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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癸卯年生肖为兔，又称兔
年。春节到了，很快便是赏花灯、猜灯谜
的元宵佳节，我们不妨来谈一谈兔谜。

谜语可分为民间谜语和灯谜。民
间谜语一般如咏物诗，以通俗易懂的
语言，描摹所猜对象的形态特征、生
活特性等。张来苏主编《台州民间谜
语》一书就收录了不少谜底为“兔”的
民间谜语，如“前腿短，后腿长，青菜
萝卜吃得香”“前腿短，后腿长，一蹦
一跳快过羊”“两耳长长两眼红，弗会
走路只会蹦”“一生落地咧嘴笑，弗会
走路只会跳”“屋里呒死人，哭成红眼
睛，身上戴重孝，天天弗吃荤”（谜底

“白兔”）、“眼红像粒枣，张嘴开一刀，
弗管痛弗痛，还要吃青草”“耳长尾巴
短，小嘴分一瓣，吃素弗吃荤，会跳又
会蹿”“身穿白皮袄，眼红胆量小，风
吹草一动，吓得四处逃”。这些都比较
容易猜。

兔年到了，在谜会中，或许会出
现一些有“兔”元素的灯谜，下面再谈
一下此类灯谜的猜射法。掌握了一些
方法，或将有助您提高命中率。

用生肖借代法制谜猜谜

在生肖谜中，可以十二地支与十
二生肖一一对应。兔，在十二地支中

为卯，排在第四位，记住这一点可方
便猜不少相关谜语。

如“老虎嚼兔子草”（成语一），谜
底为“寅吃卯粮”；“留”（动物名一），
谜底为“野兔”（田野中的兔子）。

又如“卯年守岁”（成语一），谜底
为“望子成龙”。卯年（兔年）的下一年
为辰年（龙年）。除夕夜坐以待旦，谓
之守岁。谜底别解为“望到凌晨子时
就成龙年”。

还有这些：“守株待兔”（九画字
一），谜底为“柳”，株即木。“何人捉去
柳边兔”（字一），谜底为“柯”，何和柳
两字的“人”和“卯”（兔）捉去，重新组
合，就成了“柯”字；脱兔（列人一），谜
底为“少正卯”；“画兔点睛”（字一），
谜底为“卵”；“重点养兔”（七画字
一），谜底也是“卵”，“重点”别解为两
点，加在“卯”字上，即为谜底；“说兔
子”（离合字一），谜底是“聊卯耳 ”，
谜面也有作“白兔”，“白”作动词解为

“说”之意；“铆”（商标品牌商号），谜
底是“金兔”；“兔子洞”（字一），谜底
是“窌”；“盛暑卯月”（穴位一），谜底
是“伏兔”，盛暑即三伏天，简称伏。

用兔子的习性、故事、传说猜谜

如狡兔三窟，兔唇是裂开开叉
的，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和龟兔赛跑
的童话故事，还有玉兔随嫦娥奔月的
传说，等等，知道了兔子的这些习性
特点和故事传说，有助于猜与兔相关
的灯谜。

“狡兔藏”（成语一），谜底为“退
避三舍”，因狡兔三窟（窝），“舍”别解
为兔子窝。“三窟”（探骊格），谜底为

“穴位·伏兔”，探骊格是将谜底和谜
目贯成一意，让猜者猜出谜底时并带
出谜目。“狡兔营穴”（法律名词），谜
底为“第三者”。“狡兔三窟终不能藏”
（文艺用语），谜底为“走穴现象”，此
谜作者为温岭余心虎（徐锦忠）。

“兔唇”（京剧名一），谜底是“《三
岔口》”，兔唇的样子，可不正是三岔
口么？

“小兔乖乖,把门开开”（张学友
歌名一），谜底是“《饿狼传说》”。

“白兔缘何跑输乌龟而饮恨”（粉
颈格，词牌一），谜底为“长亭怨慢”。
粉颈格又名玉颈格、鹅项格，谜底为
四字以上，以第二字读谐音来与谜面
相扣，此谜谐音读为“长停怨慢”。

“龟兔赛跑的启示”（棋语三），谜
底为“闲着、将、失先”。此谜作者为温
岭徐锦忠。

古代传说，月中兔乃兔神，月中
兔为玉兔，有玉兔捣药的传说。因此，
谜人制谜时常以玉兔借代月亮，以金
乌借代太阳。如：“金乌西坠，玉兔东
升”（歌词一句），谜底为“走了太阳来
了月亮”；“金乌玉兔拜龙王”（成语
一），谜底为“日月参辰”，“参”别解为
参拜的参，其他金乌、玉兔分别扣

“日”“月”，龙王扣“辰”；“峨眉玉兔”
（小说名），谜底为“巴山月”；“湖中映
玉兔”（影视演员），谜底为“古月”，

“湖”字中间为“古”字。

以赤兔联想指代吕布关羽

兔子是草食动物，为了躲避天
敌，跑得非常快，故有“动如脱兔”之
说，现代科学发现，兔的奔跑时速可
达 70多千米每小时，跑得比马还快。
在《三国演义》中，先为吕布后为关羽
坐骑的红马叫做赤兔马。在灯谜中，
常以“赤兔”指马或红马，或可联想到
吕布（布）和关羽（羽），从这方面猜
射，就容易猜对。如：“赤兔汗血烈火
驹”（2006年世界杯参赛球员），谜底
为“马丹齐”，因谜面是三种红马（丹
扣红）。此谜作者为温岭杏林虎（蔡建
荣）。

再如，“赤兔马上舞画戟”（传统
手工技艺），谜底为“布艺”，吕布的武
艺；“是谁营中赠赤兔，是谁华容酬恩
义”（诗词大会人物），谜底为“曹羽”，
前一句扣曹（操），后一句扣（关）羽；

“归来亭中见赤兔”（地名二），谜底是
“汉寿、侯马”，“亭”字归来在中间，即
为“汉寿亭侯马”，汉寿亭侯即关羽，
就能见到“赤兔”。

掌握了以上几条猜谜秘诀，相信
您在猜有关兔子的灯谜时，定能频频
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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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起最喜欢火炉的古代诗人，
估计非白居易莫属了，这位生性豁达
的乐天居士，一到冬天，那简直是一
刻也离不开火炉。看，他回忆里有火
炉：“忆昨腊月天，北风三尺雪……复
此红火炉，雪中相暖热。”一个人独
居、静坐的时候，离不开火炉：“小书
楼下千竿竹，深火炉前一盏灯。”晨起
的时候，需要火炉：“融雪煎香茗，调
酥煮乳糜……酒性温无毒，琴声淡不
悲。”用火炉做什么呢？除了取暖，老
白还用它温酒、煎茶，煮加了奶酪的
粥，熬粥的同时，还不忘抚琴一首，光
看这些，就知居士是多么懂生活了。
当然，朋友来访，更是离不开火炉、美
酒的加持了，以至于千年以后，我们
还在念叨着他的那首歌颂友情的《问
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南宋大诗人陆游对于火炉的贪
恋，也不输白居易多少。尤其是年老
体衰的时候，愈发地怕冷了，不得不
靠炉火续命：“山路霜清叶正黄，地炉
火暖夜偏长。”可是生活窘迫，买不起

更多的木炭，炉火经常是不到半夜就
熄了，以至于被冻醒，起来想烧点薄
粥吧，发现没米了：“地炉火死冻脚
硬，欲作薄粥愁空枪。”后来条件好
转，终于置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暖房，
有大大的围炉，足足的炭火，再也不
怕过冬了，他在《新治暖室》中用轻快
的笔触写道：“小堂稳暖纸窗明，低幌
围炉亦已成。日阅藏经忘岁月，时临
阁帖杂真行。”有了这膛红红的炉火，
诗人闲时读书临帖，倦了小酌听雪，
日子过得倒也有滋有味儿。兴致来
了，还喜欢骑着小毛驴，到山野中走
走，去村翁家里做客：“土榻围炉豆楷
暖，荻帘当户布机鸣。”围炉夜谈，煨
芋当饭，这种简朴随性的生活想必也
是很多现代人所羡慕的吧？

在夜生活相对单调的古代，围炉
夜谈算是难得的娱乐项目和社交机
会了。他们在红泥小火炉边，下闲棋、
喝小酒：“青灯影冷棋三战，红火炉温
酒一杯。”或吟雪诗、烤芋头：“拨火煨
霜芋，围炉咏雪诗。”就是以茶代酒，
也是高兴的，就像杜耒在《寒夜》诗里

说的：“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
初红。”都是知交好友，谁会在意这些
呢？有时聊得兴起，忘了时间，回首一
看，窗外竟已泛起了鱼肚白：“围炉夜
语忘刻漏，吹灯晓色盈窗几。”

古代的男人们好在围炉前喝酒、
下棋、聊聊天，那女人们又会做些什
么呢？其实也差不多，不过相对会温
婉、文雅些，助兴的酒是必定要喝的，
体己的悄悄话儿也是少不了的，但要
说娱乐节目，或许她们更倾向于弹
琴、唱曲儿这些活动。南宋女诗人朱
淑贞，能文善画，通晓音律，才情堪比
李清照，她的《围炉》诗，就记录了和
闺蜜们围炉品酒、赋诗唱和的情景：

“圜坐红炉唱小词，旋篘新酒赏新诗。
大家莫惜今宵醉，一别参差又几时。”
在古代，女人们甚少有机会外出，像
这样能和要好的姐妹，聚在红红的炉
火前，喝酒、聊天、唱曲的聚会，更是
十分的难得与宝贵。诗人或是感慨世
事无常、身如浮萍，所以既是劝人，也
是劝己，要惜取眼前，有酒且醉，谁知
道下次再会，又是何年何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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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特，字有达，余持，字有重，两
兄弟为五河县余家巷人，一个是贡
生、一个是生员。书中说两人是饱学
之士，守着祖宗的教训，闭门读书，不
讲“隔壁帐的势利”，不巴结五河县势
头最盛的方家、彭家。

不势利，不抱新贵们大腿，一心
只读圣贤书的余氏兄弟，没有考取功
名。老大余有达在各府、州、县衙门流
动做幕客，老二余有重在家一心苦读
备考，因此两兄弟日子过得紧巴巴，
父母去世十几年也未能下葬，是两人
心头一直的痛。

为了筹集资金落实父母葬事，老
大余有达到无为州找老东家帮忙。作
为州尊的老东家特意安排，让余老大
为一个叫“风影”的嫌疑人写讼词辩
护，州尊走走过场采信了余老大的辩
词，开释了这个嫌疑人。余老大因此
案获利一百三十几两银子，准备回家
葬父母。

余老大路过南京，在表弟杜少卿
处盘桓了几日，尚未起身却先收到余
老二从家里寄来的信，让余老大继续
呆在南京别回老家。究竟何故不让老
大回家呢？

原来，余老大在无为州写讼词辩
护的那个“风影”确系江湖惯犯，前次
在州尊的安排下让余老大作了伪证。
这个“风影”虽逃过一次审判，估计很
快又因其他案件暴露出来，被重新收
审，上司倒查前案，余老大作伪证一
事也被牵连出来，无为州发公文到五
河县拘传余老大到案。

不知是无为州官方故意，还是无
意，将余老大的名字“余特”写成了

“余持”。“特”与“持”，一个偏旁“牜”，
一个“扌”，古人手写字，稍微潦草点，
就可能搞混。但州府这样的官方公
文，按理应该一笔一画不会写错的，
如此看来，将余特写成余持，故意的
成分就比较大。这或许又是那位州尊
的杰作吧。

既然无为州发来的公文上写的
是贡生余持，五河县随即差人传余持
到案。余持自然知道自家大哥到过无
为州，要说犯案也跟老大有关，于是
余持才差人送信到南京，叫老大先别
回家。而余老二也将错就错，自己把
案子揽下来，因为他有充分的证据证
明这个案子错了。

首先余持还是生员，离出贡还有
十几年。果然，余持这么一辩解，五河
知县就认同了，立马公文回复无为
州。但事情没有就此结束，无为州官
方又一次发来公文，详细描述了案犯
余持的相貌特征和在无为州的作案
经过，强调此案“事关宪件，人命重

情，烦贵县查照来文事理，星即差押
该犯赴州，以凭审结”。据此，五河县
又传余持到县衙继续协助调查，余老
二胸有成竹，又交上答辩状，主要陈
述两点：一是其相貌与无为州描述对
不上；二是没有作案时间，因为那段
时间他刚好在凤阳府参加国考，且考
中了一等第二名，有官方的详细册籍
记录。根据余老二陈述，五河县再次
回复无为州，从此官方再无调查，余
老二的错案没有错判，余老大也逃过
官司，平安回家。

应该说余氏兄弟情深，余老二甘
愿为老大揽下官司，是担着一定风险
的，如果五河县稍微认真一点，深挖
细查，是不难查明真相的。一旦顺藤
摸瓜，查清真相，余老大作伪证、得赃
银的罪名就会坐实。余老二也会因包
庇罪犯、扰乱司法而牵连获罪，其实
余老二的行为，也是另一种伪证行
为。不曾想，此案竟然以无为州、五河
县官方轻描淡写的不作为收场，不了
了之，太搞笑了。

在五河当地，余氏兄弟笃守清
高，不巴结权贵，表面上看起来品行
不差。但他们在无为州干下的这桩案
子，虽说是州尊的安排下干的，以余
老大的认知水平，应该清楚这样的行
为是违法的。

余老大后来选用为徽州府学训
导，以他的个人品行，又将如何引导
一州的学风呢？令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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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向来含蓄。很多时候借用某
一事物，然后通过系列描写和叙述，来迂
回表达出自己的思想情感。显然，在这本

《天坛六十记》里，肖复兴很好地做到寄
情于景和托物言志。

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肖复兴一
直致力于京味文化的挖掘、传承和弘扬。
从《蓝调城南》《八大胡同捌章》，再到《我
们的老院》《咫尺天涯——最后的老北
京》等作品，肖复兴钩沉北京古老悠久的
历史，检索北京的院落胡同，乃至一砖一
瓦、一人一景，让广大读者品读到真实可
人的北京，感受到他对北京的深厚感情。

《天坛六十记》秉持其一贯朴实真诚的散
文语言，洒脱挥就的随笔文风，通过天坛
这一媒介，用60篇文章深情记录了当下
北京的立体生活，将寻常百姓的生活点
滴、人生际遇一一映照出来，再次将读者
带回充满温情的烟火人间。

众所周知，天坛是明清两代皇帝祭
天、祈谷的场所，属于世界文化遗产。凡
是来北京旅游，天坛是必打卡之地。对北
京人来说，天坛更是一个敞开式公园，无
比亲切。肖复兴常去天坛写生画画，兼具
作家和画家独特的眼光，向我们多角度
展现了传统与现代、动与静、人与物的天
坛之美。这当中，有写了圜丘坛、皇穹宇、
回音壁、祈年殿等皇家知名建筑，写了戴

胜、柏树林、银杏、梧桐树等园中独有的
动植物，写了斋宫、甬道、长廊、天心石等
小众景点，更写了天坛一年四季不同之
景。如此观察仔细，唯有日久生情者才能
做到。如此娓娓道来，让我们犹如聘请到
一位免费的优秀北京导游。

都说最是凡人善举动人心。肖复兴
有一颗向爱而生的心。《天坛六十记》许
多篇幅是他在天坛的所见所闻所遇，进
而得出不同的生活感悟。《老太太的花》
讲他碰到一位八十八岁还能画画的老
太，心生羡慕；《彩色不适合古柏》讲他与
一位只用炭条画天坛的画家两度相逢。
尽管没有交谈说话，但心里记住了对方；

《袋装参茶》讲他意外遇到一位四世同堂
的老太太；《超短裙》《雨后》《三角梅》等
文则记录了多个家庭在天坛的温情片
段。当然，肖复兴还截取了在天坛工作的
售票员、保安、清洁工的日常剪影。所有
这些不认识的天南海北者，来自于无心
邂逅，然后匆匆消失于人海，大多此生再
无再见可能。读《天坛六十记》，让我们读
出芸芸众生的酸甜苦辣，令人感动，令人
唏嘘。应该这么说，天坛成了浓缩人间况
味的代名词。

年长者更易怀旧。肖复兴将大量笔
墨给予自己曾经熟悉的亲朋好友。而天
坛则是他们聚散离合的回忆杀之地。肖
复兴在北大荒插队六年，这段难以磨灭
的经历屡屡切换到生活。《一起到天坛画
画》《今夕何夕》《惆怅而忧伤的聚会》等
文，叙写了他与这些一起上山下乡的知青
的友情。读罢，使人感慨万千，惟叹世事沧
桑，时光易老。而《凤仙花》《天坛之书》等
文则讲述了他在天坛偶遇当年的邻居、
同学、同事，在相互勾连往事的同时，彼此
都愿将天坛作为重逢后再续情谊之地。
这些用《天坛六十记》里一篇文章题目来
形容比较恰当：每一首诗都是重构的时间。

肖复兴博学多才，在文中时不时穿
插国内外名家名言，增加了作品的厚度。
在天坛建成六百周年之际，面对这一庞
大的历史题材，肖复兴举重若轻，行文轻
松，尽显大家风范。还借写大合唱、玩蝈
蝈等，凸显天坛百艺汇合，人气汇集。更
寓意一个开放包容的平民公园，历久弥
坚，必将走向更远的新生。因此，《天坛六
十记》更是肖复兴呈给天坛的献礼赞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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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冬天，李娟跟随一家熟识的
哈萨克牧民深入阿勒泰南部的冬季牧
场、沙漠，她以饱含深情又不失节制的文
字记录下那一段艰辛迥异的荒野生活，
是为《冬牧场》。项丽敏生活在皖南大山
与丛林掩映之下的太平湖畔，一住就是
十几廿年，把日常所思所感写下来，结集
而成《一个人的湖》。

读李娟的《冬牧场》是在春天，读项
丽敏的《一个人的湖》是在秋天。巧的是，
两人都是首届在场主义散文新锐奖获得
者。不同于小说的天马行空，散文的写作
有更多的内在节制和要求。两位分别生
于上世纪 70年代末和 70年代初的才气
横溢的女性作家，面对两个迥异的现场，
她们是如何表达和取舍的？她们展现的
虽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风雪严寒
的北国荒野沙漠，一个是四季分明的皖
南太平湖，无论面对狂风暴雪，还是湖光
山色，其内里，我们读到的都是孤寂沉静
的情思、热爱自然的情怀。

李娟写此书的起因是参与了《人民
文学》的非虚构写作计划。她以自己一直
在疆北阿勒泰地区生活积累为依托，一
路追逐着风雪，追随着哈萨克牧民一家，
一路转场，煮汤喝茶，会客访客，看似热
闹，其实她的内心是孤寂的。而那些风声
紧裹的荒原，沉寂和无助才是主色调。

“而现实中更多的却是荒凉和贫瘠，寂寞
和无助。”“这是荒野，什么样的挫折都得
接受，什么样的灾难都得吞咽。”在书中，
随处可以见她对静寂孤独的描述感叹。

“冬牧场总是过于悄寂。”“那些安静的正

午时光，大家花很长的时间安静地喝
茶。”“风大。安静。……只感到无比的孤
独。”面对沙漠里的坟墓，她说：“这世间
为什么总是这么宁静？大约因为死亡累
积得太多，因为死的事远远多于生的事
吧。”因为有了内心的宁静，所以李娟对
牧场的冷酷和艰苦内化为深沉的思考：

“天空下最大的静不是空旷的静，不是岁
月的静，而是人的静啊。”

项丽敏像一颗随风降落的种子，在
黄山脚下太平湖畔生根发芽。灵秀的湖
泊给了她灵气，宁静寂寥的时光让她的
内心不断沉淀、蓄积，情思以文字的形式
从笔尖流泻而出。四季、晨昏、草木、虫
鸟，皆是她向内追寻的载体和催化剂。在

《湖与寂寞》中，她写道，“说起来，这湖与
我差不多年龄”，一个与湖比年龄的女
子，她的内心有多沉静啊！“在湖边住着
便避不开‘寂寞’这个词。”她对于寂寞是
选择，也是一种生存状态，因此是释然
的。“其实生命在哪儿住着都避不开寂
寞，只不过，因为湖的清虚宁静，便衬得
寂寞有形有声了。”单看她写的文章题目
我们也能感受到她的沉静和寂寞有多
深：《独自生活，在湖边》《轻坐于藤椅上
的旧时光》《炊烟》……

在两位女性作家的笔下，无论是冬
牧场的旷野幽静和牧民们简单生活、率
真个性，还是太平湖的渡口、湖滩、荒岛，
以及傍湖而生的花草鱼鸟，因湖而起的
奇想异思，与城市里俗世间的繁华喧嚣
浮躁形成鲜明的反差。这种反差，是一种
取舍，一种信念，也是一种考验，如果没
有发自内心的对生活和大自然的热爱，
面对社会的挑剔甚至冷嘲热讽，是很难
坚守。这些，都体现在两位作家的真诚的
倾吐、深沉的忧思和美丽的文字中。“荒
野终将被放弃。牧人不再是这片大地的
主人。”在隐约了解到的牧人和荒野的命
运之时，李娟写道：“我越来越软弱，越来
越犹豫和迟疑，越来越没有勇气……”她
沉思：“春天接羔，夏天催膘，秋天配种，
冬天孕育。羊的一生是牧人的一年，牧人
的一生呢？这绵延千里的家园，这些大地
最隐秘微小的褶皱，这每一处最狭小脆
弱的栖身之地……青春啊，财富啊，爱情
啊，希望啊，全都默默无声。”项丽敏在湖
边的生活，并不是像棱罗之与瓦尔登湖
的主动赴就，她坦言曾“渴望着离开”。但
到后来，“我想我其实已离不开她了，我
已生根在她的岸边如一棵不想再迁移的
树，只有闻着她的宁馨的气息，才有我安
恬的呼吸、安谧的梦境”。

两位女性作者的笔下，一个是行将
消亡的冬牧场，一个是平静寂寞的湖，所
记述的不是大题材，不是宏大的场景，不
是宏大的叙事，但都是人们借以生存的
世界的一部分。就像棱罗与瓦尔登湖的
不朽，两位作者对生活的嵌入和书写，本
身就是一种对人生意义的回答，我们在
那些清新的、安静的文字里感受到了作
者有力的心跳。

—
—

读
李
娟
《
冬
牧
场
》
和
项
丽
敏
《
一
个
人
的
湖
》

静
寂
的
世
界
里
听
到
心
跳
的
声
音阿

风/

文

范
伟
锋/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