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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兆贵
据《韩诗外传》记载，孟子外出

回来，见妻子叉开两腿坐在那里，就

回头对母亲说，我媳妇缺乏礼仪，请

允许我休了她。孟母问，为什么？孟

子答，她劈腿而坐。孟母问，你怎么

知道的？孟子答，我亲眼所见。孟母

说，这说明你不懂礼节，不能责备媳妇。

《礼记》上不是说了吗？将进门，问谁

在；将上堂，高声扬；将入户，眼向下。

这些都是为了让居室里边的人有个准

备。如今你连个招呼也不打，就闯进

了媳妇独居的内室，因而看到了她劈

腿而坐的样子，这是你礼节不周，怎

么能怪你媳妇呢？孟子自愧失礼，于

是就打消了休妻的念头。

“孟子欲休妻”这一典故，意在说

明居家礼仪，尽管其中也有“劈腿”

的细节，与当下流行的“劈腿”概念，

名虽同而义不同。在我国古代礼仪中，

向有“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之说。那么，

怎样坐才算符合礼仪呢？

在一些古装影视剧中，我们经常

会看到古人正襟危坐的情景：先撩起

袍服前摆，双膝依次跪地并拢；再撩

起后摆，臀部落在脚跟上；双手平伸，

扶于膝上；抬头挺胸，目不斜视。这

种姿势，既端庄，又体面，还能体现

敬重，是我国古代最标准、最正规的

坐姿，通常称为跪坐，亦称正坐。至

少在汉代以前，人们在正式场合都是

这样坐的。大约是正襟危坐太过严肃、

呆板，也比较累人，后来，随着裤装

和桌椅板凳的普及，跪坐就渐渐地淡

出了礼仪规范，但在日韩等一些邻邦，

还部分地保留下来。有人据此提出恢

复跪坐，显然不够现实，因为居住条

件和生活习惯都不允许。

上古时期，人们穿着宽袍大袖、两

襟相掩的衣裳。这衣裳两字，各有所指，

所谓“上衣下裳”。衣者，依也，用来

遮蔽上身；裳者，裙也，用来遮蔽下体。

连体裙称作“裳”，长裙则称为“常”。

那时还没有包裹下体的裤子，“裳”也

好，“常”也好，说白了都是盖住下体

的遮羞布，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防止

走光。所以《礼记》中有“劳毋袒，

暑毋褰裳”，就是说，做活时不能袒胸

露背，夏天也不要把裙摆撩起来。

在桌椅板凳之类的家具普及之前，

古人席地而坐，双膝若不并拢，衣摆若

不垂敛，就很容易暴露下体，让人感

到难堪，跪坐的礼仪便由此推广开来，

成为公开场合坐姿的惯例。

孟子为何不休妻了

文 / 孙贵颂
看完芦芽山万年冰洞，感觉不是神奇，而是奇神。

前年5月，我应邀去山西参加杂文作者采风活动。因为是第

一次踏上山西的土地，去之前便做了很多功课：绘制了一张旅游图，

还专门读了一些描写山西境内风景名胜的文章，特别是梁衡的《晋

祠》《古城平遥记》《恒山悬空寺》《娘子关上看飞泉》《芦芽山记》

等。上述地方，后来都一一游览了。

报到时，与工作人员聊天 ,我主动“交代”：第一次来山西，

想顺便玩玩。他们问：“想看哪些地方？”我说：“最想看的是云

丘山冰洞。”他们反问：“看冰洞，为什么不去芦芽山？”我说：“梁

衡的《芦芽山记》中，未提有冰洞啊！”工作人员肯定地回答：“芦

芽山不但有冰洞，而且是万年冰洞，是中国最大、最美的一个冰

洞”。

听他们一说，我心里有了底。采风结束，便结伴好友彭友茂，

直奔冰洞而去。

从太原出发时，天空晴朗，气温大约在30℃。进了芦芽山，

气温略有下降，但也保持在25℃左右的水平。身着衬衣，没有

冷的感觉。山上的草木，葱葱茏茏，一派悦目风光。往冰洞走的

路上，忽然发现有雪迹。导游说，前天刚下了一场小雪。但奇怪

的是，这么高的温度，雪却没有迅速融化掉。而且越往洞口走，

雪越来越多。到了洞口，那雪几乎连成一片了。

按说，冰洞应当产生于永久冻土层的地方，才能确保它不被

消融。而万年冰洞却位于北纬38.5度，到了夏天，骄阳似火，

洞外的温度最高可达38℃。然而，洞内温度却恒定在0℃以下，

积冰常年保持不变。待进了冰洞，虽然满目皆冰，但却没有冷的

感受。

在冰洞内转了两圈，我真的被惊呆了。

此前，曾看过江南一些著名的溶洞，如广西的芦笛岩、浙江

瑶琳仙境、重庆芙蓉洞等。这些洞，均为钟乳石洞。溶洞的形成，

是由于地下水长期溶蚀，逐渐被溶解分割成互不相依、绰约多姿、

陡峭秀丽的山峰状景观，被称为“喀斯特地貌”。如果说钟乳石

是水滴成石，那么万年冰洞，则是水结成冰了。

冰洞不算大，高达 100多米，现已开

发出的游览线路有150多米。上下分

三层，壁上皆是冰。大大小小的冰笋、

冰柱、冰帘、冰花、冰锥、冰瀑布、

冰葡萄等随处可见，晶莹剔透，

目不暇接。堪称一个冰的世界，

冰的殿堂，冰的展览会，冰的

赛美场，冰的妩媚图。何止千

姿百态，简直风情万种。景区

又加上了彩色灯光秀，更显得

五彩缤纷，美轮美奂。我一下子

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不敢相信眼

前景色的真假。仿佛徜徉于南方石笋

林立的溶洞之内，但那种乳石，没有这般

晶亮光洁；又好似置身在万里冰封的东北冬季的

冰雕之中，但那种冰雕，何曾这样绰约多姿？你看那巨大的冰柱，

宛如东海龙王的定海神针；你看那宽阔的瀑布，根根冰针细似

手指；而随处可见的冰花，如牡丹，似杜鹃；而一串串的冰葡萄，

更逗引得馋嘴的人恨不得咬上一口……大自然的神来之笔，使得

人在它的面前，只有俯首称臣，顶礼膜拜。

有资料介绍，万年冰洞形成于新生代第四冰川期，距今已有

300万年的历史，因此称为“万年冰洞”。对此，我将信将疑。这

个冰洞，在开始时，毫无疑问只是一个普通的石灰岩洞，不知

何年何月，竟然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冰洞。而里面的冰，却一直不

减少。一旦有所损耗，便自动补充。它的制冰，又是在温暖的春夏，

并不在严寒的冬季。那么，水是从哪里来的？我推测，或许在已

经探测到但尚未开发的下部山体的深处洞穴。那里面，肯定贮存

着巨量的水，并且保持着恒温，成为上部冰洞的天然制冷设备和

水源地。

当天晚上，与儿子视频聊天，他问：“你没有摸一摸，确定

那是真的冰？”我答：“摸了，是真冰！”儿子又问：“里面冷不冷？”

我告诉他：“并不很冷。我上身只穿了一件羽绒马甲，外加一件夹

克衫，裤子外套了护膝，没有寒气逼人的感觉。”儿子说：“奇神！”

文 / 龙玉纯
“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诗俗了人。”我们这个城市已经

有很多年没下过一场像样的雪了，街边那或大或小的花园里，

蜡梅花每年都开得很旺也很香，可缺少了雪花的陪伴与衬托，

硬是少了那份如诗如画的韵味。这几年我们这里的人们盼雪真

是盼得情真意切，哪怕天空中只落下几颗雪子，也能在万能的

朋友圈中刮起迎雪风暴。也许是太过热情吓跑了雪花，也许是

老天爷故意在考验，每次寒潮降临时都只会刮风下雨，很难见

到雪花的影子，最终便成了雪落他乡，让人充满了遗憾与失落。

为雪相思，对于一个南方人来说，没什么可笑的。要是能

来一场北方那样的大雪，抚慰一下相思之苦，那就好了。我在

北京工作过几年，见识过北方下雪的气势与场景，那场面是冬

天没去过北方的南方人难以想象的：北风刮得呼呼叫，雪花就

像扯破了的棉絮一样在空中飞舞，没有目的地四处飘落；不一

会儿，地上就白了，房顶上都被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白毛毯，就

连树木们，也换上了蓬松松、亮晶晶的银装；放眼望去，到处

都是白茫茫的冰雪世界。清楚记得我到北京工作的第三年冬天

下了一场大雪，可以说是鹅毛大雪，连连绵绵密密麻麻整整下

了一个礼拜。那些天我们机关大院里男女老少轮着清扫院里院

外马路上的积雪，边扫雪还边打雪仗，大家都有一种别样的快

乐。最后雪越下越大越堆越多，领导一拍脑袋调来了推土机和

自卸车，不知推了多少个来回运了多少车次，总算把院子里外

那十几座我们堆起来的大雪山送去了需要它的地方。

也许真是气候变暖的原因，感觉现在冬天的气温越来越高

了，不但天不会下雪，而且不需要穿大棉袄。我记得小时候可

不是这个样子，那时的乡下冬天很冷，不但经常下雪，路上和

水塘还结厚厚的冰，特别是房前屋后的檐子上，挂满了长短不

一的冰柱子，在太阳光线的照射下，晶莹剔透、闪闪发光，小

朋友嘴馋，有时忍不住架上梯子掰下冰柱来当冰棍吃。那时

也经常下大雪，记得有一年春节时，老天爷给大家来了个大雪

封门，我们家的大门还是我和弟弟用了十多分钟推走雪后才

打开的。大雪天并不影响小朋友的活动，家门口那平整的

田野便成了我们堆雪人打雪仗和用木板滑雪的乐园。也

许是因为过节放假的缘故，哪怕是把衣服都玩湿了，

父母也不会批评我们，只是反复提醒要小心、别摔

跤。当气温低到水塘都结厚冰了的时候，离我家不

远的大水塘便成了我们的滑冰场，因为水塘比较深

怕出事，我们每次去玩之前，邻居家的叔叔都要去

仔细检查一番，他说能玩了，我们的父母才会同意我

们去。那时的我们虽然没有滑冰鞋之类的冰雪运动装

备，但我们会想方设法拿出家里能用来滑冰的东西，比

如说把木屐当作滑冰鞋，把木制工具箱当作滑冰车，等等。

反正是花样百出，玩得不亦乐乎。

虽然父母每天都交代我们要注意安全，可真正玩到开心的

时候，早就把大人的交代忘到脑后了。毕竟不是专门滑冰滑雪

的场地，要真正做到安全可控非常难，我至今还记得心有余悸

的两个场景。一个场景是我们在山坡上滑雪，从上往下滑，坡

面陡速度快，非常过瘾，滑雪工具是木凳子，把四腿木凳子反

过来，凳面作为滑面，人坐在四腿中间，本来大家滑得好好的，

可有一次因为一个小石头，大家在半腰处高速撞到了一起，结

果是人仰马翻，头都撞破出了血，立即送到村卫生室包扎。第

二个场景是邻居老弟掉进了大水塘。结冰的时候，为了确保鱼

能呼吸，必须每天把水塘角上的冰敲碎进氧气，没想到滑冰时

邻居老弟的速度太快，直接就滑进了冰块碎了的换气口，好在

水塘边有根平时用来赶鸭子的长竹竿，大家齐心协力用竹竿把

他救了出来。

那时候我就想，要是有个专门的场地，给我们小朋友滑冰

滑雪，那又该有多好啊！梦想终究会有成真的那一天，前几天

看到新闻报道，离我家不太远的地方，建成了一个冰雪世界游

乐场，正试营业中，欢迎市民带孩子去体验，这下好了，现在

的孩子们就不会有我们小时候那样的遗憾了。

奇神的芦芽山万年冰洞

我的冰雪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