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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李娜有一首《女人是老
虎》的歌非常流行，歌词是根据清代袁
枚的短篇小说《子不语·沙弥思老虎》
改编创作的。

歌曲经过李娜的完美演绎，甚是
好听。可这被石顺义老师重新改编过
的歌词，却让我纠结了好多年。我先
将石老师写的歌词跟原文逐字逐句对
比说明一下：

第一句：小和尚下山去化斋，老和
尚有交待。

这开篇第一句歌词，一点也没有
交代前情，而是开门见山，直接引出故
事。对照的原文应该是：‘禅师同弟子
下山’。但歌词交代的却是小和尚自
己一个人去下山化斋，老和尚并没有
与他同往。这点与原文有出入。可能
那天师傅身体不舒服，所以要小和尚
一个人下山，临行前又有些不放心，所
以才会千叮咛万嘱咐。

第二句：山下的女人是老虎，遇见
了千万要躲开！

这句里的“女人是老虎”，在袁枚
原文里是说沙弥见一少年女子走过，
惊讶的问师傅，此为何物？师傅告知
之曰，此为老虎。而歌词作者擅自改
变作者本来的叙述逻辑，直接说女人
是老虎，显然是存在着表述漏洞的。

首先，如果小和尚知道老虎是何
物，就应该说，这东西（女人）像老虎或
者说这东西（女人）就是老虎。其二，
如果老虎、女人是何物小和尚皆不知，

那又怎么可以堂而皇之的称“女人”是
“老虎”呢！行走在人世间的我们自然
一看就明白，此物非彼物。但是对既
没见过女人亦没见过老虎的小和尚而
言，师傅说此物是老虎那必然就是老
虎。再者说，小和尚是一个人下的山，
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又怎知道
自己所遇见的不是其他自己未知的生
物，而偏偏就是师傅口中所说的老虎
呢？难道老和尚临行前给他看了老虎
的画像不成？这在歌词中也并没有明
确交代一下。

第三句：走过了一村又一寨，小和
尚暗思揣，为什么老虎不吃人，模样还
挺可爱?

为什么老虎不吃人这句是意会，
表述了小和尚的内心充满疑虑：“那个
款款从自己身边走过得东西难道就是
师傅口中所言的会吃人的‘老虎’不
成？ 而当那女子又回头温柔的多看了
他两眼之后，他的心又为什么会莫名
其妙地怦怦乱跳呢？”当然，这样异样
而奇妙的感受怎是他一个未谙世事的
小和尚所能想明白的呢！

第四句：老和尚悄悄告徒弟，这样
的老虎最呀最厉害。

小和尚回来之后，肯定要与师傅
谈心，内容自然无法绕开“老虎”这个
话题。师傅仍旧坚持自己的观点，说
老虎会吃人。他则理直气壮地反驳师
傅道：“老虎不吃人，当她从我身边走
过时，只温柔地看了我两眼，一点伤害

我的意思都没有。”师傅显然觉察到了
小和尚内心的挣扎与困惑，马上严厉
地斥责道：“这样的老虎才最厉害，人
们常说，“咬人的狗都不呲牙”，跟这是
一个道理。”

第五句：小和尚吓得赶紧跑，师傅
呀，坏、坏、坏，老虎已闯进我的心里
来，心里来。

听到此处，天真的小和尚可真是
害怕了，一边跑一边说：“不好了，不好
了，那老虎已经跟着我上了山，现在已
经进到我心里来了。这句非常形象地
把原文“一切物都不想，只想那吃人的
老虎，心上总觉舍他不得”表达得惟妙
惟肖，堪称是对原文最完美的诠释。

小和尚虽然对自己师傅所说的话
是深以为是,也坚信自己在路上所看到
的那个令他的心怦怦乱跳的东西就是
老虎。但对它是否吃人这件事始终持
怀疑态度。甚至还为自己竟然迷恋起
一个吃人的怪物而深感忧虑，这都情有
可原。而师傅考虑其见了女人会动心，
恐会影响到他日后的修行，故而撒谎骗
他说，此物（女人）是老虎。师傅修炼多
年，是个不折不扣的佛教徒。严守戒
律，不近女色。全然是以“以我观物，故
万物皆著我之色彩”之观点看待世事万
物的，但师傅犯了一个永远都无法自圆
其说的错误。若某天，他幡然醒悟，能
及时地向徒弟纠正自己先前所犯的错
误，那最好不过。也只有那样做，才不
枉为人师。

女 人 是 老 虎
□ 海 燕

茶。

常伴诗书映落霞。

清神气，

妙笔自生花。

十六字令·茶
□ 马春国

鸟儿在天空中摩擦着云

松鼠倚在树枝旁

啃着黄昏

远处的楼房上

闪烁着归来的喜讯

缓缓地拥抱

那落日的光晕

手中的墨笔点在纸上

是书中长出的石笋

墨水并未停歇

扩散出一盏黑色的光轮

宁 静
□ 徐新宇

石路山峰屹立，

眼帘云朵飘移。

众悬崖守护龙溪，

泛水波粼含碧。

清影邀约秀丽，

小舟荡漾欣怡。

融仙境慨叹神奇，

倏尔心无沉寂。

西江月·游龙溪
□ 杨占新

我握住的记忆，

是一匹烈马，

火烧火燎，

从不曾到来。

望眼欲穿的渴望，

是灵魂的棋谱，

赖以为生，

却破绽百出。

灵魂的棋谱
□ 闫明秀

拧开水龙头，自来水从水管里哗
哗流出，母亲就会怀念起老家的那口
冬暖夏凉、入口清甜的古井水。“古井
水那么方便，为什么要花钱买水？水
里还有不明气味，偶尔停水，就抓瞎，
流的可都是钱啊！”母亲心疼地说。

当“茅坑”变为抽水马桶后，母亲
心疼“有机肥”被冲掉，“真可惜，不能
留下来浇菜，养育土地，还要上一次厕
所，就冲一次水，既费水又费钱。”

面对冰箱，母亲更是抗拒，“夏天
菜园里的菜，抬脚就摘，新鲜得很。到
了冬天，把肉啊鱼啊埋进厚厚的雪地
里，零下三十几度的天气，就是天然冰
箱，哪还需要电冰箱！整天插电，多了
电费钱。”

面对高科技带来的冲击，母亲想
不明白，处处都要花钱不说，也没以前

方便健康。她反复地说：“我们农村家
庭，为什么一定要学城里人？”

最让母亲抗拒的，莫过于农药的
使用了。“这么毒的东西，能毒死虫子
和生命力顽强的杂草，喷洒到田里地
里，不可能不残留在农作物上，人怎么
能吃？吃下去人怎么可能没事？土壤又
怎么可能没事？土壤都有毒了，长出来
的庄稼又怎么能好？”母亲如是说。所
以，母亲坚决不购买和使用农药，而且
坚持了一年又一年。

母亲抗拒这些产品，除了考虑到金
钱因素外，还有更加深沉的隐忧和不
安。只是没读过书的她，讲不出什么大
道理罢了。她只知道，要做对土地有益
的事情，不要种对人类健康有害的农
作物。她所坚持的用农家肥滋养农作
物，坚决不用农药，不就是今天被农业

科学家们提倡的“有机种植”吗？
有机农业的本质，就是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规律，与自然秩序相和谐。
强调因地因时因物制宜的耕作原则，
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禁止使用人工合成
的化肥、农药、激素以及转基因东西，
采用天然材料，恢复园艺生产系统物
质能量的自然循环与平衡，通过资源
管理与栽培方式，创造人类万物共享
的生态环境。

母亲一生所坚持的，不就是无污
染、无化肥农药残留的对人类健康有
益的有机食物吗？后知后觉的我，直
到今日才理解了母亲的坚持。为了
坚守这份执着，母亲虽受到了我们不
少的数落，却还要耗尽气力不断地

“据理力争”。事实证明，母亲的坚持
是对的……

母 亲 的 坚 持
□ 逄维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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