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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总工会免费电影周周看

带上《河洛》版 全家一起看

本周六公益电影为《天注定》，周四、
周五凭工会会员证或本人身份证可领电
影票两张，凭《河洛》版可加领一张。

领票时间：8：30至12：00
14：30至18：00

领票地点：市工人俱乐部售票处
放映时间：11月15日15：00

“古代刑罚”之

你想吓唬谁呀
□记者 张丽娜

叫你看热闹

我有一个哥们儿，有一天头上裹着纱布去上
班。众人惊问何故，他说：昨晚头被人砸了一个窟
窿。“为啥砸你呢？”“火锅店里有人喝醉酒打架，我
站在旁边看热闹，酒瓶子飞我头上了……”

因为看热闹而受伤，乍一听很荒诞，却也正
常。不独洛阳，全中国都活跃着一个族群——“不
看热闹浑身痒族”：火锅店里有人吵架他们围观，马
路上出了车祸他们围观，围观完了还不忘拍段视频
传到网上。

三国曹魏时期没有手机和互联网，不然，后人大
概能看到一段历史视频，名叫“名士嵇康被斩于洛阳
东市刑场实录”（欲知详情，可翻阅往日的河洛版）。

那情景，类似于鲁迅名作《药》里的描述：“（围
观者）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
住了的，向上提着……”围观者不怕革命者的血溅
到自己身上，得了痨病的甚至希望得到一个蘸血的
馒头，以为吃了便能治病。

谁都有尊严

现代行刑是不公开的，因为死刑犯也有尊严。
南北朝时期，北齐孝昭帝在大殿上杀了一个

人，大臣王晞觉得不合规矩：这人是该杀，但不该在
这儿杀，应该“刑人于市，与众弃之”，拉到大庭广众
面前杀，以威慑群众，预防犯罪。

王晞的依据，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惯常在市面上

斩杀罪犯。当然，有的所谓罪犯未必犯了罪，而是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无辜的嵇康被斩于洛阳东
市，便是明证。

古代执行死刑的时间，大都定在秋后。农历七
月、八月、九月，万物肃杀，该杀的都杀掉，不留有罪
之身。秋后问斩始于周朝。周公制礼于洛阳，“礼”
中有一项就是秋官执掌刑狱。秋官本是国家机构，
武则天定都洛阳后，曾一度改刑部为秋官。不过，
后世亦有人直接称呼刽子手为秋官。

残酷的游戏

刽子手都是心狠手辣之徒。心不狠，干不了砍
头这差事。

砍头，不仅需要胆量，而且需要技术。
武则天尚佛，所以在唐代洛阳出家的和尚很

多。待到明代，和尚就不是什么好“职业”了。明太
祖朱元璋发迹前当过和尚，却讨厌大伙儿效仿他当
和尚，所以他采用一种奇特的方法处死他认为有罪
的和尚：在地上挖坑，把和尚埋在坑里，只露其脑
袋，刽子手拿着斧子，依次削去露出地面的和尚头，
美其名曰“铲头会”。

这不像杀人，而像打高尔夫球，像割韭菜，这是
拿别人的性命玩一个残酷的游戏。

曾在洛阳担任过“周王朝国家图书馆馆长”的老
子，应该是反对玩这种“游戏”的。近两千年前，他就
留下了一句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对失去生命的恐惧，或能让人心生忌惮；对生
命的尊重与珍惜，方可使人一心向善。

大王庙村原名文曲村，位于栾川县潭头镇北部1.5
公里处。因古代村中读书中举者甚多，人们便把穿村
而过的河命名为文曲河，把村子命名为文曲村。

村中有四座古代石桥，分别为土桥、娃娃桥、文

曲桥和北石桥。顾名思义，文曲桥建于文曲河上。
岁月沧桑，文曲桥仍在默默地为村民服务，每到夏
季，村民们就会坐在桥上边乘凉边拉家常。

记者 余子愚 摄

文曲河上文曲桥

生坯子有点儿像大家常说的生瓜蛋
子，是指社会经验不足、不知天高地厚的
人。在洛阳话里，生坯子要比生瓜蛋子
的含义丰富，大致相当于菜鸟、二愣子等
词的集合体。

坯子是指材料、底子，也用来比喻
人的气质或人品。在洛阳话里，“坯”要
读成pēi，和胚胎的“胚”同音，所以也
有人直接将生坯子写成生胚子。在洛
阳话里，生坯子有做事没顾忌，好赖不
分，说翻脸就翻脸的意思。生坯子是贬
义词，如果说谁是生坯子，那人就有点
儿北京人说的“浑不吝”的无知无畏的
劲儿了。

生坯子不同于菜鸟，菜鸟只是指新
手，不一定会任性胡来；也不同于二愣
子，二愣子纯属性格问题，终生难改。生
坯子是指一个人没有经过社会历练，不
谙世事，不懂规矩。

生坯子是可以改变的，一旦生坯子
被烧成了熟坯子，便是成品，可以担当
重任。在生活中，我们总能看到一个初
来乍到的人常有异乎众人的言语或举
动，后来就被同化了，“泯然众人矣”。

王蒙20世纪50年代写的小说《组
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里的林震，热情率
直，怀抱理想，看不惯单位里的不良风
气。他在周围人的眼里完全是个生坯
子，但小说以“他懂了”“他渐渐明白”来
结尾。这种心灵的成长与成熟，是年轻
人向社会或妥协或斗争的必然经历，也
是生坯子进化为熟坯子的必然过程。

想想看哪个人在一生中没有经历
过由激情到理性的过程？记得前两年
看电视剧《北京青年》，一帮年轻人辞去
公务员工作去折腾，那时我颇不以为
然，觉得他们太矫情，现在我懂了。剧
中有句台词：“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就能
想象到我未来十年的样子。”所以，这帮
年轻人才宁愿流浪，宁愿打工，也不愿
浑浑噩噩地活下去。

当我们失去青春的活力，如温水中
的青蛙一样习惯这日复一日的无聊，又
有谁不暗暗怀念自己曾经不谙世事、不
计后果的生坯子时期呢？

曾经都是
生坯子
□姚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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