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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爰走在林深身后，瞄着根
本看不见的他的脚印，一步一步
地走着。

这个习惯从她认识林深起，
至今已维持三年了。

这样低着头瞄着脚印专心
地走着，有两个好处，一是她不用
看道路两旁如胶似漆或者打情骂
俏的鸳鸯，二是不用绞尽脑汁地
找话题和林深说话来排解这段路
的难挨。

就这样，一路走到宿舍楼门口。
林深停住了脚步。
这三年来，他也有个习惯，

就是无论多晚，都会为了她的安
全将她送到宿舍楼下。

许爰抬起头，刚要习惯性地
道出晚安，便看到一个人一脸阴
沉如卷了风暴一般站在她的宿舍
楼门口，她顿时睁大眼睛，见鬼了
一般后退了一步：“婷婷？这么晚
了，你……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来了？”孙品婷狠狠
地瞪着她，伸手一指林深，大怒，

“你不去相亲，放了人家的鸽子，
不接我的电话，就是为了和他约
会是不是？”

许爰被孙品婷指控，瑟缩了

一 下 ，尤 其 是 从 她 口 中 吐 出“ 相
亲”两个字，被林深听到，她恨不
得立马找个地缝钻进去，不敢看
林深的脸色，立即跑过去，一把拽
住她，拖着她往宿舍里走：“婷婷
大 美 女 ，我 哪 里 敢 不 接 你 电 话 ？
手机没电了嘛！既然你来了，正
好，我也省得去找你了，走，跟我
进去，我好好给你解释。”

“没电？少拿这种把戏糊弄
我！许爰，从小到大，你有多少次
手机没电了？”孙品婷狠狠地打开
许爰的手，不再看她，眼睛盯着林
深，冷笑，“哟，林大才子，这么晚
了送她回来，请问你是我们家许
爰什么人啊？”

许爰面色一变，身子顿时僵
了，看向林深。

宿舍楼前的灯光不太明亮，
尤其林深站着的位置背光，所以，
看不到他的表情。

她 心 下 一 紧 ，立 即 喊 了 一
声：“婷婷！”

“你闭嘴！”孙品婷瞪了许爰
一眼，警告她，“你再说一句话，我
现在就让人将你的所有照片贴出
去！别以为我开玩笑的！”

许爰顿时捂住额头。

“嗯？林大才子！作为这个
从来就没有脑子的女人的闺蜜，
我今天就问问你，是什么理由，让
她放弃了今天晚上七点的相亲，
而与你在一起？”孙品婷咄咄逼人
地看着林深。

林深看了孙品婷一眼，目光
转向许爰：“相亲？”

许爰脸一灰，觉得也许用了
他的杯子还不是最不能接受的，
如今这个才是。在他的目光下，
她只能点了点头，相亲是事实。

林深见她点头，眸光微变，
忽然笑了，“原来如此！”

这四个字被夜风一吹，听不
出到底是愉悦还是幽冷。

许爰整个人如被点了穴道，
一时间血液倒流。

孙品婷皱了皱眉，刚要再
说什么，有一对男女也来到宿舍
楼 下 ， 那 男 生 喊 了 一 声 ：“ 林
深！”然后目光看向许爰，顿了
顿，语气有些怪：“又送你女朋
友回来啊！”

林深忽然转头，看了那男
生一眼，声音清冷：“她不是我
女朋友！”话落，头也不回地离
开了宿舍楼门前。

最辣的酒
一句话，如利剑一般，将许爰

前一秒还倒流的血液霎时冰封了。
林深似乎是回答孙品婷早

先的咄咄逼人，也是回答那男生
有些怪的话语。

那男生一愣，他身边的女生
忽然恼怒，看了赵扬一眼，又狠狠
地瞪了许爰一眼，噔噔上了楼。

那男生挠挠头发，看向许爰，
见她怔怔地站着，他上前一步，似
乎想说什么，孙品婷眼风扫过去，
他立即顿住脚，尴尬一笑，说了句

“不好意思”，转身也离开了。
偌大的宿舍楼前，转眼间便

剩下了许爰和孙品婷。
孙品婷一脸怒气，见人都走

了，回头狠狠地瞪着许爰：“这就
是你喜欢了三年，跟我说总有一
天你会成为他女朋友的男人？”

许爰静静地站着，宿舍楼转
角的凉风吹来，她的发丝被吹乱
了，盖住了半边脸。

“林大才子，三年前，很多人
就断定，林氏倒闭，他父亲去世，
他手中勉强攥住他母亲死活保下
来的一个小公司支撑不了多久，
可是他偏偏一边完成学业，一边
支撑了三年。这份毅力谁能比？
更 何 况 如 今 他 的 小 公 司 有 模 有
样。外面无数人提出天价收购他
的小公司，只是为了将他一并收
揽 。 他 都 不 卖 ，谁 的 账 也 不 买 。
这样的一个人，他如今一心要重
新壮大林氏，脑子里怎么会装着
情啊爱啊的？若是他想让你做他
女朋友，你陪在他身边这三年，无

数机会，早就做了。”
孙品婷毫不客气地指了指

她额头，“许爰，你醒醒吧！他根
本 就 没 看 上 你 。 能 让 你 一 直 陪
着，无非是你对他的公司有帮助
而已。”

许爰身子晃了晃，不知是被
孙品婷点的，还是心里一直坚持
的东西突然被击碎。

她的面色在宿舍楼前的光
影里变得前所未有地灰蒙，似乎
整个人，就像是冬日里的干萝卜，
没有半丝水分和温暖。

孙品婷本来还想再数落她，
可是看她这个样子，心下不忍，一
把拽住她，“走！”

她 所 说 的 走 ，不 是 回 宿 舍
楼，而是离开。

许爰被她拖着踉跄地走了
一段路，在路边看到她开来的车
时，才僵硬地问：“去哪里？”

“自然是带你去放风透气，
难道我要任由你这样伤心欲绝地
回宿舍里趴在被窝哭？”孙品婷打
开车门，将她塞进副驾驶座里，然
后转身去另一边上了车。

许爰脸色灰白，“即便回宿
舍，我也不会哭的。”

孙品婷冷笑，“你是不会哭，
顶多一夜不睡，揪心扯肺，欲哭无
泪，第二天顶着熊猫眼继续为他
累死累活地卖命干活罢了。”

许爰不说话。
“许爰，你可有点儿出息！”

孙品婷探身给她系上安全带，然
后又系上自己的，利落地发动车
子，一踩油门，离开了宿舍楼。

许爰目光看向车外，车开得
快，景色一晃而过，她的脑中不停
地闪过林深离开时清冷的背影。

本来以为被撞破相亲要比
用他的杯子严重得多，现在看来，
她还是低估了自己的霉运。

分明是被他承认不是他的
女朋友才是今日的霉运之最。

人 就 是 这 样 ，在 下 一 件 事
情没发生之前，你永远想不到会
有什么能打破你的心理极限。

“要哭就哭，没人笑话你！”
孙品婷打方向盘转弯时，抽空瞅
了她一眼。

许 爰 摇 摇 头 ，她 也 没 想
哭 ，有 什 么 可 哭 的 ？ 本 来 在 攀
登 高 山 前 ，就 要 做 好 也
许 会 踩 到 石 子 滚 下 山
坡 的 准 备 。 2

连连 载载

看林语堂的照片，小眼睛炯炯有神，里面有谦逊、温
情、狡黠以及难以觉察的桀骜。壮年后戴一副在民国文
人中颇为流行的黑边圆框眼镜，眼神里多了一层迷离的
雾气。不丑，也帅气不到哪里去，然而我以为他青年时
演张恨水《金粉世家》里的金燕西无须化妆，不笑，天生
的落拓不羁。即使他那一头梳理得油光水滑苍蝇站上
去恐怕要跌断腿的黑发，最后被岁月的北风拔得只剩下
几棵衰草，他的才子风流仍然是显而易见的。

民国时文人里出了很多怪人，比如辜鸿铭、金岳
霖、徐志摩、吴稚晖、刘文典、鲁迅、周作人，名字可以排
一个连。乱世多高士也多怪杰，特别是春秋战国、魏晋
六朝、晚明、晚清和民国。林语堂骨子里有遗世独立之
高标，行止却不算怪的，起码看起来面容可掬，尤其是
晚年，有得道老僧相。他和梁实秋、丰子恺三人的为人
和文章，基本算一个路数的，玩的是雅人高致，游走在
民国热闹文场的边缘，像中国山水画里的人物，吟啸清
发，风流自赏，因而很得少年时的我喜欢。

我读书晚，原因无非家贫，课本之外，罕有书看，在
我们这一代人里，读林语堂却算比较早的，1991 年，16
岁，地点是江边小城安庆。其时我在那里修习工业与
民用建筑，啃高等数学和结构力学，学业成绩全班第
一，志向是做梁思成或贝聿铭。但学校图书馆里的文
学典籍浸染了我，一个大别山中从小放牛割草的农家
少年，从此无可救药地沦为文学的俘虏，与当年无数的
文学青年一样，开始写诗，吟风弄月，把自己当作王，至
少是王孙，在多愁善感中打发最好的年华。

有一天下午，我去逛新华书店，用眼光和手摩挲，

没想过要买，那时百物价廉，书却不便宜。恰好书店刚
进了一批民国文人的书，估计都是改革开放后的初版，
其中就有《林语堂文选》，分上下册，每册书价七块多。
此前我并不知道世上有林语堂，鬼使神差，从书架上抽
下来就舍不得放下，或许只因林氏坐在椅子上眯眯笑
着抽烟的一张照片，或许只因他说的一句话：“绅士的
演讲，应当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在书店二楼的拐
角，我与自己搏斗了足足一刻钟，最后决定买上册。我
口袋里只有十块钱，是大半个月的伙食费。

我早已忘记了《林语堂文选》封面的样子，因为买
回后就用图纸严严实实地包裹了起来，也不知道那本
书如今放在哪里，两个书房，聚书数千册，翻找是很麻
烦的。其实不用找，林氏文章如旧恋，即使再也不见，
其风神、气味、格调都烙在脑门上，想忘记也是不可能
的。那本书的天头地尾，行间字隙，我用圆珠笔密密麻
麻地写满了读书札记，十多年前搬家时偶然翻开，蓝色
字迹已漶漫如烟墨，林语堂温热而柔软的幽默以及俏
皮的笑，仍然新鲜和经典。

中国文章儒雅、楷正、内敛，圣贤子孙作圣贤文章，
如执戒尺穿长衫端坐讲台的私塾先生，不苟言笑，极少
有幽默色彩，甚至普遍缺乏生机和趣味，闲适派和性灵
派如袁宏道、袁枚、李渔已经算是难得了。这种状态直
到民国也未有多大的改变，倒是多了些手握刀锋的战
士，以及情圣和肉麻兮兮的诗文。民国文阵雄师高手如
云，多有深厚古文功力，又曾出洋留学，眼通古今而学贯
中西，想博得一席之地岂是易事。林语堂祭起幽默的大
旗，谈笑间，就用烟斗和小品文轻易杀开了一条新路。

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里这样说：“一般人不能领
略这个尘世生活的乐趣，那是因为他们不深爱人生，把
生活弄得平凡、刻板，而无聊。”不深爱人生，这话说得
自然有些过，但其他的话却是确凿的事实。发现、挖掘
并书写、倡导生活的乐趣，其实是林语堂、梁实秋、丰子
恺三人共同的文学理想，但林氏不单身体力行而且形
成理论，庄中带谐更是他的拿手好戏。林氏自谓：“热
心人冷眼看人生。”又说，“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
宙文章。”他是个有胸怀的人，有卓识的人，也是一个看
惯秋月春风的人，他的幽默因之宽容而不尖刻，他的文
章因之从容而有见识。

林氏手握烟斗坐在椅子上，与世人娓娓地谈人生
的况味、生活的智慧，谈思想的艺术、家庭的乐趣，不时
来一句幽默：“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
乡村，屋子里装着美国的水电煤气管子，请个中国厨
子，娶个日本太太，再找个法国情人。”是的，是意味深
长的幽默，而不是一笑了之的笑话。谈的人很随意，谈
到入味处，小眼睛放金光，听的人也尽可洗耳恭听，当
小学生，也尽可跷手架脚，作沉沉入睡状。如老朋友、
老夫妻、老同学闲呱蛋，无论如何都是好的。

林语堂创办过《论语》《天风》《人间世》《宇宙风》等
刊物，提倡幽默文字，主张独抒性灵。他还发明过明快
中文打字机，编纂过汉英大词典。许多人对我的人生产
生过影响，文学的以及非文学的，林语堂便是其中之
一。人与书的际遇，是说不清的缘分，就如同半部林语
堂，开启过一个腼腆少年的心智和视野，抚慰过一个文
学青年初入世时倍感挫折的心灵——这种缘持久不断。

储劲松

半部林语堂
文化漫笔

世人都赞颂松之傲骨挺霜，竹之岁寒不凋，梅之
耐寒开放，其实，同为经冬不衰的植物，单株麦苗迎风
摇曳之际，风姿飒飒绰约如兰；天高地远之间，无边麦
浪起伏跌宕的画卷，胜似“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壮阔。
可面对冬春之季一统中国北方田野的小麦，那些寻找
美的眼睛，却不知为何少有以之为诗、以之入画的。
或许，人们往往注重实用之物的致用而忽视它们的无
言大美；或许，那些高标俊尚的眼睛，揉不进芸芸众生
般土生土长的小麦；又或许，不事稼穑的文人雅士，只
是因为吟不出小麦的内涵，画不出小麦的精神。

小麦，是最平凡的一种作物，也是最为励志的植物！
为禾本植物，小麦最早从“草”驯化成农作物，也

最早消磨掉草的野性，麦田整肃的阵容，也俨然严格
集训出的军队。然而，小麦又更多地保持和张扬了草
柔韧、顽强的生命力。

俗谓春种秋收，而中国北方的主要粮食作物冬小
麦，必须选在落木萧萧、白露为霜的时节播种。小麦
本是一种给点阳光就疯长的作物，可不经过一定时间
的低温生长，花蕾组织就不能分化出来，影响结实降
低收成，所以，天气转凉还不行，小麦必须在天气转寒
时播种。如果播种后天气过暖，还得用碾压的方式来
控制小麦长势。如果把小麦种子比喻成襁褓，露出头
的麦苗懵懂翠嫩，至多是刚刚看清世界模样的婴儿，
然而，迎接这些婴儿的，却不是温暖的怀抱，而是这样
近乎摧残的磨炼。

孤松、寒梅、傲竹，凌霜澡雪更显品格高洁，因而备

受推崇。“冬天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寂寂的小
麦经霜历雪却不是为展示风骨，彰显个性，它们以天地
为广厦，以白雪为铺盖，埋头运筹着一个让天下人“足
食”的宏愿。它们经一冬不改青翠，而且越多经历冰雪
的淬炼，越会在来年长得壮实，成熟的麦粒才越饱满，磨
出的面粉才越醇香，做成的面食才越筋道。

经受了一冬的压抑和磨砺，小麦舒展身躯，赶在
春风春日里恣肆生长。眼见得茁壮的麦苗茎叶不经
意间，就把根下的土地遮掩得密密实实油绿如茵；眼
见得一排排一列列的麦苗秆茎挺拔，千军万马般把一
块块麦田挺立成一方方雄壮的营阵；眼见得一株株麦
苗抽穗结实，在初夏风雨的梳理中如湖海般波翻浪
叠；眼见得五月的新月像被夏风磨洗的镰刀，等待着
在金黄的麦田中一试锋芒。

小麦也有春播的，春播却似乎是要彰显小麦生命
坚韧的多面性。春播小麦虽然稍少霜雪历练，却另具
一种禀赋，就是抗旱，而且以株矮穗大，生长期短的特
性，弥补了麦面口感稍差的不足。春播小麦把更为寒

冷的更北的北方也渲染得一派青绿，和冬小麦一起，
在整个春天、在初夏，把北方田野统一成麦浪翻涌的
壮美风景，成为这个时节大地上真正的王者。

急急的在短促的春天完成汲取营养的过程，小麦
被夏天热辣辣的日头迅速晒熟。这样的成熟仿佛就
是一场燃烧，几天就从山坡漫延到河边，黄灿灿地把
整个大地都点着并即刻动员起来。那麦秸的干焦味
与镰刀和收割机扬起的漫天烟尘，就是这场生命之火
升腾起的烟焰，麦子的生命意义就在这升腾中升华。

同为大面积种植的主粮，成熟的稻穗低下头颅赢
得谦逊的美名，但除非秆折茎断，再饱满的麦穗都挺
胸昂首地托举着它们锋芒毕露的颖果。农人是小麦
在人世间的收养者、参照系和知己，风熏熏兮烈日如
炙，小麦舍生取义，挺胸昂首只为便于引颈受戮，以不
负农人的辛勤养育和汗水滋养。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人们早就在喟叹农
人田垄间挥汗耕作的辛苦和付出，却少有人在享用盘
中餐时，回味小麦生命历程的艰辛困苦，感知小麦回
报人间的赤子之心。小麦在播种之后就开始历经重
重霜雪，最终又在炎炎酷暑“烤验”后，凛然倒伏于镰
刃收割之下，却慨然把一捧饱满的籽粒奉献人间！

壮哉小麦，当其即将收获之时，滚滚麦浪片片洪
波如海；而收获之后，灿灿麦粒堆堆巍巍如山。

伟哉小麦，艰辛一生，一路匆促，只为赶赴一场轰
轰烈烈的收获盛典，却堪慰平生，足慰苍生！

小麦，名冠以小，实情怀之大者也！

苏 轼 在《答 张 文 潜 书》里 写
道：“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
如其为人。”这句话演变成后来的
成语，叫作文如其人，意思是指文
章风格同作者性格特点相似。其
实，大而无形的文人，除了文如其
人外，还有名如其人的一类。

黄侃就是出类拔萃的、名如
其人的集大成者。

民国国学大师，集学问与口
才于一身，能出黄侃其右者，不能
说绝无仅有，起码是为数不多。

黄侃的口才，集中体现在侃
上。所谓侃，就是理直气壮，从
容不迫地与人言。

黄侃师出有名，是章太炎的得
意弟子。这位弟子除得到真传外，对
恩师曾颇有不敬。从那次在老师楼
上撒尿始，两人便开始了交锋，以至
于后来还批评老师讲的经学“粗”。

除 做 学 问 外 ，师 徒 偶 尔“ 涉
黄 ”。 师 问 ：妇 人 身 上 何 处 最
美 ？ 徒 说 ：老 师 您 以 为 呢 ？ 师
说：以我观之，妇人之美，实在双
目。徒笑道：都说先生痴，据此
来看，先生哪里痴呢。

黄 侃 有 一 次 去 拜 访 当 时 的
文坛领袖王闿运，当王闿运以黄
侃为榜样教训儿子，嫌儿子一窍
不通时，他居然直接说：“您老先
生尚且不通，更何况您的儿子。”
自负自大之情溢于言表。

好友马寅初去看黄侃，谈及
《说文》，他置若罔闻；又问，他直
言：“你还是去弄经济吧，说了你
也不懂！”

黄侃对胡适更是咄咄逼人，
据说他在北大讲课，常以抨击胡
适为开场白。当面也少不了冷嘲
热讽，有次对胡适说：“你推广白
话文，不是真心的吧？”胡适愕然：
为啥？黄说：“你要是身体力行的
话，名字不该叫胡适，该叫‘往哪
里去’才对。”给胡适弄个大红脸。

黄、胡二人交往多，侃得深，
侃得狠，侃得过瘾，上例仅九牛
一毛。

黄侃以求学问育人为己任，
从不趋炎附势 ，故交一旦发迹，
就会弃而远之。对同盟会老友
居正有言：“对于权高位重，我岂
能作攀附之徒”。不仅不攀附，
也一概调而侃之。国民党元老
戴 季 陶 曾 问 ：先 生 近 来 有 何 佳
作？黄侃说：“正编《漆黑文选》，
你的大作已经入选。”讽刺意味
昭然若揭。

孙 中 山 逝 世 时 ，原 拟 定 挽
联，按黄侃意改为：“同志尚未成
功，革命仍需努力”；待孙中山三
周年时，黄侃目睹了国民党腐败
风气日盛，又将主祭梓堂挽联愤
然改成“革命尚未努力，同志仍
需成功”。

综 观 黄 侃 的 侃 可 不 是 一 般
意义上的侃而乐之，而是有责任
的侃，是侃中了时弊，侃中了要
害。诚如黄侃学生武酉山所言：

“ 先 生 感 时 伤 往 ，多 发 于 吟 咏 。
世徒谓先生好骂人，不知先生实
最热肠之人也。”今日看来，侃言
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撇 开 黄 侃 的 侃 ，其 读 书 箴
言：读书贵专不贵博，未毕一书，
不阅他书；治中国学问，当接收
新材料，不接收新理论；汉学之
所以可畏者，在不放松一字；人
类一切学问，当以正德利用厚生
为三德；凡学问无论何种，以平
易近人为常，以不可思议为变。
凡此种种，仍不失为今人做学问
人所应恪守的准则。

街头有小贩现榨甘蔗汁，儿子喜
欢喝，每次见到都要我给他买一杯。
轻轻捏着杯子，先抿一小口，笑眯眯长
吁一声，真甜啊！那样子像酒徒。

一年冬天，我在澡堂里听见有人
说，甘蔗在火上烤一烤，趁热吃能治咳
嗽，这个偏方我没试过，但我认为吃甘
蔗比喝果粒橙之类的饮料好。原生态
的甘蔗润肺利尿，多吃些，应该不是坏
事。不过甘蔗汁价格不菲，五元一杯，
如此买了几回，终究觉得心疼，就买了
甘蔗，回家用刀剁成润唇膏那样的小
段 ，一 根 根 码 在 碟 子 里 给 儿 子 端 上
去。吃甘蔗费口舌，完整地嚼掉一根，
腮帮子和牙都有一番辛苦，小孩子咬
合力不够，这算不得溺爱吧？

做甘蔗汁的甘蔗都是紫皮的，我
们本地的甘蔗是青皮的，渣子多。街
上买来直接吃的，也是紫皮居多。紫
皮甘蔗的去皮方法比较简单，直接拿
刀削。本地甘蔗则是刀刃与甘蔗成九
十度，用刃刮。刮下的皮，像洗碗的清
洁球，弯弯曲曲扭成一团。

甘蔗的“蔗”，下面是个“庶”字，
“庶民”“庶出”，本来低微，何况又加上
个草字头，这便更有些不堪。如果随
大流地用拟人手法来比喻，甘蔗是地
地道道的寒士，有内秀，始终鲜受待
见，以至于在民谣和小说贴地气的文
学作品里都很少能见到甘蔗的名字。
除了一句“倒吃甘蔗渐入佳境”的俗语，
一时也不大能够想起来别的。小时读

《荆棘鸟》，故事和人物忘得差不多了，
唯独写到澳大利亚的甘蔗园，说是空气
中都有一股甘蔗的甜味，这个细节却没
有忘掉。如今人到中年，神经粗粝，这
样的敏感已经不复再有了。《甘蔗林，青
纱帐》是郭小川的名作，但甘蔗仍然是
以象征作为大背景出现，对于实实在在
的甘蔗本身，也并没有说什么。

70 后出生的小孩子，童年时光零
食匮乏，能啃上甘蔗算是一种奢侈，生
干子、黄瓜、西红柿、藕，诸如此类，都
可以代替水果。那时吃甘蔗比较随
意，都是走到哪儿甘蔗渣子吐到哪里，
这种吃法于田间地头或许更相宜，在
街上，一副邋遢相。

我小学的一位女老师，长得清秀，
她经常在讲完一段课之后，双唇轻抿
一下，喉头微动，她在咽口水。这个小
动作特别像在吸吮甘蔗汁，让我觉得
她的嘴里始终含有清凉凉的甜水。前
些日子在街上遇见了她，几十年过去
了，好像没有变。她已经认不出我，那
个她曾经家访过的黝黑小子，眼下胡
子拉碴风尘覆面，电动车的后座上，还
带着个手捧甘蔗榨汁的小男孩。

艺术家琼·斯坦纳擅长运
用日常物品，创作出令人惊艳
的 3D 立体景观。在惟妙惟肖
的世界里，处处充满神奇，你
将看到日常生活物品呈现出
别样的面貌。泰迪熊是花生
壳做的，椅子坐垫居然是一片
奇异果！气球可以做成连衣
裙，开心果变成美丽的花朵！

这个系列共有四个主题：
《多彩生活》中表现了各种生活
场景，这里有惟妙惟肖的房子、
房间、校车、教室、电影院以及
建筑工地、农场……在这些逼
真的场景里，隐藏着700多个日
常物品！《环游世界》是一本别
开生面的“明信片”：从鳕鱼角

到埃及金字塔，从欧洲的乡间
别墅到壮丽的泰姬陵，全书包
括世界上40多个著名的标志性
建筑和人们耳熟能详的度假胜
地。《城市漫游》带领我们到惟
妙惟肖的城市中旅行观光，逛
逛商店、看看公园，还可以参加
寻 宝 博 览 会 ，欣 赏 马 戏 团 表
演。《快乐圣诞》中，美轮美奂的
场景让我们对圣诞节充满期
待，有迷人的冬季仙境，还有大
教堂、玩具屋、新年烟火……书
后更有详细步骤，教你如何制
作惟妙惟肖的圣诞礼物。

在各个场景中，寻找其中
一部分还是全部物品，都由你
自己来决定。

知味

甘蔗汁
杜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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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的“侃”功
郭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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