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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退休了，但是，读书的方法没
退休。不管拿到一本什么书，读的时
候，总还像以前站讲台时备课一样，
抠字句，查资料，力图找到自己认为
正确的解释。

最近我在读《水浒传》，第一回就
是“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
魔”。里面写洪太尉来到江西龙虎山

“伏魔之殿”时，不听真人劝告，硬要炸
开“大唐洞玄国师封锁的魔王之殿”，
进到里面，感觉是“黑烟霭霭扑人寒，
冷气阴阴浸体颤……”小说虽是虚
构，但还是要有现实作为蓝本的。

一天，我们驾车来到道教圣地龙
虎山，看到的果然如同书中所说：“根
盘地角，顶接天心。远观磨断乱云
痕，近看平吞明月魂。千峰竞秀，万
壑争流。瀑布斜飞，藤萝倒挂。”入得
山来顿觉如入仙境。在一个阴森幽
暗之处确实有一座“伏魔之殿”，不过
殿门是打开的——殿里果然“昏昏默
默，杳杳冥冥”，正中有一块石碑，碑
下有一个石龟，龟上也横七竖八胡乱
贴着十来条盖有金印的封皮。我笑
了起来，问旁边的道士：“石碑不是被
洪教头放倒了么？”道士不吱声。还
是导游在我耳边悄悄地说：“这些都
是按照小说里写的建造的。”啊，也难
怪，眼前的景象为什么跟小说里描写
的那么高度吻合了。

景阳冈武松打虎一节写得非常
精彩，都选入中学课本了。其中武松
在一间“三碗不过冈”的酒店里一次

“共吃了十五碗酒”。我的天哪，按照
现在大家使用的碗的容积，莫说是十
五碗酒，就是十碗水，都会将肚皮撑
破。我赶紧去查阅资料，原来，在古
代，碗有菜碗、饭碗、茶碗、酒碗之分，

菜碗最大，酒碗最小——也就比酒杯
大一点。原来如此！所以我也就不
必为武松喝十五碗担心了。至于酒
的浓度，人们也尽可放心。古代有高
粱酒、大米酒、小米酒、糯米酒等，都
是经过酒曲发酵后，用纱布过滤而
成，所以，所有的酒都是浑浊的。一
般来说，酒精度也只是比现在的啤酒
强一点。从酿酒原料来看，高粱最
好，估计景阳冈的“透瓶香”和后来琵
琶亭的“玉壶春”、浔阳楼的“蓝桥风
月”都是高粱酿造的。

我读《水浒传》时，常常旁边摆一
本中国地图册，几乎对每一个好汉的
行踪在地图上都要找一找。水浒里
的好汉们活动的范围大体是北到山
西，南到江西、浙江，西到陕西，东到
大海这一大片地域。但如果按照现
代的路网去衡量宋代人们的行踪远
近，搞不好就会闹出笑话。林冲遭高
太尉陷害，被开封府尹刺配沧州道，
说是有千里之远。其实，宋代的沧州
在现在的河北东光，离现在的沧州市
好几百里呢！况且，宋代的一里只有
现在的400米左右。第36回是“揭阳
岭宋江逢李俊”，这里的“揭阳”究竟
在哪里呢？有人说就是当今的广东
揭阳市，因为历史上广东揭阳曾归江
西赣州管理过；有人说是现在的江西
石城县，那里有个“揭阳岭”。但是，

《水浒传》原文说：“过得这条揭阳岭，
便是浔阳江，到江州却是水路。”可见
文中的“揭阳”离浔阳江不远，应该就
在现在的江西九江一带。

《水浒传》中三次提到“武冈”这
个地名，我总隐隐觉得与我的老家

“武冈”有点关系。汤隆是延安府武
冈镇一个铁匠，我仔细查阅了《古今

地名大辞典》，延安府根本就没有“武
冈”一地，这倒让我有点疑惑了。原
来，汤隆这个铁匠是作者为了故事情
节的需要虚构出来的。有了虚构的
人物，也就有虚构的地点。而宋代的
武冈属荆湖南路下的“军”（相当于后
来的“府”），在当时的南方是名声显
赫的。因此，把一条好汉放到一个显
赫的地方出场，也就不足为奇了。

直觉告诉我，《水浒传》作者的
本意是要写“忠义斗争”的。你看，
主要人物叫呼保义、卢俊义，聚会的
地方叫“聚义厅”，聚会的好汉叫“义
士”，全书 120 回的标题中，运用“认
义”“义释”“义夺”“聚义”“结义”等
词语的地方就不下 10 处，目的就是
要把《水浒传》打造成“义士”的精神
家园。但是，残酷的现实又不得不
让作者心中的“忠义”大打折扣，他
写下的几乎都是“官逼民反”——林
冲、鲁智深、杨志被高太尉逼上梁
山，晁盖等 8 人被蔡太师逼上梁山，
武松被张都监逼上梁山，宋江被蔡
九知府逼上梁山，卢俊义被梁中书
逼上梁山，柴进被高廉逼上梁山，解
珍解宝被毛太公逼上梁山……作者
骨子里想的是“义”，但下笔时，重点
却落在一个“逼”字上了，这叫“主题
暗中转移”。

陆游说过“读书不放一字过”。
我不敢说是受到他的影响，但读书时
喜欢钻点“牛角尖”。不过也好，读一
本《水浒传》，我便获得了许多的历
史、地理、文学乃至文化和文艺理论
方面的知识，拓宽了视野，可谓一举
多得。金圣叹把《水浒传》列为“六才
子书”之一，拓宽来读它，会让人感受
到一股扑面而来的才子气息。

品茗谈文

读书不放一字过
易祥茸 近日，演员马思纯因晒出对于

张爱玲《第一炉香》一知半解式的
离题读后感，而被网友发现其几次
三番错用张爱玲语录。一时间，网
络上掀起一股名人语录打假风。诸
如“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人生
太长，我们怕寂寞，人生太短，我们
怕来不及”“海上月是天上月，眼前
人是心上人。向来心是看客心，奈
何人是剧中人”等深情款款又措辞
精致的短句，都是网友们纠出的张
爱玲高频“假语录”……（见1月10
日《文汇报》）

这种“新文艺腔”的伪名人名言
泛滥，是应该引起关注的一种网络
文化现象。纵览如今的网络文化空
间，这种假托名人之举，可说非常多
见。不止张爱玲“躺枪”，鲁迅、杨绛、
林徽因、莫言、麦家等现当代文学史
上的不少名家都“难逃此劫”——活
跃在朋友圈打着他们名号的“漂亮
话”，很多都是张冠李戴。

2016 年杨绛辞世后，人们在
朋友圈争相转发“杨绛语录”以表
缅怀之情。其中，很多人转发的都
是这样一句：“我们曾如此渴望命
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
美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
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
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
他人毫无关系。”后经人民文学出
版社出面辟谣，人们才知道，所谓

“杨绛语录”，出自一篇手写体的
《百岁感言》，其文句多半是由网友
仿造而成。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演员
舒淇曾在其微博分享了“莫言小说
里最深刻的十句话”，其中不乏“你
若安好，便是晴天”“人生没有彩
排，每天都是现场直播”这样一眼
便可拆穿的伪名言。还有一首名为

《你若懂我，该有多好》的小诗在网

上热传，被称为“莫言最美的诗
歌”；这首诗在网上曾以“余秋雨作
品”的名义出现过，莫言获诺奖后
又变成了莫言的作品，显然是缺乏
可信度的。

此外，假借白岩松、李开复等人
之口的伪名人名言并非少数，甚至
杜撰的一些外国作家、诗人、企业家
的“假语录”也是满天飞。在伪造零
成本的情况下，网上这些虚假的名
人的名言、警句、语录，无疑使得网
络文化公信力再一次受到考验。

为什么会出现毫无顾忌地利
用名人的身份、名声进行文化造
假？西班牙作家恩里克·比拉-马
塔斯说得好：“有时候想出一句妙
句，但是从我嘴里说出没有分量，
就假装这是莎士比亚说的，大家都
觉得这果然是一句妙句然后广为
传播。”这可谓是对我们热衷于傍

“名人名言”的心理的绝妙注脚。
其实，这还与我们的文化环境

和流行文化的风气有很大关系。如
今，在消费文化原则的指导下、在
商业利益的诉求下，影视剧生产制
作、图书出版、歌曲创作、文学创作
等领域中，抄袭、盗版、山寨、代笔
等种种造假行为，甚是猖獗，不仅
凸显文化原创力的匮乏，更败坏了
创作的风气、文化的风气。

盗用名人之名，以行一己私
利，是不能容忍的文化造假、欺骗
行为。这种文化造假，是对名人署
名权的严重侵犯，伤害了名人的声
誉，损害了网络的公信力。这给予
我们的警觉就是，在如今这样一个
信息纷乱芜杂的时代，公众需要提
高自己的明辨能力，对那些所谓流
行的、热点的东西，不盲从、不轻
信；作为文化媒体也有责任厘清事
实，传播更有价值、更有意义、更真
实的资讯信息。

我们为什么热衷傍“名人名言”？
杜 浩

微信有“不看他的朋友圈”功能，
我悄悄地屏蔽了几个微友的朋友圈。

小萌是我在一次聚会上认识
的，我们不算特别熟，但每隔一段
时间就会跟彼此共同的好友来一
次大聚会，很快就混成了“貌似好
友”。她很喜欢在朋友圈炫耀，什么
名牌化妆品、包包之类的，还有她
为孩子买的名牌服装。可这样一个
生活档次“高大上”的人，却非常喜
欢在朋友圈转发各种店家的广告，
转发五次有赠品或优惠等等。我的
手机经常被她转发的商家广告刷
屏，后来我忍无可忍，果断使用“不
看他的朋友圈”功能。

大李是我的同事，他每天必发
N条朋友圈，有时一连十几条全都
是他发的。他堂堂一个大男人，每天
都在发很多无病呻吟、伤春悲秋的
无聊酸文。同样是在忍无可忍的情
况下，我选择“不看他的朋友圈”。

小徐与我同住一个小区，是跑
保险的，我为孩子买保险的时候认
识她的。毫无疑问，她的朋友圈大
部分都是保险内容，而且每天必发
多条。不仅如此，她还时不时就会
在微信上微我一下，发的当然还是
保险内容，过一会再发一条说明：

“群发的，打扰了，可忽略！”在我看
来，她这条明明是在提醒我，千万
不要忽略哦！拉黑她显得不礼貌，
但我总得表达一下自己的不满吧，
于是我点了“不看他的朋友圈”。

还有一些人，交情并不深，不
知怎么成了微友。他们有的毫无节
制地各种晒，有的无比张扬地各种
炫。有时候，感觉这些人未免太不
善良了，有句话说的是，善良就是
不在穷人面前炫富，不在失恋的人
面前秀恩爱，如此高调炫耀，让我

们这些人情何以堪？也可能是因为
看到别人风光，心里泛酸的心理，
总之我选择了“不看他的朋友圈”。

自从选择了“不看他的朋友
圈”，再浏览朋友圈，心情好了，笑
容多了。

谁知，那天我遇到小萌，寒暄起
来。我说她身上穿的风衣很漂亮，她
喜滋滋地说：“我昨天刚在朋友圈发
过的，你没看吗？”我顿感惭愧，赶紧
说：“我很少看朋友圈的。”她却很认
真地说：“你昨天明明也发了朋友
圈，我还给你点赞了呢！”我更加无
地自容，可能脸色显出异常了，小萌
紧盯着我说：“你是不是不看我的朋
友圈了？”我嘴上说着“没有没有”，
赶忙找借口跟她拜拜了。我明显感
觉出，小萌对我很不满。

后来我跟一个同事说起此事。
她说：“你呀，何必呢，别人发的朋
友圈不点赞、不评论倒也罢了，还
屏蔽人家的。这就好比是，咱们单
位的小汪那天炫钻戒，大家都夸
好，你却根本无视，她该做何感
想？”同事这样一说，我心里一惊，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朋友圈也是
江湖，弄不好是要得罪人的。

不久后，我竟然发现妹妹“不
看我的朋友圈”，这丫头说：“你总
发那些文学的，我又不懂，有啥看
头！”这事弄得我心里很不舒服。

“不看他的朋友圈”“不让他看朋友
圈”，让人际关系变得很玄妙。

前几天，有个朋友说：“我的微
信好友不少，但我只选择了看几个
人的朋友圈。”我惊奇地问：“你不
怕得罪人吗？”他哈哈一笑说：“每
个人都是一道风景，而我只是个路
过者，看哪儿的风景别人无权干
涉，只有我说了算！”

不看他的朋友圈
马亚伟

小的时候，父母对我说得最多的
教诲就是“言多必失”。所以，在比较
正式的场合，我一直都不太敢发声，
唯恐言多得咎。直到大学阶段，我接
触了一些书籍，一句“语言是存在的
家园”在我心里激起了浪花，让我重
新对语言进行了彻底地审视。

语言不需要如何奢华，更不需要
矫揉造作。如《诗经》的语言，适宜地
写景状物、绘声绘色地传情达意，所
以会流传至今。

我开始一发不可收拾地刷存在
感，开始了对语言的频繁使用。语言
是情意的载体，让人文栖息。作为老
师，我迷上了语言，对旁人常常滔滔
不绝，喋喋不休。

后来，我看到一些老师，上课时
给学生传授知识，每一个知识点，嚼
烂了讲，掰碎了讲，炒剩饭一样反复
地讲，想把那些知识像腌菜一样压进
学生的大脑里。结果，学生弄晕了，
反胃了，反复地用语言硬塞的知识和

道理在一些学生那儿水土不服，收效
不明显，甚至还引发逆反。随着教育
经验不断积累，我渐渐明白，课堂上
应该尽量少讲无关紧要的话语，以免
削弱学生对关键词的获取。可以适
当停顿，可以留点沉默，让学生有一
个理解消化的时间。

生活中，各种碎碎念让我们的耳
朵起了一层又一层厚厚的茧子，老师
在课堂上讲了无数遍的问题，一些学
生没听到；父母在子女耳旁聒噪了多
少次的叮咛，有些孩子根本没听进去。

现在生活节奏特别快，信息来源
广且纷繁芜杂，多少人还有时间和耐
心听别人长篇累牍的说教呢？朱熹
有句话说得很到位，“辞达则止，不贵
多言”。说话说到点子上就有效果，
不需多言。

思想者营地

辞达则止，不贵多言
王丕立

世相漫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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