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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觉得我们前年去
欧洲，什么地方最好玩？”
有一天，我问妻。

她歪着头想了想：“都
好玩，但是印象最深的，是
那个古堡。”我没问她是哪
个古堡，因为我猜得到，虽
然看了几十个古堡，她说
的必定是“那一个”。

早忘了是在什么国
家、什么城市，甚至很难记
得古堡的全貌。因为遇到
大塞车，我们到达古堡的
时间已经很晚了。

斜斜的夕阳，把残破
的古堡映成深红色，我们
站在城墙边看下面的小
城，整齐的房舍、尖顶的教
堂、斑驳的秋林，和远远闪
着天光的一弯小河。

只看了一下下，导游
就催我们走。

游览车在山脚的停车
场等，为了赶时间，我们不
得不沿着山边的小径走下
去。

天暗了，小径上落满
黄叶，有些湿滑，相互扶持
着，总算来到山脚。

旅行团的人还没到
齐，我们竖直衣领，站在冷
风里，看河面驶过的汽船，
和后面闪烁的浪花与倒
影。

不知为什么，跑了五
个国家，看了瑞士的雪山，
也游了莱茵河的瀑布，我
们印象最深的，却是这个
已经忘了名字的古堡。

我们甚至很难形容出

那古堡的样子。
只是，那不是隔着车

窗见到的，也不是坐在游
船里浏览的。而是，我们
亲自，一步、一步，走进去，
又走出来的。

那不是客观的欣赏，
而是主观的感受，用我们
的全身投入。

由前年开始为台南玉
井乡的德兰启智中心募
款，可是，直到去年初，才
真正见到“德兰”。

白发的修女和成群智
障的孩子来迎接，带我看
他们的教室、复健中心、手
工艺作品，和迷你小马“阿
宝”。

我 跟 着 院 里 的“ 阿
嬷”，学习怎么教孩子爬，
发现一般幼儿天生就有的
爬行动作，对那些脑性麻
痹的孩子，竟是如此困难。

我也试着扶一个孩子
坐起来，才知道他僵直的
身体，难以弯曲，他一生都
不曾真正地坐过。

我把一个十岁的孩子
抱起来，惊讶地发现，她竟
然不及我五岁的女儿重。

当我走出德兰启智中
心的大门，发觉自己跟几
个小时之前有了许多不
同。我看到一群远比我

“更投入”的修女和老师。
当我在外面演讲募款时，

她们正一勺勺地喂孩子，
一步步地教孩子。

如果我是站在岸上高
呼救人的，那些修女和老
师，则是跳到水里亲自去
救的。

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
——知道不等于发现，观
望不等于投入，“精神加
盟”不等于“亲自参与”。

那些只是把支票寄出
去的善人，无论他捐多大
金额，都不可能获得那种

“亲身投入”的感动。
不知为什么，明明年

岁愈大，应该愈能疏离，我
却愈来愈对人的接触，有
着强烈的感动。

到学校里演讲，听一
群孩子唱校歌，没听懂几
个字，却激动得想流泪，觉
得那歌声甜美如圣诗。

那是最美的，人的声
音。

看玛莎葛兰姆的学生
舞蹈，没有优美的音乐，没
有华丽的布景，只见一群
人在台上跳跃，但是，听！
那脚步落在舞台上的声
音，多有弹性，多么实在！

如同玛莎葛兰姆所说
——当文学与绘画，都透
过身体以外的作品来表现
的时候，舞蹈者用他们“自
己”去呈现。

那是一个个人，带着

他们一生的经验，生与死、
爱与恨，真真实实地摊在
你的面前。

人 ，多 么 可 爱 的 动
物！生命，多么美妙的感
动！

直到今天，我才发现，
这可触、可嗅、可看、可听
的“身体”，才是天地间最
真实的。

总记得一个火警新闻
的画面——

一位救火员，才抱着
救出的孩子跳上云梯，就
低头为孩子作“口对口”的
人工呼吸。

孩子奇迹般复活了。
救火队员接受访问，只说
了一句话：“当我的呼吸成
为他的呼吸，那是世界上
最真实、最快乐的事！”

今天的我，不再喜欢
只是隔着窗子看风景，也
不再认为慈善捐款的数字
能代表一切。我只是常想
起，那天傍晚，在古堡小径
上，每一步踏下去，都听到
的秋叶的叹息和生命的触
感。

还有那十岁的孩子，
如果我不曾把他抱起，我
怎么也不会了解，什么是：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
轻！

摘自《下一站，成功》

刘 墉

当我们亲身投入

书上给中国古代“四大
美女”的排位次序是：西施、
王昭君、貂蝉、杨玉环。这
既符合她们所生活的年代
先后，还把“沉鱼、落雁、闭
月、羞花”这八个字与每个
人对上了。

但若论她们四位谁最
漂亮，分打得最高，一般还
是公推西施。据说西施漂
亮到在河边浣纱，就是洗什
么时，河里的鱼被她的美貌
所吸引，都忘了游动，以至
沉 到 水 底（准 是 一 群 色
鱼）。当然其他三位也不得
了：王昭君北上和亲，汉元
帝一见真人这么漂亮，可气
坏了，回去就把画师毛延寿
杀了，只因他提供的“玉照”
（画像）既失真又添堵；貂蝉
就更不用说了，让吕布与董
卓反目，一副娇容挽救了汉
朝；杨贵妃令三千粉黛无颜
色，没事就洗澡，把个唐玄
宗弄得神魂颠倒，人都死在
马嵬坡了，日后又演绎了多
少绝唱。说来各有千秋，然
西施的名气终归还是比其
他三人大，以至连鲁迅小说
里都用“豆腐西施”，来形容
平民对美的标准之界定。

其实中国历史上还有
一个女人，叫夏姬，按理说
她才应该是第一美女。夏
姬是春秋时期郑国郑穆公
的女儿，名叫素娥。这素娥

长到十五岁时，就已经美得
无与伦比了。在此之前但
凡有名有姓的美女如骊姬、
息姒、妲己、文姜，已全被她

“拿下”。什么玉骨冰肌、花
容月貌，轻移莲步，恍如飞
燕之舞；兰室静坐，疑是仙
女之居。凡是能用得上的
最好的词，都给她用上也不
算多。假如那时有选世界
小姐的活动，看来桂冠是非
她莫属。

如此这般的美女，可为
何登不上中国古代美人排
行榜呢？莫非自有了四大
发明，往下就只能有“四大
美女”、“四大须生”、“四大
名旦”，就不许有“五大、六
大”，现今不是都搞十大杰
出 人 物 了 吗 ？ 说 来 都 不
是。原因就在于夏姬的本
人“档案”中（素娥后嫁夏御
叔，人称夏姬）有不良的品
行记录。不过，记录中有关
贪污盗窃骗婚行贿利用色
相腐蚀官员承揽工程这类
问题皆无，她的问题主要是
生活作风不好：她先后嫁人
数次（七次），还累死男人若
干（九人），为争她，还弄出
了区域战争。既然有这等
历史问题，那你夏姬长得再
好也不行了，你年近四十容
颜还像十六七一样也不能
算美女，评美女你就失去资
格。

本来是评论古代长得
漂亮的美女，但实际上还得
讲政治。西施为救越国献
身吴王，把敌国给毁了；王
昭君为了民族和睦，把自己
给毁了；貂蝉为报答王允，
把董卓、吕布爷俩都毁了；
杨玉环为了唐玄宗能逃命，
把老杨家满门都毁了。这
些都是能摆到大面上的。
于是她们在评美时就不断
得高分，尤其是西施，上升
的若干档次比旁人高得多，
进而荣登榜首。王昭君就
有点冤，其实她在这四人当
中命最苦。进宫三年皇上
没召见，等见面了也该出塞
了。也怪她自己，自恃漂
亮，又讲原则，不肯向毛画
师行贿，结果毛在她的像上
点了丧夫落泪痣（不知在何
部位），让皇上一看就撇到
一边。哎呀，可叹这一江南
美女子哟，秋风阵阵，看着
天上南翔的大雁，自己却朝
北走。她就在马上当当弹
琴，弹得大雁都哗哗掉下来
了，跟她一块儿倒霉。往下
更可怜，她先嫁单于，单于
死了又嫁单于的儿子，还生
了儿女。结果，尽管她所承
担的担子很重，命比苏武还
苦，可由于嫁得有点乱（尽
管从胡人习俗，可理解），在
评美的得分上还是打了折
扣。

貂蝉呢，漂亮是漂亮，
但她身世可疑。貂蝉是《三
国演义》中唯一一个不知姓
什么原籍在哪日后又落到
哪的人。电视剧还挺能琢
磨，最后让她坐一小车上顺
着青草地走远了。尽管她
舍己救了汉朝，但一想曾委
身猪一般的董卓，还是令人
难忍。加上吕布也不是好
鸟，朝三暮四没个准主意。
于是给她块铜牌，评委也算
开恩了。

最不能让人容忍的，则
是杨玉环。她很肥胖不说，
还让比她大十多岁的安禄
山当干儿子。安禄山过生
日，这干娘还给他“洗三”，
用婴儿筐装着，恶心透了。

“安史之乱”，在很大程度上
就是她杨家一门惹的祸，否
则也不能出了马嵬坡军变，
硬逼皇上杀了杨国忠和他
的贵妃。“安史之乱”死了多
少人！连大书法家颜真卿
都死于此乱。如此，比起夏
姬的问题，不知要严重多
少。故让杨玉环并列季军，
夏姬肯定是不服气。但不
服气也得服气，这就是选
美。美不美，靠评委。评委
内部的事，外人谁说得清。

同样的女学生，是糖衣
炮弹还是给英雄配的美女，
就看编剧背后站着的是谁，
比编剧更厉害的又是谁。

摘自《杂文选刊》

夏姬与四大美女

满汉全席，始于
清代中叶，是我国具
有浓郁民族色彩的巨
型筵席，被推崇为中
国筵席的经典之作。既有
宫廷肴馔之特色，又有地
方风味之精华，菜点精美，
礼仪讲究，形成引人注目
的独特风格。

满汉全席原是清朝官
场中举办宴会时满人和汉
人合作的一种全席，相传
康熙皇帝60寿辰时在皇宫
内院首尝满汉全席，并亲
笔写下“满汉全席”四字，
满汉全席的提法正式确
立。后经发展，成为集满
族与汉族菜点之精华而形
成的历史上最著名的中华
大宴，被推崇为中国筵席
的经典之作。它大抵是以
满族人喜爱的猪、牛、羊、
虎、豹、熊、鹿、兔、鲈鱼为
主要原料，而以汉人的烹
饪方法精制而成。宴席
中，上菜的规矩、点心的搭
配等均以汉人的方式进
行。满汉全席在原料选

择、烹调方法、工艺技法、
菜款设计、器皿选用、进馔
程式等方面，上承八珍，下
启名宴，集烹饪之大成。
所制菜肴造型优美，脍炙
人口，使人闻香下马，知味
停车。最早关于满汉全席
的记载见于清李斗所著

《扬州书舫录》，《调鼎集》、
《随园食单》、《扬州竹枝
词》等也多有记载。

康氏家族从第六代
康绍敬发家到十四代康应
魁达到鼎盛都一直秉承着
祖辈“留余”、“勤俭”的经
营和治家理念。在推动家
业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
一定的社会精神财富，这
时家族整体所表现出来的
是一种内部华贵、外部简
朴的生活作风。但是，由
俭到奢易，在祖辈积累的
巨大财富前，康家子孙陷
入了意志沉沦、追名逐利

的泥淖之中，捐钱买官儿追
求名利、贪图安逸、吞云吐
雾……在享乐与侈靡之中
一点点地剥蚀着祖辈积累
下来的巨富之山。特别是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仓皇
逃到西安，第二年，在签订
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之后，从西安返回北京之
时，途经巩县。此时，康家
十七世康鸿猷为了迎驾慈
禧，铺御道，架浮桥，建行
宫，奉上“一桶江山”，捐献
百万银两，耗费了大量家
产。康鸿猷在这一过程就
起用了满汉全席来招待两
宫，为此还专门定制了一套
满汉全席餐具，搜觅了大量
的珍禽异兽，所耗费的人
力、物力、财力不可胜数。

康百万庄园里展出的
这套满汉全席餐具造型奇
特，色彩华贵。盘儿、碗儿、

碟儿形状各异：有六
棱形、八棱形；有方
形、荷叶形；有花瓣
形、莲花形，等等。色

彩不等：包括有红、蓝、绿、
浅黄等多种色系。每一件
器皿上都精心绘制着不同
的图案：有三星拱照的人
物，有翩翩花丛的蝴蝶，有
水中嬉戏的金鱼，有傲视
群鸟的孔雀，形象逼真、栩
栩如生。整套餐具高贵典
雅，极尽奢侈之风。据称，
这套满汉全席餐具只用于
1901年接待落难的慈禧太
后和光绪皇帝。

从各方面来讲这套餐
具还不能和宫廷的餐具相
媲美，但是，满汉全席的概
念意义，远远大于它的实
际内容，它代表着一种身
份地位，足以显示器物主
人生活的富足与豪华，尽
享万物灵长之至尊的气魄
与风度。
摘自《走进康百万庄园》

走进康百万庄园之三

满汉全席器皿 李春晓

雪野茫茫，你知道一棵
小草的梦吗？寒冷孤寂中，
她怀抱一个信念取暖，等到

春归大地时，她就会以两片
绿叶问候春天，而那两片绿
叶，就是曾经在雪地下轻轻
的梦呓。

候鸟南飞，征途迢迢。

她的梦呢？在远方，在视野
里，那是南方湛蓝的大海，
她很累很累，但依然往前奋
飞，因为梦又赐给她另一对

翅膀。
窗前托腮凝思的少女，

你是想做一朵云的诗，还是
做一只蝶的画？

风中奔跑的翩翩少年，

你是想做一只鹰，与天比
高？还是做一条壮阔的长
河，为大地抒怀？

我喜欢做梦。梦让我
看到窗外的阳光，梦让我看

到天边的彩霞；梦给我不变
的召唤与步伐，梦引领我去
追逐一个又一个的目标。

１９５２年，一个叫查

克·贝瑞的美国青年，做了
这么一个梦：超越贝多芬！

并把这个消息告诉柴科夫
斯基。

多年以后，他成功了，

成为摇滚音乐的奠基人之
一。梦赋予他豪迈的宣言，
梦也引领他走向光明的大
道。梦启发了他的初心，他
则用成功证明了梦的真实

与壮美——因为有了梦才
有梦想；有了梦想，才有了
理想；有了理想，才有为理
想而奋斗的人生历程。

没有泪水的人，他的眼
睛是干涸的；没有梦的人，

他的夜晚是黑暗的。
太阳总在有梦的地方

升起；月亮也总在有梦的地

方朦胧。梦是永恒的微笑，
使你的心灵永远充满激情，

使你的双眼永远澄澈明
亮。

世界的万花筒散发着
诱人的清香，未来的天空下

也传来迷人的歌唱。我们
整装待发，用美梦打扮，从
实干开始。等到我们抵达

秋天的果园，轻轻地擦去夏
天留在我们脸上的汗水与

灰尘时，我们就可以听得见
曾经对春天说过的那句话：
美梦成真！

摘自《思维与智慧》

太阳总在有梦的地方升起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
后，美国五角大楼把所有的
军用物资购买计划列为保
密文件，这可急坏了一些投
资家。因为许多投资家都
想预测备战计划对股市的
影响，而想正确地预测备战
计划对股市的影响就必须
知道美国政府对原材料的
需求量，特别是对铝、铜和
钢材的需求量。

美国国家工业联合会
也想知道这些，可是在高度
保密的情况下，知道这些简
直比登天还难。就在美国
国家工业联合会一筹莫展
的时候，一个年轻人自告奋
勇地站出来，说让他试试。
这名年轻人就是格林斯潘，
当时他只有24岁，还没有从
纽约大学毕业，只是为了支
付高昂的学费，才来到这个
投资机构做兼职调查员。
老板实在找不到其他合适

的人，只好抱着试试看的心
理，让他去了。

要知道美国政府对原
材 料 的 需 求 量 ，特 别 是
铝、铜和钢材的需求量，
只 要 翻 看 美 国 有 关 的 文
件就行了，这是一条最便
捷 的 路 径 。 可 这 是 不 可
能的。正因为如此，在美
国 国 家 工 业 联 合 会 偌 大
的 机 构 里 ，虽 然 人 才 济
济，但没有人愿意调查这
一 切 。 怎 么 办 呢 ？ 格 林
斯潘想到了 1949 年，那时
候朝鲜战争还没有爆发，
军 事 会 议 在 开 听 证 会 的
时 候 召 开 ，所 以 没 有 保
密。于是，他花了大量精
力 研 究 一 年 来 的 新 闻 报
道和政府公告，知道 1950
年 和 1949 年 美 国 空 军 的
规 模 和 装 备 基 本 一 致 。
他 从 1949 年 的 记 录 中 知
道 了 每 个 营 有 多 少 架 飞

机、新战斗机的型号、后
备战斗机的数量，然后再
预 计 出 损 耗 量 。 有 了 这
些，就能基本预测出朝鲜
战 争 期 间 每 个 型 号 战 斗
机的需求量。

知道了每个型号战斗
机的需求量，格林斯潘又找
来各种飞机制造厂的技术
报告和工程手册，一头扎了
进去。这对他来说虽然有
一定的难度，但通过一段时
间的研读，他还是弄清了每
个型号的战斗机需要多少
铝、铜和钢材等原材料，然
后再根据每个战斗机的需
求量，轻易地算出了美国政
府对原材料的总需求量。

仔细地算出来后，格林
斯潘写了《空军经济学》等
两篇很长的报告，发表在当
时有很大影响力的《经济记
录》上。由于他计算出的数
字非常接近当时美国政府

保密文件里的数字，因此给
许多投资者带来了丰厚的
回报。

格林斯潘正是凭着这
次成功，引起了许多人的关
注，也为他以后人生的辉煌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7
年格林斯潘任美联储主席，
其后4次获得连任。任期之
长，在美联储历史上极为罕
见。更难能可贵的是，在格
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 18
年多的时间里，美国经济出
现了创纪录的长达 10 年的
持续增长期，中间只发生过
两次温和的衰退。

格林斯潘的这个故事
诠释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很
多时候，看上去最短、最方
便的路，并不一定是一条捷
径，因为走这条路不一定能
成功。相反，一条看上去很
弯的路，虽然可能需要花费
很大的精力，但只有这样的
路，才有可能让我们到达成
功的顶点。捷径有时候就
是一条弯路。

摘自《青春潮》

多年以前，在我们那
条街上，曾经发生过一起
令人唏嘘的车祸，死于车
祸的是一个初为人父的男
子。据说是婴儿的尿布在
那个阴雨天都用完了，头
天洗的尿布都在工厂的锅
炉房烘烤着，母亲让父亲
取那些尿布来救急，那男
子的自行车骑得飞快，结
果被一辆卡车撞了。

事故现场的目击者都

说，他的自行车确实骑得
太快了，他赶路太急。

想起这个不幸的故
事，完全是缘于最近流行
的一句话，“不要太急”。
这是一句好话，是不多见
的具有劝世意义的流行话
语。不知怎么，我又想起
另一个好脾气的朋友，有
一次，他的孩子发高烧，他
的妻子急得手忙脚乱，光
着脚，抱着孩子，就往医院

冲，而那位朋友一如既往
地穿戴整齐，尾随妻儿而
去，事后，他说：“再怎么
急，也不至于光着脚出门
呀。”

我想，人的性情通达
至此，生活便是另一种坦
荡的境界。

急躁不是美德，几乎
是我们共有的思维和行为
方式，每次急躁都有其自
然而然的理由，正如你的

小宝贝没有尿布换了，尿
不湿这种新产品还没有面
世；正如你的孩子高烧
40℃，病因却不详。你有
理由着急，我们总是容易
忘记这个常识：急有什么
用？

我们急了这么多年，
生活中该有的有了，不该
有的还是没有，急出什么
名堂来了？一着急说不定
就像那个不幸的父亲，为
了尿布而葬送了自己的性
命。

摘自《广州日报》

那一年，他去西藏八宿
的一个小乡支教。

初入校门的那一天，孩
子们在学校的操场上排成
两排，向他敬礼。那天白雪
飘飘，那一双双举过头顶的
手没有一双戴着手套，他们
的手套就挂在脖子上。

他留了下来，教他们语
文、数学、自然、生物，教他
们认识山外的山，山外的
城。

孩子们来自不同的村
落，近的就住在乡里，最远
的孩子甚至要翻过一座海
拔 3000 米的雪山。他很熟
悉那个住在最远地方的孩
子，孩子的名字叫也措，黑
黑的小脸，漫着两坨高原
红。据说他是这个学校最
穷的学生，学费一直欠着。
他们家里只有一匹马，使整
个家唯一的生活来源。

也措平日里非常沉默，
但是眼神却很特别，有点怯
怯的忧郁，忧郁中透着惶
恐，惶恐中又露着一丝坚
定。在这个偏僻的小乡里，
他见到的眼神是整齐的，老
人孩子都一样，单一而纯
洁，唯独这个孩子，眼中似
乎有很多的内容。

雪大的时候，全世界只
剩下了白，无法再找到道
路。家远的孩子只能留下
来，住在老师的宿舍里。那
天，他的宿舍也留下了几个
孩子。

那个晚上，孩子们在他
的准许下翻看他的东西，并
抱着他的吉他乱弹。只有
也措，那个忧郁的小也措，
在翻看他的一个小小的音
乐盒，那是他的初恋女友大
一时送他的生日礼物，虽然
毕业前他们已经分手，但他
还是一直保存着这只好看
的音乐盒。他来了之后的
那些日子，总是不停地打开
它，听那首熟悉的《致爱丽
丝》的曲子，听到眼泪模
糊。直到有一天，发条崩坏
了。

此刻的也措正抚摸着
那个音乐盒，眼神，是他熟
悉的淡淡的忧郁。他走过
去，问也措：“你知道它叫什
么吗？”

“不。”也措的话也总是
那么少。

“它叫音乐盒，一翻开
盖就会唱歌。”

“是谁送给你的？”也措
居然问了一个令他措手不
及的问题。

“是妈妈在我生日的时
候送给我的。但是现在坏
了，要不就可以让你听一听
了。”对着孩子，他还是撒了
谎。

也措看了他一眼，就低
着头不说话了。

那夜的雪很大，他能听
到学校后山的树木折断的
声音。等他第二天醒来的
时候，看到门前的花圃被雪
盖住了，操场的树，枝干被
雪压断了许多，远方除了白
还是白。

那一次，也措在他的宿
舍里住了整整三天，可是从
第二天晚上开始，也措便开
始想家了，听到半夜风雪沙
沙的声音就哭了，他不由把
他搂在怀里问：“想妈妈了
是吗？”

“我要见阿妈。”也措一
开口，泪水又掉了一串。

他鼓励孩子：“也措。
老师的妈妈在很远的地方，
老师一年只能见一次妈妈，
老师也很想妈妈，但是老师
都没哭，不哭了好吗？”

也措看着他，停止了哭
泣。

第三天黄昏，也措的母
亲骑着马来到了他的宿舍
门口，接走了也措

那一年的冬天，雪一直
很大，过年的时候，雪已经
封了路，他很想家，却没有
能够回去。

终于到了第二年春天，
雪少了，阳光有了暖意，路
也通了，但是他却没有时间
回家了，因为孩子们已经开

学了。
也措也来了，换了一个

小孩一样，眼神，不再是淡
淡的忧郁，而是似乎有种说
不出的欢乐，看着他，总忍
不住笑。依然不爱说话，总
是偷偷地看他。

然后就到了他的生日，
没有人为他庆祝，他孤单地
为自己点燃了蜡烛。可是
三天后，他却意外地收到了
一个邮包，邮包是从北京寄
来的，拆开来，竟然是一个
音乐盒，比他那一个还要漂
亮。音乐盒里放了一封信，
他看着，心就像春天的雪一
般簌簌融化了……

是北京的一个陌生人
寄来的，那人在信中说，他
在前一个月来了一次八宿，
碰到了一个叫也措的小孩，
小孩牵着家里的马送他进
山，却没有收他一分钱，只
要求他回去之后，在 4 月初
给他的老师寄一个音乐盒
作为生日礼物，因为，老师
的妈妈送给老师的音乐盒
坏了，老师已经很久没有见
妈妈了……

原来，他只需在那里支
教两年的，但是他却整整待
了六年才回来。走的时候，
他把那个珍贵的、曾经穿过
风雪来陪伴他的音乐盒送
给了也措——他已经是个
大孩子了，一个善良勇敢的
大孩子。

摘自《教师博览》

穿过风雪的音乐盒 骆非翔

李鸿章是个不懂外语

的著名外交家。由于他阅
历深、经验丰富，在外事应
酬上，倒也应付自如。不过

他有一个诀窍，就是临时抱
佛脚。在会见某个国家的
使节前，他总是事先找翻译

学几句该国语言，当然是最
常见的见面客套语，如“你
好、再见”之类，强记在心
里，应酬在嘴上，倒也灵验。

一次，李鸿章要出使
沙俄。临行前，他自然又要

临时抱佛脚一番。怎奈俄
语和汉语迥然不同，李鸿章

着急了，最后他被迫借助纸
扇，在上面写了几句俄语的

音译和意译，以便应急。当
时，有一位聪明的通事，把

译文编成有一定意义的谐
音文字，这才使李鸿章过了
关。据说，扇面上的译文有
如下几对：“请坐——杀鸡
切纲”、“谢谢——四包锡
箔”、“冷——好冷得哪”、

“好——好老少”、“再见

——达四维大理也。”李鸿
章出使归来，还曾为此津津

乐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苏美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
会谈。丘吉尔由于胜券在
握，兴致勃勃地和斯大林寒
暄起来，但斯大林显然没有
听懂他的话，正在尴尬之
际，还是苏方翻译打破冷

场，用极其标准而流畅的英

语询问丘吉尔：“首相阁下，
您说的英语，怎么我一句也

听不懂呢？”这时，丘吉尔才
恍然大悟，他在访苏前突击

学习的俄语，是彻底失败
了。看来，他的外语水平与
李鸿章相比是不能同日而
语了。

摘自《天津老年时报》

李鸿章学外语

急有什么用

捷径有时候就是一条弯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