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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暄”一词，出自《列子·杨朱》，
是指冬天晒太阳之意。书载宋国有一
个农夫，经常穿乱麻破絮，勉勉强强地
挨过寒冬，到春天耕种时，在太阳下曝
晒，不晓得天下还有高屋暖房、丝棉绸
缎、狐皮貉裘，就对妻子说：“负日之
暄，人莫知者。以献吾君，将有重赏。”
故“负暄”，也有向君王敬献忠心之意。

“负暄”的养生作用很早就引起我
国古人的注重。《老老恒言》说：“背日
光而坐，列子谓‘负日之暄’，脊梁得有
微暖，能使遍体和畅。日为太阳之精，
其光壮人阳气”，明确提出“负日之暄”
的健身养生作用及其科学原理。唐代

著名医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指
出：“凡天和暖无风之时，令母将儿于
日中嬉戏，数见风日，则令血凝气刚，
肌肉牢密，堪耐风寒，不致疾病。”也明
确阐述了“负暄”对小儿防治疾病、促
进生长发育的重要作用。白居易也有
诗云：“负暄闭目坐，和气生肌肤。”也
是讲“负暄”的养生意义。

此外，“负暄”还常被运用于文学
作品中。《红楼梦》里，就写到贾珍拿
了个狼皮褥子在院子里“负暄”，边查
看收租名册。养尊处优、锦衣玉食的
封建世袭贵族，也以“负暄”为悠闲事，
快乐事。丰子恺写有《桐庐负暄》一

文，写抗战期间避难桐庐阳山畈，在这
里邂逅了美术大师黄宾虹，与马一浮
先生一块登山改诗，留下了一段佳
话。当代著名学者张中行，晚年随笔
结集，皆以“负暄”为名，即取“晒太阳
时闲话之义”，影响很大。

其实，我觉得最懂“负暄”之妙的
还是乡下人。每逢晴朗冬日，阳光充
足，乡下老人偎依在墙根下，柴垛旁，
篱笆边，气定神闲地抽着旱烟袋，谈家
长里短，乡村轶事；或微闭双眼，打个
盹儿，慵懒而又满足，那是对“负暄”最
好的诠释！

摘自《语文报》

“如果对一个单词注视得太久，它
将变得奇怪而陌生。”这种感觉早在
1907年，就被现代心理学博士玛格丽
特所发现。“语义饱和”这个概念，最早
出现于西方人的研究中，他们号称“当
一个单词被重复多遍，它就变得面目
模糊，发音可疑，意义不明”。

这种“字变得难认”的有趣现象，
在我们方方正正的中国字中，也会出
现。法国人将“语义饱和”现象称为

“Jamais vu”，翻译过来就是“从未见
过”的意思。看到熟悉的事物或文字
后，会出现一时间什么都记不起来，仿
佛都从未见过的样子。

“语义饱和”并非一个狭义的概念，
有研究发现，神经系统有一个固有特
点，如果短时间发生多次重复的刺激，
就会引起神经活动的抑制。形象一点
来说，就是神经活动也是会“疲倦”的。

“如果长时间盯着这个字或者单

词看，那么相同神经信号，就会重复刺
激同一个区域的神经元细胞，导致反
复读取记忆数据库中的储存信息。”中
山大学中山医学院神经科学研究中心
的蒋斌教授说，这种重复刺激和重复
信息读取，会诱导同一神经元产生疲
劳。这种现象在日常生活中相当常
见，一个熟人的照片、熟悉的地点，看
久了也会突然有陌生的感觉跑出来。
蒋斌教授举例，如果长时间待在充满
香味或臭味的空间，我们对这个味道
的感觉也会因为渐渐习惯而消失。除
了病理性慢性痛觉难以适应，“五感”
都有适应现象。

“感觉‘适应’的产生机制比较复
杂，至少包括‘感受器适应’和‘中枢神
经的适应’。以‘语义饱和’为例，当刺
激作用于感觉器时，我们经常看到的
情况是——虽然刺激仍在继续作用，
但传入神经纤维的冲动频率已开始下

降，信号饱和刺激转变成信号识别停
顿，从而变得突然不认识这个字或者
单词。”蒋斌教授说。

熟悉的字、熟悉的人、熟悉的风景
突然变得陌生，是因为我们的神经产
生了疲倦之意，让神经活动产生“被抑
制”的情况。在大脑皮质水平上，抑制
和兴奋一样，都具有重要的生理意义。

“抑制过程也是积极的神经活动过
程，通过抑制，大脑皮质的信号化活动
不断得到纠正，并逐渐达到完善，使反
应更加精确有效，所以是一种‘帮助’。
大脑通过适应旧的感觉刺激，从而有利
于探究新的刺激。”蒋斌教授建议大家
不妨利用这一原理，当大脑疲劳时，就
转移一下注意力，看一些新鲜的东西，
让大脑得到休息，便会得到缓解。比
如，运动就有助于缓解神经系统疲劳。
此外，良好充足的睡眠，也是调整神经系
统功能的得力方法。 摘自《广州日报》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
罗大佑。小朋友天真无邪，可
以唱《童年》；恋爱中的青年多
愁善感，可以唱《海上花》；人
到中年万事忙，可以听他的
《明天会更好》；上年纪的老人
感叹人生的过往，可以听《光阴
的故事》。罗大佑就是这样神
奇的存在，他的音乐太丰富了。

1954 年，罗大佑出生在
中国台北一个医生世家，父
亲、哥哥都是医生，姐姐是药
剂师。按部就班地发展下去，
这世界又会多一个斯文可亲
的“罗医生”。他在1985年离
开台湾去美国的时候需要填
表，在职业一栏还是填的“医
生”。那时候已经 31 岁的罗
大佑也不清楚，自己是否要真
的以音乐为职业。

罗大佑 6 岁开始学习钢
琴，练就了深厚的古典钢琴功
底。中学时期美国的摇滚乐、
民谣以黑胶唱片的形式出现
在台湾的市场上，受到影响的
罗大佑在高中时和几个喜爱
音乐的朋友组织了一个名叫

“洛克斯”的乐队，他担任键盘
手，开始了“玩票”生涯。这段
高中学生的“音乐票友”生涯
对罗大佑来说极其重要，一方
面给了他音乐上的训练，另一
方面，在日后给他提供了一个
极好的契机：乐队的另一个成
员王振华给他牵线，使得他可
以为刘文正的电影《闪亮的日
子》创作了《闪亮的日子》《神
话》和《歌》三首作品。

也许是学习医学的经历，
罗大佑十分有耐心。他最著
名的歌曲《童年》，从写下第一
段旋律到最后完成 5段歌词，
前后用了 3年的时间；他为诗
人余光中的《乡愁四韵》谱曲，
从写作到发表间隔了 8 年时
间。学医的大学时光在罗大

佑的音乐生涯上也颇有益
处。大学时代，他结识了同样
热爱音乐的日本留学生本部
一夫，因为当时台湾的音乐制
作水平不高，罗大佑委托本部
一夫带着作品在日本编曲、演
奏，然后把录音带寄给他，由
他完成演唱的部分。专辑《之
乎者也》终于算是制作完成，
包含了《童年》《光阴的故事》
等至今传唱的歌曲。在放射
科做医生的他四处投稿也四
处碰壁，两年多以后，才由刚
刚成立不久的滚石唱片公司
在 1982 年 4 月发行。然后，
罗大佑火了，专辑卖出了 14
万张。词、曲、唱“三位一体”
的罗大佑从此稳稳地站在了
华语乐坛的第一线。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
罗大佑等台湾歌手的歌曲在内
地的高校播放，很多人的感受
是像被电击了一般。罗大佑从
美国回来去了香港，在香港，罗
大佑创作了《东方之珠》《海上
花》《沧海一声笑》《皇后大道
东》《爱人同志》等重量级作
品。如果有一首歌可以让人想
到香港的话，除了《东方之珠》
大家也许想不起第二首了。

从 2000 年的上海开始，
罗大佑每隔几年就会在内地
举办几场演唱会。那时京沪
高铁还没通，一群北京的“文
艺中年”包机前往演唱会，更
是留下了“观众年龄最高、学
历最高、收入最高”的段子。
当年在大学里听罗大佑的学
生娃都安家立业了，没听过罗
大佑，就是在告诉别人“我没
上过大学”。2008 年开始的

“纵贯线”乐队，罗大佑和周华
健、李宗盛、张震岳组团巡演，
场面依然火爆，但是似乎在宣
告，他们那一代歌手的黄金时
代结束了。摘自《法制周末》

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冯友
兰，他的一位老师曾被他“吓
跑”过。

1912 年冬，冯友兰以优
异的成绩考入上海中国公学
读预科。在那里，他初次接触
到西方的逻辑学。有一次，英
国逻辑学家耶方斯写的一本
《逻辑要义》引起了冯友兰浓
厚的兴趣。他越是痴迷，就越
是对书中的一些问题感到困
惑不解。一天下课后，冯友兰
拿着《逻辑要义》找到老师，问
他书中其中一题要怎么解。
老师左看右看，发现自己也不
会解。为了避免尴尬，他对冯
友兰说：“这样吧，等下堂课我
再告诉你这道题怎么解。 ”
但是，下堂课，这位老师没来；
下下堂课，老师还是没来。

后来冯友兰才知道，老师
是被自己提的问题“吓跑”了
——他找不到那道题的解法，
觉得不好意思面对学生，所以

就干脆连续不去上课，以避开
冯友兰。对于这位回答不出
学生问题、又不愿意找托词的
老师，冯友兰晚年曾在《冯友
兰自述》里幽默地回忆：我实
在不是故意为难这位老师的，
其实当时的中国人普遍都不
懂逻辑。而逻辑思维是学习
哲学，特别是学习西方哲学的
基础。

他还说：“儿时我和大家
一样读儿童识字课本《三字
经》，开头两句是‘人之初，性
本善’。现在看来，这是孟子
哲学的基本观念。在旧时的
中国，一个人要接受教育，其
实都是用哲学启蒙，只是那时
我们还完全不知哲学为何
物。 ”冯友兰的意思是：老师
被“吓跑”，完全不是他的错，
而是老师和当时大多数人一
样，心里还没有建立起“哲学”
这个概念。摘自《江淮时报》

老人警惕“冬季病”
低温加重心梗

冬季气温低，寒冷会刺激人体血管收缩，从而促
使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增加心脏负荷，引发心绞痛、
心梗、猝死等。此外，冬季因排汗减少，饮水量减少，
血液黏稠度增加，容易形成血栓，导致急性心血管事
件发生或病情恶化。

提醒 及时补充水分，每天不能低于 2000 毫升
水，降低血液黏稠度；忌食生冷食物；减少晨练；保持
情绪稳定。

温差诱发脑卒中
冬天室内外温差会导致心脏负荷增加，同时也

增加了脑溢血和脑血栓发作的机会。这是因为冬季
人体毛细血管收缩，血循环外周阻力加大，引起血压
升高，促进血栓形成，因此上了年纪的人更容易诱发
脑中风。

提醒 注意保暖，避免血管过度收缩；按时吃药；
饮食应清淡，保证新鲜水果的摄入；保持情绪稳定。

寒冷干燥引发肺炎
冬季寒冷干燥，很容易导致肺炎、哮喘、急性气

管炎和支气管炎发作。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本身
抵抗力较弱，对冬季气温、湿度等变化极为敏感，如
果长期处于寒冷干燥的环境中，很容易发生上呼吸
道感染而诱发哮喘。

提醒 注意咽喉部保暖，出门戴上围巾。
感冒诱发心肌炎

冬天是感冒多发季，感染流感病毒若不及时治
疗，极有可能引起心肌炎、肺炎、肾炎等，并因此加重
心脑血管病、肺病、糖尿病等基础疾病。感冒后会加
重心肺功能的需求，心衰患者容易出现心衰急性加
重，诱发急性心梗。对于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如哮
喘、气管炎的老年人，感冒可能会同时引起多个器官
系统的连锁反应，如呼吸衰竭、心脏功能衰竭、肾功
能衰竭、细菌性心内膜炎等，致死率很高。

提醒 老年人组织器官逐步老化，各类药物在体
内的代谢、运转等都比较特殊，所以老年人感冒后要
更慎重地选择感冒药。

骨折导致多种并发症
入冬后，老人骨折明显增多。老年人一旦发生

骨折，容易导致原有的内科系统疾病加重，以及泌尿
系统感染、褥疮、肺炎等并发症。骨折患者长期卧床
易形成深静脉血栓，导致肺栓塞。

提醒 老人一旦跌倒，应到医院检查，以免造成
更严重的后果。

抑郁导致自杀
冬季抑郁的发生主要是因为人体生物钟不能适

应冬季昼短夜长、日照时间短的变化，导致生物节律
紊乱和内分泌失调。

提醒 在寒冷的冬季里多找朋友聊聊天，多参加一
些社交活动。如果自觉情绪难以调节，已经影响到了
生活，应及时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 摘自《北京晚报》

文化中国

名流故事

人人都听罗大佑弗吉尼亚大学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中
部的夏洛茨维尔市，是由美国第三任总统托
马斯·杰斐逊于1819年创建，为美国历史上
第一个独立于教会的高校。杰斐逊注重学
校的建筑设计，他亲自设计不少的教学和办
公大楼，逐步形成杰斐逊流派的建筑群。该
建筑群占地面积将近 30英亩，充分体现了
杰斐逊的开放、和谐、包容等教育理念。

一是开放性。该校主体由圆顶建筑组
成，多排内设宿舍和公寓的大帐篷式的建
筑，沿着中央草坪的两侧延伸到圆顶建筑
前。两个外侧区域是宿舍和食堂，教学、生
活十分方便。内侧区域和外侧区域之间的
地面做花园，中央草坪和花园相得益彰，充
分体现了大学教育的开放性。

二是和谐性。我最欣赏的是将教授和
学生的学习、生活融为一体的建筑设计，这
也是最能够体现杰斐逊教育思想的亮点之
一。每一个建筑内都有教室、教授的住所和
一层宿舍。10个建筑之间有走廊连接，这

些走廊类似于我国岭南地区的骑楼功能，一
方面是用来遮阳避雨，另一方面是用来将宿
舍设计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目前，只有全校
最优秀的学生，才有资格居住在这里，由于
年代已久，虽不具备各种现代生活功能，但
学生都以能够居住在这里而终身感到荣
耀。同样，能够居住在这里的教授，也是经
过严格的评选，在学术、社会影响方面得到
大家公认才有资格住在这里。经过特别安
排，我们参观了居住在这里的马斯特教授的
家，我注意到有一个专门为学生准备的会客
厅，便于在家里与学生交流，站在二楼面对
大草坪的连廊阳台上，我不禁感慨：近 200
年前杰斐逊设计的体现师生和谐教育的理
念，在今天的弗吉尼亚大学并没有过时。

三是包容性。据介绍，圆顶建筑 78英
尺宽，在几何学上，它的尺寸恰好是古罗马
万神殿的一半，各个建筑之间并不是等间距
排列的，错落有致的布局使这个建筑群显示
出自由洒脱的情趣。在圆顶建筑前面有一

个巨大的草坪。四周种植着成排的树木。草
坪从北到南呈阶梯状展布。每年毕业典礼
时，学生们从圆顶礼堂盛装而出，大草坪两侧
站满来参加毕业典礼的家长和低年级学生，
一直到大草坪的另一端，典礼盛大而隆重！

四是美学性。建筑之美在于其随意之
处竟显精致，无论是拼贴，是残缺，抑或是奇
险。建筑之美在于其情理交织，学校建筑设
计非常注意其对称、和谐的美学，在草坪的
尽头一个由 6根柱子支撑三角墙的门廊高
高耸立，门廊和圆顶建筑之间由4排科林斯
式柱子连缀着。在草坪的两侧有10个大帐
篷式的建筑，它们代表着最初的 10个单独
的学校。这样的建筑设计具有实用性、公共
性等特征，也体现建筑统一、均衡、韵律、布
局，同时也在建筑性格、风格、色彩等方面充
分表达了其“和谐”，近200年的岁月并没有
冲淡其美感，反而积淀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另外，我们到学生餐厅用餐时，也注意
到食堂的设计非常人性化，无论是为学生提

供的多元化的餐饮品种，还是餐桌设计的便
利性，以及餐厅的阳光照射面积，餐后咖啡
区域等，都考虑得十分周全。学校发展很
快，近 20 多年来，学校新建了 400 多栋建
筑，绝大部分体现杰斐逊派风格。

我曾在《大学建筑与大学文化》一文中
提出：“大学有层次类型之分，但大学的建筑
并没有随大学地位有高低之分，正像大学精
神一样，不管什么样的大学都有属于自己的
独特气质，这种气质很大程度上反映在她的
建筑上。”弗吉尼亚大学为什么成为北美地
区唯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
的高等院校，理由肯定很多，但我想其杰斐
逊派建筑群的独特设计及其功能肯定发挥
了积极作用。

我们中国大学近些年也在大规模地建
设新校园，如果在设计上能够从弗吉尼亚大
学的建筑理念中吸取一些元素，那必将为我
们的大学校园添光加彩。摘自《广西日报》

滴水藏海

生活新知

香港有一种老牌的治疗跌打损
伤的药油，被称为“虎油”。虎油疗效
早被证明，但其销量一直停滞不前，
但厂商从来没有认真地想过为什么
停滞不前。它显然能相当有成效地
解决特定用户的麻烦，但它的使用者
除了跌打损伤后显而易见的痛点，还
有一系列痛点。

涂抹这种液态药品时，如果不使
用棉球，用量就会失控，在身体上随
意流淌，在衣服上留下难以清洗的污
渍，其难闻的气味非常浓烈，令年轻
女子宁愿忍受疼痛也不愿涂抹这种

“反面香水”。外地游客本来想购买
带回家，但因飞机上禁止携带这种气
味难闻的药而只好放弃购买。

就在原厂商对这种种麻烦浑然
不觉时，一家日本公司看到了商机，
商机就来自于一张将用户的种种麻
烦标得清清楚楚的“地图”。在麻烦
地图的指引下，这家公司开发出了一
款唇膏式虎油产品。它看上去像一
管唇膏，药油由液态变成了固态，使
用时只需拧开管套，像使用唇膏一样
地涂抹损伤处，不担心药油四溢，固
态油挥发性远低于液态油，只有轻微

的异味，而且飞机上不禁止，一推出
市场销量就很大。

在一张合格、有用的麻烦地图
上，一个个痛点、隐痛点、痒点都被细
心地标注，而且来自市场反馈的麻烦
点很快反映在这张地图上。

任何一个产品都是因应某个和
某些麻烦而做出来的，或者说任何一
个产品都是某个或某些麻烦的解决
之道。懂得了这个道理，你的公司才
能开发、设计出一款有竞争力的产
品。

摘自《企业家日报》

从“麻烦地图”中找商机

负暄琐话

神经疲倦会导致“大脑罢工”

光吃素降不了三高

在“三高”的风险因素中，高脂饮食是重要一
项。因此，不少人认为，只要坚持吃素，就能远离“三
高”。这种说法其实是种误区，既不科学，更不利于
健康。

长期吃素容易引起体内 B族维生素缺乏，特别
是维生素B1、B2、B6等在蛋、奶、鱼、肉中含量丰富，
若体内缺乏这些营养素，反而会影响糖、脂代谢及能
量消耗，严重者还可能导致动脉硬化。此外，长期吃
素会令体内缺乏蛋白质、铁、锌等，造成营养失衡。

素食的确有益健康，但过犹不及，清淡饮食应遵
照以下原则：

1.少油、少盐、少糖。如果在烹饪素菜时放了大
量油、盐、酱、糖，做成仿荤素菜、油炸素菜等，对控制

“三高”显然起不到作用。此外，瓜子、芝麻、花生等
植物性食物中也含较多脂肪。做素菜时，应注意控
制油、盐、糖的用量，优质植物油或橄榄油每天摄入
量为 25～30克，盐每天摄入 5克，糖每天摄入 20克
以内。

2.摄入足够的蛋白质。偏素饮食者需坚持每天
一个煮鸡蛋和一杯脱脂牛奶，要多吃黄豆、豆腐、豆
干或其他豆制品。

3.蔬菜要吃够、水果要适量。每天吃500克左右
的新鲜蔬菜，建议多吃深色蔬菜。水果总摄入量控
制在200～300克。

4.可食用一些鱼、虾、鸡胸肉。鱼和虾含有的不
饱和脂肪酸，可起到调节血脂、防止动脉硬化的作
用，建议2～3天吃一次鱼肉或虾肉，每次摄入100～
150克。鸡胸肉蛋白质含量高，易被人体吸收，建议
每次吃 50～100克。还可食用适量瘦肉，因为红肉
中含有丰富的血红素铁，是人体补血必备，建议每周
1～2次，每次摄入50克左右。

另外，“三高”还与久坐、吸烟、饮酒、熬夜、作息
不规律、情绪不稳定等有关，过度强调饮食调节而忽
略其他，效果也会打折。 摘自《当代健康报》

养生汇

冯友兰“吓跑”老师

大学的文化符号
贺祖斌

在非洲纳米比亚北部的大草原
中，生活着许多高角羚，它们体型中
等，足蹄短而结实，善于奔跑和跳
跃。当一只成年高角羚受到惊吓时，
可猛然跳起 3米高、9米远，矫健的身
姿令人惊叹。

高角羚以草和植物的枝叶为食，
它们没有尖牙利爪用来自卫，因此，
在遭受袭击时，通常使用“跑”这一法
宝摆脱敌人。高角羚奔跑的最高时
速可达 95公里，而且耐力相当好，跑
很久也不会疲惫，因此常常令不少捕
食者一无所获、悻悻而归。

在人们看来，当高角羚遭遇被捕
食的危险时，只要竭尽全力奔跑就行
了，可是，以英国科学家艾伦·威尔逊
为首的研究者们经过长期观察，发现
事实并非如此。

在研究高角羚的过程中，艾伦·
威尔逊和他的合作者们给一些高角

羚和经常偷袭它们的猎豹戴上了装
有全球定位系统（GPS）和加速度计
的项圈，在观测了数千次追猎过程之
后，得到了它们奔跑过程中每一步的
速度、加速度和轨迹信息，结果发现，
高角羚逃跑时很少跑出能力之内的
最高时速，而是通常保持在最高时速
的 80%左右，哪怕遭遇陆地上跑得最
快的动物——猎豹的袭击，也不会全
速奔跑。这是为什么呢？

通过计算机的模拟和分析，研究
者们最终得到了一个简单而合理的
解释：速度会影响拐弯，即速度越快
越难拐弯。高角羚之所以给自己的
速度打折，完全是为了拐弯的需要。

答案一下子豁然开朗了：现实
中，高角羚通常不会沿着直线逃跑，
而是不停地拐弯，这就要求高角羚不
能竭尽全力奔跑，这是一种有效的逃
生策略。试想，当高角羚在遭受时速

可达 115公里的猎豹袭击时，如果不
拐弯地全速奔跑，那么它们很快就会
被追上，扑倒，而保持 80%的速度奔
跑，通过突然拐弯甩开猎手，就能使
逃脱的成功率大大增加。

研究者们还发现，相应地，猎豹在
追捕高角羚时也通常保持着80%的速
度，以免被突然急转弯的高角羚甩
开。当然，逃脱司空见惯，被捕也偶有
发生，高角羚和猎豹就在这种千百年
来形成的“默契”中达到了某种平衡，
从而得以生生不息。而在斑马和狮子
这对“冤家对头”中，也有相似的现象。

不全速奔跑的高角羚，也给我们
一些有益的启示：在人生危机的关
头，不要学孤注一掷、一条道走到黑
的莽夫，给自己一个回旋的余地，给
自己一次转身的机会，也许就能赢在
拐点，重获新生，这是生命机敏和智
慧的表现。 摘自《故事家》

不全速奔跑的高角羚

清朝年间，乾隆皇帝有一
次下江南到苏州，听说城北有
座出名的狮林禅寺，而该寺后
花园狮子林的假山盘旋曲折，
于是就叫上几位翰林院学士
以及状元黄熙陪驾，一群人前
呼后拥去游玩。

到了寺中，乾隆见那里的
假山峰回路转、重重叠叠，很有
兴致。黄熙自小在狮子林长
大，就自告奋勇当起临时“导
游”，向乾隆生动地讲解园内各
处景致的特色所在。乾隆越
听越高兴，越看越有趣。他带
着众人穿过假山，在一个亭子
坐下，便问亭子叫什么名字。
黄熙说道：“这亭子尚未取名，
请皇上为它起个名字吧！ ”

乾隆命人拿过文房四宝，
握笔想了一会儿，然后“刷刷
刷”写下三个字——真有趣。
侍驾的几个翰林院学士看了
这几个字，都觉俗气，但没人
敢说破。黄熙也在心里想：我
若指出“真有趣”的俗来，自己
倒霉不说，也会让其他饱学之
士下不来台，因为他们已经在
翰林院当了多年学士，而我才
初出茅庐；可若不指出，日后
苏州人评论起亭子的名字由
来，不仅会说皇上没水平，还
会笑话他身边那么多所谓的
能耐人都是草包。

该怎么办呢？黄熙灵机
一动，“扑通”一声跪倒在乾隆
面前，磕了一个响头，然后说：

“臣见皇上刚才写‘真有趣’这
几个字时笔笔银勾铁画、字字
龙飞凤舞，尤其是中间的这个

‘有’字，真是百媚千姿，臣喜
爱得不得了。恳请皇上留下

‘真趣’二字，把‘有’字赐给微
臣！谢主隆恩！ ”

乾 隆 是 个 一 点 就 透 的
人。他一琢磨：黄熙要这“有”
字做什么？再一琢磨，想明白
了：“真有趣”大俗，而去掉

“有”之后就变成大雅了。于
是，他顺水推舟把“有”字赐给
了黄熙。这样一来，“真有趣”
就变成了“真趣”。而明眼人
对比一看，都能看得出一个在
地下、一个在天上。

事后，众人都赞黄熙机
智。的确，若事发当时黄熙一
看破就说破，道一句“皇上，

‘真有趣’太俗，臣建议您把
‘有’字撤掉”，那么，乾隆的面
子怎么挂得住？黄熙知道皇
帝的面皮薄，但很聪明，所以
含蓄地借着要字，只说破两
分。如此一来，不仅乾隆的颜
面保住了，黄熙的功劳有了，
就连乾隆周围的饱学之士也
都长出了一口气，简直是一举
三得。 摘自《当代青年》

黄熙机智索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