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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典是一位不开口的老师，这句

经典的名言代代流传。对现代人来

说，想拥有一本字典，得来是易如反

掌，对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我来说，在

上小学时想拥有一本梦寐以求的字

典，无疑比登天还难。

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大

字不识，字典是啥也许他都不懂。对

于家境困难，经济拮据的父母，要供我

和大姐、二姐上学已经是实属不易。

但父亲尝够了没有知识的苦，所以无

论家境怎样清贫，他都执意要让我们

姊妹上学。

上小学的时候，记得是读二年级

了，老师要求每个同学都能买一本字

典，说是遇到生僻字好查找一下。我

告诉了父亲，一连几天字典都无影无

踪，我只好找别的同学借字典来完成

作业。班上大部分同学都有字典，渐

渐地，没有字典的苦恼就伴随我而来，

课堂上，字典派上了用场，而我只有干

瞪眼，咬笔杆子发呆，要求查字典的作

业难以完成。一回到家，我就将书包

甩在一边，扬言不去读书了。父母见

状，问我咋了，我边哭边说：“叫你们给

我买字典，你们就是不买，我咋个查字

嘛？”父亲呆愣在那儿，一时语塞。母

亲安慰我说：“你别哭了，等星期天的

时候，你就和你爸爸一起去买！”

终于盼来了星期天，父亲将木柴劈成长短一致的木块，

打捆，挑到街上去卖。我跟在父亲身后，一捆大约五十来斤

的柴禾，父亲挑在肩上，健步如飞，还不时回过头来，叫我跟

紧一点。途经一铁索桥，大约有三四百米的距离，桥上人一

多，铁索桥就像荡秋千一样，吓得我不敢前进，父亲挑着柴

禾，腾出一只手来拉着我，心惊胆战地走过了铁索桥。

父亲来到集镇上，将柴禾卖了，拿着手中的五角钱和我

一起来到了供销社，我指着字典，对父亲说：“就买这个”。

一位阿姨将字典拿了过来，对父亲说：“八角五分一本。”只

听父亲说了一句：“咋这么贵啊，今天卖的钱还不够给娃买

一本字典哩！”我惊讶失望地抬起头，看见父亲左手在上衣

口袋里摸出一角、二分、五分纸币来。最终，我拥有了属于

自己的一本心爱的字典。

有了字典，我睡着都感觉笑醒了，学习有了这高端配

置，做起作业来也是如虎添翼。拼音查字、部首查字，运用

得滚瓜烂熟。记得当时农村有信件往来，邻居熊伯伯一日

拿来一封信，说是我上五年级了，叫我帮忙读给他听一下。

我拿着信，念着念着，熊伯伯聚精会神地听，突然，有一个字

难住了我，我赶紧拿出字典，认出了那个字，站在一旁的父

亲和熊伯伯欣慰地笑了，还当着父亲的面直夸我。

爱读书看报的我，时常也会遇到不认识的字。那天和

朋友一起逛街，见一小区门口打着横幅“祝某某壵小朋友生

日快乐！”我看了半天都认不得三个“士”叠在一起读啥，平

常看惯了三个木，三个石，三个水的字，但这三个“士”的字

可谓难倒了英雄汉，问朋友，朋友也只是摇了摇头。想到自

己爱与文字为伍，今天居然栽了跟斗，心情受损，急忙回家

翻出字典，一查才知认“zhuang”。

字典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朋友，它教会了我许多

不认识的字，没有字典，感觉就像跟文盲差不多。

父亲给我买的这本字典不觉间陪伴了我三十多年，其

中我又传给了我儿子，待儿子毕业工作后，字典又完璧归赵

回到了我手中。尽管封面和内页损毁了几页，但我还是倍加

珍爱，每当在读书写作中需要时，我就会拿出字典。抚摸着

它，就会想起父亲挑着一捆柴，与我走在那买字典的路上。

《清明上河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为北

宋的风俗画，是北宋画家张择端仅见的存世精品，属

国宝级文物，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清明上河图》

宽24.8厘米、长528.7厘米，绢本设色。作品以长卷

形式，采用散点透视构图法，生动记录了中国十二世

纪北宋都城东京(又称汴京，今河南开封)的城市面貌

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是北宋时期都

城汴京当年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

写照。

《清明上河图》在五米多长的画卷里，共描绘了

数量庞大的各色人物，牛、骡、驴等牲畜，车、轿、大小

船只，房屋、桥梁、城楼等各有特色，体现了宋代建筑

的特征。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在包罗万象的《清明上河图》中，有牛、骡子、毛

驴等动物，但缺少了两种古代市井中常见的动物

——马和羊。马匹，往往用毛驴、黄牛、骡子代替，这

究竟是为什么呢?根据历史学家研究发现，原来是因

为，马和羊牵扯到北宋时期的“军事机密”。

北宋是典型的民富国穷的朝代，尤其文人皇帝

赵匡胤，开国之初就奠定了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

北方虎视耽耽的游牧民族，对“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的中原早就垂涎欲滴。为了应对北方强悍的游牧民

族，北宋朝廷也不敢忽视，不得不加紧对战备物资的

控制。

马匹，是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羊皮则可以制作

营帐、军服。马和羊，属于北宋重点的战备物资，数

量属于国家“军事机密”，必须由国家统一驯养和控

制，民间百姓不得豢养。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

写道：“《辽史》也说得很清楚：与宋互市时，马与羊不

许出境。《辽史》中也提及，辽国与金国、宋国决战时，

决不能失去战马之来源。辽国限制马匹交易的禁

令，也反证了马匹和羊在当时战备中的重要作用。

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上可以发现：画幅上，

开封的大车都用黄牛水牛拖拉，可见马匹当时在民

间几乎没有。马本来也完全可以在中原地区繁殖和

使用，但是为了军事战备的需要，不允许民间驯养而

已。想不到，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现实主义的画风，

竟在千年之后，泄露了北宋王朝的“国家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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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有一份办给农民看的特殊报纸，

这份报纸是1930年由当时的著名编辑孙伏园

在河北省定县接手主编的《农民报》。

《农民报》创办于1925年，最初的读者基本

上是知识分子，创办的初衷是想通过这张报纸

让知识分子了解农民的处境。

1930年，孙伏园接到老友晏阳初的邀请信，

让他到定县为农民主办《农民报》。孙伏园是出

国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有着广阔的胸襟和自

己的抱负，他接受了晏阳初的邀请，来到定县。

晏阳初对他说，中国的农民在多少年来一次次

陷入悲惨的境地，自己没有多大能耐，只是想为

他们做一点事情，才会心安。随后，晏阳初拿出

一本随身携带的，1924年平教会搜集编辑的有

关大众语的《通用字表》给孙伏园看，这是从白

话书报、旧戏剧、鼓词、《三字经》、发票、传单、告

示、菜市账簿、家庭明细账簿等日常生活中常用

的文字中挑出的重复次数最多的3000字而编成

的通常用到的字表。孙伏园接下来开始组织识

字工作者教农民识字，并主编《农民报》。

孙伏园接手以后，决定要把它办成一份农

民看的报纸，所以改变了《农民报》最初的办报

宗旨，并将其改为周刊，读者对象也跟着由知识

分子变成了农民。孙伏园提倡《农民报》使用通

俗易懂的大众语言，他在《农民报》的《民间》副

刊上写下了这样的的广告：“一展卷准保闻到稻

麦香！”，字里行间带着对农民思维的尊重。

《农民报》每一期出两张，第一张的稿子由

编辑撰写，主要内容包括一星期的重要新闻，各

种常识和各种文艺，所有的稿子讲求文法，全部

注音。第二张刊登的稿子全部是农民的投稿，

带着农民鲜活的、日常生活的痕迹，孙伏园允许

农民的投稿可以使用谐音字，还可以使用假借

字以及注音符号。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让当时

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逐渐培养起写文字表达

情感和看报的习惯，并产生兴趣。

晏阳初说：“农民周刊《农民报》的目的，可

以说是为使农民发抒舆论，唤起农民对于国家

民族的责任，养成农民读报的能力和习惯，也给

予农民练习写作的机会。”为此，孙伏园不断努

力工作着。为了让农民能订得起报纸，他把价

格定的很低，这样一来，报纸的订户越多，报社

赔得就越多，但是他仍然希望《农民报》有更多

的读者和订阅用户。

孙伏园在定县主办的《农民报》因为别具一

格，所以吸引着许多人的目光。俞平伯和周作

人也到定县参观《农民报》社，孙伏园向他们介

绍了《农民报》的有关情况，并带着他们四处走

了走。周作人后来写了《保定定县之游》一文，

谈了自己的感受。

1936年10月19日，孙伏园敬重的鲁迅先

生在上海与世长辞，他哀痛不已，匆匆赶往上

海。自此就离开了《农民报》，随后不久，这份为

农民办的报纸就停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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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器晚成的苏洵
《三字经》里有一句话:“苏老泉，二

十七，始发愤，读书籍。”这位苏老泉，

就是苏轼与苏辙的父亲，“三苏”之

首的苏洵。苏洵(1009—1066)，乃

北宋散文家，字明允，号老泉，自

称“西蜀匹夫”，可见其--生是

“尝有志于当世”“方不见用于

当世"的文人。

青年时代的苏洵，豪放不

羁,喜好游侠。十九岁那年,与

眉州的名门闺秀程氏结婚。程

苏两家，一家富豪，一家清贫，

但程夫人安于清贫，勤俭持家。

到了苏洵二十七岁那年，他已经

是一女两男的父亲了，苏轼已经三

岁了，苏辙才一岁。这时苏洵对夫

人说:“我衡量了自己，尽管已到了中

年，如果要读书，还是可以成才的。但是，

全家要靠我养活，还是无可奈何!”程夫人听了这

话十分感动，她将陪嫁的金银首饰拿去典当，悉

心操持家务，不让丈夫分心。

胸怀炽烈报国热忱的苏洵，开始刻苦攻读，

但都未考中，愤而烧去平日所为文章数百篇，关

门读书五六年，并将研究所得撰写为文。后来，

他不仅精通“六经”百家之说，而且能写出一手

好文章。

此外，苏洵对苏轼、苏辙的教育也竭尽全

力，希望把自己未能实现的理想和抱

负在儿辈中实现，他在《名二子说》

鼓励儿子要像“轼”一样，登高望

远，积极上进，又要像“辙”一样

为人忠厚，处事稳妥，要做到

养气为文，治所养心。

嘉佑二年，苏洵偕二子进

京应试，同时将自己所著的

《几策》《权书》《衡论》共二十

二篇政论文章呈现欧阳修、

苏洵的散文，论点鲜明，论据

有力，语言锋利，纵横恣肆，具

有雄辩的说服力。欧阳修称

赞他“博辩宏伟”，“纵横上下，

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

当时，苏轼、苏辙同时考中进士，苏

门三士，名动京师。许多文人学士都

争相传诵和模仿他的文章，时文为之一

变。有歌谣说:“眉山出生三位姓苏的人，花草树

木都枯萎了。”后人为了纪念苏门三杰，便在他

们的家乡四川眉山县建了一座“三苏祠”。

苏轼享年五十七岁，后追赠为“文安公”及

“光禄寺丞”。对苏洵的不幸早逝，上至天子宰

臣，下至闾野之士都非常惋惜，认为他不仅是

“一时之杰”，也是“百世之家”，苏洵一生虽短，

却与其子苏轼、苏辙同列“唐宋八大家”，为文学

史上的一大美谈。

在画螃蟹的画里，明代画家徐渭笔

下的蟹独树一帜。徐渭，字文清，后改

字文长，是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他的别

号很多，有天池山人、青藤道士、田水

月、漱仙等。徐渭算得上是一位奇才，

集诗文，戏曲，书画成就于一身。

徐渭笔下的蟹，和他的其他画作一

样，用笔放纵，不追求形似，而是突出感

觉。比如，在他的《黄甲图》中，他便以

奔放精练的笔墨来画出螃蟹的爬行之

状。

《黄甲图》中的蟹，身子是用三笔浓

墨涂抹而成的，八条腿蜷曲收拢，值得

注意的是，螃蟹的两个蟹螯却画得大而

细致，蟹螯上的齿纹用笔尖点得很是锐

利。这只蟹正在爬行，但显得颇为笨

拙，可以看出它并不是快速移动，而是

缓慢前行。这只蟹虽然只是寥寥数笔，

却集浓、淡、枯、勾、点、抹等诸多笔法为一体，螃蟹造型写

意，却质感、形状、神态全在，生动形象。

在螃蟹上方，是两枝肥阔的荷叶。荷叶用笔阔大，偃

仰有致，已经显露出凋零之状，彰显了清秋气氛，更让人

感觉到了无尽的秋意。值得注意的是，徐渭在绘画时往

水墨中加入了适量的胶，避免了水墨渗散。

在《黄甲图》的右上角有徐渭题诗：“兀然有物气豪

粗，莫问年来珠有无，养就孤标人不识，时来黄甲独传

胪。”指的是螃蟹昏昏沉沉、胆豪气粗、腹中空空，但是偏

偏却有着一副与众不同让人不识的样貌。而这个时候黄

甲吃香，所以让它独能黄榜题名进登甲第。因此，许多人

认为，徐渭此画是借螃蟹粗鲁横行的形象，来嘲讽当时那

些胸无点墨、世人不耻，但却能依靠人脉关系或金钱徼幸

高中、身登甲第的人。

（明徐渭《花卉鱼蟹图》局部）

在徐渭的《花卉鱼蟹图》卷中，徐渭同样以春水墨狂

放的笔锋，一气呵成，绘出了一只简约却颇具神采的螃

蟹，描绘了深秋时节螃蟹的横行之态。而在这幅画卷的

蟹画中，他也题诗道：“老人画懈（蟹）复题诗，正是秋深稻

熟时。饱却黄云归穴去，付将甲胄欲何为。”他抓住了螃

蟹饱食稻子(“黄云”指稻子)后躲在洞穴中的特点，讽刺那

些饱食终日、享尽荣华而不愿为国作战的武将。

此外，徐渭还有《题画蟹》诗：“稻熟江村蟹正肥，双螯

如戟挺青泥。若教纸上翻身看，应见团团董卓脐。”说的

是秋高稻熟时，江村蟹肥，别看螃蟹双螯如戟挺立在青泥

之上，但如果把它翻身朝上画在纸上来看的话，那么就像

董卓圆团团的肚脐了。董卓是汉末权臣，因作恶多端，死

后士兵在他肚脐上点了灯，脂膏流了一地。这是抓住螃

蟹秋后正肥、腹中充满脂肪，蟹黄的特点，来讽刺那些脑

满肠肥的封建权贵。

徐渭对蟹观察细腻，最擅长刻画螃蟹爬行状，他笔下

的螃蟹活灵活现，往往寥寥数笔，螃蟹的质感、形状和神

态具足。实际上，徐渭创作蟹画多幅，题蟹画诗多首，他

很喜欢运用螃蟹的不同特征，对世情作不同侧面的讽刺。

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逐渐僵化，弊端显现，许多真正

有才华者常屡试不中，像徐渭这样的奇才，却连应八次乡

试都未能中举，而那些不学无术的人却常能高中，然后盛

气凌人，不可一世，徐渭对这种现象极为不满，故借用螃

蟹的形象来进行讽刺。

徐渭的画作对后世影响很大。画家齐白石在抗日战

争时期曾作过一幅螃蟹画，上书“看你横行到几时”，以表

达他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和抗日必胜的信念，我们从中

似乎也能看到徐渭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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