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酒文化渗透在我们每一个人
的生活里。无酒不成席是中国人
的传统文化，有酒显得主人厚道；
喝不喝先倒上，是中国人的礼貌习
俗，显得主人待客有诚意；不喝不
喝又喝了，是中国人的面子文化，
不喝显得不礼貌；喝着喝着又多
了，是中国人的豪爽文化，主人热
情相劝，客人不能一味儿拒之。

这样的喝酒，嘻嘻哈哈，情谊

浓浓，适当喝点儿也没什么大不了
的，并且的确能达到融洽彼此感情
的目的。毕竟，中国是重感情、重
礼仪的国度。

不过，凡事总有个度，喝酒亦
然。如果不节制，甚或带着其他目
的喝酒，最终的场面也许就难以控
制了。据报载，一家公司组织店庆
活动，员工李某在宴席上给领导敬
酒，本着“领导随意我喝完”的原
则，喝了一杯又一杯；给同事们碰
酒，要讲“感情深一口闷”的哥们儿
义气，喝了一杯又一杯；接受领导
的回敬，怀着“会喝一斤喝一桶,
回头提拔当副总”的期盼，喝了一
杯又一杯……结果，李某在回家途
中死亡。这样的悲剧在现实生活
中常有耳闻。

喝酒若不带功利性，一般喝得
比较轻松。如果有了功利成分，有
了等级观念，问题就变得复杂了，
感情的分量轻了，或许还掺杂一些
其他内容。

三国魏晋时期，喝酒风气很
盛。《三国演义》里的张飞就是十足
的酒鬼。每次召集军官喝酒，都要
大家一口闷，谁不喝就用军棍伺
候。下属曹豹不会喝酒，张飞大
怒，要打他一百军棍。众人求情，
张飞才抽他五十鞭子了事。

与张飞相比，刘表算是比较温

厚的。曹丕在《典论》里记载，刘表
大宴宾客时，身边放一根长木棍，
木棍的顶端安放一枚长针。如果
哪位宾客喝多了，爬到桌下睡觉，
他就拿针扎人家的屁股，扎醒后命
其继续喝。

历史上最变态的劝酒要数西
晋的石崇。据《世说新语·汰侈》记
载，石崇每次请客，都要让美女劝
酒，如果哪位客人不干杯，就叫家
奴杀掉劝酒的美女。丞相王导和
大将军王敦曾经一同到石崇家赴
宴。王导一向不能喝酒，此时只好
勉强喝，直到大醉。王敦则坚持不
喝，石崇就下令将劝酒的美女拉出
去杀掉；再劝，王敦依旧不喝，劝酒
的美女又被拉出去斩了。如此这
般，石崇连续杀了三个美女，王敦
仍神色不变，还是不肯喝酒。王导
责备他，王敦说：“他杀自己家里的
人，干你什么事！”

在人命关天面前，大将军王敦
似乎和石崇一样变态，但仔细思
考，在一般的酒场上，少顾及面子，
就可以不喝得酩酊大醉。

我喜欢这样的酒文化段子：只
要感情到了位，不喝也会很陶醉；
酒逢知己千杯少，能喝多少是多
少；天上无雨地下旱，以茶代酒更
划算；少喝烈酒多吃菜，这样感情
深似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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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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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维恩·戴维斯在后巷被人痛揍的时
候，鲍勃·迪伦登台唱歌了。《醉乡民谣》就
在鲍勃·迪伦的歌声中被唱红了。科恩兄
弟总是把目光聚焦在失败者身上，他们说，
成功者的故事，好莱坞已经拍得太多了。

一个卖报纸的小男孩，偶遇一位亿万
富翁，问他成功的秘诀，富翁说，起初我只
有一块钱，便拿着这一块钱买了一个苹果，
然后把这个苹果卖了，赚了一块钱，我又拿
着这两块钱买了两个苹果……小男孩若有
所思地说，噢，我好像懂了。富翁打断他
说，你懂啥？后来我的富翁老爹死了，我继
承了他所有的遗产。

成功者的故事都是相似的，不是祖辈
传的就是老天赐的——祖辈传的是资源和
人脉，老天赐的是天赋和机遇。失败者的
故事却各不相同。

对于成功的解读，我们最熟悉的是爱
迪生给出的公式：成功等于99%的汗水加
1%的天才。老师们在告诉我们这句话
时，总是把重点放在99%的汗水上，鼓励
我们要努力抛洒汗水，好像谁流的汗水
多谁就能成功，却隐瞒了爱迪生后面的注
释——这1%的天才十分重要，属于成功的
必要条件。

勒维恩·戴维斯不可谓不努力，他为了
追求理想，放弃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居无定
所，四处蹭饭蹭沙发，唱片一张也没卖出
去。就在他感到绝望、准备放弃的时候，鲍
勃·迪伦出现在他唱歌的小酒吧里，这分明
就是循着他走过但没有走通的老路在走，
鲍勃·迪伦的结局不用多说，那是美国流行
音乐史上绕不过去的里程碑式人物。

为什么同样的路径，有人碰得头破血
流，有人却由此走向辉煌？

失败者的故事很容易让人得出怀才不
遇的结论。真的有怀才不遇这种事吗？不
是我不行，是世人不识货？

才华这东西并不是孩子，怀的时间久
了就会被人看出来。才华是埋在地底的金
子，在挖掘打磨之前，它和普通石头没多大
区别。把一块金矿石仔细打磨并且展示在
世人面前，这是个系统工程，与金矿石的形
成过程同样重要，不遇的才，要么是金矿分
量不足，要么是本身有短板限制了发展。

如果是前者，那就没什么好抱怨的，人
家至少需要1%的天才，你只有0.1%；如果
是后者，或许还有可安慰之处，在别人看来
是短板的地方，很多时候正是当事人自我
感觉最高贵、冷艳的地方，不同于流俗总是
一件可以让人骄傲的事情。

最容易让人混淆的地方在于，有时候
明明是前者，却被看成了后者，才华不够导
致的失败，却激发出不见容于世的愤懑不
平，怪天怪地怪社会就是怪不到自己身上，
时间就这么被蹉跎了，真是耽误事啊！

黄帝战胜了蚩尤，驱逐了炎
帝，真正抖起来了。接着，他顺势
收拾了榆罔和共工部落，将前者打
跑了，把后者并入了自己的部落。

共工家族的大管家夸父逃出
去自立门户，黄帝派应龙扫荡神农
氏在中原地区的残留支系，也包括
夸父。夸父是个壮汉，倔强不降，
与应龙激战不休。

应龙人多势众，把夸父追得不
停地向西逃窜。夸父在战斗中受

伤，找了根木棍做手杖，以助其行
动。在黄土高原的咽喉地区函谷
关地段，夸父被应龙包围了，但他
生命不息，拼杀不止，最后长啸倒
下，血溅四野。

夸父的手杖斜插进深厚的黄
土地，由于鲜血的滋养，手杖生根
发芽，年深月久，竟长成了桃林。

司马迁说，黄帝管辖的地方大
极了，西至甘肃，东到山东，南达湖
湘，北抵冀中。他替黄帝吹牛呢。
实际情况是，黄帝一辈子都爱打
仗，“大小五十五战”“天下有顺者，
从而征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
他一直不曾安生过。

黄帝打仗厉害，对内统治更残
酷。“黄帝作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
弟之礼，夫妇匹配之合，内行刀锯，
外用甲兵。”这是《商君书·画策》的
原始记录。

“内行刀锯，外用甲兵”，这样
对待部下，实在是“铁血”统治啊！

尽管黄帝能打仗，但不服气的
还是很多，刑天就是其中之一。

刑天跟黄帝争锋头，反抗其滥
用刀锯和甲兵，被黄帝捉住，砍掉了
脑袋，血柱冲天。但英雄刑天尸身
不倒，以二乳为目，以肚脐为口，左
手握着荆盾，右手挥舞着利斧，吆喝
着跟黄帝单挑独斗，继续死拼。

两个乳头只能算作“义眼”，无
视力，所以刑天只能向着天空猛劈

狠砍，不停地与看不见的敌人厮
杀。这个拼命到底的悲剧形象，成
为后世祀奉的战神。

晋人陶渊明《读山海经》以“刑
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赞颂刑天的
精神。现代电脑游戏的作者，常设
计刑天为战斗角色，因其无头外形
非常卡通，厮杀起来十分勇猛。

刑天原系炎帝的大将，有的史
家说他本来无名，脑袋失去后被
《山海经》记为“形夭”，历史上有几
千年没有“国家语委”管理汉字，传
来抄去成了“刑天”。

黄帝主宰中原之后，炎帝在南
方去世了。黄帝派遣子弟少昊去
统管南方九黎。

蚩尤的旧部逃往南方之后，黄
帝让少昊统治蚩尤原来在东部的
地盘，炎帝死了，他又派少昊到南
方接管炎帝的势力范围。而蚩尤
的家族，早已游荡到西南方大山
里，变成了后世所谓的“三苗”。

后世说黄帝“二十五宗”，即二
十五个直系部落，其中十四个占有
封地和姓氏。经后山细心考证，中
原汉族姓氏，隶属于黄帝的虽说法
较多，但隶属于炎帝和蚩尤的，兼
隶属于炎帝和黄帝、黄帝和蚩尤
的，也不在少数。

黄帝的直系后代，执掌最高统
治权柄的有五任，但均没有多大政
绩，不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