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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史海拾珠
明代才子解缙从小聪

明，二十岁就中了进士，他
历经明朝的三位皇帝，朱
元璋和朱棣刚开始都很宠
信他，但后来都对他突然
疏远，朱棣还下令将其逮
入监狱，冻死雪中，时年四
十七岁。

朱棣原本是极赏识解
缙的。朱棣之所以器重解
缙，一方面是他想笼络天
下读书人的心，解缙无疑
是读书人当中的优秀代
表；另一方面，他想编一本
有特色的大书，来显示文
治武功，而解缙就是胜任
编书工作的最佳人选。解
缙召集了一百四十七个读
书人，分头编纂这部卷帙
浩繁的书，到永乐六年，这
部书终于完成。朱棣亲自
写了序言，命名为《永乐大
典》。在书完成之前，朱棣
对解缙极为恩宠，曾对人
说：“国不可一日无我，而
我不可一日无解缙。”解缙
自是感激涕零。

这时候，朱棣在立继
承人的问题上遇到了一个
难题。从朱棣本人到一部
分大臣，都倾向于立朱棣
的次子朱高煦为太子，因
为朱高煦善于骑射，立过
赫赫战功，还救过朱棣的
命，只是性情暴虐。而朱
棣的长子朱高炽性情温
和，身体肥胖，不能骑马射
箭，朱棣以减少膳食的手
段强迫他减肥，都没有成

功，朱棣不喜欢他。
而按立长不立幼的宗

法传统，朱高炽又是首要
人选，犹豫不决的朱棣去
征求解缙的意见。解缙态
度鲜明地摆明观点：“皇长
子仁孝，天下归心。”但是
朱棣没有说话，这其实已
经是无言的否定了。解缙
这时候玩了一个小聪明，
他吐出三个字：“好圣孙。”
朱棣笑了。“好圣孙”指的
是朱高炽的长子朱瞻基，
也就是后来的明宣宗。朱
棣相当喜欢这个孙子，特
别用心地培养他。

总之，朱高炽这次被
立为太子是沾了儿子的
光。当然，没有解缙“好圣
孙”的点拨，好运也不会来
得这么快。所以，朱高炽
对解缙感激万分。然而，
朱高煦算是恨透了解缙。
一场收拾解缙的血雨腥风
即将到来，解缙却浑然不
知。相反，他还主动将自
己摆到朱高煦的对立面。
朱高煦没当上太子，心生
不满，势力不断扩大，行为

日渐嚣张，解缙就向朱棣
打小报告，说朱高煦所用
的礼仪已经可以赶得上太
子了。

原以为朱棣会赏识他
的忠心，但是朱棣态度相
当冷淡。解缙大概忘了杨
修是怎么死的，杨修支持
曹植，但曹操倾向曹丕，杨
修犯了皇室权力之争中的
大忌，死于“夺嫡之争”。
这是一个活生生血淋淋的
教训，可惜他没有引以为
戒。领导的家庭内部矛
盾 ，是 手 下 人 瞎 掺 和 的
吗？这以后，朱棣对解缙
态度大变。等不到解缙将

《永乐大典》的浩大工程完
成，就将他贬到了广西。

到了这个地步，解缙
还没有反省自己，几年之
后，他做出了一件特别糊
涂的事。那就是趁着进京
汇报工作的机会，在朱棣
不在京城的情况下（当时
朱棣正远征鞑靼），私自去
见了太子朱高炽。更要命
的是，解缙在见了太子之
后，也不等朱棣回来向他

汇报这件事，就打道回府
了。等朱棣回来后，朱高
煦禀报了解缙的“可疑”行
径，本来，朱棣对老实人朱
高炽也不信任，他常怀疑
朱高炽有不轨行为。这下
更生气：怎么？我还活着，
你们就想抢班夺权了？他
认定解缙结交太子图谋不
轨，下令逮解缙入狱。

几年之后，朱棣在查
看锦衣卫关押的犯人名单
时，看见了解缙的名字，只
冷冷地问了一句：“解缙还
活着吗？”锦衣卫头目心领
神会，假意请解缙喝酒，然
后将其灌醉，埋于深雪中
冻死。

解缙死后，朱棣对其
余恨未消，将其家人全部
罚为奴隶，妻子宗族遣至
辽东。解缙可能至死都不
明白，自己为之呕心沥血
倾情奉献的统治者，为什
么翻起脸来比翻书还快
呢？这又可算上他的一大
糊涂处，白白送了自己的
性命。

摘自《文汇报》

五代十国时期，后唐凤
翔节度使、潞王李从珂发动
宫廷政变，成为后唐末帝。
李从珂当上皇帝后，深怕拥
兵自重的河东节度使石敬
瑭“窃取神器”（篡夺皇位），
便将其召回京师洛阳，予以
软禁。李从珂还在石敬瑭
身边安插耳目，窥探他的言
行，想抓住把柄，置其于死
地。

李从珂安插在石敬瑭
身边的耳目是谁？此人就
是李从珂的胞妹、石敬瑭的
夫人魏国公主。

如何使枕边人与自己
同心同德？石敬瑭设下一
计。且说有一天下午，一个
身材修长、仪表不俗的青年
男子到石府投刺求见。来
者姓林名浩清，系石敬瑭故
友林若玄之子。魏国公主
见林浩清有潘安之貌，不免
刮目相视，再与其交谈，又
领略其子建之才，芳心大
悦，当即拍板，将其留于府
中。

从此，魏国公主放松了
对夫君的监控，天天与林浩
清谈诗论文、饮酒赏景。石
敬瑭不但对发生在眼前的

“姐弟恋”视而不见，还巧妙

地为他们提供方便。这天，
月朗星稀、清风徐徐。石敬
瑭设家宴，于月下饮酒、赏
花。他亲自把盏，为林浩清
和魏国公主斟酒。这把特
制酒壶暗设机关，石敬瑭自
斟自饮的是寻常佳酿，魏国
公主所饮是掺了春药的酒，
而林浩清所饮之酒不但含
有春药，还有毒药“六辰绝”
（误服此药者会在六个时辰
内毒发身亡）。

俄顷，春药在魏国公主
和林浩清体内发生作用。
石敬瑭见状，佯装大醉。魏
国公主和林浩清忙把他扶
回寝室，然后携手来到林浩
清卧室，双双宽衣解带，尽
享鱼水之欢……

魏国公主与林浩清巫
山云雨之后，赤裸相拥而
眠。当雄鸡报晓时，魏国公
主从梦中醒来，想与林浩清
再赴巫山寻欢，却发现怀中
情郎有异，忙起床掌灯仔细
察看，才发现林浩清已经死
去。她以为林浩清是因极
度兴奋而死于“花”下的风

流鬼，喟然叹曰：“林郎，你
怎么如此命薄。”人死不能
复生，魏国公主为情郎穿好
衣裳，匆匆向石敬瑭“报
案”，谎称林浩清因酒醉而
突发急症，不治身亡。石敬
瑭将林浩清厚葬。事后，石
敬瑭对夫人“恩爱如初”。
他的“大度”使魏国公主深
受感动，内心有愧的她从此
忘却了胞兄李从珂的叮嘱，
开始一心一意地与夫君相
守相爱。

光阴荏苒，转眼间石敬
瑭已在洛阳“伴驾”数月。
李从珂在上朝听政时，见他
日见消瘦、似染恶疾，心中
窃喜。这天，石敬瑭在上朝
出班奏本时，突然眼前一
黑，栽倒在金阶之下。李从
珂 忙 命 殿 前 武 士 将 其 扶
起。不料石敬瑭醒来，竟接
连放了好几个臭屁，紧接着
又拉了一裤子稀屎。朝堂
之上顿时秽气弥漫。李从
珂见石敬瑭瘦骨嶙峋、大限
将至，不由生出恻隐之心，
命武士将他抬出宫殿。石

敬瑭被送回府邸后，有气无
力地对夫人说：“我因体弱
多病而不能为皇上分忧，看
来只有下辈子才能为皇上
效忠了。”魏国公主很是感
动，决定送丈夫回晋阳（河
东节度使衙门所在地）养
病。

翌日，魏国公主向母亲
曹太后哭诉，乞太后出面斡
旋，劝李从珂恩准石敬瑭回
晋阳。太后心疼女儿，去李
从珂处求情，李从珂对太后
说：“母后见教的是，儿恭敬
不如从命。”李从珂心想，与
其让石敬瑭病死洛阳，不如
让他死在晋阳，免得引起朝
野非议。石敬瑭回晋阳后，
调养月余，又变成威武有力
的壮汉。原来，老谋深算的
他为逃离虎穴，每天都瞒着
夫人偷偷服食泻药，所以终
日腹泻不止。

回到晋阳，石敬瑭立即
称帝，史称后晋。李从珂派
军讨伐。石敬瑭与契丹君
主耶律德光勾结，在其帮助
下，石敬瑭兵临洛阳城下，
李从珂自焚而死。

摘自《生活文摘报》

我们常常忽视另外一
种男人，就是业余下棋的男
人。

这种男人多为中年人，
或准老年人。这些人年轻
时，在供职的单位里，也曾
积累了一些浪漫且有魅力
的幻想，比如升迁、涨工资、
分房、外遇、荣誉、科研与技
术成果、上级重用、领导的
喜欢与夸奖，等等，但是，在
漫长的人生路上风来雨去，
最终都一一地破灭了。破
灭之后，心态与行为则变得
平和起来，不再有先前的那
种冲击力与进取心了，更没
有什么幻想了，于是，开始
重视自己的业余生活了。

在哈尔滨有这样一大
批男人，他们专门在一起下
围棋。尽管他们分别有自
己的工作，但不管怎样干都
不会有什么成果，已经万念
俱灰，不再介意了。所以，
在业余时间和休息的日子
里，他们经常聚在一起，或
在江边的露天广场，或在公
园的凉亭，或在付费极少的
茶馆，或在气氛极为宽松的
单位，有时候也到个人家里
去下棋。他们下起棋来都

十分投入，废寝忘食。
围棋是一种较高水准

的斗争艺术，个中有许多法
则与技巧，而且变化无常。
可以说围棋之戏是一剂很
好的精神中药，亦有麻醉作
用，所以有人称它为“黑白
鸦片”。不仅如此，围棋还
具有审美的愉悦功能，比如
下赢了便会有一种虚幻的
荣誉感、成就感，从而产生
一种自信心，偶尔下出妙招
便乐不可支，产生一种大智
于斯的享受。即便是艰难
取胜，也能充分地体验到成
果的来之不易和种种甘苦，
让人回味无穷。即使是失
败了，它仍可以产生一种求
胜的力量与营养，产生对胜
利的向往与渴望，产生跃跃
欲试的激情和血战到底的
英雄气概。凡此种种都是
人生中难得的、珍贵的、亦
可以珍藏的高级体验。在
这种体验之下，单位中的一

切不如意都变得一文不值
而烟消云散。而且，平日让
他们敬畏的领导，在对弈的
实战与闲聊中，都可能变成
可以随意取笑的滑稽小丑
与弱智傻瓜。

我的一位下棋的朋友，
四十多岁了，是一名中学教
师，因为在学校干得诸事不
顺，便迷恋起下棋来了。一
个周末，妻子让他出去买
肉，晚上准备包饺子。我的
这位朋友出来了，买了肉后
一看手表，觉得时间尚早，
不如去朋友那儿下一盘棋
再回家。进朋友家门之前，
他先把肉挂在朋友家的门
外，然后敲门进去。两个苦
难的棋友，下起棋来就一发
不可收拾了，下了整整一
宿。在家里等肉包饺子的
妻子、孩子全慌了，一直等
到半夜也没见他回来。女
人很担心，也很害怕，联想
的结果都是一些令人绝望

的事。于是她率领儿女们
到全城各处去找，公安局、
交警队、收容所、学校，都找
遍了，找了整整一夜。第二
天一早，圆圆的像围棋子儿
似的太阳一出来，女人突然
醒悟过来，这个短命货，是
不是上谁家下棋去了？于
是，一干人再次出动，逐个
地到他的棋友家去找，最后
终于找到了。而那条挂在
朋友家门外的肉，都已经臭
了。妻子落泪了。她觉得
丈夫并不爱她，而是爱围
棋。我劝朋友的妻子说，蒲
松龄在他的《聊斋志异》里
讲，一个小鬼去投胎，在去
投生的路上，看到两个人在
下棋，他是个棋迷，便站在
一边看了起来，结果耽误了
托生的时辰。阎王爷大怒，
把他打入地狱，永世不得超
生。

我对朋友的妻子说，难
道他不想托生吗？朋友的
妻子破涕为笑，说：“没点爱
好的男人还叫男人吗？”

于是，一家人重新买了
肉，回家包饺子去了。

摘自《2003 中国年度
最佳小小说》

看过《红楼梦》的人
都知道林妹妹会弹琴，在
第八十六回《受私贿老官
翻案牍，寄闲情淑女解琴
书》中，宝玉一时兴起要
向黛玉学琴，黛玉说了一
大通话，归纳一下，黛玉
所说的弹琴讲究：一是环
境要好：或在大自然之中
择优美怡人之地，或在雅
室之内焚香静室。二是
时候要好：天高气爽之
时，明月清风之夜。三是
心态要好：心思集中，精
神平和安定，神与道合。
四是听者要好：有知音更

好，没有知音，便对大自
然中的美好事物弹。五
是仪表要好：穿古朴、雅
致的衣裳。六是姿态要
好，方法得宜：身体要端
正，指法要丰富、简静。
七是修养要好：要勤读
书。

我们今天可以在传
世绘画中看到古人弹琴
所处的环境，他们大都在
景色优美的地方操琴，或
空阔的水边空地，或孤松

下的巨石。崇山峻岭，茂
林修竹，清流激湍映带左
右。旁边没有闲杂人等，
除了一二与弹琴者一样
风姿高迈的雅人，便是烹
茶煮酒的童仆，完全符合

“地清境绝”的要求。
古人择景弹琴，其中

是有深意的。从浅近处
说，这是一种生活趣味，
往深处说，这是他们安置
精神、安妥灵魂的一种生
命方式。中国古代的文

人士大夫，便是以这样的
方式吸纳着山水品格入
琴，并藉琴将他们的精神
挥入丘壑林泽。

弹琴要择地择境，其
实还是对心境、对自己的
要求。良辰美景的讲究，
旨在让心思安静清爽。
如果心思清静平和，再喧
嚣的地方，依然可以心无
旁骛地弹琴。陶渊明说：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
喧。问君何能尔？心远
地自偏。”心正则琴声正，
心远则琴意远。

摘自郭平《古琴丛谈》

李渔有一篇短文叫
《态度》，李渔说为什么古
人认为尤物足以打动人，
关键在于她不仅有美丽的
容貌，更重要的是她有态
度（风韵、风骚、媚态等），
有态度的女子就像火有热
焰、灯有光芒。李渔说：女
子一有媚态，三四分姿色，
可以抵过六七分。试让六
七分姿色但没有媚态的妇
女，与三四分姿色但有媚
态的妇女站在一起，人们
只会爱三四分姿色的妇
女，为什么？因为她风骚
而有态度。所以，男人追
求女人时一味强调漂亮，
至少在李渔看来是比较外
行的。我想想现在讲起
来，“态度”就是“腔调”。
在唱戏里叫做“功架”。唱
京戏时还没开唱，先亮亮
嗓子，引得满堂喝彩，这就
是“腔调”。在写毛笔时，
笔帘一打开，乾隆墨加上
几枝清朝毛笔，拿起笔再

把兰花指往上一翘，“功
架”十足，这就是比较有

“态度”。当然，这只是艺
术的附加物，但不懂的人
很多就吃这一套。同样送
张字给人，装裱好再用锦
缎包裹，加上红木盒子，比
单纯地送一张字画要有

“态度”得多。所以，“态
度”既是一种韵致，也是一
种精致。但真正地有没有

“态度”还是要看内在的风
骨。

每次到常熟不知为何
总要到柳如是的墓去看
看，墓前的那副“远近青山
画里看，浅深流水琴中听”
的对联让那个头戴方巾的
小女子的形象始终在我脑
海里徘徊，她写的那篇《寄
钱牧斋书》才华横溢于纸，
情感百转千回。陪我一起

去的当地朋友对我说：真
的很怪，看柳如是墓的人
要比看钱谦益墓的人多得
多。我想可能柳如是是风
尘女子，不仅有才且有侠
骨，这就好玩，故事绯闻
多，现在说起来就是有“颜
色”。还有就是当明朝灭
亡，柳如是劝钱谦益身为
明朝大臣应该跳河保全名
节，但钱不敢，南方人称之
为“缩货”，北方人叫做“孬
种”。相比之下，柳如是就
是女中豪杰，喝起酒来肯
定能一口闷。所以，女人
如果横下来那绝对刚烈，
因此，没事千万不要把女
人逼上绝路。同时，女人
是天生的艺术家，买衣服
比挑老公还挑剔，外出时
化妆打扮要老半天，于感
情之事看得比生命更重

要，老是喜欢男人送送花，
陪她喝喝咖啡。这叫“情
操”。搞艺术需要女人的
这种态度和感情，所以当
她们来搞艺术，要么不开
窍，开窍的连男人看了都
有点“晕”。而男书法家只
要有女人在场拉拉纸倒倒
墨，字也肯定要比平时写
得好，个别的连骨头也轻
了很多。男女搭配，干活
不累。至于女的要几张
字，平时有些男的小气得
要命，这时特别痛快。这
也就是男人好玩的地方。
现在想想猪八戒为什么要
比唐僧、孙悟空、沙和尚更
可爱，因为他有人的弱点：
好吃懒做，爱吹牛皮，特别
是喜好女色……

从柳如是和猪八戒的
例子可以看出，“态度”既
是风骨也是真实。以后夸
奖人应该说：嗯，你很有

“态度”。
摘自《新民晚报》

明英宗年间，北方最大
的敌人就是蒙古。某次，一
位蒙古的贵族名叫也先的
率领大批兵马来犯。高估
了自己能耐的明英宗，竟然
接受了一位更天才的臣子
王振“御驾亲征”的提议，结
果，在土木堡这个地方遭蒙
古人袭击，不但全军覆没，
而且皇帝还被蒙古人俘虏
了。国不可一日无君，这下
子，北京群龙无首，皇太后
准备了无数珠宝，想把儿子
赎回来，可是也先拿了珠宝
后，不但不放回皇帝，还想
攻打北京，恢复他们的“大
元江山”。

许多臣子都建议放弃
北京，大家一起逃难，搬到
南京去避避风头，跟也先讲
和算了。

只有于谦独排众议，从
各地调集兵马到北京来，日
夜打造兵甲武器、储备粮
食、保卫京师，严惩罪魁祸

首王振，大快人心。
他又拥立了英宗的弟

弟成王为景帝，让也先“挟
皇帝为人质以侵略中国”的
策略无法得逞。当也先挟
持着英宗攻到城下时，于谦
披着盔甲上阵、挥泪（也就
是忍痛不管城下的前皇帝
死亡）迎战，终于击溃了也
先的军队。

也先大败，只好又带着
明英宗退回紫荆关。后来
他知道，再挟持“前皇帝”一
点儿用处也没有，于是只好
放了狼狈的明英宗，让他逃
回北京。

从这一段历史来看，文
武双全的于谦是拯救明朝
的大功臣。

可是，过了几年之后，
于谦却被以“意图谋逆”罪

名处死，在京城百姓眼睁睁
的见证下处斩了，留下明朝
历史上最让人沉痛的一声
叹息……

于谦如此效忠，却换来
这样的下场，当然不公平；
然而，他的死却也是老早埋
下的“必然”，关键点何在？

想当然耳。英宗一定
很恨他。被放回来的前皇
帝，留在宫中和已经即位的
弟弟（后来的明代宗）斗法
——继位的代宗一直想把
英宗干掉，却下不了手。坐
冷板凳的英宗也一直想要
恢复王位，只是苦无机会。

代宗生病时，英宗的机
会来了。一群宦官把被幽
禁在南宫的“前皇帝”英宗
迎了回来，发动宫廷政变，
重拾王位。本来就不太英

明的英宗一上台，当然要给
这个只顾国家、不顾他性命
的大忠臣于谦一个教训，立
刻把谋反的罪名扣在他头
上，于是，不顾人民如何拥
戴于谦，于谦还是被斩首示
众！

善于指挥千军万马的
于谦，也是明代著名的诗
人，他有首诗叫做《石灰
吟》，以石灰来自喻，写得铿
锵有力：“千锤万击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
骨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
间！”只可惜，这首诗真成了
他悲剧的写照：千锤万击之
后，粉身碎骨。一直到他死
后第八年，才有人帮他平
反。看“土木堡之变”的历
史故事时，我总会叹息，于
谦虽然“求仁得仁”，但他的
噩运种子其实是自己一手
埋下的。

摘自《台湾文学选刊》

于谦的悲剧

石敬瑭的“绿帽子”

杏黄色的月亮在天边努力地爬
行着，企望着攀登树梢，有着孩童般
的可爱的神情。空气是炙热的，透过
了纱窗——这个绿色的罩子，室中储
蓄了一天的热气犹未散尽，电扇徒劳
地转动着。桌上玻璃缸中的热带鱼，
活泼轻盈地穿行于纤细碧绿的水藻
间，鳞片上闪着耀目的银光——这是
这屋子中唯一出色的点缀了，这还是
一个孩子送来的，他的脸上闪烁着青
春的光彩，将这一缸热带鱼放在桌子
上：“送给你吧！也许这个可以为你
解解闷！”

鱼鳞上的银光，在暮色中闪闪明
灭，她想，那不是像人生的希望吗？
闪烁一阵子，然后黯然了，接着又是
一阵闪光……但谁又能说这些细碎
的光片，能在人们的眼前闪耀多久
呢？

杏黄月渐渐地爬到墙上尺许之
处了，淡淡的光辉照进了屋子，屋子
中的暗影挪移开一些，使那冷冷的月
光进来。

门外街上的人声开始嘈杂起
来，到户外乘凉的人渐渐地多了，更
有一些人涌向街口及更远的通衢大
道上去，他们的语声像是起泡沫的沸
水，而隔了窗子，那些“散点”的图案
式的人影，也像一些泡沫：大的泡沫，
小的泡沫，一些映着月光的银色泡
沫，一些隐在黝暗中的黑色泡沫，时
而互相的推挤着，时而又分散开了，
有的忽然变大了，闪着亮光，有的忽
然消灭了，无处追寻。

忽然有个尖锐而带几分娇慵的
声音说：“月亮好大啊．快照到我们
的头顶上了。”接着是一阵伴奏的笑
声，苍老的，悲凉的，以及稚气的，近
乎疯狂的：“你怕月亮吗？”

玻璃缸中的热带鱼都游到水草
最密的方向去了。

街上的嘈杂的人语声、欢笑声，

暂时沉寂了下来。
谁家有人在练习吹箫，永远是

那低咽的声音，重复着，重复着，再也
激扬不起来了。

月亮也似仍在原来的地方徘徊
着，光的翅翼在到处扑飞。

门外像有停车的声音，像是有
人走到门边……她屏止了呼吸倾听
着。

那只是她耳朵的错觉，没有车子
停下来，也没有人来到门前，来的，只
有那渐渐逼近的月光。

月光又更亮了一些，杏黄色的，
像当年她穿的那件衫子，藏放在箱底
已多久了呢，她已记不清了。

没有开灯，趁着月光她又将桌子
上的那封老同学的信读了一遍，未
了，她的眼光落在画着星芒的那一句
上：“我最近也许会在你住的地方路
过，如果有空也许会去看看你。”

也许……也许……她脸上的笑
容，只一现就闪过去了，像那些热带
鱼的鳞片，悠然一闪，就被水草遮蔽
住了。

水草！是的，她觉得心上在生着
丛密的水草，把她心中那点闪光的鳞
片，那点希望都遮住了。

她怏怏地将信叠起，塞在抽屉底
一些旧信中间。

那低咽的箫声又传来了，幽幽
的，如同一只到处漫游的光焰微弱的
萤虫，飞到她的心中，她要将它捕捉
住……对，她已将它捕捉住了，那声
音一直在她的心底颤动着，且萤虫似
的发着微亮。

她像是回到了往日，她着了那件
杏黄的衫子轻快地在校园中散步，一
切像都是闪着光，没有水草……是

的，一切都是明快朗丽的，没有水草
在通明的水面上散布暗影，年轻的热
带鱼们在快活地穿行着，于新鲜的清
凉的水里，耳边、窗外、街头没有嘈杂
的声音传来。

那些女孩子们说话的时候，也没
有这么多的“也许，也许”，她们只是
写意地在那园子里走着，欣赏着白色
花架上的茑萝，一点一点的嫣红的小
花，“像是逸乐，又像是死亡。”她记得
她们中间有一个当时如是说。那是
向着那盛开的茑萝，向着七月的盛夏
说的，其实什么是逸乐什么是死亡，
她那时根本不了解，也因为如此，觉
着很神秘，很美。她想，她永远不会
了解前一个名词的意义了。

她睁开眼睛，又大又圆的月亮正
自窗外向她笑着，为她加上了一件杏
黄的衫子，她轻轻地转侧：“一件永不
褪色的衫子啊。”

月光照着桌子上的玻璃鱼缸，里
面的热带鱼凝然不动，它们都已经睡
去了，在那个多水草的小小天地
里。

箫声已经听不见了，吹箫的人也
许也已经睡了，呜咽的箫已被抛弃在
一边，被冷落在冷冷的月光里。

夜渐渐地凉了，凉得像井水。夜
色也像井水一样，在月光照耀不到的
地方作蔚蓝色，透明而微亮的蓝
色。

她站在窗前，呼吸着微凉的空
气，她觉着自己像是一尾热带鱼，终
日在这个缸里浮游着，画着一些不同
的圆，一些长短大小不同的弧线。

她向着夜空伸臂划了一个圆
圈，杏黄色的月亮又忍不住向她笑
了，这笑竟像是有声音的，轻金属片
的声音，琅琅的。

摘自《种花记》

清晨，我沿着溪边步
行，发现阳光正在苏醒，由
重重的山与浓浓的云里拉
开弓箭，万箭齐发地射到
人间来。

那原来沉郁的山景，
突然被翡翠染绿了；原本
灰沉的溪水，也浮出黄金
的光影；草叶问的露珠显
现出彩虹的光泽；溪畔的
繁花也都找到自己的颜
色，欢欣鼓舞起来。

晨光的感觉不只停留
在视觉，在听觉上，那在光
中热烈醒来的鸟声，正讨
论着今天阳光的温度。在
嗅觉上，那万花的芬芳与

青草的清香，不正是对光
张开双臂的拥抱吗？在味
觉上，如果我们大口地呼
吸，就可以感受把光吸入
胸腹的温暖，在触觉上，阳
光正温柔地抚慰我们在黑
夜曾经消沉的肌肤。

晨光四处流淌，晨光
也无所不在。

我们会以为阳光是来
自太阳，但是在我们心灵
黝暗的时刻，再多的阳光
也不能把我们拉出阴影。

所以，阳光，不只来自太
阳，也来自我们的心，只要
我们心里有光，就会感应
到世界的七彩；只要我们
心里有光，就能与有缘有
情的人相互照亮；只要我
们心里有光，即使在最阴
霾的日子，也会坚持温暖、
热切、有生命力的品质。

每天每天，起床的时
刻，我都充满感恩地与朝
阳道早安，与晨光一起点
燃内心的光明。内心一旦

有了光亮，就会想欢笑、想
去爱、想手舞足蹈地唱歌，
然后我轻轻唱着我内心的
愿望。十年夜雨心不冷，
永远保持青春时代的热
情。百鸟飞远天不远，心
爱的人一直在美丽的白
云。千山越过水不浊，故
乡的田园永远安慰我的
心。万花落尽春不尽，五
彩的春光在冬天也不凋
零。

只 要 打 开 心 内 的 门
窗 ，就 会 走 向 光 明 的 所
在。打开心的门窗，走向
光明的所在。

摘自《走向光明的所在》

走向光明的所在

杏黄月

林清玄

下棋的男人 阿 成

态 度 胡传海

绝顶“聪明”反致卿卿送命

几年之后，朱棣在查看锦衣卫关押的犯人名单时，看见了解缙的名字，
只冷冷地问了一句：“解缙还活着吗？”锦衣卫头目心领神会，假意请解缙喝

酒，然后将其灌醉，埋于深雪中冻死。

听古人弹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