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奧運會期間，想起了大力士，想起了武松。武松
能赤手打死老虎，如果他參加奧運會，不知道應該
參加甚麼項目？
中國自古以來，似乎沒有舉行過甚麼運動會之類

的活動，讓各地來的好手在一起比賽。描寫大力
士，也只是個別的故事，比方說武松打虎。
武松打虎，很厲害，但打虎不能說是一個運動比

賽的項目。不過，《水滸全傳》中，也寫了一個武
松舉重的故事，寫武松舉石墩。
第二十八回，「武松威鎮安平寨」，寫武松仗義要

為受欺負的施恩報仇，打一個惡漢蔣門神。蔣門神
這個稱號，就可見此人十分高大。《水滸全傳》寫
他：「那廝不特長大，原來有一身好本事，使得好
槍棒，拽拳飛腳，相撲為最。自誇大言道：『二年
上泰岳爭交，不曾有對；普天之下，沒我一般的
了。』」武松答應，為施恩把蔣門神打下來。
武松為了在施恩面前顯一顯本事，在施恩面前舉

起了一塊沉重的石墩。《水滸全傳》第二十八回

寫，他對施恩說：「我
昨日看見天王堂前那個
石墩，約有多少斤重？」
施恩道：「敢怕有四五
百斤重。」武松道：
「武松不知拔得動也

不。」過了一會，他們來到了那塊石墩那裡，武松
道：「你眾人且躲開，看武松拿一拿。」結果，武
松準備了一下，把上衣脫了下來，拴在腰裡，「把
那石墩只一抱，輕輕地抱將起來；雙手把石墩只一
撇，撲地打下地裡一尺來深」，使得在場的人見了，
「盡皆駭然」。武松不只這樣抱一抱，更「再把右手
去地裡一提，提將起來，望空只一擲，擲起去離地
一丈來高；武松雙手只一接，接來輕輕地放在原舊
安處。⋯⋯面上不紅，心頭不跳，口裡不喘。在場
的人都拜道：「真神人也！」
想像一下，如果武松沒有這樣的神力，又如何一

拳一拳把老虎打死！
奧運會可沒有打老虎的項目，也沒有舉擲石墩這

樣的比賽動作。如果有，金牌應該是武松去拿。還
有誰能拿？
那麼，真的讓武松來到了奧運會，應該讓他參加

甚麼比賽項目好呢？還是請他參加舉重吧！甚麼重
量，甚麼樣子的器械都可以，武松一定可以輕輕舉

起、拋起，又輕輕的接回來。
武松這樣的神力，真是近乎神話。小說也真寫得

生動，接近神話故事了。
中國古來有許多大力士，像高唱「力拔山兮氣蓋

世」的楚霸王項羽，就是出名的大力士。這些大力
士和別人比試過沒有呢？應該有過多次比試，比下
了許多對手，才讓眾人承認這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力
士，不過這些比試，大致只是朋友們中間玩玩，沒
有紀錄，也沒有頒發金牌。
真能讓武松參加奧運會就好了，在舉世矚目中，

表演一下他驚人的本領。
想像一下真有這樣一個特別的奧運會，把幾千年

來傳說中的能人、大力士，都請來參加比賽，倒真
是很有趣的一回事。這個特別奧運會武松是一定有
參賽入場券了。
這似乎是在說笑，但也有趣。
在現實中，奧運會實在也是一個很特殊的場合，

讓世界各國各地的頂尖高手都集中來較量了。這較
量中，奪取金牌銀牌銅牌當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
是，只有在這樣的場合，才能夠把世界各地的高手
都請來了。中國當今的武松，大概也在其中了。不
過不是比賽打虎，比賽舉石墩就夠精彩了。
奧運會有期限，但這一屆結束，下一屆又將到

來，世界各地高手一次又一次聚集，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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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八寶山公墓可謂是中國規格最高、聲名
最顯赫的一座墓地，而其中又以一墓區最
「貴」，許多政壇元老都埋葬於此。拾級而上，
一墓區最高處共有三座墓，正中是任弼時，左
邊是張瀾，右邊安葬的就是瞿秋白。而許多地
位極高的中共高官，如陳雲、李先念、彭真等
人，墓地都在其下。時至今日，瞿秋白何許人
也？竟成了許多人的疑問。
這一格局的形成有其歷史原因。八寶山本是

明清兩代太監養老送終之地，1946年國民政府
建為忠烈祠，1950年新中國將其改建為革命公
墓。同年，中共開國五大書記之一任弼時逝
世，葬於東部坡頂，此墓被稱為「八寶山第一
墓」，也是整個公墓中佔地面積最大的一座。
1955年2月9日，著名民主黨派領袖、新中國的
中央政府副主席張瀾逝世後，安葬於任墓之
左。同一年6月18日，為紀念瞿秋白犧牲二十周
年，其遺骸由福建長汀縣移葬於任墓之右。因
此，此三墓得以佔據了最高處。
瞿秋白，原名瞿雙，後改為霜、爽，他雖曾

擔任過中共早期的高級領導人，但如今緬懷他
的少數人們，更多的是視他為一個文人。無論
是白居易的「唯見江心秋月白」，還是程顥的
「白蘋吹盡楚江秋」，「秋白」之名，實際已經
直白抒發了他的心境。他在最為有名的詩《江
南第一燕》中寫道：「萬郊怒綠斗寒潮，檢點
新泥築舊巢。我是江南第一燕，為銜春色上雲

梢。」這是何等俊逸瀟灑，充滿風華正茂的抱
負，而燕子也得以一洗千百年來柔弱旖旎的形
象。不過，仔細想想，雖有凌雲之志，但秋白
並沒有以鷹隼鴻鵠自況，沒有那種「鷹擊長

空」、「萬類霜天競自由」的霸氣。這種性格，
其實早就暗暗注定了他的悲劇命運。
靳尚誼先生所畫的經典油畫《瞿秋白》中，

選擇的正是秋白囹圄獨坐的形象。對襟黑褂與
白色長褲，清秀蒼白的臉龐，低眉凝思的神
情，都在無聲傾訴 彼時其內心的微瀾，正如
《獄中題照》裡的那句「如果人有靈魂的話，何
必要這個軀殼！但是，如果沒有的話，這個軀
殼又有甚麼用？」這種消沉的性情，怎能適應

動輒流血漂櫓的政治爭鬥呢？他本是一個才華
橫溢的意氣書生，是自稱的「半吊子文人」，散
文、詩詞、譯述，都卓有成績。然造物弄人，
他卻在飄搖時局中捲入政治漩渦。一度短暫地
成為中共的實際領袖，轉眼又受到嚴厲批判淪
為邊緣人，並最終因而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這
是個人的悲劇，也是歷史的蒼涼誤會。
在死前的自述中，瞿秋白曾寫下「中國的豆

腐也是很好吃的東西，世界第一」，今人乍視
之，或有無厘頭之感。其實，這恰與金聖歎
「鹽菜與黃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的臨終遺
言，異曲同工，是一位純粹文人蔑視一切外物
的風骨。1935年6月18日清晨，被捕拘押數月的
瞿秋白梳洗乾淨，被行刑士兵帶至長汀中山公
園，獨坐自斟，其間言曰：「人之公餘，為小
快樂；夜間安眠，為大快樂；辭世長逝，為真
快樂。」隨後慨然飲彈。其從容儀態，令行刑
者亦為之欽佩不已。
然而瞿秋白並沒有迎來「真快樂」，在此後幾

十年，他屢屢受到政治風波的震盪。尤其是四
十年後的文革狂飆驟起，他在歷史上的所謂錯
誤路線再度被提及，被捕後的經歷也被誣為叛
變，一眾紅衛兵嘯聚八寶山，揮鎬掄錘，挫骨
揚灰，將瞿墓夷為廢墟。直至十四年後的1980
年才被恢復名譽，並重新修墓立碑。
如今的八寶山裡，安眠一隅的秋白，墓碑用

白色的大理石砌成，簡以菊花圖案點飾，周圍
塔松翠柏圍繞，靜謐無聲。如他的名字一樣，
秋白一生，鍾愛清秋經霜之菊、嚴冬傲雪寒
梅，並分別留下了《詠菊》、《卜算子．詠梅》
的詩詞。《詠菊》裡說「只緣秋色淡，無處覓
霜痕」，《詠梅》則云「眼底雲煙過盡時，正我
逍遙處」，或許，現在的秋白終真正逍遙了吧。

夏秋之際最熱鬧的要數蟬鳴。城
市的綠化越來越成氣候，樹蔭層層

，便有蟬鳴嘈嘈唧唧，是多聲
部的大合唱，細細品味是十分有趣
的。
孩提時為了一聲聲的的蟬鳴魂牽

夢縈，跟 大人攀高落上捉知了，
每每捫 「怦怦」作跳的心，小心
翼翼靠近、靠近，那知了卻「喳」
的一聲倏然飛跑，只能望 牠遠飛
的 影一陣悵惘，後來學會了用生
麵筋粘知了，
長長的竹竿那
麼一粘，這小
精靈便經常的
束手就擒了。
有時知了捉多
了，放在蚊帳
裡，想近距離
聽牠的歌唱，
牠卻偏偏啞了
嗓，作無聲的抗議，一夜過後大抵
還橫屍枕席，只能餵雞了事。
其實最好的聽蟬，還是在林間的

密密濃蔭，有風有露有漏透的碎金
般的陽光，那蟬鳴就顯出了多姿多
彩，隨 風聲的起伏而抑揚，因
露珠的浸濡而滋潤，為有陽光的投
射而爽朗，並可以從多聲部合唱中
分離出各種美妙的歌詠，有直透雲
表的高音，不比巴弗洛堤．杜明高
們遜色，有稚嫩的童聲，更有哀婉
的女聲詠嘆⋯⋯
那一年初秋我到北京香山遊覽，

雖不見迷人的紅葉，卻聽到了蔚為
壯觀的蟬鳴。那香山漫山遍野是楓
樹，蟬鳴便波瀾起伏的雄渾。聽
，我竟從中聽出了鏗鏘的京韻，

彷彿捲了舌的「京片子」，細辨
之，真是「生旦淨末丑」一應俱
全，滿台的好戲！由是聯想到，江

南的蟬鳴就少了威武，多了柔美，
是昆曲、評彈或者是越劇和灘簧，
也分外的動聽宜人了。
聽久了蟬鳴，便發現其中最撩人

者要數「夜思多」了。那是一種體形
較小的蟬的鳴唱，叫聲如「夜思多」
三字，那是很能引起人們聯想的鳴
唱，真像哀婉的女聲詠嘆，——長
夜無眠，在想 甚麼呢？多半是為
情所困吧？於是聲聲嘆息「夜思
多」。其實江南人管這種蟬鳴叫做

「楊師太」，我孩
提時就是這麼稱
呼的，稱呼歸稱
呼，心裡覺得怪
怪的，尋思這知
了為甚麼聲聲呼
喚 「 楊 師 太 」
呢？老人說，牠
生前是姓楊的尼
姑，死後投了蟲

子就靈魂不泯，銜冤叫苦，口口聲
聲喊 「楊師太」，為自己招魂
哩。後又聽到這蟲還有另外一個名
稱叫做「藥死她」，也是擬聲所
得，也是怪得沒命。反正把牠的叫
聲可以擬許多許多的名稱。大自然
就是如此奇妙，本色而原生態的東
西經了人的臆想可以演化出無窮無
盡的境界，所謂的境由心造吧。
我想就把這蟬鳴擬「夜思多」、

「楊師太」和「藥死她」吧，連貫
起來正好是一齣「悲劇」，說的是
一個姓楊的小尼姑（「楊師太」）因
為不安分守己、就「夜思多」，思
凡思春，以至有了傷風敗俗的舉
止，為世俗所不容，於是庵主就決
定投毒「藥死她」，清理同門、整
肅庵規。
妙哉，因蟬的鳴唱，竟演繹出這

般有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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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 點 滴

古 今 講 台

武松參加奧運會

■吳羊璧

時常想，
逗號：一種節制，
懂得停頓，思索，
文字和人生一樣，
需要起承轉合。

有時想，
多用點逗號，
點綴下生活的節奏，
跑得快時，
停下來，
好像說話，
適可時，斷句。
我呢，常點逗號，
更愛用句號。
就像春天，遍野的春意，
那一聲春雷，
最響亮。

幾度清秋幾度白

人 文 世 相 ■馬浩亮

唐代武則天（624-705
年）後期，公元700年6
月，一個叫張昌儀的
人，當上了皇都洛陽城
的行政長官（洛陽
令）。此公別的本事沒
有，專會倚仗其兄張易
之、張昌宗的權勢，貪
財納賄，賣官鬻爵。
當時，武則天的男寵

「二張」（張易之、張昌
宗），被武皇捧為「超
級男寵明星」。兩兄弟
狼狽為奸，恃寵而驕，
干預朝政，發號施令，
可謂「貴顯已極，勢傾
朝野」。而張昌儀原本
無德無能之輩，卻因了
與「二張」的「哥們兄
弟」關係，便也顯赫起
來，成了手眼通天、炙
手可熱的人物。他在官
場上倚權仗勢，為所欲
為，無論誰求他買官陞
官，「請屬無不成」。
只要捨得花銀子，凡事
他都有求必應，沒有辦
不到的。
閱《資治通鑒．卷

206》，看到其中記載：
「（張昌儀）嘗早朝，有
選人以金五十 並狀，
邀其馬而賂之⋯⋯」原
來，說的是一次張昌儀
上早朝，有一位姓薛的
候補官員早就在他必經
的路上暗中等待，看見

他的車馬來了，連忙上前攔住馬頭求見張大
人。所求者何？不為別的，只求去掉「候補」
二字，使自己成為朝廷的正式官員，穿上大官
袍，戴上烏紗帽。說時，薛某恭恭敬敬地向張
昌儀奉上黃金五十 ，同時附上一份寫有個人
姓名及要求的「請託書」。張昌儀對這樣的「官
位」買賣交易，早已是個運用得爐火純青的老
手，於是心照不宣，收下賄金和「請託書」，二
話不說，打馬而去。
到了朝堂，張昌儀「以狀授天官侍郎張錫」，

照例把行賄求官者薛某的「請託書」交給天官
侍郎（吏部副部長）張錫，要他給薛某任命官
職，張錫當即唯唯諾諾，應聲「照辦」。不料幾
天後，張錫不慎將薛某的「請託書」丟失，又
不曾記得薛某的名姓，頓時慌了神，就趕忙去
問張昌儀，大人吩咐要授官的候補者是誰？張
昌儀聽了，罵道：「不了事人（不會辦事的東
西）！我也記不得他的名字了，只知他姓薛，
回去查到候補官員中有姓薛的，給個官就是
了。」張錫內心惶恐，回去查閱卷宗，發現登
記在冊的候補官員檔案中，竟有60多名「薛姓」
候補官員。由於無法分辨究竟是哪位，乾脆不
管是龍是蛇，將60多名「薛姓」候補官員一次性
全部掛上了一官半職。
歷史記錄了張昌儀這次賣官的全過程，頗有

戲劇性的諷刺意味。張昌儀坐鎮「烏紗公司」，
只要給管官的組織人事部遞個條子打聲招呼，
就有像張錫這樣的部級高官俯首聽命，竭力效
勞，可見張昌儀權勢薰天，頤指氣使，飛揚跋
扈，無以復加！這樁骯髒交易，原本由張昌儀
應薛某一人所求而起，只需售「帽」一頂，然
而，結果卻出人意外，一次性批發了官帽60多
頂。《通鑒》上說：「在銓（待選）姓薛者六
十餘人，悉留注官。」凡在冊姓薛的所有候補
官員都乘機跟 沾了「薛姓」的光，如同兒戲
一般，簡直跟官員選拔陞遷的「明規則」開了

一個大大的玩笑。
出現這種荒唐的「官帽」批發事件，似乎十

分偶然。如果張昌儀記得行賄者的名字，如果
張錫沒有「失狀」或者雖「失狀」卻還記得薛
某的名字，那麼，眾多「薛姓」候補者也就不
可能天賜良機，好運降臨，只得再「候補」下
去了。其實，這種機會的偶然性恰恰寓於權力
腐敗的必然性之中。張昌儀手中的權力，包括
他背後擁有的巨大的「隱權力」，因為得不到監
督和約束，所以他才能揮動權力專制的魔杖，
膽大包天地破壞正常的官員選拔任命制度，貪
贓枉法，作奸犯科，敗壞吏治。一粒老鼠屎，
也能攪亂一鍋粥。張昌儀這樣的官蠹之所以能
在官場上呼風喚雨，營私舞弊，中飽私囊，蓋
由專制政體下的權力腐敗所致也。
據《資治通鑒．卷207》記載，不久，張昌儀

成了著名的「暴發戶」。他新建了一座勝過皇子
公主的豪華別墅，春風得意地過起了奢侈享樂
的日子。饒有意味的是，有人趁夜在他家門上
書寫了一條標語：「一日絲能作幾日絡？」「絲」
諧音「死」，「絡」諧音「樂」，意思是都快要死
了，還能快活幾天呢！隱喻他驕奢淫逸、作威
作樂的日子不會長久，給這個「得志便張狂」
的傢伙，來了一聲當頭棒喝！果然，公元705
年，武則天退位，隨 張易之、張昌宗的失勢
被誅，張昌儀也自食其果丟了命。放縱權力以
謀私，只能逞一時之樂，終必身陷泥潭而亡
身，這是張昌儀的可恥下場，也是「李昌儀」
「王昌儀」等貪墨者的歸宿，可謂天理昭彰，屢
試不爽。
不過，今天的讀者還是得謝謝張昌儀，是他

製造了權力尋租、封官許願的一個古代「笑
典」，為我們的權力機關如何健全和完善公開、
公正的官員選拔任命機制，防止濫用權力，提
供了一份絕妙的反面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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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及今，這頂烏紗帽下上演了多少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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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明天就到了，借此漫畫祝天下有情人
終成眷屬，白頭偕老。

■影視作品中的張易之。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