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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事在心境。把心放松、放
宽、放平、放低。与己与人与物
相处，就不会太较劲，太固执。
心安理得地享受眼前的时光，
我们无法留住时光的脚步，但
可以享受时光的美好；我们无
法预知未来的生活，但可以享
受当下工作给你带来的充实与
快乐。

人们把这世界看得理想一
些并没有错。理想，在现实之
前，有很多名字，他们是幻想，
妄想，白日梦和不可能等等。
可是，就是因为有了它，使很多
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很多的成
功，就是有了理想的结果。

一个人陷入死胡同的时候，
与其一味死磕或束手待命，不
如换个角色，换个观念，借助他
人的智慧，开阔一下思路，借助
他人的力量，从困境中走出来，
理清思路再出发。有时候，思
路决定人生的出路，思维方式
对了，往往就会事半功倍。

每天的努力付出，虽然很疲
惫，但是千万不要因此怀疑自
己，如果放弃了自己，那别人就
更没有理由看得起你了。人生
就是一个储蓄罐，投入的每一
份努力，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
打包回给你。别人拥有的，你
只 要 愿 意 付 出 ，一 样 也 可 以
拥有。

阅读是摆脱平庸的良药。
当你的才华支撑不起你的梦想
时，唯有读书。读书的人，因知
识的无限，而感到自己的渺小，
才会对这个世界充满敬畏。因
敬畏而从善，因从善而修行，因
修行而阅读。让读书成为我们
的一种生活方式。

美好的人之所以美好，并非
只是拥有如花般的俏颜，因为
花总有凋零时，而是因为拥有
一颗纯善的灵魂，有一颗干净
的内心，有一双清澈的眼睛。
幸福的人之所以幸福，并非只
是拥有丰富的物质，而是灵魂
得以自由飞翔，思想得以自由
畅想，心灵得以自由舞蹈。

有一句话说，一着不慎，满
盘皆输。其实，不仅下棋如此，
人生有时也是如此。有时你或
因不小心，说错了一句话，做错
了一件事，动错了一个念头，轻
则损名折利，重则积错难返。
为人处事，既要谨言慎行，更要
深思熟虑。

时光匆匆，岁月流逝，不知
不觉中，人就老了。童年好像
就在昨天，青春好像并未走远，
怎么就到了老年了呢？既然不
能青春永驻，那就老得开心漂
亮，努力把以后的日子活得快
乐洒脱，过得如诗如画。

不要畏惧容颜衰老，不要害
怕年岁增长，只要不断地投资
自己，为自己增值，让自己保持
魅力，不惧流年光阴，当你外在
优雅，内心充盈，内在知性时，
你就会发现年龄只是数字，魅
力源自内涵。

活到老、学到老，社会就是一
个大课堂，在这个大学校里，有学
不完的知识，用不完的智慧。人
这一辈子，都要做学生，向书本
学，向他人学，从实践中学，从社
会中学，学知识，学做人。

□ 坊间人

瓜皮帽是明太祖所创吗

□ 叶振环

“小鱼”歌声激荡文学的大海

施永培是我在文学创作的道
路上相互搀扶、相互学习和知根
知底的文友、挚友。虽然他已经
退休七年多，但他是退而不休、勤
于 笔 耕 的 高 产 作 家（七 年 六 部
书）。先是出版散文集《小鱼闲
情》《小鱼游踪》和诗歌集《小鱼逸
趣》；最近几年又陆续创作出版了

《小鱼飞乐》《小鱼悠然笑》《小鱼
哈哈哈》等三部诗歌集。不管是

“三部曲”还是“三部诗歌集”，他
的每一本书名上都冠以“小鱼”二
字，可以看出，他的退休生活是开
心愉快的，是悠然享受的。正如
他的一首诗：“感恩党的好领导，
到龄养老有依靠。知足常乐多欢
愉，日子越过越美妙。”

施永培出生在崇明岛，成长在
四滧河畔，遂以小鱼自喻。1977
年 12 月的高考改变了他的命运。
在外工作近四十年后，到龄退休，
叶落归根。回到乡下的那年秋
天，他漫步田埂、沟边，似乎在找
寻曾经的过往，又似乎要去发现
捕捉变化了的事物。那天下午，
他来到一条民沟边，看到水中一
群小鱼尽情地享受着柔和的秋
阳，自由自在，好不快活。触景生
情，施永培感慨，衣食无忧的退休
生活，应该像小鱼那样知足。

于是，施永培退休后写了第一
部诗集《小鱼飞乐》。他说，告老回
乡，一身轻松，但无所事事，因此开
始习诗。半年后，他将 230 多首诗结
集出版。退休后的轻松快乐，习诗
带来的自娱自乐，诗集面世的成果
收获乐，这“三乐”叠加，让他兴奋莫
名，遂将书名取为《小鱼飞乐》。

诗集《小鱼飞乐》取材广泛，源
于生活，反映农村新面貌，展现农民
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讴歌党的政策
好、阳光照。他还自创“六行体”诗，

起承转合，结构完整。如《醉美莫过
家乡路》：“曾经羊肠随风去，白色路
面田头铺。农家小院连大道，户户
汽车畅通途。村道两旁景如画，醉
美莫过家乡路。”

不久后，他的第二部诗集《小鱼
悠然笑》问世，全集 250 多首诗。概
要如下：生活乐趣多，每天去记录；
开心事情乐着写，偶然感悟也记下；
大千世界中，无论大鱼还是小鱼，同
享日月和碧水蓝天，知足常乐。

施永培的第三部诗集《小鱼哈

哈哈》有 250 多首。表现形式虽
异，反映主题一致：热爱生活，赞
美家乡；讴歌盛世年华，感恩党的
领导。如《崇明岛之歌》，写出了
它 的 精 气 神 ，唱 出 了 它 的 豪 迈
情。感悟人生的“三部曲”——

《摇篮曲》，《成长曲》《养老曲》，阐
述了人生“起跑线上难定输赢，成
长路上奋斗才行”的道理，真诚表
达了在党的领导下，对“盛世中
华，退休老人无忧愁”幸福生活的
感恩情怀。

他之所以用《小鱼哈哈哈》这个
书名，将退休后所获得的快乐直白
相告，那是因为在这部诗集中，除了
诗作外，他还创作了十几首歌词，且
这些歌词都请人谱了曲。其中的

“人生三部曲”——《摇篮曲》《成长
曲》《养老曲》等十首歌，请人演唱后
又制作了视频，通过《绿岛之音》《崇
明印象》《群众文艺》等“公众号”推
送，收获好评一片。

读罢施永培的《小鱼飞乐》三
部诗集，你会被他“小鱼般”的知
足心态所感染、所影响、所启发。
我们应愉快地去拥抱既有诗意，
又能开怀欢笑的生活。知足会
乐。知足能乐。知足常乐。这是
一句真实可感的妙言，更是一句
人生的哲理！

——读施永培的《小鱼飞乐》三部诗歌集

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朱元
璋为明朝服饰定下基调：“诏衣冠
如唐制。”三年后，礼部进一步细
化：“今国家承元之后，取法周汉
唐宋，服色所尚，赤色为宜。”单从
法理角度理解，明朝对蒙元服饰
似乎没有继承逻辑关系，朱元璋
似乎也不愿二者间有什么瓜葛。

然而，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
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元史研究室
助理研究员罗玮钩沉索隐，收集
了上百幅各类元明服饰的高清图
像史料，写成《马上衣冠：元明服
饰中的蒙古因素》一书，证明元朝
时期，蒙古族具有鲜明北方游牧
民族特色的服饰式样对当时的中
国社会服饰行用产生了一定的影
响，而且蒙古服饰并没有随着元
王朝的崩溃而在汉地销声匿迹，
相反却以不同形式继续在明代社
会中广泛传播流用，其影响甚至
还延伸到了清代，并在几个世纪
的 中 国 社 会 文 化 层 面 产 生 了
影响。

众所周知，蒙古族所建立的元
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北方游牧
民族缔造的大一统王朝。作为马上
民族的蒙古，其衣着与此前唐宋稍
显宽大的风格有着明显不同，元代
服饰大都长袍较短且偏紧束，腰部
还多衣褶，如此设计显然更便于蒙
古人崇尚的骑射。罗玮指出，“蒙古
辫线袄形成如此复杂甚至‘华丽’的
造型和工艺，原因就是为了便于骑
马射箭”。入主中原和平定江南后，
辫线袄因在劳动生活中得到更好的
体验验证，“给南北汉人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楚王好细腰，后宫馁而殪。元
代蒙古服饰在汉地的推广普及，
必离不开权力审美的示范效应。
在此罗玮特引用两则历史典故：
相传“齐桓公喜欢穿紫色衣服，因
此齐国上下都穿紫色衣服”，结果
紫色面料奇货可居；而东晋名臣
王导为将国库中的绢布变现，以
弥补“国用不给”，于是与“大臣名

士一起穿着绢布单衣”，上行下效，
终如所愿。无论齐桓公还是王导，
均位高权重，他们的审美观念给外
部传递出强烈的示范信息，同时也
意味着对符合他们审美观念的人更
可能接近乃至信任。

随着元朝的建立，“虽然元朝对
汉族民众服饰的政策总体上是比较
宽松的，甚至冕服公服式样多仿效
唐宋制度；但在蒙古贵族掌权统治
下经过一个世纪后，南北汉族人民
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上层的影响，沾
染些所谓的胡风胡俗”。率先作出
改变的往往是那些士大夫。经过岁
月洗礼，士大夫衣着慢慢向蒙古习
惯靠拢，“不仅不穿深衣了，而且模
仿蒙古的语言服饰”，以此冀望获得
政治前途。对于这一现象，罗玮称
之为士大夫的群体性“失忆”。

如同辫线袄，蒙元服饰在汉地
的渗透，并不全然依赖高压和权力
示范，其自身也有某些优势。除了
劳动便利的因素外，“蒙元时代的很
多史料披露出蒙古服饰行用的一大
特点是没有等级、社会通用”。曾以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震惊世人的沈
从文就曾指出：“元代习惯上下平等
衣着式样，区别并不大，等级区别在
衣着材料、颜色和花纹。”对于渴望

缩小等级差距的中下层民众而言，
蒙元服饰或许是一个不错的载体。

当然，汉地对蒙元服饰的接受
并不是全盘照收，常常会结合实际
予以适当改造，比如答忽。罗玮指
出，汉地穿的绵搭襻、绵团袄、绣衲
袄，“实际上与蒙古族的答忽名异而
实同，是中原特定环境产生的以棉
为材料的汉式答忽。这说明原本以
毛皮为材料的蒙古答忽，在汉地结
合了农耕地区的特点，产生了新的
式样”。中原不像蒙古毛皮材料充
盈，但中原也有自身优势，那就是棉
织较多，且价格更为经济。

蒙元服饰对汉地的渗透不可避
免，那么在明朝建立后，蒙元服饰又
以怎样的方式继续流传呢？虽然明
太祖努力想割断与元朝的文化联
系，但有的服装已经在汉地流传开
来并深入人心，几乎到了禁无可禁
的地步。对于这样的现象，倒也难
不倒官员的智慧。做工简单用料节
省的瓜皮帽传入中原后，很快流传
开来，成为“明代平民百姓最常戴的
便帽”。对于这一现象，明朝宫廷并
没简单地一禁了之，而是采取了更
具智慧的策略，如他们“论述瓜皮帽
起源时，大多援引明人旧说，认为其
为明太祖所创。这种把某一历史事
物的创造发明归结为某些杰出人物
是中国古代历史书写中十分常见的
叙述模式”。可想而知，一旦形成这
样的共识，源自蒙古的瓜皮帽便在
明朝取得了合法身份。另一方面，
为给那些由蒙元流传于中原的服装
寻找法理正统性，“明代士大夫对蒙
元样式的服饰赋予了新的起源，直
接攀附上宋制甚至唐制”。

明朝对蒙元某些服饰的继承有
时会采取适当的改造策略。蒙元辫
线袄并没有随着元朝的崩塌而淡出
汉地，甚至成为明朝宫廷仪卫制服，
不过，此时他们给这种制服安上新
的别名。辫线袄因其华丽而又适合
骑马的袍服特点，引起了明代社会
上层极大的注意”。于是，他们对这
种服装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并最终

形成曳撒和褶子衣。然而，“褶子
衣更多在社会上层行用，并没有
明显的下移趋势，这或许是因为
其衣饰华丽，庶民难以穿着”。相
较于奋斗于温饱线的庶民而言，
耗费面料的褶子再怎么好看，也
不经济。有的改造“登峰造极”，
如蒙元的云肩不仅为明朝所保
留，“甚至影响到明朝皇室类最高
级的汉族服装，进而出现了明代
的‘云肩龙袍’”。

虽然有禁令在先，但明朝对蒙
元服饰的继承贯穿于各个阶层，
包括云肩、辫线袄、瓜皮帽、质孙
服、直檐大帽、卷檐帽和板巾等。

“伴随着蒙元统治在汉地的逐渐
确立，汉族服饰受到了占据统治
地位的蒙古族群服饰相当广泛深
刻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具有顽
强的生命力，并没有因为元祚覆
灭而退出历史舞台，反而在明清
社会中以各种形式存在”。综上
所述，蒙元服饰的“顽强生命力”
一部分来自于上层士大夫的认可
与权力示范，另一部分则来自于
民间的行用体验。两种传播背后
都有一种驱动力，彼此逐渐形成
张力。这种张力越大，呈现的结
果越强烈，其突出表征是蒙元服
饰在明朝实现等级化改造，一些
衣着逐渐成为身份的标志物，原
本等级并不鲜明的蒙元服饰，在
明朝逐渐实现身份等级的分离。

《马上衣冠》梳理了大量史料，
特别是图片，但也有一些问题未能
深入剖析，给读者留下新的疑问。
比如，蒙元服饰更早的源头到底是
什么呢？蒙元初立时，对唐宋服饰
有所仿效，但到底是哪些仿效，本书
未见阐述。但这也说明，明朝士大
夫以承唐宋之制而选择性接纳蒙元
服饰似乎也非毫无依据。再者，如
果我们转换成中原视角来看，中原
民族文化对北方游牧文化服装的认
可，更像是一种文化包容、消化、吸
纳的过程。

□ 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