景材料，可以使报
道中的现实问题有比较与衬托，既
可以增强现场新闻的趣味
性，又可以起到深化主题的
作用。笔者采写《“公汽”千余

张免费乘车证停止使用》的现场新
闻，动用了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背
景：邵阳市公交总公司发放免费乘
车证已有20多年的历史，涉及有
关职能部门，相互攀比，各显其能，
使乘车证越发越多，越发越滥。截
至1992年12月底止，已发放免费
乘车证达1166张，每年给该公司
造成经济损失达30余万元。其中
有人利用手中掌握的某一方面特
权牟利，其妻子上班、孩子上学，也
乘车“亮牌”占便宜。为此，该公司
决定：从1993年1月1日起停止使
用免费乘车证。笔者使用了这段
背景材料，使这条现场新闻主题突
出，含义深刻，邵阳市公交总公司
抵制特权乘车，挽回巨额损失，不
仅使该公司职工拍手叫好，而且见
报后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
反响。

采写现场新闻离不开现场材
料与背景材料。对于突发性事件
新闻，如记者目击车祸、火灾、地
震、火山爆发等，诸如此类的新
闻，通常只要简略地交待一下背
景，主要靠现场材料为主；对于有
计划、有安排的现场新闻，如名人
巡视、文体比赛、火箭发射、通车、
通航、年货市场、土地拍卖、搜捕
罪犯、军事行动等等，记者在采
访中，既要收集现场材料又要注
意收集背景材料；对于事先掌握
背景材料的，可以采取守株待兔
的方法猎取现场材料。如开展

“扫黄”、“反扒”专项斗争，在掌
握线索这种“背景”材料的情况
下，可到公共汽车上去守候反扒
窃的现场；对于已经掌握现场材
料，而在现场来不及收集背景材
料的要及时补充。采写现场新
闻，运用“现场”材料与“背景”要
善于搭配。既要有面上的，又要
有典型的，还要有细节的。无论
选择何种材料，必须真实可靠，不
能“合理”想象，添枝加叶。一切
游离于主题的材料，不管他多么
生动，也要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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