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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一本好书区文化委员会
区图书馆协办

“像树木似的成熟，不勉强挤它的汁液，满怀信心地
立在春日的暴风雨中，也不担心后边没有夏天到来。”在
一部小说的创作中，如果作者真正本着这样的信心与气
度，那么我们读到小说的人就有福气了。

用了两天时间读完了陈河先生的小说《甲骨时
光》。掩卷之际，心里生出了一丝不舍，已经很久没有收
获过这种阅读的感动与快乐了。在这个暮春的温暖午
后，我愿与大家重温这本小说，交流我的感受。

本书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甲骨文专家杨鸣条受傅斯年所托来到安阳调查殷墟的
情况。他抵达安阳之后，发现这里是一个布满历史雾障
的迷宫，充满梦幻、欲望、阴谋和暴力。他遇见了一连串

的人物：伪刻高手、加拿大牧师、日本人、前女友、麻风病
女人，所有人的活动都和地下埋藏的甲骨有着密切的联
系。此后的十几年，杨鸣条在安阳遭遇一连串神奇的事
件，最终凭借灵异感应和天才的推算找到了商朝甲骨典
籍宝库。

人类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就跨上了高速发展的快车
道，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更是以一日千里的速度
前行着。虽然如此，我们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依然如
沧海一粟，我们未知的领域还很多很多，依然被许多未
解之谜困惑着，比如说过去的历史空白。小说以恢宏
的构架、独特的视角，用两条平行的叙事主线带领我们
跨越三千多年的中国历史，由二十世纪初的一次现代
考古事件为开端，通过对历史谜团的拆解，穿越了时空
的束缚，回到迷雾重重的殷商时代。在作者极富艺术
想象力的笔下，读者自由游走在上下间隔三千多年的
历史的真实与合理想象之中。两只看不见的亦真亦幻
的时光之手，为我们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让我们不仅
看到了金碧辉煌的殷商王城，同时也嗅到了酒池肉林
里弥漫的末世味道。虽说是小说，但是我们依然看到了
历史的真切倒影。

小说里人物不是很多，人物关系也一目了然，他们
无一不是为甲骨而生，为甲骨而来，甚至为甲骨而死。
比如，商朝占卜师大犬、甲骨文伪刻者蓝保光、日本文物
贩子兼掠夺者青木、真正的学者加拿大人明义士等等无
不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小说刻画的第一男主
角是一位叫杨鸣条的民国考古学家。身为安阳人，仿佛
冥冥之中受到一种责任与使命的召唤。他是一个河南
乡下人，“穿着的那套长衫的里子已经破了，夹层里可能

有跳骚，长筒棉裤里还没有穿内裤。”这是一个穷酸的教
书匠，但是你仔细观察，“他的额门又高又宽，眼神的光
芒是内敛的，眯成一条线。”在这聊聊二十多个字的外貌
描写中，我们分明感受到了一个知识分子内敛的睿智
与坚毅。在那个匪盗横行、官商勾结、日寇铁蹄步步
紧逼、外国势力纷纷介入的动乱年代，就是他的出现，
撬动了沉睡地下三千多年的的殷墟大门，并且在最危
急关头，险得国宝甲骨档案球，让祖先的档案留在了
祖国，让我们今日能够一窥神秘悠远的古王国的身
姿。我们不得不感叹，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关键时
刻普通人物的出现与坚守是可以改写历史的。是的，
杨鸣条是小说人物，但是作者笔下的人物是有原型
的，他就是撰写《殷历谱》的董作宾先生。正是以他为
代表的爱国知识分子，用孱弱的身躯、坚强的毅力在
乱世为国家和民族做着自己的良心事业。陆游曾经
说过“位卑未敢忘忧国”，从董作宾先生的身上我们看
到了这种伟大爱国精神的传承，也为今天的人们做出
了好的表率。这种精神的传承时至今日，依然焕发着
勃勃生机，历久而弥新。今天，我们的国家早已摆脱
了董作宾们所生活的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但是我们每
一个中华儿女依然要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居安思
危，奋发进取，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爱国、就是为
国家的发展和繁荣做贡献。国家的发展永远在路上，
不发展就会落后、会挨打，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这就
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爱国情怀。

本书的作者是陈河。他是一位华裔作家，现在定居
在加拿大。出国多年，在打拼生活的的同时，他没有放
下自己的笔，依然用灵魂热爱着故国的土地。“出国未敢

忘忧国”，他也代表了离国万里的游子的一种爱国情
怀。他手中有一支笔，并且用它写出了有分量的文字。
的确是在读了越来越多的快餐文学之后，人们的视野就
会自觉的搜寻真正的有骨头有血肉的文字，良莠虽然容
易混淆，但是随着人们的阅读品味的不断提升，最终饱
满的谷穗会是人们最终的选择。

无疑，陈河是一个认真对待文字的人。早在二十世
纪八十年代初的某个晚上，在夜色灯影中徘徊的那个年
轻人产生了一个想法：今生要写一本有神奇故事的好看
的通俗小说。这个想法虽然被深深埋在时间的泥土中，
但是多年以后，居然发芽了。这次发芽的催化剂就是作
者的殷墟博物馆之行。祖国文化的博大与神秘最终引
领着他走向了鲜花盛开却又遍布荆棘的创作之路。然
后一堆堆的书籍收集与研究、一次次的构思与放弃，在
山穷水复疑无路的失败与沮丧后，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
悦与通达又让他重新拿起了笔。他为什么在这条道路
上走得这么艰难？正如陈河自己所说，“最近，我常想起
里尔克的一句话，‘让每个印象与一种情感的萌芽在自
身里，在黑暗中，在不能言说、不知不觉、个人理解所不
能达到的地方完成，以深深的谦虚与忍耐去期待一个
新的豁然贯通的时刻。＇我觉得这话说得真好。”是
的，作家应该是对文字有敬意的、对社会有一种责任感
的，在这个前提之下自然就会对写作这件事有坚守、有
耐心和坚韧不拔的劳动，我们才会读到这本启迪智慧、
愉悦身心的好作品。

面对这样的文字，我们能做的只有认真阅读，以此
来表达对作者的敬意。

张鹰/文

在历史的迷城中寻找一个华丽王朝
——读陈河小说《甲骨时光》有感

青花山水与天一色
——青花鸳鸯螭首双耳罐

荣耀和

青花鸳鸯螭首双耳罐，通高42
厘米，口径13厘米，足径17厘米，沙
底无釉，直径35厘米，短颈、圆肩、
鼓腹、下腹渐收至罐底。器身为六
层纹饰，口沿下至肩部由山石、蕉
叶、蝈蝈儿、缠枝菊、变形莲花纹三
层纹饰组成，中腹部由麒麟走兽、鸾
凤孔雀、瓜果、山石、蕉树等图案为
主要纹饰。下腹由卷草纹，变形荷
花瓣纹衬托，整个画面生机盎然，富
有灵气，各类生物万籁缤发，互相争
鸣，展示了大自然生气勃勃万物繁
衍生长的景象。该器物青花作画，
用笔巧妙，勾抹潇洒，精细神采，拙

朴天然。画面花树瓜果，枝叶茂盛，
麒麟凤雀，活灵活现，动静相伴，纵
观全貌，如同一幅天然画卷，景色非
常壮观。特别美妙的是在造型上又
有独特风格，口沿下颈部堆塑一对
鸳鸯正在回头戏羽玩耍，自得其乐，
谐趣之下又有一对凶神恶煞的螭首
又在眺望着远方，瞋目嘶吼，威武叱
咤的神态，好象似镇邪除恶的神灵
勇士，在捍卫保护着大自然灿烂多姿
多彩的秀美景观。

此件青花大罐，白胎，瓷质坚硬，
青花着色纯正，发色深沉，釉色清亮
润泽，造型精美，端庄大方，从画工、
釉色、造型纹饰、制作工艺等几个方
面进行鉴别考证，此物是否是一件
珍贵的元代青花标准器，是否是一
件官方御窑为宫廷皇家贵族生产烧
造并使用的瓷器为官窑产品，笔者
作如下分析。

1、从画片图案中纹饰上分析：
据史料记载：元代自延佑元年

（即公元1314年）开始明确，“双角
五爪龙纹”及“麒麟、鸾凤、白兔、灵
芝”等臣、庶不得使用。(引自李正
中、朱裕平、《中国古瓷汇考》第131
页，天津人民出版社)。从纹饰上，
官方有特殊限定，首先可以确定该
大罐是元代瓷器中民窑禁用纹饰，
图纹上所用麒麟和凤雀吉祥物代表
着皇家贵族的身份，限定只有官方

御窑可以生产烧造，当然也只有皇
家贵族才能使用。

2：从纹饰特点上看
元代瓷器中的麒麟，凤雀图案有

其特点规律，此图饰中的麒麟为鹿
头，牛蹄，马尾，鸾凤头似鹦鹉，羽毛
似鱼鳞状细羽片，三条长羽尾，这些
特点装饰都符合元代时期麒麟、鸾凤
图案的纹饰特点。

3、从釉色使用上画法上看
釉色纯正，清亮润泽，白地青花，

色彩青翠深沉，蓝中泛青，明净素雅，
极其美观画法上使用的是勾画法，先
勾出轮廓再进行涂抹，釉色与画法，
这些方面具备了元代青花先勾后画
的发色特点。

4、从装饰手法上看
六层纹饰，图案繁密，层次分

明，安排有序，主题中心纹饰醒目不
零乱。

5、从质地工艺制作上看
白胎质硬，工艺精湛，使用堆塑

方法。瓷质釉色有玉般堆脂，精致独
到。厚重古朴，美感突出，亮丽而不
轻浮，该器物工艺技术上已达到了元
代后期成熟产品的制作水平，基于以
上几方面特点理由的阐述，笔者认
为：该器物具有早期青花瓷器的特
征，着眼一看，就有大开门之感，是否
为元青花之真品，欢迎有关专家、学
者给予指点赐教。

雪芹身世之谜
柴华林

红学研究有三
大死结：一是曹雪
芹谁之子？二是
脂砚斋是谁？三
是谁续的书？这
三大死结，近百年
来困扰着无数红
学研究者，翻阅清
史档案及所有《红
楼梦》历史资料，都不能找到满意答案。

围绕《红楼梦》及作者问题形成一个个谜
团，最后形成死结，根本解不开，各种分析论
证，猜测臆想，天花乱坠，迷雾重重。所以俞平
伯说，红学越研究越糊涂。比如,《红楼梦》作者
是谁？是不是曹雪芹？《红楼梦》写了多少回？
作者写没写完？谁续写的？脂砚斋在最早的
《石头记》上写下了大量书评，成为《红楼梦》研
究的重要历史资料，脂砚斋是谁？是男是女？
与曹雪芹是什么关系？《红楼梦》版本有多少？
哪个是原貌？《红楼梦》一书作者用“曲笔”写成，
书中隐喻了很多东西，书中人物、地点、事件等
等，都留下许许多多悬念。铺天盖地的红学研
究文章，从康熙开始，到雍正、乾隆，从皇后，到
妃子，到风流公案，对号入座，欲盖弥彰。贾宝
玉的原型是谁？林黛玉是谁？薛宝钗又是谁？
袭人钗影，晴雯黛影，是这么回事吗？秦可卿之
死，秦可卿之谜，她是从孤儿院抱养，还是皇室公
主？与公爹贾珍到底是啥关系？难道是作者难
言之隐？

现在普遍认为，《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曾
祖曹玺，首任江宁织造，曾祖母是康熙奶妈，祖
父曹寅从小就是康熙陪读，长大后做过康熙的
保镖，深得康熙的信任，又接任江宁织造，专供
皇室丝绸织物供应。同时，曹寅暗地里给康熙
做眼线，随时向皇上汇报江南动向，康熙南巡
都住在曹府。

曹寅有两个儿子，一个叫曹颙，一个叫曹
珍。幼子曹珍在曹寅晚年夭亡，曹寅死后，长

子曹颙接班。但曹
颙二十三岁便过早
病逝。康熙看曹寅
无后，就把曹頫过
继给曹寅接管江宁
织造。曹雪芹是曹
颙的遗腹子，即曹颙
是曹雪芹的生父。
曹頫是曹雪芹的叔

父，曹家也是在曹頫时期被雍正抄家革职的，从
此曹家就开始败落，从南京搬回了北京。曹雪
芹《红楼梦》是写南京曹家昌盛时期那段富贵荣
华生活。

曹雪芹身世有三种说法：一是认为他是曹
颙的遗腹子。曹颙妻子马氏在丈夫死后，生了一
个孩子，这个遗腹子就是曹雪芹；二是认为他是
曹頫的儿子，因为根据曹頫接管江宁织造，以及
他被查办抄家的经历，符合曹雪芹写《红楼梦》所
经历的年龄，所以有些人认为曹頫是曹雪芹的父
亲。三是认为曹寅是曹雪芹的生父，主要根据是
清代大文人袁枚在《随园诗话》一书有记载，曹
寅之子撰《红楼梦》一书。并根据《红楼梦》书中
隐喻的一些情节，杜撰曹寅晚年与儿子曹珍的
媳妇发生黄昏之恋，生下一子，便是雪芹。

曹珍的父亲曹寅人品特别好，自幼好学，
文学功底好，写了好多诗词，编撰了《全唐诗》，
是个名士。从曹寅的品行和学识来看，他不会
晚年不保与儿媳发生不正当关系生个儿子，尤
其当时是封建伦理社会，这种不符合伦理的事
情，曹寅肯定做不出来，我是这样看的。那么，
曹雪芹是谁之子？是曹颙遗腹子可能性非常
大，因为曹頫接任后，曹家不久就被查办了，没
有资料记载他的家庭情况。现在资料显示，曹
頫上任时曾向康熙密报，奴才之嫂马氏，因现
怀妊孕，已及七月。那么，曹颙之妻马氏怀孕
这个孩子，可能就是曹雪芹了。

满纸荒唐言，谁解其中味？恐怕没人能解
开雪芹身世之谜，大家都是猜测而已。

南海火龙王庙：南海火龙王庙位于村西，建
于明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一说建于金
代。京西的龙王庙很多，大多是水龙王庙，供天
旱求雨或防洪之用，为什么灵水村却偏偏修建
了一座火龙王庙呢？灵水村原来水源极其丰
富，72眼水井，井井有水，此外还有多处泉眼涌
流，汇成小溪从村中流过。水属阴，阴重则阳
衰，为了求得水火相济，使得阴阳平衡，故而在
水源最旺盛的莲花山的山根处，修建了这座南
海火龙王庙。

南海火龙王庙坐北朝南，南北长27.6米，
东西宽32.3米，占地面积约900平方米。主要
建筑已倒塌，现今仅存山门一座。山门为砖砌
歇山式筒瓦顶，有吻兽、垂兽，拔券门，砖刻匾
额，周围刻有莲瓣，额书“南海火龙王庙，大明嘉
靖岁次丙申（1563）重阳吉日造普林乡重修”。
匾下券门上原有砖雕的狮子、鹿、龙等纹饰。山
门面宽5.5米，进深4米，有旁门两个。山门和
围墙均为红色，这是火的颜色。

正殿今已不存，其形制已经无法考证。
在庙内有一座西跨院，院内有坐北朝南的

菩萨殿三间，硬山调大脊合瓦顶，小式作法，彻
上明造，五架梁，面阔9米，进深7米，现已残
破。另有有倒座三间，与正殿规格形式相同。
东侧有厢房二间，面阔11米，进深5.2米。明间
为过厅，通往火龙王庙大殿。

整座菩萨殿院均为小式作法。有人说这里
就是“二郎庙”，但是没有证据可考。可能原来
这里有供奉二郎神的殿堂，村民对其印象比较
深的缘故吧。

在火龙王庙院内有著名的“柏抱榆”，西跨
院内有“柏抱桑”。菩萨院西山根有清泉一眼，
这就是著名的“灵泉”。

在南海火龙王庙院里，原来有一眼水井，水
井很深，传说那眼井是一个海眼，一直可以通到
东海。在井上栓着一根大铁链子，井口上扣着
一口大铁锅。人若把耳朵贴在锅上，就可以听
见东海的波涛声。据村民们说，不管是谁，也不
敢把这口锅搬走。为什么呢？因为在灵水村流
传着这样一个故事：灵水村临近古西山大道，每
天过往客商不断，有不少的客商就在这里歇
脚。据说有一次来了一伙儿客商，因为当时的

天气很热，客商们就坐在南海火龙王庙前的大
树下歇歇脚，凉快凉快再走。其中有姓杜的父
子二人，因为驮运货物的牲口走了半天路，需要
喝点水了，小伙子就对他爹说：“我去打桶水，饮
饮牲口。”他爹说：“你把水桶拴牢，不然掉进井里
就捞不上来了，那口井可是通着东海呢。”“知道
了”，小伙子一边回答，一边提着水桶来到了水井
边。他把“三环套月”的铁环子套在桶粱上，熟练
地将辘轳哗哗地放了下去，井绳在辘轳的飞转中
一圈一圈的减少，看到还剩下三四圈了，小伙子
用手把辘轳一卡，顿时放绳的速度就慢了下来，
随即听到井中一声轻响，水桶落在了水面上。他
握着辘轳把。使劲地摇着，刚绞上来几圈，就觉
得不对劲儿，就又把绳子放了下去，然后再往上
打水，但还是觉得轻飘飘的没有分量，他心里“咯
噔”的一下子，心想不好，可能是水桶掉到井里去
了。他只好把井绳绞了上来，见绳头上只剩下了
一个桶梁子，水桶果然不见了。小伙子只好拿着
桶梁子去向他爹交待。他爹并没有责怪他，而是
向别人借了一个水桶，亲自到水井边打了水，把
牲口给饮了。一年之后，小伙子跟着他叔叔到

浙江去做买卖，有一次他们来到海边去进海鲜，
在市场上，小伙子突然看到了他那只掉进了南海
火龙王庙水井里的水桶，上面那“杜记”两个字还
历历在目，这歪歪扭扭的两个字还是他亲手写上
去的呢，现在竟然放在了一个卖鱼的中年汉子的
鱼摊上。小伙子走过去仔细一看，那桶梁子果然
是新配的。他惊讶地睁大了两只眼睛，这时耳边
又响起了父亲的话“那井是通东海的”。

不久，这件事就在商旅之间传开了，也传到
了灵水村，村里人怕东海涨潮的时候，海水会从井
里涌上来，把村子淹没，就铸了一口大锅，把水井
盖了起来，并且拴上了一根大铁链子，加以固定。

这口用大铁锅扣着的水井，一直保留到了
上世纪60年代，村里的许多人都还记忆犹新，
后来这口井被彻底填平了，现在已经找不到踪
迹了，但是这个故事还一直在村民中流传着。

南海火龙王庙现在已经进行了部分重
修，但是和原貌
的差距很大，可
以说已经面目全
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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