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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丽君是个重视心灵修养的
人，在旅居巴黎期间，她常走访
那里的美术馆、艺术中心、古董
跳蚤市场，从异国的文化中汲取
一些营养。

邓丽君的双胞胎侄女铭芳、铭
玉说，姑姑的艺术修养很高，简单的
一扇门、一个古董灯，她都可以讲出
门道来。她刚开始学法语时，有个
很严格的老师，教到“皮”这个字，邓
丽君一时无法意会，他就硬揪着她

身上的皮裤，严厉地说：“这就是
皮！”后来铭芳、铭玉上法语课，遇到
灰心沮丧的时候，邓丽君就拿这段
亲身经历鼓励她们。后来，她的法
语讲得很流利，还兴致勃勃地计划
学德语。

邓丽君和史蒂芬在一起时，
一般说英语夹法语，但只要铭芳、
铭玉在场，她就只说英语，以便让
两个侄女都能听懂，也借此机会
教育两个侄女：“有外国人在，要
尊重人家，大家在餐桌上要讲英
语。”铭芳、铭玉到美国念书后，英
语能得心应手，就得益于姑姑的
用心良苦。

小时候，姑姑曾带她们到圆山
饭店，当时有个洋妞穿着比基尼从
她们跟前走过去，姊妹俩好奇地交
头接耳、指指点点，姑姑马上低头对
她们说：“你们讲什么，她听不懂，但
不要指指点点，这样不礼貌。”

邓丽君很重视仪容，有一回姑
侄三人逛春天百货商场，邓丽君带
她们到卖帽子的地方，她试戴了20
多顶帽子，一边试戴一边说：“女人
的打扮要讲究整体谐调，衣服穿得
漂亮，再配上得体的帽子，还有皮
包、手套都要搭配好，才能给人以
美感。”

邓丽君也很喜欢研究美食，常
说要下厨做好吃的给两个侄女吃。

有一回她起了个大早，泡黄豆、打
浆、过滤，一会儿，端出来了热腾腾
的豆浆。在法国，中国菜的食材比
较难买，她就费心地寻找替代品。
在台北的家人常常接到她从巴黎的
打来的电话，问：“葱油饼怎么做？”

“馅儿饼怎么做？”她尤其爱研究水
饺馅的做法，多次试验得出的结论
是：青江菜做的饺子馅儿爽脆好
吃。不过，两个侄女始终没吃过姑
姑包的青江菜水饺。

邓丽君在巴黎的日子很随性，
有时只擦点儿口红就出门，但若参
加正式宴会或重要活动，她就会很
慎重地打扮一番。她应邀出席画家
范曾的儿子的婚礼时，铭芳和铭玉
穿了一身灰暗的衣服，邓丽君认为
不妥，便拿出自己的衬衫、外套，替
两个侄女重新打扮，一个穿粉红色
的外套，一个穿橘红色的外套。当
时两个人都不以为然，现在姊妹俩
把照片拿出来看，却发现姑姑的眼
光确实独到。

邓丽君很爱看书，读的书较
多，涉猎面很广，她的床头、书桌
上都摆满了书，家中洗手间里也
总有些英文杂志。她还鼓励两
个侄女没事时要多看书：“看久
了，你会觉得是一种享受，也能
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姑姑还逼她们一起学游泳。

当时姊妹俩很不情愿早起练游泳，
现在却很感激她，因为有了姑姑的
督促，才让她们早早地学会了游
泳。每次过年回家，邓丽君喜欢和
家人打打卫生麻将，但她的牌技大
家都不敢恭维，加上她也坐不住，
家人通常是先应酬她几把，算是暖
场，等她离席后才正式开始。不
过，邓丽君对这种国粹有自己的看
法：“我们的老祖先真是聪明，几个
小小的图案，就让大家着迷，在桌
前一坐就那么久。”她对两个侄女
说：“身为中国人，你们一定要会打
麻将，但不可沉迷其中，要把更多
的时间用在学其他有用的本领
上！”姊妹俩觉得，这是自己的爸妈
绝不会对她们说的话。

对姑姑的童心，铭芳、铭玉也
印象深刻。她们小时候在家里闷
得无聊，姑姑就牵着她们出去买
水果，买了红西瓜、黄西瓜和香瓜
回家，她可不是随随便便切开就
吃，而是细心地把水果挖成圆球，
再依红的、黄的、绿的颜色，交叉
摆成图案，盛在漂亮的盘子里，才
开始品尝，有点儿像玩过家家，让
铭芳和铭玉知道，连吃水果这样
的小事，都可以从中找到不同的
乐趣。

（摘自《绝响——永远的邓丽
君》姜捷 著）

老太太脚步不停，径直来到一
间偏房。这是处于角落中的一间房
子，门上还挂着一把锈迹斑斑的大
锁。老太太掏出钥匙，颤巍巍地开
了房门，顿时一股冷风迎面而来，大
家不禁打了个冷战。

屋里很暗，突然传来嘶哑的声音：
“赵妈，你带着两个男人来做什么？”

原来老太太姓赵。她摸索着点
燃了灯，玉成和韩方向刚才传来声
音的方向望去，大吃一惊。眼前坐
着一个苍老的男人，他的双腿被铁
链子锁住了，似乎有些年头了，脚踝

处已经生出了一层老茧。
这个男人年纪不小了，蓬头垢

面。当然，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
的眼睛干瘪塌陷，原来他是个瞎子！

“你是谁？怎么会被锁在这
里？”韩方纳闷儿地问道。

那个老男人晃动了一下脚镣，愤
怒地狂笑几声：“哈哈，你这个孽子，孽
子啊！现在终于得到报应了吧！”

听他说话有些不着边际，韩
方愈加纳闷儿，话还没出口，那个
男人又用嘶哑的声音喊道：“刘云
轩，你死得好哇，你这个千刀万剐
的孽子！”

听到这里，韩方和玉成顿时一
惊，玉成沉不住气，脱口而出：“难道
你是刘云轩的父亲？”这突如其来的
变故，令他们屏住了呼吸。

“哈哈，父亲，父亲……哼，他不
配做我的儿子，他就该千刀万剐
啊！”话虽然这么说，苍老的他却流
下了两行浑浊的泪水。但这种悲伤
的表情转瞬即逝，瞎眼老人又恶狠
狠地说：“哼，听你们口音是北京人，
莫不是专门为他而来？对了，站在
左边的胖老头，你究竟是谁？”

听了这句话，不仅是玉成，就连
韩方都惊诧不已，难道他不是瞎子？
或许觉察出了空气中的沉默，瞎老头
突然发出一声怪叫：“哼，就算我瞎了
眼，也比你们都看得明白！”

原来，世间还有一种不为人知
的功夫，就是“听声辨行”。也就是
说，虽然眼睛瞎了，却可以通过人的
说话、脚步声以及呼出的气息等，在
瞬间分辨出人的身高、体重和年龄，
甚至身体形态。当然，韩方活了几
十年也仅是听闻，今天第一次碰到，
不禁万分惊讶。

眼前的这个老男人究竟是不是
刘云轩的父亲？如果是，又怎么会被
关在后院？这个老头怎么会对刘云
轩恨之入骨？一个个谜团困扰着韩
方，这似乎是个巨大的旋涡，他已经
在无形中被卷入，有些身不由己了。

“老人家，我非常佩服您的
‘眼力’，不瞒您说，我为一样东西
而来——龙砚……”

“龙砚，龙砚……”老人在喃喃
自语，刚才的愤怒一扫而光，取而代
之的是不由自主地惊惧和悲伤。沉
思良久，他终于仰天长叹：“龙砚，为
了它，我的祖辈备受磨难！为了它，
我们父子相残，是他带人弄瞎了我
的眼睛！”

“什么？”怪不得他对刘云轩有
这么大的仇恨，原来如此。可这究
竟是怎么回事儿？

就在大家惊愕不已的时候，在
这个瞎老头身上，大家知道了更多
有关龙砚的故事……

“400多年前，严嵩为了巴结朱

厚熜，差遣了百余工匠在龙眼山寻
找奇石制作砚台，其中就有我的先
祖……祖上在当时手艺一流，凭借
过硬的手艺，担当了工头。后来砚
台成形，龙心大悦，严嵩加官晋爵，
可那些普通的工匠被饿死、累死的
不计其数啊！”

老人喘了一口气，继续说：“后
来，刘家的制砚手艺一代代传承下
来，方圆几百里都知道我们是做砚台
的高手，宫里的‘盘龙砚’便是出自刘
家人之手。也正是依靠做砚台，刘家
才在这里建了偌大的宅子，在这方圆
几十里也算小有名气。3年前，也就
是1912年，大清皇帝正式退位。在
退位的前夕，宫内混乱无比，龙砚
丢失。你们知道是谁将龙砚拿走
了吗？”说到这里，老人用惨白的瞎
眼“看着”韩方，甚是骇人。

其实，此时的韩方已经隐约觉
察到了什么，但他还是有些不信，轻
轻摇头，声音里有一丝难掩的苦涩：

“难道是刘云轩？”
少顷，老人含泪道：“孽子啊！

一年前他回到老家，我这才知道了
事情真相，原来他要把那东西卖给
倭寇！”

听到这里，韩方大吃一惊，脱口
而出：“卖给日本人？”

（摘自《龙砚——绝命追踪 83
天》澹台镜 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