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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巳正

无 数 黑 骑 在 远 处 来 回 驰
骋。远处长河之上，

一轮浑圆的血色落日；孤城
城中，狼烟正直直刺向昏黄的天
空。天宝三载，元月十四日，巳正。

长安，长安县，西市。
春寒料峭，阳光灿然。此时

的长安城上空万里无云，今日应
该是个好天气。

随着一阵嘎吱声，西市的两
扇厚重坊门被缓缓推开，一面开
明兽旗高高悬在门楣正中。外面
的大街上早已聚集了十几支骆
队。他们一看到旗子挂出，立刻
喧腾起来。伙计们用牛皮小鞭把
卧在地上的一头头骆驼赶起来，
点数货箱，呼唤同伴，异国口音的
叫嚷声此起彼伏。

这是最后一批在上元节前
抵达长安的胡商队。他们从遥远
的拂林、波斯等地出发，日夜兼
程，就为了能赶上这个长安最重
要的节日。要知道，从今晚开始，
上元灯会要持续足足三夜，大唐
的达官贵人们花起钱来，可是毫
不手软。

西市署的署吏们一手持簿，
一手持笔，站在西市西入口的两
侧，面无表情地一个一个查验通关
文牒和货物。今天日子特殊，西市
比平时提前半个时辰开启。这些
署吏都想赶快完成工作，回家过节
去，查验速度不觉快了几分。

一位老吏飞快地为一队波
斯客商做完登记，然后对排在后
面的人招招手。一个穿双翻领栗
色短袍的胡商走过来，把过所双
手呈上。

老吏接过去看了一眼，顿时
愣住了。

这份过所本身无懈可击。
申请者叫作曹破延，粟特人，来自
康国。这次来到长安一共带了十
五个伴当、十五峰骆驼和一匹公
马，携带的货物是三十条羊毛毡
毯和杂色皮货，一路关津都有守
官的勘过签押。

问题不在过所，而在货物。
老吏做这一行已有二十年，

见过的商队和货物太多了，早练
就了一双犀利如鹘鹰的眼睛。十
六个人，却只运来这么点货物，均
摊下来成本得多高？何况长安已
是开春，毡毯行情走低。这些货

就算全出手，只怕连往返的开销
都盖不住——万里长路上，哪有
这么蠢的商人？

老吏不由得皱起眉头，仔细
打量眼前这位胡商。曹破延大约
三十岁，高鼻深目，瘦削的下颌留
着一圈硬邦邦的络腮黑胡，像是一
把硬鬃毛刷。如果算上他头戴的
白尖毡帽，整个人得有七尺多高。

老吏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
曹破延一一回答。他的唐话很生
硬，来来去去就那么几个词，脸上
一直冷冷的没有笑容，完全不像
个商人。老吏注意到，这家伙在
答话时右手总是不自觉地去摸腰
间。这是握惯武器的动作，可惜
现在他的腰带上只有一个空荡荡
的小铜钩。

出于安全考虑，所有商人的
随身利器在进城时就被城门监收
缴了，要出城时才会交归。

老吏不动声色地放下笔簿，
围着曹破延的商队转了一圈。货
物没有任何问题，普通货色。十
五个伴当都是胡人，紧腿裤，尖头
鞋，年纪都与曹破延相仿。他们
各自牵着一峰骆驼，默不作声，但
肩膀都微微紧绷着。

“这些家伙很紧张。”老吏暗
自做出了判断，提起笔来，打算在
过所上批上一个“未”字——意思
是这个商队身份存疑，得由西市
署丞做进一步勘验。可笔未落
下，却被一只大手给拦住了。

老吏抬头一看，发现一个浓
眉宽脸的汉子，正在冲他微笑。

“崔六郎？”

这个人在西市是个有名的
掮客，人脉甚广，举凡走货质库、
租房寻人、诉讼关说之类，找他做
中介都没错。所以他虽无官身，
在西市地面儿却颇吃得开。

崔六郎笑眯眯道：“还没吃
朝食吧？我给老丈你捎了张饼。”
然后递过去一张热气腾腾的胡麻
面饼，正面缀着一粒粒油亮的大
芝麻，香气扑鼻。老吏一捏，发现
在面饼的反侧深深压着一枚小小
的直银铤。他暗自掂量了一下，
怕不有二两，虽不能做现钱，但也
能给闺女打支好簪子了。

“这几位朋友头一次到长安
来，很多规矩都不清楚，还请老丈
通融。”崔六郎压低声音道。

老吏略作犹豫，还是接过面
饼，然后在过所上批了个“听”，准
许入市。崔六郎叉手致谢，转过
身去，流利地说了一连串粟特
语。曹破延只是微微点了一下
头，既无欣喜也不兴奋。

在崔六郎的带领下，那支小
小的驼队顺着槛道鱼贯进入西市。

过了槛道，迎面是一个宽阔
的十字路口，东、南、西、北四条宽
巷的两侧皆是店铺行肆。从绢布

店、铁器店、瓷器店到鞍鞯铺子、
布粮铺、珠宝饰钿铺、乐器行一应
俱全。这些店铺的屋顶和长安建
筑不太一样，顶平如台——倒不
是因为胡商思乡，而是因为这里
寸土寸金，屋顶平阔，可以堆积更
多货物。

此时铺子还未正式开张，但
各家都已经把幌子高高悬挂出
来，接旗连旌，几乎遮蔽了整条宽
巷上空。除夕刚挂上门楣的桃符
还未摘下，旁边又多了几盏造型
各异的花灯竹架——这都是为了
今晚花灯游会而备的。此时灯笼
还未挂上，但喜庆的味道已冲天
而起。

“咱们长安呀，一共有一百
零八坊，南北十四街，东西十一
街。每一坊都有围墙围住。无论
你是吃饭、玩乐、谈生意还是住
店，都得在坊里头。寻常晚上，可
不能出来，会犯夜禁。不过今天
不必担心，晚上有上元节灯会，暂
弛宵禁。其实呀，上元节正日子
是明天，但灯会今晚就开始了……”

崔六郎一边走着，一边为客
人热情地介绍长安城里的各项掌
故。曹破延左右扫视，眼神始终

充满警惕，如同一只未熬熟的猛
鹰。周遭马骡嘶鸣，车轮辚辚，过
往行旅都在匆匆赶路，没人留意
这一支小小的商队。

两人走到十字街正中。崔
六郎停下脚步：“接下来咱们去哪
儿？是寻个旅舍还是阁下有挂靠
的店家？”曹破延从怀中拿出一张
折好的纸，递给他。崔六郎先怔
了怔，然后笑道：“原来您都订好
了，来，往这边走。”他伸直手臂，
略带夸张地朝右边一指，抬腿前
行，其他人紧随其后。

曹破延并不知道，他和崔六
郎的这一番小动作，被不远处望
楼上的武侯尽收眼底。

望楼是一栋木制黑漆高亭，
高逾八丈，矗立在西市的最中间，
在其上可以俯瞰整个市场的动
静。楼上有武侯，这些人都经过
精心挑选，眼力敏锐，市里什么动
静都瞒不过他们。

崔六郎、曹破延从入市开
始，就一直被望楼严密地监视
着。看到崔六郎的手势，一名武
侯直起身子，拿起一面纯
色黑旗，朝东方挥动三
下，并重复了三次。 1

连连 载载

孙明道先生的画集将要出版，嘱我写序。我
与他是多年的朋友，也乐意在这里向各位推荐他
以及他的艺术。

明道在大学时期开始学习中国画，至今已有
27年。他从事中国古代绘画史和绘画理论的研究
工作，并以此获得博士学位。他现任中国美术家协
会 《美术》 杂志副编审，是位受人关注的年轻学
者。他是明代绘画研究方面的专家，承担着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相关课题的研究任务。

上世纪 90年代，我与明道因为工作认识。他
那时是省内著名的文化记者和美术编辑，他的新
闻报道、文化随笔、美术评论，给我留下了很深
的印象。后来他到北京学习、工作，我们也一直
保持着联系。明道是河南美术界的好朋友，他在
河南期间采写的美术新闻，撰写的美术评论，为
河南美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主持的美术
半月刊，在挖掘河南近现代美术史资料，发现被
遗忘的河南美术家，宣传当代河南美术成绩，普
及美术知识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2007年我被
任命为省美协秘书长，开始主持省美协工作时，
还邀请他参与了河南省美术发展纲要的规划制
定。在河南工作期间，明道是省美协理论委员会
委员和省书画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我一直希望他
能在推动河南省美术理论研究和美术评论工作方
面发挥作用。如今他离开了河南，我仍然希望他
能一如既往地关注河南的美术事业。

在我印象中，明道是个纯粹的文人，为人正
直，办事认真，有理想，有时还有点拧。和他交
往多年，我并不知道他在画画，直到本世纪初的
一天，他拿几张画让我看。他那时的绘画技法不
够熟练，但感觉特别好，味道很正。后来省美协
与新蜀园合作办展览，我就邀请他参加。他一共
参加了两次，他的山水和花鸟让我耳目一新。我

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画上都题有小诗。我对文学
没有太多研究，但他的诗歌确实能打动我。我这
里就抄录几首供大家赏鉴：

西北有丘山，一去二十年。
昨日晒被服，犹藏旧云烟。

长松依幽篁，一岁两彷徨。
常恐西风至，忧思满衣裳。

一夜东风到天涯，披我草庐三重霞。
山翁晨来报消息，屋后开满小桃花。
…………
明道不愿做诗人，常说：“画兴而诗亡。”“为

唐突而作诗。”他自称写诗不过是想和诗人开开玩
笑，并不当真。他曾经画过一幅 《观叶图》，上面
就题有一首“唐突”诗，今天读来，仍有趣味：

秋坐南园里，低眉向石阶。
路翁问看啥，答曰梧桐叶。
我不知道那时明道是否也当真画画，但从那

些横涂竖抹、笔法任性的画作能够看出，他是在
借助笔墨来寄托诗思的。他画一现代小人儿，坐
在山顶远眺，题写：

心逐浮云去，怀古一何冷。
在另外一幅冷峻的山水上，他又题写：

每至崔嵬处，古今同一冷。
这些“冷”字、“古”字，可以看出他的怀抱。
明道的画，尤其画中那种飘逸的诗思和文人

况味，是现在很多专业画家所欠缺的。因此，在
新蜀园举办的那两个展览中，他的画自然引起议
论，也让我记忆犹新。

我后来很少见到明道的画作。虽然我们一起
外出写生过几次，但他很少拿出他的绘画作品。
我再次见到他的作品，是他到北京学习、工作之

后的事了。
2009年明道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攻读美术学博

士学位，离开河南之前，他专程来向我辞行。明
道一直游走于文学与美术之间，现在他终于选择
了美术，我知道我以前对他的督促多余了，他此
生不会再离开美术了。果然，我此后每次去北京
出差与他见面，他总会拿出一卷子画请我看。他
的画路很广，有人物，有山水，风格与过去迥
异，看得出他准备在绘画上下大功夫了。

作为中国古代绘画史方面的专家，明道的视
野宽阔，师法对象很多。他不畏大名家，也不避
小名家，善于从小名头或一般作品入手，汲取改
造。他的绘画史研究和绘画学习都以晚明为中
心，二者相互促进，相互受益。

每次见明道，他的绘画面貌都在改变。他说
他现在的画都是练习，不担心画坏，所以画得轻
松随意。他的绘画作品，变化丰富，这是许多功成
名就的画家所缺少的。他的画篇幅不大，气势不
小，用笔不温不火，画面布局讲究、认真，以线为
主，淡墨为辅，清新雅致，诗意盎然。画如其人，
明道的画得益于他孜孜以求、以文以学的涵养。

明道为人为艺都很低调，他离开河南快十年
了，河南的许多朋友并不知道他在画画，画了那
么多画，而且画得那么纯粹。作为明道的朋友，
我邀请他回河南办个小型展览，一是让关心他的
家乡朋友对他增加了解，二是借此搭建一个平
台，好让他与过去的朋友见见面，聊聊天，相互
交流交流。这无论对明道本人，还是对他在河南
的众多朋友，乃至对河南美术事业，都有所裨益。

《明道画集》 所收录的作品，都是这次展览中
将要展出的。我希望这部画集和这个展览，成为
一个很好的艺术交流的平台，更希望它们成为明
道艺术的新起点。

允艺允史 以文以学
书人书话

中学同学老郑是一位医生，他在安徽老家唯一
一所三甲医院从医多年，医术不错，脾气又好，极其
耐心，因而四乡八邻找他看病的人很多。就连我这
个离乡多年的人，也常接到老家的各种电话，请我
帮忙联系他。

他是泌尿科医生，但通过我找他的人，却没有
一个人是看泌尿外科的，也就是说，通过我找他的
人，其实都不是直接找他看病的。那找他干什么
呢？病人或家属，就是想让他帮忙给看看，病情到
底怎么样，以选择怎样的治疗。

我有个远方亲戚，在县医院检查出胃癌晚期，
于是转到了老郑所在的医院。主治医生提出了几
种治疗方案，倾向保守治疗。但亲戚一家茫然不
知所措，拿不定主意，最后找到了我，让我找找郑
医生。老郑抽空去内科病房问了病情，也认为主
治医生的保守治疗方案是最佳的。我的亲戚听了
老郑的话，欣然选择了保守治疗。半年后，那位亲
戚去世了，但没有遭什么罪。亲戚一家对老郑一
直心存感激，逢年过节，常带着土特产去看看他。

后来老郑告诉我，我那位亲戚的病，其实选择
哪种方案治疗，预后都不好。治疗只是一种安慰。
他跟亲戚说的，与主治医生说的，并没有什么区别，
而且，肯定是主治医生更专业，他不可能比主治医
生更了解一个病人的病情，自然也拿不出什么更好

的治疗方案。但他说的话，亲戚和家属似乎更愿意
相信，他们要的，就是他的一句话。

医生的话，特别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医生的话，
对病人来说，有时候比药物还管用。有一次回乡，
与老郑聊起这个话题，对此老郑也深有感触。

老郑说起他大学毕业不久时的一件事。一次，
病房里住进了一个危重病人，主任领着一帮医生去
查房。病人是个年轻人，老郑轻声嘀咕了一句：

“哎，这么年轻！”语气里带着惋惜和心痛。主任瞪
了他一眼。查完房，主任把他单独喊到了办公室，
责备他，你怎么能当着病人的面，说出那种话？老
郑一脸无辜，我也没说什么啊，我只是有点惋惜，那
么年轻的一个人，竟然得了那么重的病。主任说，
可你知道吗，你是个医生，你当着病人的面，说这样
一句话，简直就是宣判他死刑。

刚开始，老郑并不以为然，认为主任是小题大做。
没想到，病人此后一直不肯配合治疗，认为自己反正是

没得救了。几天之后，那个病人死在了抢救室。
那件事对我震撼很大。老郑长叹一口气，说：

“虽然不是我的话送了他的命，但我无意间说的一
句话，确实严重打击了病人活下去的信心。自那
之后，我在病人面前说的每一句话都小心翼翼，生
怕一不留神，说了不该说的话，或者让病人产生误
解的话。”

老郑感慨地说，医生还真不能随便说话，在病
人面前，你的话，尤其是你看起来仿佛是不经意间
说的话，对病人来说，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后果。
我跟你说，身体最重要，不要舍不得，想吃就吃，想
玩就玩。因为你是一个健康人，这句话没什么毛
病，但如果你是个病人，你就会想，是不是我的病治
不好了，连医生都放弃了？

我问老郑，那是不是在病人面前，医生都会把
病情说得轻一点，以增强病人的信心？

老郑摇摇头，这得看情况。一般的病人，特别
是得了所谓的不治之症的病人，病情说得轻一点，
轻描淡写一点，会增强他的信心。但也有的病人，
虽然病情不重，但他对自己的身体并不顾惜，不把
治疗当回事，对医嘱完全不当回事，你就得把病情
和后果说得重一点，吓吓他，以引起他的警戒。

恍然明白，一个医生的话，那是一个医者的善心和
智慧，是帮助我们战胜疾病和恐惧的另一味良药。

他外表儒雅，内心坚忍；他
并非搜索领域的先驱，但十余
年专注搜索，已是全球中文搜
索第一人；他在纳斯达克创造
了中国神话，在《福布斯》中国
富豪榜上高居第一……他就是
百度的掌门人李彦宏。

人生存在诸多让人妥协、分
心乃至屈从的事，应学会舍弃不必
要的迂回和避让，遵从内心最真实
的渴望，并为此竭尽全力。李彦宏
称，只有为自己最喜欢并擅长的事
而奋斗，创业之路才不会枯燥乏
味，人生才有可能走向成功。

这是一个需要梦想的时代。

一个北大文科高才生，却费尽心
力、千里迢迢跑去美国攻读计算
机硕士学位；硕士毕业后，在计算
机博士学位唾手可得的情况下，
毅然终止学业，投身社会开始工
作；本可以在美国过上优渥的中
产阶级生活，却抛开一切，只身回
到中国创业；在公司蒸蒸日上、稳
坐国内搜索引擎第一把交椅之
后，推倒一切，孤注一掷地推进
O2O战略转型计划……

翻开本书，看李彦宏如何
通过兴趣的推动、技术的引导，
颠覆既有的人生轨迹，创造出
生命的另一种色彩。

盐之用
♣ 张富国

聊斋闲品

奢侈品
♣ 陈鲁民

人生讲义

♣ 孙道荣

新书架

《李彦宏：专注成就百度人生》

知味

医生的话

♣郭宏文

♣ 刘 杰

公元 744年夏季，被“赐金放还”的李白满
怀惆怅地离开长安，浮黄河东行，来到宋州（商
丘）的梁园，奋笔疾书《梁园吟》。

执着的功业追求，促使李白殚精竭虑走进兴
庆宫，供奉翰林，在玄宗麾下作文字工作。不想

“青蝇一相点，白璧遂成冤”，原本炽烈的抱负，在
奸佞暴风雨般的谗言中，被冲淋得踪迹皆无。

“路远西归安可得”，李白的这一声慨叹，沁满了
抑郁悲苦。他登高楼，饮美酒，遣忧愁，放胸怀。

奴子摇扇，热暑成秋。“玉盘杨梅为君设，吴
盐如花皎白雪。持盐把酒但饮之，莫学夷齐事高
洁。”莫非他从这盐中悟到了什么，走出了纠结？

玉盘鲜梅，吴盐似雪。唐朝，人们食水果，像
杨梅、橙子之类，多喜佐以吴盐，据说是为了渍去
果酸。一盐调百味，这一点，现代科学已经证明：
在复合性调味中，盐起着决定性作用。酸甜味中
加入盐，就会酸甜适口，甜而不腻。“若作和羹，乐
惟盐梅”，李白深知，此时酒席上的盐盘，可是盐梅
之寄的画外音，堪有大用！雪白的吴盐，与水交
融，刹那间无影无踪。可是，新鲜的杨梅，一浸入
盐水，里面的虫子就逼了出来。此时的李白，若有
所悟：人生不如意，也要尽欢，死倔脾气的夷齐呀，
不食周粟，你以为你高洁呀？！我呢，皇上赐金放
还，拿着金子买酒喝！这些，恰被后世的南宋女词
人朱淑真看在眼里，她深知李白心思，“待出和羹
金鼎手，为把玉盐飘撒”！

持盐把酒，茅塞顿开。喝酒配吴盐，是一种
恶俗？我百思不得其解！一位在墨西哥工作十
年的友人告诉我，饮用龙舌兰酒，左手捏片柠檬
片，手掌虎口处抹一点盐粒，舌尖舔一下盐，喝下
一小杯龙舌兰酒，再咬一口柠檬，一气呵成，十分
拉风！据说，龙舌兰心发酵时会产生腥味和毒
素，这盐，可以除菌去腥。古人以果酿酒，全无
蒸馏、过滤手段，以盐佐酒，应该去毒去腥。

“盘中水晶盐，碧酒葡萄秋”，宋人毛滂饮用绿
酒“葡萄秋”时佐盐，应该是异曲同工吧！此时
的李白，舔一下盐，呷一口酒，咬上一颗梅，盐、
梅、酒三味和昧后的清爽，满满的信心油然而
生：且歌且谣，归隐山林，哪儿有过不去的坎儿？

客到留醉，盘中惟盐。盐，终究成了唐诗中
的尤物。“舟楫功须著，盐梅望匪疏”，唐玄宗李
隆基的盐梅之渴，难道仅仅是一种噱头？盐，默
默地把自己消融到人们的幸福中，一点点形迹
也不留。此时的李白，被一种巨大的幸福感和
使命感所浸染。“客到但知留一醉，盘中只有水
晶盐”，他要把幸福和使命紧紧联在一起，做一
个有价值的人。

梁园，月光虚照，院墙颓败，青山暮暮，豪奢
不在，只有古木参天，飘挂流云。李白终于明白：
狂放孕育了痛苦，怀疑孽生了颓唐，执着在心中燃
烧的那团火，焚尽无奈，炼出正直。“东山高卧时
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只有像盐那样，才能成
就功业与待人接物的完美之道！

2016年年底，美国《华盛顿邮
报》评选出的最新世界10大奢侈品
为：1.生命的觉醒和开悟，2.一颗自
由喜悦充满爱的心，3.走遍天下的
气魄，4.回归自然，5.安稳平和的睡
眠，6.享受属于自己的空间和时间，
7.彼此深爱的灵魂伴侣，8.任何时
候都真正懂你的人，9.身体健康和
内心富足，10.感染并点燃他人的希
望。入选的10大奢侈品，居然无一
件与物质有关，强调的都是生活与
行为方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
个评比带给我们以启示和思考：什
么才是真正的奢侈品，我们该怎样
珍爱自己的奢侈品。

物以稀为贵。所谓奢侈品，即
独特、稀缺、珍奇的东西。如按这
个标准来衡量，大千世界，每个人
都有自己独特而珍稀的东西，都有
自己的奢侈品，既有物质的，也有
精神的，就因为衡量标准不一，内
容也就大相径庭。

战国时宋国有个人得到一块价
值连城的宝玉，主动献给宋国国相
子罕。子罕坚辞不受：“我把不贪财
作为珍宝，你把玉作为珍宝；如果宝
玉给了我，我们都会丧失了珍宝，还
不如各人持有自己的珍宝。”也就是
说，在献玉者眼里，举世罕见的宝玉
是奢侈品；而在子罕眼里，高尚的品
格才是真正的奢侈品。

东汉初年，光武帝的姐姐湖阳
公主年轻貌美，富甲一方，新寡后想
嫁给大臣宋弘，说：“宋公威容德器，
群臣莫及。”刘秀召见宋弘，让公主
在屏风后观听。刘秀对宋弘说：“谚
言贵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宋弘一
听，知道是什么意思，答道：“臣闻贫
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意即对贫穷卑贱的朋友不可忘，共
患难的妻子不可抛弃。潜台词是，
你觉得貌美如花的湖阳公主是奢
侈品，我认为鸡皮鹤发的老妻是奢
侈品，咱们还是各珍其宝吧。光武
帝听后，无奈地回过头向屏风后的
湖阳公主说：“事不谐矣。”

今天也是如此，有人把路易·
威登、香奈尔、范思哲当成奢侈品，
也有人把著书立说、科技创新、建
功立业当成奢侈品；有人把奔驰、
宝马当成奢侈品，甚至于不惜“坐
在宝马车里哭”，也有人把纯洁无
瑕的爱情当成奢侈品，心甘情愿地

“坐在自行车上笑”；有人把钻戒、
珍宝当成奢侈品，也有人把名节、
操守当成奢侈品；有人把飞机游艇
当成奢侈品，也有人把内心富足当
成奢侈品……历史证明，那些品德
高尚、思想富足者，要比腰缠万贯、
穿金戴玉者，生命力更持久，影响
力更深远。

时下，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
奢侈品消费国与进口国，出国的人
也大都喜欢购买奢侈品。法国、意
大利那些著名奢侈品商店里，人头
攒动，熙熙攘攘，多是咱黄皮肤的
乡里乡亲。这一方面说明咱们确
实富了，腰包鼓了，是好事情。但
另一方面，咱们也要反思一下，生
活富裕一定要和精神富足结合起
来。否则，拎着名包，穿着名牌服
装，戴着珍贵首饰，但却内心空虚，
精神萎靡；开着名车，住着豪宅，但
却终日茫然纠结，不知自己从哪里
来，到哪里去，并非真正的幸福。

古往今来，有人以不贪为奢侈
品，有人以糟糠为奢侈品，有人以
内心富足为奢侈品，皆意境不俗，
蕴含深意，可为楷模，足资借鉴。

——《明道画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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