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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文专栏●
傲 慢 关 云 长 □李国文

■倘若能清醒地

面对那些对自己的吹

捧，捅破其中的泡沫

与虚华，就不至于神

志昏迷了。肥皂泡在

阳光下，虽然也能色

彩斑斓一会儿，但是，

终究会一个个破灭。

如能明白这些，那么，

留给后世的笑话，也

许会少很多了。

老 兵 的 爱 情 □安世乔

说道“普通”，若从生活样貌和
处境来看，总是特别想摆脱旧俗，
期待出众，想超越庸常的平淡与平
凡。眼前那些琐事，总不称心，达
不到满意的程度。

时光飞逝，正所谓“一弹指六
十刹那”。毕竟，一切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一转
身，自己乃至身边的一切就苍老
了。那些纠结、妄想、执念，到两
手空空时才晓得，不如放下。

作家三毛觉得，真正的快乐并
非狂喜，而是细水长流、碧海无
波，在芸芸众生里做一个普通的
人，享受生命“一刹那”的喜悦。

万水千山都走遍的三毛，所看
重的也不过是一个普通人的幸福，
波平浪静、淡定安然地享受生活的
细水长流，用心拥抱生命赐予的每
一刹那喜和乐。

她曾在演讲中提到自己的一段
经历：坐在山岗上，托着下巴，看
天空淡淡的晚霞，由那种红褐的颜
色，转成鸽灰，在转变的时候，那
个山岗下的灯火，东一盏，西一盏

地点燃了起来。她常坐在那里痴情
地远眺近看。山岗下是一座小城，
黄昏时候，已是万家灯火。她说，
人间灯火，胜过星群。

偶然在图书馆里借得清少纳言
的《枕草子》，看得一步一喜悦。没
有什么宏大的叙事，都是平常的清
淡生活。比如，洗头化妆，穿上浸
满香气的衣裳，即使在没人看见的
地方，心中也十分快活。再如，江
桥、鹊桥、相逢桥、小野的浮桥，
听了名字觉得很有意思的，还有假
寐桥等等。

有人对 《枕草子》 谈论自己的
看法，说最适合把它放在枕边，以
平和的心态，闲闲地一段一段看下
去，便会觉得，平实生活中那些令
人头疼的压力和烦扰，反倒悄然
而散。

《枕草子》以淡雅有趣的文字所
记录的，都是平淡生活中的小事
情，是家常小日子，是庸淡光阴的

“细微的纹理”，是纹理上淡淡的喜
悦之花，用时光穿针引线，连起细
水长流的温雅和趣味。“家常的东西

都是好的。”只有那些不经意，甚至
容易被忽视的家常，才会带来平淡
的喜悦与富足。

难怪张爱玲在 《我的天才梦》
中写道：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
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么看“七
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风笛，享受
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
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
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
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
欢悦。

大上海才女所领略的生命欢
悦，也颇具人间烟火气，是每个普
通人都拥有并且可以领略到的欢
悦。文艺的说法是“生活的艺术”，
不如称之为“平淡的喜悦”。除却

“微风中的藤椅”“盐水花生”“伸手
摘树巅的绿叶”，还有更多，可以深
情地煲一锅甜粥，可以欣赏雨后初
晴的天空，或者，去公园里看草木
葱茏青翠欲滴……这些平淡的喜
悦，早已汇成了一条长长的细流，
萦绕着或浓或淡、或深或浅的诗情
画意。

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母亲把旧
物从阁楼上拿下来晾晒。一双特制的
皮鞋勾起了一家人的回忆。这双皮鞋
是太姥爷的，是民政部门专门为这位
在抗战中受伤的老兵量身定做的，一
只鞋的内底明显高于另一只。里面的
鞋垫，是太姥姥亲手绣制的。70 多年
前，一位残疾退伍军人和一位抗战烈
士的遗孀，伴随着新中国成立的隆隆
礼炮走到了一起。

那个秋天，太姥姥在地里收玉米。
一抬头，她看到青纱帐边走来了一个汉
子。难道真是自己的丈夫回来了？像，
却不是。她低下头，擦了一下眼角的
泪水。

“你一个人带着孩子不容易，再往
前走一步吧。”村干部劝她说。丈夫牺
牲的消息传来后，这样的话，她听到不
止一次了。每次她都摇头，说不定哪天
他就回来了呢。她一直不相信自己的
丈夫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次，村干部把一个汉子带到了她
面前。“这也是打过鬼子的八路军，腿被
鬼子的子弹打穿过……”村干部说。

太姥姥看到了，他走路有点儿不方
便，一只鞋子磨得露出了脚趾。她没再
摇头，说了一句：“我给你做双鞋吧。”

“能做一辈子吗？”他问。
“嗯！可是，每年清明我得给孩子

爹烧纸。”
“行。”汉子说，“都是枪林弹雨里闯

过的兄弟。我活着，是捡了条命。”
听了这话，她的眼泪一下子涌了

出来。
如果不是“闹鬼子”，她家里应该是

四口人。丈夫在邻县棉花坊做工，她一
个人带着孩子在家。那年，女儿四岁
了，儿子还不满一岁。

那天一大早，丈夫回来了。她忙着
给孩子们穿衣服，也没在意。

他在她身边站了一会儿，说：“工做
不下去了，鬼子闹得厉害。我要去当八
路军，打鬼子。”

“哦……”
“你以后好好照顾自己和孩子。”

他说。
“哦。”
简单的几句对话后，丈夫就走了。

多年以后，太姥姥一直后悔，那天没给
他做顿饭吃，也没来得及给他带上一双
新鞋。

丈夫离家的第二年，儿子得了痢
疾，缺医少药，夭折了。

鬼子进村了，她带着女儿和乡亲
们一起躲进青纱帐。大家正恐慌时，青
纱帐里钻出埋伏着的八路军。“乡亲们
别害怕，我们掩护，你们赶紧往村南转
移……”八路军就在身边，那丈夫也一
定在不远的地方。她想。

再后来，她加入了妇救会，和村里
的妇女们站岗放哨，做军鞋。她想，说
不定这军鞋能穿在丈夫脚上。

可丈夫一去，就再没回来。她等啊
等，等来的是一张烈士证书。

太姥姥说，如果不是遇到后来的太
姥爷，她还会一直等下去。

那天，村干部走后，两人在田埂上
交谈了许久。她讲战乱中乡亲们的流
离与抗争，他讲战火中的军旅生活和战
斗经历……庄稼被风吹得唰唰响，仿佛
它们也在倾听。

是啊，这些庄稼也是大地的儿女，
它们随时会变成刀枪，变成战士。一次，
化装成老百姓去侦察敌情，路上，和一
个骑马的鬼子相遇。鬼子产生了怀疑，
没问几句话便举刀砍来。他一闪身，刀
砍在腰间别的一双布鞋上。这时，一阵
大风刮来，青纱帐发出一阵呜鸣，鬼子
的马受了惊，驮着鬼子狂奔而去。

“那是乡亲们刚送到队伍上的新
鞋，还没舍得穿。那双鞋替我挡了刀。”
他说。

太姥姥又落泪了。
经历了苦难和战争的两个人走到

一起，建立了新家庭。
识文断字的太姥爷退伍后在村里

任党支部书记，他不顾伤残投入劳动。
我至今还记得太姥爷挥动长鞭赶着马
车的样子，送肥运粮，干劲十足。那时，
太姥爷脚上常穿的就是太姥姥给他做
的布鞋。太姥姥一手好针线活儿，让太
姥爷穿得舒适精神。

1982 年，太姥姥得了重症。她觉
得自己时日不多了，一连做了几双布鞋
和鞋垫。太姥爷执意要带她到省城做
手术。手术非常成功。“赶上好日子了，
我那儿子要是生在现在，也不会夭折
的。”太姥姥感慨。“所以，咱得好好活，
替那些牺牲的战友们活，替没有赶上好
日子的亲人们活。日子会越来越好
的！”太姥爷说。

太姥爷去世于 2000 年，享年 98
岁。他去世那年，一双特制的皮鞋还没
来得及穿。太姥姥“不沾公家光”，执意
要退回去。但听说因为是特制，退了别
人也无法穿，才保留了下来。

假期整理书橱，遇到几年前买了
却没翻开的蒋勋《孤独六讲》，一口气
读完。之前读过他关于中国美术史、
西方美术史、魏晋风骨的书，虽然写得
好，读得开心，但总觉得他太过柔软。
直到后来花了几个月睡前时间听完蒋
勋讲《红楼梦》，被他圈粉。所以读这
本《孤独六讲》，就感觉横竖都是好，满
篇都是人性的慈悲与体贴。

有时一个人坐在桌前，喝着无数
泡后味道寡淡的茶汤，想起《孤独六
讲》，想问问自己：你孤独吗？

不知道。但是很喜欢各种孤独的
人和孤独的情绪。孤独不仅是蒋勋看
来美学的最高境界，也许还是人生的
底色。

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嫁给了另一个

中学同学，大家都认为二人青梅竹
马、门当户对。前几年女同学对我
说：“我发现结婚之后，有时候两个
人在一起却让我有一种巨大的孤独，
你能理解吗？”我忘了当时怎么回
答，但读完 《孤独六讲》，似乎有了
更深的体会。

我理解的孤独有四种。
第一种，浩渺宇宙的孤独。“前不

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高台孤矗昂首望，穹
凄尽兮宙宇敞。”“千山鸟飞绝，万径人
踪灭。”人在大开大合又无人所扰的风
景中，特别容易产生这种感触。记得
有一年在南非，看了荒芜的草原、雄浑
的高山、咆哮的大洋，在笔记本上写下
一句忘了谁说的话，“观江山，览风雨，

常觉江山风雨之外，别有动人心者”。
当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动人心魄，现
在明白了，是浩渺宇宙高山流水给人
的这份美丽的孤独。

第二种，生离死别的孤独。我等
凡夫俗子一生中最难承受的无非生离
死别二事，冰心的诗集里有句话：“生
离，是朦胧的月日；死别，是憔悴的落
花。”那种痛彻心扉的苦楚，岂是两个
美丽的比喻能道之一二的呢。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
头。”第一次读白居易写给元稹的这两
句悼亡诗，出声轻读了几遍，眼泪就淌
了出来。不忍想象最难割舍的人先我
而去，在某个杏花微雨的日子，抱着白
色的百合到山间的某处祭奠、怀念。
亦如李清照：“今年瘦，非干病酒，不是

悲秋。”死别撕心若此，生离也难担
受。正如一位法国诗人所说，分离就
是轻微的死亡。还是白居易：“相知岂
在多，但问同不同。同心一人去，坐觉
长安空。”那个人离开了，整个长安的
繁华都与我无关了，“从此无心爱良
夜，任他明月下西楼”。

第三种，熙攘人群中的孤独。“冠
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年少时背了
语文课本上那么多杜甫的诗，却鲜能
真正喜欢。长大了才明白“沉郁顿挫”
的背后是多么孤独苍凉的人生底色。
好比我们参加了热热闹闹、觥筹交错
的聚会，回到家打开灯，看到镜子里的
自己，觉得陌生甚至丑陋，生怕哪天变
成了王尔德小说中的道林·格雷。风
风火火，凄凄惨惨。又如苏轼：“谁见

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第四种，迷失自己的孤独。从《琵

琶行》说起，你知道琵琶女为什么“夜
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我
想，她不是因为想念重利轻离别的丈
夫，而是想起轻歌快马的年少岁月，转
身却发现自己在一叶孤舟中漂泊，那
种痛楚，一定比思念更伤人。正如北
岛的《波兰来客》：“那时我们有梦，关
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
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
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前几天朋友发来易中天的一篇文
章《劝君莫谈陈寅恪》，读完深以为
意。但此处做结，想不到比陈寅恪更
恰当的一句诗：“一生负气成今日，四
海无人对夕阳。”

晚清学者辜鸿铭，学问渊博，
著作等身，一生获得 13 个博士学
位。他精通英、法、德、希腊、马
来西亚等多国语言，第一位将中国
的 《论语》《中庸》 用英文和德文
翻译到西方，被印度“圣雄”甘地
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做学问绝不是“书呆
子”，除了博通国外诸种语言让人仰
慕之外，更重要的是，他的言辞非
常敏捷，“辩才”可不是浪得虚名。

中国人都有祭祖叩头的传统，
有一次，几个外国人见他给祖先叩
头，就嘲笑道：这样做，你的祖先
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他马
上反唇相讥说：你们在先人墓地摆
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
吗？弄得那些外国人哑口无言。

晚清，是列强欺凌中华、国人
饱受磨难的特殊时代。面对当时内
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始终以“辩

才”的方式，维护着中华文化的自
尊。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
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就对
他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
诈之一斑。辜鸿铭立即接话说，在
你们这些外国人侵略中国前，我们
中国人是不挂“童叟无欺”这四个
字的。现在你们来了，这些商家是
挂给外国人看的。这是提醒那些外
国人，要如何做人。

辜鸿铭生平喜欢与西方人辩
论，这源于他天生的机智与幽默。
一天，他在位于北京椿树胡同的私
邸宴请欧美友人，招待贵客，点的
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
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
则笑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
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
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
功夫。”他的话，犹如佛理，胜似哲
学，也像故弄玄虚，还真唬住了

他们。
对于日本人，辜鸿铭的“辩

才”同样毫不留情。中日“甲午海
战”之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
在武昌时，曾与张之洞有过一些接
触。辜鸿铭是张的幕僚，作为见面
礼，他送了伊藤一本自己刚出版的

《论语》英译本。伊藤早知辜氏是中
国“保守派”中的先锋大将，便乘
机调侃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
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
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19世纪的
今天吗？”

辜鸿铭立即答道：“孔子教人的
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
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
今 19 世纪了，其法仍然是三三得
九，并不会三三得八。”伊藤听了，
顿时窘在那里，无言以对了。足
见，辜鸿铭不但辩才卓绝，而且，
思路清晰，放眼古今。

日常生活中，
总有些事突如其
来，当意外降临
时，能否保持足够

的冷静，是处理问题的关键。人生最曼
妙的风景，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有位商人为了躲避战乱，把积攒丰
厚的钱财置换成了银票，并藏在一把特
制的雨伞伞柄里。在归途中，商人疲
乏，在凉亭边打了个盹，没想到，睡醒
之后雨伞不见了。面对突如其来的变
故，这位商人很快冷静下来。他发现包
裹完好无损，断定十有八九是过路的行
人顺手牵羊，应该就在附近居住。于
是，他决定在此住下去，购置了修理雨
伞的工具，干起了修伞的营生。数月过
去了，他仍未等来自己的伞。

很多当地人，伞坏之后，都会选择
买一把新伞。商人打着“旧伞换新伞”
的招牌继续营业。一时间，来他摊位上
换伞的人络绎不绝。有位年轻男子来换
伞，商人发现，正是自己丢失的那把，
立即给那人换了一把新的，随即发现，
隐藏的银票分文不少，当日，他收拾行
李，悄然离去。或许，这只是一则故
事，却给了人们生活哲理。

晚清，两任帝师的翁同龢，曾写
过一副对联：“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
今时无古贤。”指的就是身处绝境时，
如能举重若轻，始终镇定自若，必能
经历大事，担当大任。历史也印证，
静气十足的人，往往能临危不惧，处
变不惊。

诸葛亮在街亭失守时，司马懿大军
直逼西城，当时，无兵御敌。诸葛亮居
然临危不乱，大开城门，在城楼上抚琴
应对，一出精彩的“空城计”，诠释了
以静制变的智慧。

在东京奥运会上，女子十米气步枪
举行资格赛，中国选手杨倩仅排名第
六，决赛时，直到最后一枪才完成了惊
人的“逆转”。赛后，杨倩接受采访时
说：我自己没有想那样多，尽力做好自
己，稳定住情绪。正是关键时刻的心无
旁骛、静气十足，才帮助她实现了逆转
传奇，成就了冠军荣耀。

《大学》中说：“定而后能静，静而
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其实，那位丢失重金的商人也一样，正
因内心有着足够的静气，保持遇事不乱
的定力，才能顶住压力与困难，从容应
对挑战，化危为机，走出困境。

苏洵曾在《心术》中写道，“泰山
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
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然
而，如果遇事只是不慌不忙，心平气
和，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却束手无策、
解难无招，就成了反应迟钝的麻木。
成大事者，不仅在于遇事不乱、处变
不惊，更重要的是不气馁、不认命，
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积极寻找解
决问题的方法。

南宋绍兴十年七月，杭州城最繁华
的街市失火，一位刘姓富商苦心经营大
半生的店铺，毁于一旦，他并未因此沮
丧崩溃，而是冷静想到街市将来必然重
建，就必然需要建材，于是，抓紧开始
采购大量木材、毛竹与砖瓦等建材。没
过多久，朝廷颁旨重建街市，凡经销
建材者一律免税。一时间，杭州城大
兴土木，建材供不应求，价格飞涨。
刘姓商人将采购的建材出售，所获利
润超过了被火灾焚毁的财产。正如

《管晏列传》 中所言：“因祸而为福，
转败而为功。”

以色列三分之二的面积是沙漠和荒
山，全年七个月无雨，土地贫瘠而又干
旱，人均水资源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
3%。19世纪末，美国作家马克·吐温
来到这里，失望地写道：“在所有景色
凄凉的地方中，这儿首当其冲，这里寸
草不生，死气沉沉。”然而，以色列人
并没有服输认命，一直在积极探索节
水储水的方法。1962 年，哈特泽里姆
村的一个农民偶然发现，水管漏水处
的庄稼长得格外好，后经过反复试验
证明，滴渗灌溉是减少蒸发、高效灌
溉及控制水肥农药最有效的方法。这
项发现，立即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
1964 年，成立著名的耐特菲姆滴灌公
司，帮助以色列创造了农业产出翻了
五番的奇迹。

无论是失窃商人的换伞智慧，还
是杭州富商的转败为胜，抑或以色列
的滴灌奇迹，都透露出一个不变的道
理：人生路上，大事难事常经历，逆
境困境常遭遇，可贵的是，永不放弃
的意志，永不服输的韧劲，在苦难和
挑战面前，不轻易说“不”，多一些

“办法总比困难多”的信心，多一些
“ 旧 伞 换 新 伞 ” 的 智 慧 ， 就 能 闯 过
“危”的山重水复，迎来天高地阔、柳
暗花明的崭新境界。

关羽，三国时蜀汉名将，在罗贯中的
《三国演义》里，被神化了。不过，在陈寿
的《三国志》中，评他“刚而自矜”，倒是对
关羽的准确评价。刚正、刚直与刚强，自
然是好的品质，但是，若不能刚柔并济，
一味地“刚”，则易“折”，因此，这两者存
在互为因果的辩证关系。

老子说：“不自矜，故长。”自矜者，骄
傲也。上至圣人，下至凡庸，几乎无一幸
免，不过，程度不同而已。毛主席告诫
过：“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其
实，岂止于落后呢，关羽最后连脑袋都骄
傲掉了。人类天性中有许多弱点，骄傲
便是一种很可怕的弊端。

这种可怕的错觉，一是来源于对自
己过于膨胀的估计；二是由于抬轿子、吹
喇叭者的蛊惑。

关老爷就是这样“自误”加上“人
误”，最后走向了麦城。现在看来，他的
失败，一方面是自身个性悲剧所造成的，
他太自信，太骄傲，太藐视别人，也就是

“刚而自矜”。另一方面，也是众人吹捧
的结果。

还是看一下关羽的吹捧者吧。第一
名，当属曹操。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

宴，上马金，下马银，弄得关羽简直不知
天高地厚。对于自己的估计，渐渐失去
一份实事求是的清醒。忘了自己曾经是
一名马弓手，而真当上“汉寿亭侯”了。

第二名，轮到了诸葛亮。连关羽在
华容道放走束手待擒的曹操，都成了正
确的错误，居然不予以追究，这不使关羽
更加自以为是、刚愎自用嘛。

第三名，该是孙权了。非请人到、荆
州说媒，要把关云长的女儿娶过来作儿
媳妇，结果，关老爷还不赏脸，怒吼了一
声“虎女安配犬子”，就把媒人赶跑了。
显然，孙权吃了“闭门羹”，碰了一鼻子
灰。这样一来，关云长益发趾高气扬，哪
把东吴看在眼里？

第四名，还得说说曹操。关云长水淹
七军，威震华夏，其实，离许都尚远，曹操
虚张声势，赶紧提出来要迁都，以避其
锋。这就等于把关老爷的虚荣心，哄抬到
一个“只许成功，不能失败”的特殊位置。

最后，关羽被吕蒙打得只剩下十几
个残兵败将时，连早年被围土山、约三事
的暂时妥协也办不到了。此时，他已经
被捧为盖世英雄，英雄怎么能低下高昂
的头。危难在即，他不但无路可退，连拐

个弯儿也不行，只好“英勇”地走向了死
亡。鲁迅先生就曾尖锐地指出过：“骂，
倒未必会骂死人，但捧，却是可以致人死
命的一法。”

谁都明白，曹操捧关羽，是做样子给
大家看，看俺曹孟德是多么礼贤下士，襟
怀宽阔，求才若渴，热情感人。说穿了，
不过是在延揽人心，扩大影响，其本意仅
仅是宣传自己而已。诸葛亮捧关羽，是
求一个内部安定团结的局面，在实施政
策过程中，不至于被这个自视甚高的刘
玄德“把兄弟”干扰捣乱罢了。孙权捧关
羽，那目的更简单，只是想麻痹对手，把
荆州夺回来。因此，天底下的捧角者，无
不有私下不可告人的意图。这世界上，
不但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找不到一个纯
粹是为吹捧而吹捧，无欲无念在那儿拍
他人马屁的捧场者。

过高地估计个人的作用，往往会作
出不能切合实际的自我估价。其中，一
种人，指他自己，被一点成绩冲昏头脑，
把“圣明”二字贴在额头上；另一种人，美
人迟暮，壮士已矣，历史早掀过他那一页
了。尽管如此，仍抱着旧日情结，动不动
摆出老资格的招牌。这两类人，是最经

不起所谓“帮衬”之类的吹捧，高帽一戴，
便相信自己是真命天子了。于是，捧救
世主的，与当救世主的，各自加冕之后，
便一块儿傲视天下、光芒万丈了。这也
属于那些捧场者所企盼的理想境界吧。

关云长土山被围，权且投降曹操，得
知兄长刘备暂侍袁绍处，终于留不住了，
要走。如果曹操真不想放他，恐怕，关羽
插上翅也难出牢笼。曹操用计，先让张辽
走一步，然后，十数骑匆匆赶上，这表明曹
操是要借放行，再宣传一下自己。因此，
那个傻瓜蔡阳不服，定要去追杀。曹操则
斥责道：“不忘故主，来去明白，真丈夫
也。汝等皆当效之。”放走一个关羽，但树
立了一个给麾下将领仿效的活榜样。其
实，曹操获得的肯定，要比失去的多。

的确，关老爷因此获得了骄傲的资
本，一直到走麦城为止。过五关，斩六将
的胜利包袱，压了他整整一辈子，成为无
法摆脱的负担。其实，倘若能清醒地面对
那些对自己的吹捧，捅破其中的泡沫与虚
华，就不至于神志昏迷了。肥皂泡在阳光
下，虽然也能色彩斑斓一会儿，但是，终究
会一个个破灭。如能明白这些，那么，留
给后世的笑话，也许会少很多了。

换伞的
智慧

□王厚明

人 生 的 四 种 孤 独 □许可可

“辩才”通古今 □鲍海英

平 淡 的 喜 悦 □耿艳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