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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节与消寒图
连德林

冬至，为农历二十四节

气之一，一般在农历的十一

月中旬，公历在 １２月 ２０日
至２３日之间。冬至，在南方
还是个隆重的节日，有冬至

大如年之说。

冬至吃饺子，是国人的

一大习俗。相传医圣张仲景

为治好百姓们被天冷冻烂的

耳朵及其他冻伤，他把羊肉、

辣椒和祛寒的药物混合在一

起，放进锅内熬到一定火候，

捞出切碎，用面皮包成耳朵

样子，名为“娇耳”，再下锅煮

熟，分给冻伤者吃，这药叫

“祛寒娇耳汤”。每到冬至之

日，人们模仿着做“娇娇耳”

吃。形成一种食品后，为区别

于“娇耳汤”的药名，就改叫

为“饺耳”、“饺子”，中原地区

俗称为“扁食”。天长日久，形

成习俗，每到冬至，家家都吃

饺子。

冬至，人们又习惯称其

为“交九”，从一九开始，直到

九九八十一天过完，才能迎

来春暖花开的季节。人们期

待着严寒的冷天早些过完，

也就有了数九习俗的产生。

“歌九”，在民间流传着

许多“九九歌”，因地域的不

同，歌词也有差异，在中原地

区传唱的是：“一九二九不出

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河

开，六九雁来；七九八九河边

看柳；九九杨落地，十九杏花

开。”这种朴实的气候歌，为

农业生产和生活曾作出过贡

献。“涂九”，古人多用素色画

一枝梅花，共八十一瓣，挂在

室内，从交九开始，每天用红

色染一花瓣。花瓣染完，九九

也尽，便迎来了明媚的春日。

此图也叫“九九消寒图”。“圈

九”，此方是在一张纸上做圆

圈九行，每行九个圈，共八十

一个。每天依次在圆圈内记

下当天的气候，晴天把下半

圈涂色；阴天上半圈涂色；刮

风涂圈左，下雨涂圈右，下雪

在中间画个小圈。此图不仅

可以看到气候的变化，据说

还可以预测来年农作物的丰

歉。“联九”法是以书写对联

的形式来进行。如“柔柳轻盈

香茗贺春临，幽柏玲珑浓荫

送秋残”，上下联都是九个

字，每字又都是九画。从入九

第一天开始，由两人分别写

上下联，每天写一笔，各写完

八十一画，九尽而联成。写完

后挂起来，也能给人们带来

春风送暖的喜悦心情。

读书的功效
程勉学

鄙人不才，一不会打牌下

棋，二不爱养狗喂猫，退休后，

为打发空寂难挨的时光，我选

择了读书。

读书的滋味真甜。晨咏唐诗

二三首，夜读经典四五章，循序

渐进，绵绵不断，诡谲雅丽，美不

胜收。掩卷遐思，浮想联翩，晃晃

乎，羽化升天，冥冥乎，胜似神

仙。

读书的氛围祥和温馨，读书

的心境轻松愉悦。尤其对经典名

著的潜心研读朗诵，一朝进入佳

境，灵感突至，欢喜若狂，使我忘

掉了窗外的风雨，忘掉了人间的

是非，忘掉了生活中那些总也化

不开的窝心人闹心事，唯有快乐

和幸福拂煦心田。

读书要心、口、眼并用，用

最舒适自然的方式和音调大声

读给自己听。读给自己听，内心

和谐平衡，无求自安，自得其

乐，故有古人云：修身不如养

心，养心不如读书；读给自己

听，声转如内，声波不断地刺激

大脑皮质，震荡全身气血，调和

体内阴阳，平衡大脑皮质抑制

与兴奋的过程，这对开发人的

智力，防病治病，都是大有裨

益；读给自己听，用经典中所含

的德华能量涵养心性，与圣人相

谋，与自然和谐，天人合一，固本

培元，济物济世，定在其中，慧在

其中，至诚而熟习无间，从而陶

冶了情操，升华了人生。

读书的腔调或长或短，声音

或高或低，作态或摇头晃脑，神采

飞扬，或气定神闲，口齿升津。读

圣哲之言，体圣哲之心，发圣哲之

语，遨游于经典之中，悠然于圣哲

之间，读书之乐，此复何急！

医学研究发现，人在读书

时，７０％以上的神经细胞参与大
脑活动，相当于大脑的“健身体

操”，有效地增加了大脑的血流量

和含氧量，这种怡神养性的独特

作用，是其他的东西所无法代替

的。

古老的读书活动，竟有如

此神奇的功效，难怪一股读书

健身的热潮正在世界各地风起

云涌，不少国家都建有专门的

读书医疗室，“对症下书”，根据

不同病症，选用不同的文章进

行阅读治疗。有关专家认为，现

代市场经济的快节奏，催生出

许多现代精神“文明病”，所以，

读书养生也就成了越来越重

要、越来越普及的“保健良方”

之一。

不到一星期，纪连海接到一个电

话，一听，愣住了。

“你被北师大二附中录取了！”

纪连海向我描述这段有趣的往

事，解释他被录取的原因：可能因为

我是男的，北师大二附中历史教研室

原有的教师都是女的，他们需要一个

壮劳力来干点儿活，比如说，换饮水

机上的水桶。

我问：你是教研室主任吗？他说，

是。可能怕我问出“你就因为能扛水

桶就派你做主任吗？”纪连海赶紧解

释说：其他人都是女教师，就我一个

男的，主任就成了我的了。

纪连海颇有几分幽默。他能够从

一个边远的地方中学进入名牌高中，

而且做上教研室主任，在他嘴里，居

然和扛水桶联系到一起了。

一张废报纸上的广告，导致纪连

海从边远地区普通中学向北京市重

点高中“转型”。他来到北师大二附中

不久，学校集资建房，纪连海在北京

城有根了。

这是个 “运气来了山都挡不住”

的传奇。

上讲坛和捡小狗

纪连海能被百家

讲坛邀请，来自制片

人万卫一个念头：有

过中学老师经历的老

师，比如阎崇年、易中

天、刘心武都受欢迎，

为什么不可以直接请

一位正在中学教书的

老师试一试呢？

阎崇年的幼子曾

在北师大二附中上

学，是北京市文科高

考状元，他跟阎崇年

说：我们的历史老师

纪老师讲课可生动啦牎知道百家讲坛
有寻找中学教师试讲的打算时，阎崇

年推荐了纪连海，阎崇年其实没见过

纪连海。于是，百家讲坛的编导马琳

打电话邀请纪连海试讲。

万卫的念头→→阎崇年的推
荐→→马琳的电话，纪连海进入百家
讲坛的过程清清楚楚。而在纪连海嘴

里却完全是另一种解释：他之所以能

接到百家讲坛邀请，因为他捡了条小

狗。

“马老师，您相信不相信？捡到小

狗小猫，绝对会时来运转？”纪连海对

我说，“我正月十六捡到小狗，不到一

个月，百家讲坛就邀请我试讲。您说，

我上百家讲坛不就是跟我捡到小狗

特有关系吗？”

听了这话，我肚子都要笑破了！

作为纪连海电脑界面的小狗 “纪小

虎”，是条白色爱斯基摩玩具犬，相当

名贵，却偏偏是捡来的。“纪小虎”被

捡到时，正是春节期间，鞭炮响成一

片，簌簌发抖的“纪小虎”胸前结了一

大片冰，显然刚洗过澡，受到鞭炮惊

吓，迷路了。纪小虎很漂亮，可以说仅

次于易中天的易阳阳，“百度贴吧”有

“纪小虎吧”，可以和 “易阳阳吧”联

结。

现在这个世道可真有意思，两个

小畜生都有自己的“吧”。

纪连海自豪地告诉我：“我们‘纪

小虎吧’，比‘易阳阳吧’早。”

“你们纪小虎是弟弟还是妹

妹？”我问，听到回答，我笑道，“纪小

虎可以和易阳阳做兄弟了。否则倒可

以成就一段姻缘。”

后来易中天听我说这话，立即嗤

之以鼻：“成什么兄弟？易阳阳和纪小

虎肯定见面就掐架牎”
不管纪小虎这小畜生如何漂亮，

我认为第一，它比不了易阳阳，第二，

它不可能是纪连海进入百家讲坛的

理由。

我问纪连海：“你在试讲之前看

过百家讲坛吗？”

“没看过。百家讲坛中午播，我在

学校里，他们重播又太晚了。”纪连海

说。

“你知道百家讲

坛是做什么的？”我又

问。

“不知道。”纪连

海回答。

“没听说过？”我

追根究底地问。

“没有。”纪连海

斩钉截铁地回答。

我摇头不已。纪

连海根本不知道百家

讲坛为何物？居然大

模大样进了百 家 讲

坛？是这小厮在瞎吹？

还是世界上就是有这

种瞎猫碰上死老鼠的事？

我又问纪连海：“假如你知道上

讲坛的有杨振宁、霍金、蒙代尔，你还

能毫不犹豫接受邀请吗？”

纪连海一脸天真地反问：“杨振

宁、霍金也上过百家讲坛？”

我啼笑皆非。

马琳通知纪连海来试讲时，还告

诉纪连海：你得看看百家讲坛，知道

是怎么回事，看看别人是怎么讲，你

才能来试讲。现在正在播出刘心武讲

《红楼梦》里的秦可卿。你参考一下

吧。

纪连海说，他打开电视看刘心武

讲《红楼梦》，结果看到题目是“帐殿

夜警”。作为历史课教师，纪连海知道

“帐殿夜警”是怎么回事，讲秦可卿为

什么讲“帐殿夜警”呢？是不是刘心武

推测秦可卿是废太子的女儿？这，就

是他设置的悬念么？悬念就是这样设

置吗？纪连海觉得自己已

经弄明白，就关掉电视，总

共看了五分钟。

一天中午午休时间，贾正良把柳

玎叫到了他的办公室。办公室的门没

锁，贾正良正穿着睡衣靠在休息间的

床头。柳玎一进去，就被一阵刺鼻的

香水味包围了。熟悉贾正良的人都知

道，他最喜欢香水，世界上的各种名

牌香水几乎都被他收集到手了。不少

向他献媚的人都成了香水专家，一些

知名品牌一推出新品，马上就会被他

们在第一时间买到手，及时呈送贾书

记。柳玎有鼻炎，只适应原汁原味的

空气，一闻香水就头疼。

见柳玎迟迟不进屋，贾正良对着

柳玎喊：把门锁上吧！听到门锁啪地

锁上了，贾正良又说：进来坐吧！

柳玎没有坐在贾正良的床上，而

是拉了把椅子坐在对面。

贾正良一边抽烟一边说：响鼓还

要重槌敲啊，我的小玎玎啊，你根本

不明白老大哥的苦心哟！

柳玎说：没有啊。

贾正良说：你自己比谁都清楚，

你的今天是多么的得之不易啊，可是

你怎么就不知道珍惜呢！

柳玎说：说实话，

贾书记，我从来就没奢

望我能提职，要不是命

运安排，我真的只想做

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

对得起良心就足够了。

贾正良从床上下

来，搂住了柳玎的肩

膀：嘿嘿嘿，姑娘，除了

我，这话可不能随便对

其他人说啊，你想想，

别人听你这么说会怎

么想———什么叫命运

安排？分明是得便宜卖

乖嘛！只有我，对你是

真心爱护真心扶植，我的惜才爱才是

闻名“假耳”的！

柳玎说：书记，是闻名遐迩，不是

闻名假耳。

贾正良哈下腰，用嘴唇对着柳玎

的脸蛋蹭了蹭：好，纠正得好！我啊，

就欣赏你的这股子实事求是的劲头！

把这股子劲头用到工作上，我们一定

会前途无量！贾正良又突然低下声

来：不过，凡事总较真就不可爱喽，是

不是？

贾正良要解柳玎的纽扣，被柳玎

一把推开了。柳玎站起身，说：贾书

记，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我已经是奔

四十去的老女人了，估计这辈子不会

再有什么进步了，请您谅解吧！

柳玎走出了贾正良的办公室。她

的高跟鞋飞快地敲击着大理石地面，

留下一串动听的回响。她对自己的表

现很满意，唯一遗憾的是她的身上无

可救药地沾上了贾正良的香水味，她

一进自己的办公室就把外衣脱下来

按在了洗脸盆里。

可是，晚上回到家里，裤子上的

香水味还是没完全散去。嗅觉灵敏的

陈全一下子不乐意了：你这是出入了

什么场合啊？柳玎没听懂陈全的话。

陈全说：正经地方哪会有这种味道？！

柳玎对着自己身上力所能及之处闻

了闻，终于明白了陈全的意思。

陈全心眼小，对柳玎的人际往来

格外留意，原来柳玎当中学教师终日

和学生打交道，陈全很难挑出理来，

自从柳玎考上了公务员，他的警惕性

一下子更高了。

柳玎的属下是一个小伙子，人很

勤快，没有女朋友，叫卢东，卢东是陈

全重点防范的对象。只要卢东来电

话，陈全就要找个碴儿待在柳玎身

边。后来，电话一响，柳玎干脆就喊来

陈全：你的情敌来电话了，快过来偷

听吧！赶上陈全心情好，就不好意思

地咧开嘴笑笑；心情不好，就真的闷

闷地坐在旁边听柳玎和卢东说话。

柳玎跟香茗告状，香茗说：你别

不知足啊，这说明全子爱你，我倒希

望赵大庆整天看着我呢，可是，他哪

有工夫答理我啊。

陈全对柳玎身上

的香水味耿耿于怀，柳

玎一开始不予理会，后

来看陈全的脸一直拉

长着，就怒不可遏了。

柳玎说：用不用去公安

局啊？陈全嘟囔：去公

安局干什么？柳玎说：

找法医鉴定啊！陈全

说：不用法医，你告诉

我实话就行了。柳玎气

得使劲推陈全：我告诉

你实话？你怎么不告诉

我实话！陈全说：我表

里如一，谈不上实话假

话！柳玎急了：你表里如一？哼，除非

表里如一的人都绝迹了！柳玎看着卧

室里的那张床，悲从中来：陈全，我告

诉你，要不是为了这个家，要不是为

了两个宝宝，我———

陈全不吱声了。

陈全不吱声，并不是为那五秒钟

而理亏。他不过是又一次被这一年来

越来越凶猛的自卑感袭击了。

他不是自傲的人，但也绝不至于

自卑。他曾经是百万富翁，他的客户

名单也曾是厚厚的一摞，可是……

陈全大学毕业被分配在市农科

院做玉米种子研究，研究了五年之

后才发现，他的成果都被领导们变

成经济效益充实了自己的腰包。陈

全辞了职，一年之后，自己的种子

公司就有模有样了。然而，他手下

几个利欲熏心的业务员背着他以公

司的名义倒卖了百吨伪劣种子，使

近千户农民蒙受了损失。为了息事

宁人，陈全不仅用全部家

当做了赔偿，还欠了一屁

股外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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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清霜
王吴军

半夜或是凌晨时分，悄然飘落起

了漫天的霜花，远远近近就是一片清

艳晶莹的洁白了。浓霜落下时，人们或

许还在沉酣而温暖的甜梦中，人们起

来的时候，往往会赶上薄霜飘落。霜不

像雨，雨落下时有着潇潇的声音，霜却

没有潇潇之音，它的降临犹如柔软轻

盈的雪，是寂静无声的，但是，霜却没

有雪花柔曼袅娜的舞姿，它仿佛是一

场突如其来的爱情一样，就那么说来

就来了，直爽、简洁，有时候让人措手

不及。记得少年时的初冬的清晨，从热

被窝里爬起来，背起书包去上学，由于

起得早，一打开门，正赶上霜花飘落，

那如同薄雾一样的白色的精灵在小村

的上空悠然地弥漫着，放眼望去，院子

里的柴草垛上已经洒满一片洁白了。

跑出村子，看到一片又一片长着青青

麦苗的土地被薄薄的白色霜花覆盖

着，似乎是穿着绿裙子的姑娘又盖上

了一条白色的纱衣，分外好看。抬头望

望东方的天际，天和地似乎更加靠近

了，回头看看身边的小伙伴，他们的身

上竟然也落满了白色的霜花，头发和

眉毛上都沾染着一层晶莹的白色，像

是童话里的小精灵。细看那霜花，一朵

朵、一簇簇，平静而恬淡，甚而有些冷

艳了。霜花寂静地凝结、绽开，细小却

清雅恬静，别有一番风致，真正是大自

然的杰作。大自然毫不吝啬，让村子的

每一处、每一角都盛开了一片。霜花用

冷静的美丽展示着另一种执著。

去年的初冬时节，我在故乡小住。

一个寒冷的清晨，我早早起来散步，竟

然正巧又赶上了下霜。走在小村的街

上，四周还是一片静谧，霜花悄然落在

了我的身上，而且落进了我的眼睛里，

有些清凉，也使我的目光变得有些蒙

，那一刻，故乡的小村庄在我的眼里

顿时变得似乎有些陌生了。这时，临街

的木门接二连三地打开了，几张阳光

一般灿烂的小脸出现在我面前。那是

早早起床去上学的孩子们，他们背着

书包，和少年时代的我一样，在寒冷的

空气里脚步轻盈，迎着飘落的霜花向

学校奔去。书包随着他们的奔走而轻

轻拍打着他们的腰身，他们互相说笑

着，使沉静的村庄一下子生动了起来。

孩子们走出了家门，那一扇又一扇的

木门又接二连三地关上了，他们是生

怕自己家的鸡、狗、猪或者羊跟着跑出

来，所以关院门是很及时的。我微笑着

凝视孩子们的身影，发现他们一点也

不怕冷，还纷纷伸出手去摸土墙上落

下的霜花。孩子们走得很快，我看到他

们一会儿就走上了村外的那条土路，

路上的霜花被他们的脚步踩得似乎溅

落到一旁去了。

我也踩着落满霜花的土路，跟着

孩子们来到了坐落在临村的小学校

前。学校大门上的油漆似乎是几年前

刷上去的，有很多地方已经脱落了，显

得有些斑驳，油漆脱落的地方可以看

到有粉笔和毛笔留下的字迹。我站在

学校大门前，从门缝里静静地望着校

园，里面传来了琅琅的读书声，那是一

种饱含着无限的蓬勃朝气的声音，让

人的心灵无比振奋。我想起了曾经和

我一起在这里念书的那些人，现在许

多人的肩头已经落满岁月的霜花了，

一个个风尘仆仆，在红尘中奔忙着，从

茁壮蓬勃的少年变成了稳重少言的成

年人。也许，白天和黑夜的时光交替都

无法丈量我们曾经拥有过又曾经失去

过的时间，只有我们的脚是丈量时间

的最好的器物。每个人的脚都忠实地

负载着生命从时间的此岸到达时间的

彼岸，不论是幸福还是不幸，也不论是

充实还是空虚，脚步从来不会停止，时

间也从来不会为每个人而停留。就如

季节来到初冬时节，霜花总是会如约

而至的。霜降之后，没有人

能够阻挡住立冬的到来。

校园里的铃声穿过陈旧的

大门，在第一缕冲破云层

的阳光里悠悠回荡。我在

这熟悉的铃声里回过神

来，才发现有几朵晶莹的

霜花落在了我的头发上，

很快，在一抹灿烂的阳光

里，它又悄然融化，去它该

去的地方了。这时，一个身

穿红毛衣的女孩从我的面

前跑过，她推开厚厚的木

门跑进了学校，在那一瞬

间，我看到一盒彩笔从书

包里跳了出来，掉在了霜

花依稀的地上。她弯腰捡

起来，怜惜地轻拍了一下，

然后轻盈地跑进了一间教

室。

转身慢慢走回去，小学校里依然

在上课，读书的声音非常清脆。在微微

的晨风里，这些或大或小的声音远远

近近地飘荡着，而这些孩子的父母们

在沉静的小村里一天又一天地过着他

们平淡的柴米油盐的生活，美丽缤纷

的梦想似乎和他们离得很远，他们或

许从来也不去想究竟什么是梦想，什

么是爱情，什么是幸福。他们要的只是

实在而世俗的日子。我想着勤奋读书

的那些孩子们，心中不禁涌起了一种

难以言说的欣喜，那种欣喜似乎伴随

着晶莹的霜花悄然飘飞着。霜花在飞

过一道道院墙时会闪耀出一种悦目明

朗的光彩，那应该是一种由衷的喜悦

和幸福。

天地之间被柔软的霜花给沾染得

柔软了起来，心中有一股渴望的清泉

在汩汩流淌，悄然地湿润了我的目光。

荥阳塔山三宝
朱永忠 卢玉根

塔山位于荥阳城区南 １８公里
处，原名大周山。据清乾隆十一年

（公元 １７４７年）《荥阳县志》记载，
塔山上宋建有圣寿寺、曹皇后砖

塔。据荥阳人士李世珍、郭广森讲

述：宋仁宗时，大周山脚下有一个

村庄叫曹家湾，村里出了一位貌似

天仙的才女。她 １５岁时恰逢仁宗
选妃，荥阳知县用软车将她送到京

师献给仁宗，俩人一见钟情，破例

封她为贵妃。景元年（１０３４年）
被册封为正宫娘娘，史称曹皇后。

曹皇后虽然一步登天，穿的是

绫罗绸缎，吃的是山珍海味，一呼

百应，富贵之极，但仍免不了思亲

之苦。仁宗见她整日愁容满面，细

问才知原委，即命人将她父母接来

省亲。父（母）女相见，悲喜交加，不

禁抱头痛哭，但皇家规矩甚严，父

母不能常住宫中。父母双亲走后，

曹皇后思乡更甚，日渐消瘦。仁宗

为博皇后欢喜，命工部在皇宫高处

建一望乡楼，又命荥阳曹家湾建一

千尺玲珑塔，每当皇后思亲时登楼

望乡，以解思乡之苦。

工部尚书接旨后，命左侍郎督

工建造。左待郎来到曹家湾，一瞧

发了愁。造塔千尺，谈何容易，为

此，连续换了几个左侍郎都未建

成。皇后忧愁未解，仁宗大怒，又降

旨限期一年，再建不成千尺塔，尚

书、侍郎一律充军。尚书接旨后急

得亲临现场，

召集匠人和

监工商讨施

工方案，严令

道：十个月内

建不成千尺

塔，一律处

死，家属充军。

眼看大劫难逃，施工匠个个愁

眉苦脸。此时，来了位慈祥银髯的

老石匠。他察看了一下地形，对尚

书说，如果把塔建到大周山上，从

山脚到塔顶不就有千尺了吗牎尚书
恍然大悟，请老石匠为总管，即日

上山动工。老石匠命人买来千只山

羊负砖石上山，既省工又解决了山

路崎岖之苦。不到十个月，一座高

四丈五尺、六边七层砖塔竣工。

砖塔建成，万众欢腾，但不见

了石匠。人们说这是上天派鲁班祖

师爷来解人劫难，众人齐跪拜谢上

苍。这时，天降三宝，落在了塔的周

围，一曰风雷石，形如石碑，晃动时

风声呼呼，电闪雷鸣，如万马奔腾；

二曰显字碑，是一块长方形石板，

石板面如镜，用手轻擦，既显上古

蝌蚪文，人不解识，故曰天书；三曰

膏字砚，大如桌面，形如砚凹，用笔

在凹内一膏，有浓墨流入砚外。仁

宗见天将三瑞大喜，下旨凡修塔人

员终身免役，曹家湾百姓三年不纳

粮，工部尚书和荥阳知县官升一

级。后三宝被盗，“文革”时期，砖塔

不存。但人们仍叫它塔山。

《遗留韵事牶施蛰存游踪》
孙永强

２００３年，施蛰存先生驾鹤西
游，结束了跨越文坛百年的生命

之旅。老人渐行渐远，后学对其的

追思却从未停止。沪上学者沈建

中先生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编辑出

版施氏书籍，这本别致典雅的著

作，是以风流文字记录施先生生

命转合间的超然风景。

本书分“武林梦回”、“姑苏遗

韵”、“华亭逸志”、“漂泊滇南”、

“闵中征尘”、“旅途摭什”六辑，记

录了施氏在杭州、苏州、松江、云

南、福建、南京、西安、北京、香港

等地的踪迹。作者所言之事、所叙

之人，都有严密的

考证。在书中，沈建

中多取感同身受之

姿态，体现出两颗

文心的契合与隔代

的呼应。

施先生生前说，他的一生为

自己的精神生活开了文艺创作、

古典文学研究、翻译外国文学、金

石碑版研究等四扇窗，然而学界

的研究多集中于其文学创作，对

其复杂精微的艺术人生及其他几

方面鲜有涉猎。因此，《遗留韵事》

既结合施先生的文学创作印证其

人生风景，又为读者打开了另外

几扇明媚可爱的窗户———结合施

先生的金石碑版研究、古典文学

教学、旧体诗创作等方面，勾勒其

立体丰富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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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骑争歌杨柳春，千场对绣舞麒麟。

到处尽逢欢洽事，相看总是太平人。

（书法）侯玉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