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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晔

“虽为毫末技艺，却是顶上
功夫”，这是早年挂在理发店门
口的一副对联，我觉得用这副
对联形容聊天十分贴切，虽说
普通又普通，却大有文章，所以
顺手牵羊拿来做题目。

聊天，山东方言也叫拉呱，
北京叫侃大山，上海叫讲山湖，
四川人叫摆龙门阵，东北叫唠
嗑，据说聊天的方言有100多种。
聊天成本低，不讲条件，不计形
式，只要有时间、有话题、有对
象就可以开聊，其实没有话题
也可以找话题，照样能聊。聊天
人不宜过多，最好是二人对聊。
如能与合得来、对撇子、臭味相
投的三两知己，或沏杯香茶，或
斟杯甘醇，于烹茗润喉、酒酣耳
热之际，则更能激发聊兴，碰撞
出火花，甚至警句多多，妙语连
珠，口吐莲花。

自古至今，无论达官贵人，
还是平民百姓，都热衷此道，而
且文人雅士尤好此道，乐此不
疲。人的基本需要有生理性、社
会性、情感性、知识性、精神性等
五种，而社会性需求特指个人与
社会的他人或集体的交流和沟
通。语言交流，尤其聊天是最能
打通彼此关系的方法之一。所以
聊天几乎和吃饭一样重要，一个
人不吃饭不行，不交流、不与人
聊天也不行。“无处告诉只癫
狂”，整天憋着，会憋疯的。

聊天的内容五花八门，上
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什么国
际国内、政治经济、军事科技、
文化历史、风流韵事、逸事奇
闻，都可纳入聊天话题。总之，
聊天几乎无所不聊，古今多少
事，都付笑谈中。

当然，聊天有雅俗之分，高
下之别。既有咖啡交响乐，也有
煎饼卷大葱。高水平的聊天可
让人醍醐灌顶，受益匪浅。凡人
之间的拉呱也给芸芸众生提供
了发泄、沟通、放松、逗乐的机
会。至于那些拉舌头、播弄是非
之类的所谓“聊天”不在此列，
因为那不是聊天，而是扯淡、添
乱。

说到聊天，可千万别把它
当成上不了台面的雕虫小技。
聊天可以聊出经典、聊出名著，
绝对不可等闲视之。说起聊天，
我以为孔夫子大概称得上是祖
师爷，一部《论语》大多是圣人
和他三千弟子、七十二位优秀
生在课堂或者课余的聊天记
录。《论语》可能是我国历史上
第一部聊天著作，这里声明我
绝对不是贬低《论语》，更不是
对孔夫子不恭。请看示例：《论
语》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
坐”章，当是孔老师和高徒们的
聊天记录。“以吾一日长乎尔，
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
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孔夫子
首先开讲，我比你们大了几岁，
老了，没人用我了。平时你们说
公侯们不了解我、不用我。假如
有一天你们受到重用，应该怎
么办？子路、曾皙等踊跃发言，
纷纷表达自己的施政方略，孔
子还一一评点，特别对曾皙的
发言来了个一圈三连。后来又
与曾皙说出那样点评的缘由。
您看，这不就是爷儿几个在坐
着聊天的生动画面吗？这篇对
话中，子路的轻率、冉有公西华
的谦虚、曾皙的洒脱跃然纸上，
形象记录了孔门四弟子的不同
性格，以及孔子和学生们互动
的教学场面，足以看出聊天式
互动教学法的魅力。这样的例
子在《论语》中随处可见，不妨
读来仔细体味一下其中的奥
妙，看我说得有没有道理。

说到聊天出经典，还有一
部《山海经》，我觉得它也是古
人聊天的结晶。巧合的是，聊天
的苏州方言就叫“谈山海经”。

《山海经》大约成书于战国时
期，素有先秦典籍中的百科全

书之称。它记录了历史、神话、
天文、地理、物产、医药等多种
资料，尤其记述了光怪陆离的
神奇人物、奇异禽兽、域内园
林、海外仙山，形象展现出一幅
幅远古时代的画卷。《山海经》
的重要价值在于保留了大量的
神话传说，如“大禹治水”“夸父
逐日”“精卫填海”，以及祭山的
仪式、黄帝大战蚩尤的传说。大
家知道，我国最早的文字甲骨
文发明于夏商之际，远古时代
是没有文字的，哪里有文章书
籍？所以神话传说都是以代代
口口相传的方式留存下来的，
就是通过拉呱流传下来的。在
一代又一代人的口口相传中，
往往不断添枝加叶、发挥创造，
再用聊天方式广泛传播。后被
文化人记录下来编辑入书，竟
成了经典。鲁迅先生《从百草园
到三味书屋》中提到不识字的

“长妈妈”，不就是在讲述《山海
经》故事中加入了自己的认识
理解，演绎化了吗？幸亏先生记
录下来，让后人看到这位既能
讲故事，还擅长发挥的“长妈
妈”可爱形象。

《世说新语》是南北朝刘宋
时期刘义庆所编纂的笔记小说
代表作，主要记载魏晋南北朝
时期士族阶层的言行风貌、逸
事趣闻，较为真实地反映了上
层官员、知识分子的思想、生
活、社会风貌。《世说新语》言简
意赅，意境深远，对后世影响很
大，是笔记小说的先驱之作。鲁
迅先生称之为“记言则玄远冷
隽，记行则高简瑰奇”，是我国
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魏晋名士风
度的形象再现。茶余饭后，看醉
侯刘伶裸体大闹；阮籍遇到道
路走不通了就大哭一场而归；
吝啬鬼司徒王戎家中有棵甜李
子树而怕别人得到种子，竟然
先把核钻个眼再卖出去的写
照，自然能领悟到那个时代读
书人在精神上的自由、个性上
的张扬。《世说新语》的编纂者
刘义庆召集了一些文人搜集记
录整理汉末至东晋的士族人物
逸闻趣事，分成三十六大类、
1130多个短小精悍的小故事。其
中有的取自各类书籍，有的来
自士人之间的闲聊。历史学家
班固就认为，小说之类，基本都
是文人们通过街谈巷语、道听
途说获取材料，再进行加工创
造的。一部世说竟然对后世产
生很大影响，足以看出聊天的
作用实在是功德无量。

聊天还聊出了号称世界三
大短篇小说之王———《聊斋志
异》的作者蒲松龄。蒲松龄(1640
-1715)字留仙，是清代隶属济南
府的淄川人。19岁前他在科举考
试中一连夺得县府道三个第一
名，出够了风头。可惜此后屡试
不第，当了多年的家庭教师。穷
困潦倒的蒲老师榜上无名，脚
下有路，在教学的同时，创作了
大量诗词歌赋，最著名的是《聊
斋志异》。《志异》自序中他坦
言，我一直喜欢搜集神灵鬼怪
故事，听说后就记录下来，后来
各地朋友又邮寄给我许多，这
样越积越多，就成了有三百九
十多篇故事的《聊斋志异》。《三
借庐笔谈》的作者邹弢说，蒲松
龄经常在大路边摆放茶烟，见
有人经过就强拉着和他拉呱，
有意思的就记录下来当做素
材，进行创作。于是世界文坛诞
生了一部聊天聊出的旷世名著

《聊斋志异》。
一代宗师王渔洋正是从拉

呱这个角度上为之题诗曰：“姑
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
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
鬼唱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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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令飞

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墓考古
工作近期又有新发现，考古人员从
墓里散落的漆木、铜构件复原出

“孔子像漆衣镜屏”。这件集“穿衣
镜”和“屏风”功能于一体的古代

“组合式家具”引发关注。
2015年11月，海昏侯墓出土的

孔子屏风画有迄今为止所有载体
上发现的最早孔子像，不过出土时
镜屏主体四分五裂，许多漆木碎片
散落一旁，其上图像和文字也有不
同程度污损，只是从漆木结构中依
稀可以看出屏风的影子，由此一开
始被命名为“孔子屏风”。随着考古
学家的不断拼合还原，发现它并非
只是屏风。

北京联合大学考古研究院历
史专家王楚宁揭开了这面屏风的
真实面目：“孔子屏风”不仅仅是一
面屏风隔断，它主要由两部分组
成，一部分是木质漆屏，另一部分
是嵌于中心的衣镜铜构件。这面衣
镜为青铜大方镜，长76 . 3厘米、宽
46 . 5厘米，大小与现代普通穿衣镜
相仿，具有相当的实用功能；方镜
四周的漆木边框上绘制了东王公、
西王母以及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的四神图，方镜嵌于边框之中。衣
镜背面是漆木屏板，形状近似屏
风，上面绘有孔子、颜回等人的图
像和传记。

“屏，蔽也”。汉朝时期，屏风是
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起居用具，
有挡风、分隔空间、彰显身份等作
用。当时没有现代的高桌高椅，人
们仍是“席地”起居。在室内通铺的
竹席即“筵”上铺小块蒲草编的

“席”，或置矮床，人双膝触地长跪
其上。屏风通常位于主人之后，彰
显主人的身份地位，同时也起到分
隔内外、打造有深度的居住空间的
作用。

这扇“孔子像漆衣镜屏”绘孔
子及弟子像的一面，应是在居室
里，位于刘贺身后、面向宾客，彰显
主人追慕圣贤、有儒养、有贤德的

“人设”。镜屏的另一面，则是主人
“不足为外人道”的“一面”。镜屏上
的《衣镜赋》时时刻刻在提醒主人
镜鉴自省，正衣冠、明得失，与孔子

及弟子图传相呼应。同时，“钟子期
听琴”图似乎揭示了主人内心的落
寞———“高山流水，知音难觅”。这
不禁引人猜想，这位在位仅27天、
被霍光以“行昏乱，危社稷”的理由
废立的皇帝内心有着怎样的“失
意”。

《史记》记载，“天子当屏而
立”。西周礼制森严，屏风则是彰显
周天子身份的重要礼制用具。周天
子的屏风“以凤皇羽饰之”，且绘有

“斧纹”，向南而坐。清代太和殿宝
座背后的金漆云龙纹七联屏同样
威仪十足，以红木为材料，通身饰
以龙纹，涂以金漆，配以漆金龙纹
宝座、贴金浮雕龙纹柱，望之一片
金光璀璨，华贵非凡。

屏风在天子居所，以华贵彰显
荣耀；入君子之家，则以情志见风
流。

唐宋以降，胡汉融合、建筑技
术更新等因素使得起居制度移风
易俗，高桌、高椅、高床等家具逐渐
为人们所接受。屏风的实用性在减
弱，装饰作用愈发凸显。画屏则成
了文人士大夫家中必备的风雅物
件。

元代刘贯道的《消夏图》中，在
炎热酷暑的天气里，纳凉的文士身
穿褒衣博带，袒胸慵懒地躺在矮榻
之上，四周案几上陈列诸多博古器
物。矮榻一侧，则是绘有屏中屏的
画屏。屏中，文士坐在书房之内，煮
茶焚香，身旁是书册盈室。两个场
景交叠，如梦似幻，似有隐喻，又延
伸了空间和想象。在这屏里，竟还
画有一扇潇湘山水图的画屏。这空
间的层次相套，有种多元空间的交
错感。很显然，画里的“重屏”表达
是画家有意为之。传统绘画，其意
常在象外。第一层屏代表的是文人
的休闲空间，博雅好古，慵懒自适；
第二层屏是文人的理想空间，洁身
自好，著书立说，志存高远；第三层
屏，代表了文人的隐逸空间，隐于
山水之间，澄怀观道，卧以游之。三
个空间以屏作为区分，代表的是画
主人“自我”“本我”“超我”的精神
想象。

随着社会的发展，屏风逐步走
出文人、士大夫的园林，进入了寻
常百姓家。在世俗的烟火气里，屏
风亦活色生香起来。“银烛秋光冷
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画屏与美
人组成了一个典型的世俗空间，画
家将美人画入屏中，为居室增“红
袖添香”之趣。

宋代《太平广记》中就记载了
一则画屏里“美人入梦”的传奇故
事。唐代进士赵颜对画屏中的佳人
一见倾心。画工支招：唤其名百日。
她一旦应答，以百家会彩酒相灌，
她就能从屏中下来。赵颜如是作，
竟应验成真。此后，两人郎情妾意，
结成夫妻，并喜得麟儿。后赵颜听
信谗言，以其妻为妖，持宝剑欲验
之。妻子察觉，哭道：“我本衡山神
仙，因感你情真意切，而与你结缘。
你这般怀疑，你我缘分已尽！”她拉
着儿子，飞入屏风，又化作屏风上
的丽人，不复出现。与此前不同的
是，丽人的旁边出现了一小儿。赵
颜痛失妻儿，悔不当初。

故宫博物院珍藏了一组十二
美人图“贴落”(可以贴裱在墙上的
绢本或纸本书画)。据清朝内务府
档案记载，这原是圆明园深柳读书
堂的一组十二扇美人画屏围屏图
案，其主人是雍亲王(尚未登基的
雍正皇帝)。在雍正作的圆明园题
咏《园景十二咏》中，虽未着一词描
述美人，但诗内意境与这十二扇美
人画屏表现的女性空间有一致的
缱绻情思：衲衣、博古、赏蝶、看书、
赏竹……诸多场景都与诗内景色
相契合。

软玉温香入梦来，不过是屏风
在世俗生活里与人们产生联系的
一角。历史长河里，曾出现过形形
色色的屏风倩影，如今大多已散佚
于风尘中，遗留下来的仅为凤毛麟
角。它们都与海昏侯墓这座“孔子
像漆衣镜屏”一般，带着历史细节
的印记，将过去的历史和故事向人
们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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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像漆衣镜屏(图片来源：江

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孔子像漆衣镜屏复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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