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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年逾七旬的

李鸿章奉命出访俄"德"英"

法诸国#德国是他行程的第

二站$当他到达德国觐见了

德皇之后!就立即前往德国

汉堡!前去探望俾斯麦$

俾斯麦是
%#

世纪后

半叶的德国宰相! 曾经协

助普鲁士经过一系列战争

最终使德国实现了统一 $

后来! 人们把这位铁腕人

物尊称为%铁血宰相&$ 而

在俾斯麦眼里! 东方也有

一位和他一样权倾朝野的

铁血人物'''李鸿章 !他

一直想与李鸿章会晤一

次$ 今日!幸得机缘!自是

欢喜万分$ 为尽地主之谊!

俾斯麦举行了盛大的宴会

来招待李鸿章$

席间! 俾斯麦与李鸿

章居中而坐$他们边用餐边

促膝而谈$桌上摆的是新鲜

水果和丰盛午宴!俾斯麦欣

然邀李鸿章品尝$一番推杯

换盏之后!俾斯麦命侍者为

每位客人送上一杯白开水$

李鸿章当时正好口渴!见有

白开水!遂拂袖举杯一饮而

尽! 并优雅地收杯于桌上$

殊不知! 李鸿章这一饮!竟

闹出了一个笑话$ 因为!依

照西方习俗! 那杯白开水

是供客人吃过水果后洗手

用的! 而李鸿章竟然把它

喝到了肚子里$

李鸿章此举! 让俾斯

麦在内的所有人目瞪口

呆( 在场的一些人忍不住

想笑! 但看到俾斯麦一脸

严肃的表情! 谁也不敢笑

出来!只有压在心底!等待

俾斯麦的反应$ 这时候!只

见俾斯麦微笑着望着李鸿

章! 也迅速端起那杯白开

水!向大家示意了一下后!

一饮而尽( 大家瞬间明白

了他的用意! 他是怕李鸿

章因误饮洗手水而难堪 !

意在解围啊(

这是一个无比细小的

举动 !但是 !通过它 !却让

我们感觉到俾斯麦这个

%铁血宰相&强悍作风之下

善解人意的另一面) 他对

客人的尊重$

这是俾斯麦和李鸿章

交往的一个瞬间$ 也许李

鸿章临终也不知道这件事

情的真相!但是!西方史学

家却记下了这一个瞬间 !

他们把这样一个经典的时

刻称为%俾斯麦的敬礼( !

摘自!莫愁"

只要说起苍蝇! 我相

信不会有人喜欢的$ 与肮

脏为伍!与细菌相伴!不仅

自己脏! 还想方设法玷污

人类的食物$赶不尽!杀不

绝! 有着超级旺盛的繁殖

力$

可是! 这么龌龊的无

赖和恶棍的形象! 却堂而

皇之上了一个国家的钱

币$这个把苍蝇搬上钱币!

给了苍蝇无上尊崇的国家

是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是个优美得

令人羡慕! 洁净得令人吃

惊的国家$ 为什么澳大利

亚人会把苍蝇弄到他们国

家
&'

元面值的纸币上呢*

经了解!才知道!苍蝇

是澳大利亚人的骄傲( 因

为这个国家的苍蝇! 不与

肮脏为伍!不与细菌为伴$

一个在澳大利亚生活

过的朋友向我描述了很久

以前苍蝇的重生过程)

原来! 澳大利亚的苍

蝇也曾生活在污秽不堪的

地方!后来!澳大利亚人把

苍蝇赖以生存的藏污纳垢

之处统统消除殆尽$ 从城

市到乡村!从山谷到河畔!

举目是云朵般的鲜花和地

毯一样的绿草$ 世代生活

在肮脏环境中的苍蝇 !骤

然失去了它们的家园$

最终! 澳大利亚的苍

蝇绝望了$在这个国家!它

们再也找不到一处肮脏恶

臭的地方$ 苍蝇痛恨人类

毁灭了它们的栖身之所 !

让它们失去了生存的基

根$苍蝇们为了活下去!不得

不痛苦地改变了饮食习惯$

苍蝇的先辈们经过无

数次的尝试! 终于为这个

物种找到了新的食物'''

植物浆汁$

它们当然不习惯这种

食物!可为了活下去!只好

边咒骂边吞咽下这难以下

咽的东西++

就这样! 一代一代薪

火相传! 生活在澳大利亚

的苍蝇! 早已忘记它们吃

食腐臭食物的习惯! 它们

的饮食习惯竟与高贵的蜜

蜂一模一样!采食花蜜$同

时! 苍蝇也承担起蜜蜂的

职责'''为庄稼和树木传

授花粉$

丑陋变裂为美丽 !肮

脏转化为洁净! 低贱升华

为高贵$ 澳大利亚的苍蝇

从被人唾弃的泥沼中奋力

爬出来! 摇身一变成为可

爱的小天使! 受到人们的

青睐和尊崇$

澳大利亚人当然越来

越喜欢苍蝇! 这小小的生

灵为他们美好的生活贡献

巨大$于是!他们让苍蝇登

堂入室翩然飞落到他们国

家发行的
&'

元纸币上!让

人们永远感谢苍蝇为这个

国家立下的功勋$

澳大利亚的苍蝇故

事! 对于我们的启发太大

了$当我们抱怨时!就应该

想想澳大利亚人改造苍蝇

的办法$ 连苍蝇都可以改

造! 世界上还有什么不能

改造的东西吗*

摘自!城市晚报"

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

竟然会迷了路$ 就在南山$

这山! 几乎是已经长

在了我心里的$ 自从蜗居

在这个小县城! 几乎每个

休息日!我都去登临一番$

不爱走熟路! 偏喜独辟蹊

径 !攀崖壁 !跨乱石 !穿树

隙!钻草丛!身体虽然有些

臃肿! 行动起来却敏捷得

犹如一只山猴$ 十数年下

来! 不敢说熟知了山的角

角落落! 也算得上是知根

知底的密友了$ 有时夜里

失眠!想这也烦想那也恼!

就去南山神游!东南西北!

上下左右!皆历历在目$

可这一次! 老店熟客

偏就迷乱了个一塌糊涂 $

左旋右转!上爬下滑!愈是

心急!愈是寻觅不到方向$

如此折腾半日!汗流浃背!

筋疲力尽!不免心生惶恐!

惶恐一来!更加乱了方寸$

想想人真是不中用! 别看

平日里一副耳聪目明 ,八

面玲珑的样子! 一到了有

事时!才知道自己的渺小!

一叶能障目!方寸可困兽$

痛定思痛! 要怪就怪自己

太贪婪)赏了这花!还要去

观那树-听了这鸟叫!还要

去寻那虫鸣$ 这样转来转

去!岂能不晕了头转了向*

正懊丧着! 突见一老

者翩然而现$ 心中一喜!急

忙上前求助$ 老者鹤发童

颜!挎一小藤篮!拣拾着树

下的蘑菇$ 我说明困境!怨

这林太密!这山太诡$ 老者

一手捋须 ! 笑着摇摇头 !

曰 )路不迷人 !人乃自迷 $

我若有所思$ 老者问我是

上是下!我说上$ 他摆手示

意!便在前面开了路!不长

时间就把我带到了山顶 $

我向老者讨教登山秘诀 !

老者送给了我八个字 )念

系一处!意无旁猿$ 见我不

解! 又补充八字) 心性不

乱! 迷路自清$ 我恍然大

悟!赶紧谢过老者$

%路不迷人! 人乃自

迷 &!%念系一处 ! 意无旁

猿 &!%心性不乱 ! 迷路自

清&$ 细细揣摩老者所言!

寥寥数语!却尽含玄妙$ 想

这登山之道!与人之一生!

岂不异曲同工哉*

摘自!意林"

大地是稿纸!脚印是诗

行 $ 人人都在用自己的脚

印!写着自己的人生史诗$

所有的路都会有尽头!

没有尽头的是开拓者的脚

步$

智者坦然地走自己的

路! 留下脚印任人评说-愚

者频频回顾!听着众人对自

己的脚印的评说!终于不知

道该如何迈步了$

路承载着脚印!脚印延

伸着路$

有些人的人生之所以

显得辉煌!是因为他们敢在

别人没到过的地方留下自

己的脚印-有些人的人生之

所以显得灰暗!是因为他们

始终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

趋$

脚印的美不在于它们

能否拼成精美的图案!而在

于它们把人生渡向了什么

样的彼岸$

脚印可以涂改!可以修

饰美化 ! 甚至可以彻底抹

掉!但脚印连成的人生履历

却一成不变$

满足于沿着老路走去

的脚步! 也许会很平安!也

许会很悠闲!但是绝对不可

能成为新路的起点$

所有的路都是由脚印

衍化而成的!而脚印一旦固

化成路!又极有可能误导后

来者的脚步$

受人敬仰的脚印!多从

荆棘丛中踏出$

名贵的鞋子!留下的脚

印未必名贵$

走错了路并不可怕!可

怕的是走错了却不承认!还

要把自己的脚印诠释为人

生经典$

道路越泥泞!留下的脚

印越清晰 -负载越重 !留下

的脚印越深刻$

盲从者的头脑里!全是

别人的脚印踩出来的路"

摘自!广州日报"

!"#$%!"&' ()*+,

!"#$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 &'()*+,--./.01!1!23*4)567(

-.

%&'(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 &'()*+,--./.01!1!23*4)567( !""#

年
$

月
%&

日 星期五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
务事% !管一般人的家务事&

也就顶多是卖力不讨好而
已&可是要是去管天下第一
家'((帝王的家务事呢)那
可不仅仅是被人埋怨 *责
备& 还可能危及自己的生
命%因为帝王的家务事可不
是争夺老父亲传下的那两
亩地*三间瓦房&而是金銮
殿上那把龙椅&谁做君谁做
臣&差别可大了去了%

明代有两个傻鸟&就是
因为爱管帝王的家事&遭了
无妄之灾&丢了性命% 这两
个傻鸟便是叶伯巨和解缙%

叶伯巨是浙江宁海人&

大老远跑到山西的平遥县
做训导&大约就是个县教育
局局长的小官%朱元璋登上
九五之尊后&把儿子们分封
到各地做藩王 & 尤其是老
二*老三*老四这几个年富
力强的儿子被封为秦王*晋
王*燕王&手握重兵驻守北
疆&称塞王% 对诸侯王的坐
大& 这个叶训导忧心忡忡%

洪武九年 +

!()*

年 ,&皇帝
下诏天下& 征求直言上谏%

这皇帝主动要求纳谏&大多
是做一种开展批评与自我
批评的秀&显示自己虚怀若
谷&是不能当真的% 这老叶
却拿着个棒槌当真了&上了
一道听起来很不顺耳的书%

叶伯巨在上书中细细
分析#而今皇帝裂土分封诸
王&大概是鉴于宋 *元皇室
孤立 & 宗室不能援助的弊
端%然秦*晋*燕*齐*梁*楚*

吴*蜀等诸侯国&无不是几
十个城邑相连& 城郭宫室&

仅次于天子的都城%皇帝又
允许他们拥有强盛的甲兵
卫士% 臣担心数代之后&尾
大不掉&那时候再削其地夺
其权& 诸王必心生怨恨&严
重的还会趁机而起&再去防
范就来不及了%

本是一番忠君爱国的
好意 & 可捅了一个大马蜂
窝&这皇帝家务事 &能让你
随随便便议论的)朱元璋读
完大怒&骂道#-这小子想离
间我父子的骨肉之情&快给
我捉来&我要亲手射杀他. !

叶伯巨被押到京城后&皇帝
的怒气稍稍平息了&没有立
即要他的命&可他最后病死
在大牢里/

解缙是大才子&名气很
大%可这解大才子却是个不
知轻重的书生%年轻时因为

洪武帝大兴文字狱&上了一
道语气讽谏折子&话说得很
重%皇帝看了&虽然不高兴&

但还是没有惩罚他&反而大
呼#才子&才子%以朱元璋的
脾气&他留下一条命不能不
说是侥幸&大概因为当时解
才子年纪不大&有股初生牛
犊的锐气&皇帝不计较他罢
了%可这次惊吓后他没有长
记性%永乐帝夺了侄儿建文
帝的皇位后&自己的三个儿
子又开始争夺继承权了%大
儿子朱高炽并不得父皇的
欢心&而二儿子朱高煦在老
爸和堂哥争江山的战争中&

冲锋陷阵&劳苦功高% 朱棣
一次探询解缙的意见&解缙
说#-皇长子仁孝& 天下归
心% !接着又补了一句#-好
圣孙% !因为老大朱高炽的
儿子朱瞻基聪慧好学&很得
祖父母的宠爱%解缙这句话
提醒皇帝#不但要考虑下一
代接班人的问题&还要更长
远地考虑第三代接班人的
问题% 因此朱棣主意方定&

立朱高炽为太子%

可朱棣立储后&还是不
喜欢高炽&对老二高煦则恩
宠有加% 解缙头脑发昏&去
劝说皇帝不能对二儿子比
对太子更好&这样有悖于礼
法%大概是以为皇帝立储听
了自己的建议 & 得意忘形
了% 朱棣又和他老爸一样&

指责解缙离间皇家父子%此
时还是给他留下一条性命&

毕竟解缙名满天下%一次朱
棣北伐&留下太子在京城中
监国 & 解缙去和太子套近
乎%背着还活着的皇帝去主
动讨好储君&这是帝制时代
的大忌&分明是不把今上放
在眼里&去给自己的将来找
退路呀%恨死了解缙的二皇
子朱高煦自然不放过这个
机会 & 在父亲面前告了一
本%皇帝本来就在找合适的
借口&来结果这个对自己家
务事了解得太多的才子&便
让锦衣卫将解缙抓到狱中&

严刑拷打&最后埋在雪堆里
冻死%

摘自!皇帝#文臣和太监"

当今世界的一大特点
是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 &

历史被遗忘的速度也越来
越快% 今天&当我们回首往
事时& 不能忘记曾经在中
国黄土地上叱咤风云的一
代开国将帅& 他们虽然渐
行渐远& 但他们的生命历
程和极致品格& 依然凸现
在中国革命史上& 凸现在
人类历史的长河中%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
军八十周年之际& 许多年
轻的记者问我#-你采访了
那么多的开国将军& 印象
最深的是什么) !我的回答
是#-战创& 在我采访的二
百多位开国将帅中& 百分
之九十以上都负过伤% 如
果把他们身上的弹创累积
起来& 比任何国家将军身
上的弹创都要多. 肯定可
以获世界迪斯尼纪录% !

战创& 是这一代开国
将军们曾经生死的标志
物& 也是他们身经百战的
光荣花% 他们是全世界战
创最多的将帅群体& 战创
记载着他们的苦难& 也记
载着他们的光荣%

下面的几组数字是我
在采访中逐步积累的&也是
很不完全的有待于增补的
数字&但它们从一个侧面反
映了我国将帅战创的情况#

十大元帅中有
)

位负
伤&他们是#

刘伯承#负伤
#

次&战
创

%'

多个0 陈毅# 负伤
%

次&战创
%

个0贺龙#负伤
%

次 0罗荣桓 #负伤
%

次 &战
创

+

个 0 徐向前 # 负伤
+

次 &战创
+

个 0聂荣臻 #负

伤
%

次 0林彪 #负伤
%

次 &

战创
%

个% 十位元帅
)

位
负过伤& 累计战创

%*

个&

平均每人
%

个以上%

十位大将中有
)

位负
伤&他们是#

粟裕#负伤
*

次重伤
+

次&战创
,

个0徐海东#负伤
#

次&战创
+'

余个 0陈赓 #

负伤
+

次&战创
(

个0张云
逸#负伤

%

次&战创
%

个0罗
瑞卿#负伤

%

次&战创
+

个0

王树声#负伤
,

次 &战创
&

个0许光达#负伤
+

次&战创
+

个%十位大将累计战创
()

个&平均每人
(-)

个%

在
%*''

多名开国将
帅中& 还有一批因战创而
断臂断腿& 终身残疾的将
军% 他们是贺炳炎* 余秋
里*彭绍辉*晏福生*左齐*

苏鲁 *陈波 *彭云清 *童炎
生等

#

位断臂将军& 钟赤
兵*谢良两位独腿*独脚将
军% 据我了解&如果算上眼
睛炸瞎*耳朵震聋*大脑损
伤及身体各部位的永久伤
害& 残疾将军的数目远远
不止这些% 这在中国战争
史和世界军事史上都是绝
无仅有的罕见情景%

开国将军们身上的累
累弹创&证明了他们都经历
了非常人所能及的肉体折
磨和死亡威胁%他们刚进入
生命的起点&就体验了生命
的终点&生命的早晨刚刚开
始& 便被生命的黑夜所笼
罩&他们都是从死人堆里爬

出来的-幸存者!%

许世友上将参加红军
+(

岁那年& 奉命攻打一个
地主武装的山寨% 这是一
个由青石垒墙筑在两个相
连山峰上的土围子& 险峻
无比&易守难攻% 在一阵锣
鼓声和呐喊声中& 许世友
将军小褂子一甩& 举起削
得尖尖的顶端涂着猪血 &

并用油炸过的长竹竿 &第
一个往上冲

.

据说这样的竹
尖锋利无比& 可以致人死
命
/

%当他快攀上墙顶时&却
被寨上的敌方用竹竿把他
捅下来% 掉进深山沟里的
许世友竟昏迷了两天两
夜& 事后将军回忆这段经
历时说#-我醒来后& 虽然
浑身疼痛& 心里却感到说
不出的舒坦& 好像睡了一
大觉% 死里复生& 这是奇
事% 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人
死如吹灯&没什么了不起

0

!

正因为开国将军们都
经历了死亡的考验& 经历
了生与死的炼狱& 对死亡
有着超常的认识和理解 &

因此& 他们的生命力异常
坚韧&智慧力超常发挥% 他
们的人生呈现出一种常人
无法相比的 -气象 !&是生
命力极其旺盛的人& 是一
批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

年冬天& 国民党
对陈毅元帅的驻地梅山 &

大举清剿一个多月% 白天
放警犬追踪& 晚上用探明
灯搜索% 当时腿部负伤的

陈毅加上罹病行动不便 &

在梅岭被敌人围困于丛莽
间达到

1'

天之久&在苦虑
不得脱身的生死关头 &他
慷慨陈辞&写下了1梅岭三
章2藏于衣底&作为自己的
绝命诗3

生死炼狱的考验 &使
陈毅元帅在人生旅途上&始
终保持视死如归的超然&遇
大难而不惧& 视艰险如坦
途% -文化大革命!开始&陈
毅元帅首当其冲遭受了冲
击&但他毫不危惧&谈笑风
生&与造反派面对面交锋%

开国将帅们身上的战
创&并不是一个个简单的疤
记&而是他们为我们留下的
宝贵精神遗产% 一个个战
创& 展示了一部部战争传
奇0一个个战创&体现了一
股股不灭的精神力量%

在
1!

世纪的今天&昔
日曾经辉煌的开国将帅们
正在消逝& 以后也不可能
再有了% 我无法知道我们
的后辈将会如何评价这一
代开国将军% 今天我们所
处的社会发生了极大的变
化& 但战争的阴影依然存
在&自然灾害频频降临&生
老病死纠缠着人们直至永
远& 苦难和死亡仍然是人
类无法破解的课题% 开国
将军们在战胜死亡和苦难
中战胜了自己& 走向了英
雄主义和乐观主义& 表现
了人类最为旺盛的生命
力% 我深信&只要人类还面
临着苦难和死亡& 他们的
传奇就不会过时%

摘自!光明日报"

我原以为&

会比他们先走
到村子%

那时天没
有全黑& 头顶的云还是红
的% 我们一群人&朝西边日
落处走% 一件什么事让我
们走到这么晚& 我记不清
了% 正好走到一个沙沟沿
上&路分成了两条%

-右边这条路很难
走% !

我听见有人在背后
说% 前面的几个人&已经走
上左边的路% 我一扭身踏
上右边的这条%

难走的路通常是捷
径%我心里想着%后面有脚
步声跟了上来& 我没有回
头& 不知道哪几个人跟我
走上这条路%

穿过一片玉米地后 &

我们发现大渠上的桥断
了% 几根木头斜插进水里&

渠水黑黑地向远处流% 我
们听见另一条路上的说话
声% 夜晚使远处的声音显
得很近% 田野已经变得灰
沉沉% 星星出来了&星星像
一些走远的灯& 让地变得
更加黑沉%

我们被挡住了%

离村子还有一大段
路&要穿过一片碱地&再过
一个沙沟% 能清晰地听见
那条路上的说话声& 听见
村子里的狗叫& 说明他们
进村了% 我们全默默站在
渠边% 过了一会儿&前面的

村子安静下来& 先到家的
那些人已经睡觉了& 或许
不会睡着&全躺在炕上&侧
耳听我们的动静& 听着听
着睡过去% 他们知道我们
走上另一条路& 或许还知
道这条路走不通%

我一直没朝后看 &也
没往左右看% 不知有几个
人站在我身边& 他们都是
谁% 我们全黑黑地站着&没
谁说一句话%

多少年后我回想这个
夜晚& 我的记忆到此中断
了& 不知道那以后我们去
了哪里%

渠水又深又急& 根本
不能趟过去% 天黑得什么
都看不见了% 我们是否摸
着黑退回去& 在沙沟沿下
找到分岔的另一条路% 是
否顺着渠沿& 一直向下游
走& 找到他们刚刚走过的
那座桥% 有没有人在那个
夜晚&走出村子找我们% 我
们中间谁的父亲& 半夜发
现儿子没回家&提着马灯&

或举着火把& 从那片荒野
上呼喊着找过来% 那以后
的事我全记不清& 像一个
梦做到那时醒了% 我回想
一同往回走的那些人 &好
像全是同村的& 又好像一
个都不认识% 再回想水渠
那边& 响起人声狗吠的村

子&我的家并不在那里%

我回忆那个晚上我的
模样% 我好像站在对面&清
楚地看见那个夜晚渠边的
我 & 大概十几岁的样子 %

+我真的长到十几岁&我的
生命不是在五岁时停住了
吗) ,我看不清我的衣服&

或许皱巴巴的&很旧% 看不
清融在夜色中的头发%

但我清楚地看见那就
是我&瘦削的脸庞&一双眼
睛黑亮黑亮的望着什么都
望不见的远处%

我问过我母亲& 在我
十几岁的时候& 有没有一
个夜晚我没回来% 有没有
这样一件事& 村里出去好
多孩子&一些回来了&一些
被一渠水挡住%

那个晚上一过& 村里
少了许多人& 好多母亲没
有了孩子&过去多少年后&

这种缺少愈显得大% 村庄
越来越空荡& 那时走失一
个人& 多少年后就少一个
家&子子孙孙少下去&这种
缺失在时间中无限扩大 %

迟早有一天& 会有人走入
那片荒芜的时间% 几乎没
有谁能穿过它%

有时我又觉得& 我的
家就在渠对面那个村子 %

我常常在黑夜回去& 走进
一间没灯的房子% 我好像

从来没有在那间
房子里醒来过 &

只是一次次地回
去&睡着%接下来

的记忆全是黑夜% 我不知
道以后的早晨是什么样
子% 和我睡在一起的那一
村庄人& 最后谁听到了鸡
叫& 醒过来% 又开始春播
了%土地冒着热气%或许我
跟人们一起醒来& 日复一
日地生活&我长大&娶妻荫
子&只是我不知道% 我早已
忘记模样的女人& 在哪个
村庄里抚养着我的一群儿
女% 他们等我回去%

可是& 连我都不知道
我在哪里% 我也在等自己
回来% 除了那座桥断了&那
以后的生活又发生了什
么)

那个晚上& 我好像就
睡在村里&哪都没去% 我只
是看见我从远处回来 &被
一渠水挡住%

我安安静静& 没有喊
一声&也没起身&提一盏灯
走出去% 我的记忆在那一
刻中断了% 以后我去了哪
里&回到哪个村庄&我记不
清了% 我老了以后&时常靠
在墙根&晒着太阳&想不清
曾经的哪一种生活& 使我
变成现在的样子% 我的腿
是在梦中跑老的还是现实
的一件小事把腿跑坏了 %

也许我真正的生活我从来
没有看见过%

摘自!虚土"

圣诞节前夕&街上熙熙
攘攘的人群稀疏了许多 &

-感谢上帝& 今天的生意真
不错. !忙碌了一天的史密
斯夫妇送走了最后一位来
鞋店里购物的顾客后由衷
地感叹道 % 透过通明的灯
火&可以清晰地看到夫妻二
人眉宇间那锁不住的激动
与喜悦%

史密斯先生走向门口&

准备去搬早晨卸下的门板%

他突然在一个盛放着各式
鞋子的玻璃橱前停了下
来(((透过玻璃&他发现了
一双孩子的眼睛%

史密斯先生急忙走过
去看个仔细#这是一个捡煤
屑的穷小子&约摸八九岁光
景& 衣衫褴褛且很单薄&冻
得通红的脚上穿着一双极
不合适的大鞋子&满是煤灰
的鞋子上早已-千疮百孔!%

他看到史密斯先生走近了
自己&目光便从橱子里做工
精美的鞋子上移开&盯着这
位鞋店老板&眼睛里饱含着
一种莫名的希冀%

史密斯先生俯下身来
和蔼地搭讪道#-圣诞快乐&

我亲爱的孩子&请问我能帮
你什么忙吗) !

男孩并不做声&眼睛又
开始转向橱子里擦拭锃亮
的鞋子&好半天才应道#-我
在乞求上帝赐给我一双合
适的鞋子&先生&您能帮我

把这个愿望转告给他吗)我
会感谢您的. !

正在收拾东西的史密
斯夫人这时也走了过来&她
先是把这个孩子上下打量
了一番&然后把丈夫拉到一
边说#-这孩子蛮可怜的&还
是答应他的要求吧) !史密
斯先生却摇了摇头&不以为
然地说#-不&他需要的不是
一双鞋子&亲爱的&请你把
橱子里最好的棉袜拿来一
双& 然后再端来一盆温水&

好吗) !史密斯夫人满脸疑
惑地走开了%

史密斯先生很快回到
孩子身边&告诉男孩说#-恭
喜你&孩子&我已经把你的
想法告诉了上帝&马上就会
有答案了% !孩子的脸上这
时开始漾起兴奋的笑窝%

水端来了&史密斯先生
搬了张小凳子示意孩子坐
下&然后脱去男孩脚上那双
布满尘垢的鞋子&他把男孩
冻得发紫的双脚放进温水
里&揉搓着&并语重心长地
说#-孩子呀& 真对不起&你
要一双鞋子的要求&上帝没
有答应你&他讲&不能给你
一双鞋子&而应当给你一双
袜子% !男孩脸上的笑容突
然僵住了&失望的眼神充满
不解%

史密斯先生急忙补充
说#-别急&孩子&你听我把
话说明白&我们每个人都会

对心中的上帝有所乞求&但
是&他不可能给予我们现成
的好事&就像在我们生命的
果园里&每个人都追求果实
累累&但是上帝只能给我们
一粒种子&只有把这粒种子
播进土壤里& 精心去呵护&

它才能开出美丽的花朵&到
了秋天才能收获丰硕的果
实0也就像每个人都追求宝
藏&但是上帝只能给我们一
把铁锹或一张藏宝图&要想
获得真正的宝藏还需要我
们亲自去挖掘%关键是自己
要坚信自己能办到 & 自信
了&前途才会一片光明啊.

我在小时候也曾乞求
上帝赐予我一家鞋店&可上
帝只给了我一套做鞋的工
具&但我始终相信拿着这套
工具并好好利用它&就能获
得一切%

1'

多年过去了&我
做过擦鞋童*学徒*修鞋匠*

皮鞋设计师44现在&我不
仅拥有了这条大街上最豪
华的鞋店&而且拥有了一个
美丽的妻子和幸福的家庭%

孩子&你也是一样&只要你
拿着这双袜子去寻找你梦
想的鞋子&义无反顾&永不
放弃&那么&肯定有一天&你
也会成功的% 另外&上帝还
让我特别叮嘱你#他给你的
东西比任何人都丰厚&只要
你不怕失败&不怕付出. !

脚洗好了&男孩若有所
悟地从史密斯夫妇手中接

过-上帝!赐予他的袜子&像
是接住了一份使命&迈出了
店门% 他向前走了几步&又
回头望了望这家鞋店&史密
斯夫妇正向他挥手#-记住
上帝的话&孩子. 你会成功
的&我们等着你的好消息. !

男孩一边点着头&一边迈着
轻快的步子消失在夜的深
处%

一晃
('

多年过去了 &

又是一个圣诞节&年逾古稀
的史密斯夫妇早晨一开门&

就收到了一封陌生人的来
信&信中写道#

尊敬的先生和夫人)

您还记得
('

多年前那

个圣诞节前夜!那个捡煤屑

的小伙子吗*他当时乞求上

帝赐予他一双鞋子!但是上

帝没有给他鞋子!而是别有

用心地送了他一番比黄金

还贵重的话和一双袜子$正

是这样一双袜子激活了他

生命的自信与不屈(这样的

帮助比任何同情的施舍都

重要!给人一双袜子 !让他

自己去寻找梦想的鞋子!这

是你们的伟大智慧$

衷心地感谢你们!善良

而智慧的先生和夫人!他拿

着你们给的袜子已经找到

了对他而言最宝贵的鞋

子'''他当上了美国的第

一位共和党总统$

我就是那个穷小子$

信末的署名是#亚伯拉
罕5林肯.

摘自!好故事$金道理"

你要一双鞋子%给你一双袜子

脚 印 张 峰

南山问路 张克奇

没有谁穿过那片荒芜的时间
刘亮程

钱币上的苍蝇 王书春

莫问帝王家务事

恨死了解缙的二皇子朱高煦自然不放过这个机会%在父亲面前告了一本& 皇

帝本来就在找合适的借口%来结果这个对自己家务事了解得太多的才子%便让锦

衣卫将解缙抓到狱中%严刑拷打%最后埋在雪堆里冻死&

将帅'战创(知多少

俾斯麦的敬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