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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萨冈写的一封信轰动
了世界。在尼科尔·维斯尼亚克主
编的《自私自利者报》上，萨冈公开
发表了题为“给让-保罗·萨特的情
书”的文章。那著名的开头这样写
道：“亲爱的先生：称呼您‘亲爱的先
生’时，我想到字典里对这个词幼稚
的解释……”

在写那封信之前，萨冈与萨特未
曾谋面。

在听说这封大胆的情书后不久，
萨特与萨冈终于见面了，而此时萨特
已经双目失明。那是他去世的前一
年。那一次晚餐后，两人几乎每隔10
天都要共进一次晚餐。萨冈去接萨
特，萨特拿着他的带帽粗呢大衣在门
厅等着，无论身边有什么人陪伴，两
人都像小偷一样疾步前行。

他们在萨特生命的最后一年，常
常一起吃饭，漫无边际地聊天。萨冈
喜欢跟他一起乘电梯、开车带他闲
逛、替他把肉切碎、为他倒茶、和他一
起欣赏音乐，最喜欢的是聆听他说
话。

萨特对她说，“您知道，有人把您
的‘情书’给我念了一次，我非常喜
欢。可是，怎么才能让别人再读给我
听，让我好好享受您所有那些赞美的
话呢？”于是，萨冈结结巴巴地花了 6
个小时的时间，录下表白的话语，并
在磁带上贴一块橡皮膏，以便萨特通
过触摸就能辨别得出。

在萨特的葬礼上，她不愿意相信
他真的已经离去。萨特盛大的葬礼

“聚集了成千上万形形色色的人，他
们同样对他心怀爱慕和敬意”，但是

萨冈说：“那些人没有不幸地与他相
识，并在整整一年中与他见面，那些
人的脑海中没有留存他五十个令人
悲痛的影像，那些人不会每十天、每
一天想念他，我羡慕他们，也可怜他
们。”

萨冈的“情书”最后这样结束：
“我确信，我永远无法平静地对待他
的离世。因为，有时候，该怎么办？
如何想？只有这个死去的人能够告
诉我，也只有他能够让我信任。萨特
出生于 1905 年 6 月 21 日，我出生于
1935年6月21日，可我不认为——况
且，我也不愿意——我不认为我可以
没有他而独自在这个星球上再度过
三十年。”

这些同时代的天才们一一谢幕
后，萨冈用笔下的温情漫溢，构成她
关于最美好回忆的讲述，因为“一起
欢笑，一起承受这种作为被抛弃者、
被排斥和蔑视者、象征和废弃物的生
活”已足够单纯，足够美好。

摘自《文汇报》

1949年 10月 1日傍晚，北京饭
店，中共中央设宴招待刚参加新中
国开国大典的中外贵宾。在头道
菜燕菜汤后，又上热菜八道：红烧
鱼翅、烧四宝、干焖大虾、烧鸡块、
鲜蘑菜心、红扒鸭、红烧鲤鱼、红烧
狮子头，史称“开国第一宴”。

这次“国宴”后，总理周恩来
定下规矩，以后的国宴标准为“四
菜一汤”。此后半个世纪，国宴基
本维持这一标准。2008 年 8 月 24
日中午，国家主席胡锦涛再设“奥
运国宴”，标准为“三菜一汤”：奶
油芦笋汤、中式豉椒牛排、栗茸酥
金枪鱼卷、珍菌香瓜盅。

从“ 四 菜 一 汤 ”到“ 三 菜 一
汤”，两个标准的树立，都是为了
精减节约。

从口味来看，国宴菜式一般
是对时任中国领导人和来访国宾

的口味的兼顾。有媒体曾报道：
毛氏红烧肉是毛泽东最喜爱的一
道菜，而邓小平的最爱是乌鱼蛋
汤，江泽民的最爱是顶级牛扒，现
任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最爱却是开
水白菜。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每次国
宴，动辄 500 至 800 人，而每年例
行的国庆招待会，参加人数达三
五千人。当时，接待外国元首或
政府首脑的国宴还会同时邀请驻
华的所有外交团、各国驻华使节
夫妇。仅后者约占宴席 20 桌，加
上中方的陪客，济济一堂，要花三
四个小时。

西方国宴普遍简单，一般以
少许冷盘，加一或两道热菜，一道
甜 食 ，外 加 面 包 和 饮 料 随 时 供
应。1984 年 11 月，外交部对国宴
的改革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国

宴的标准为：总书记、国家主席、
委员长、总理、军委主席、政协主
席举办的宴会，每位宾客为 50 至
60 元；如宴请少数重要外宾，则不
超过 80 元；宴请来访外宾的次数
不宜过多；宴请时中餐四菜一汤、
西餐一般两菜一汤，最多为三菜
一汤；国宴一律不再使用茅台等
烈性白酒，根据客人的习惯上酒
水，如啤酒、葡萄酒或其他饮料。
所述规定，执行多年，直至新标准
实施。如今，外国元首来访的国
宴规模大大缩小，通常为七八桌，
时间一般控制在 1 小时 15 分钟左
右。如随行人员少，总人数不得
超过 50 人，可请或可不请的陪客，
一律不请。

随着社会的变迁，国宴也逐
渐在商业化中走下神坛，国厨们
也为那些肯付钱的人做饭。比如
2005 年 2 月 1 日，中国扶贫基金会
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慈善晚宴，最
高的“总统贵宾席”，标价达 3.8 万
元一位。

摘自《中外文摘》

光绪三十四年，在光绪皇帝死
后不到 24小时，统治中国将近半个
世纪的慈禧太后也一命归西，李莲
英彻底失去了威风。幸亏隆裕皇
后开恩，准许他“原品休致”，选择
南花园为养老地。

李莲英到南花园之后，仍有几
个小太监伺候他，比起一般离开皇
宫的低层太监强了千百倍。但离
宫后的李莲英毕竟不是当年的李
莲英了。在失去昔日骄横与霸道
的同时，随之而来的是极度的苦闷
与疲惫。他终日无精打采，眼窝深
陷，谁也看不出这就是当年那位威
风八面的大总管。离开宫禁第二
年，也就是宣统二年（1910 年）春
天，62 岁的李莲英步履蹒跚，言语
迟钝，已经呈现出距死神不远的种
种先兆。

宣统三年（1911年），李莲英出
宫已经两年了。这时的他已病入
膏肓。死到临头，他把嗣子、侄子
们召集到一起，交代后事。他首先
向晚辈们痛哭流涕地讲述了自己 9
岁被阉入宫当差，而后得到慈禧太
后恩宠，一步步爬上大总管职位的
经历，并且为李家“置”下了丰厚的
家业家产，告诉后辈们要谨慎持
家，防止财源枯竭。

他还交代后辈，在他死后不要
盲目行事，他的丧事一切都要奏明
朝廷，请隆裕太后恩准定夺。最
后，李莲英让李成武（李莲英四弟
李升泰的次子，被李莲英收做嗣
子）把他手中的银两分给几个嗣子
和侄儿。据说，他的 4 个继子各得
白 银 40 万 两 ，另 有 一 大 口 袋 珠
宝。其他侄儿各分得白银 20 万
两 ，他的两个继女各分得 17 万两
白银。此外，李莲英在宫中还存有
300 多万两白银和两箱珠宝，但他
早已知道这些财宝不可能属于他
了，因此非常“明智”地告诉后人，
不要再想这件事了。当然，这些财
富只是他所聚敛财富的一部分，而
且还不包括数额巨大、价值万贯的
几处房产。

李莲英离开清宫之后，就有许
多人垂涎他的财富，不仅有他的继
任者小德张之类的宦官，还有他的
一些亲戚和那几个继子。此外，更
有一些不明身份的理发匠、剃发
匠、修锅补鞋的人，经常不经允许，
强行闯入李莲英的住宅东张西望，
这些人实际上是小德张等人派出
的亲信爪牙，到这里探听虚实，除
了他的 4个继子外，他的孙子、孙媳
妇、侄子、侄女、侄媳等各方亲戚，

也整天吵闹于李家和
李莲英的养老处，其目
的都是为了瓜分他的
财产。

在他的继子、侄
子、亲友为他的财富争执不休之
际，李莲英的生命也接近了尾声。
李莲英最终于宣统三年二月初四
一命呜呼了。

二月初六，隆裕太后降旨，依
祖宗守法，李莲英属于六品以上太
监，赐茔地一块，在恩济庄大公地
内安葬，并赐以祭坛和白银 1000
两。

恩济庄的太监茔地里，谁的坟
墓也不如李莲英的气派。李莲英
的墓地在太监茔地中形成了一个
独立的院落，前有石桥和牌坊，牌
坊的横眉上写着“钦赐李大总管之
墓”八个字。全部阳宅共四五十
间，供李家人来扫墓时休息。恩济
庄内有一座关帝庙，关帝庙东侧建
有李莲英的一座祠堂，祠堂中挂有
李莲英的一幅画像。李莲英的坟
墓连同地面建筑占地至少在 10 亩
以上。墓前的石牌坊、供桌均仿清
陵样式制作，只不过尺寸小了一
些。李家人为李莲英立了一块高
3.5 米、宽 1 米多的汉白玉石碑，石
碑上刻有“永垂不朽”四个大字。
在整个清代的几百年里，太监死后
立这样的墓碑是空前绝后的。

摘自《文摘周报》

陈赓将军有表演天赋，他模仿
各类人物神态动作，惟妙惟肖。年
轻时入黄埔军校，为该校“血花剧
社”骨干。某日，“血花剧社”排练
讽刺剧《皇帝梦》，陈赓自告奋勇，
男扮女装，饰演袁世凯的五姨太。
演出时，“五姨太”“金莲”碎步，扭
捏作态，台下学生大笑不止。

南昌起义后，陈赓随撤退部队
恶战会昌，断脚腕骨。1927 年秋，
南昌起义军在广东潮汕遭重创。
其时，陈赓于贺龙第二十军第三师
任营长，周逸群任第三师师长。陈
赓 拖 着 断 腿 ，几 经 周 折 ，潜 入 香
港。寻党不遇，又拖着断腿买票登
上 海 轮 。 恰 逢 周 逸 群 便 衣 混 入
船。陈赓见之，以报纸掩己面，念
叨曰：“这鬼记者的消息真灵通，周
逸群还没上船，报纸上就登出来
了！”周逸群闻之大惊失色。细思
量，其音稔熟，掀报纸见为陈赓，开
怀大笑。

1933 年春某日，因叛徒告密，
陈赓于上海被捕。后押送南昌，蒋
介石于科学仪器馆（现南昌图书
馆）召见陈赓曰：“陈赓，你瘦了。”
陈赓对曰：“瘦吾貌而肥天下。”陈
赓谓蒋氏曰：“校长也瘦了。”蒋氏
对曰：“国家如此，生灵涂炭，寝食
不安哪！”陈赓曰：“身为一党一国
领袖，校长瘦而天下更瘦，这是为
何？”蒋氏哑然。

1943 年夏某日。毛泽东主席
于延安抗大作整风报告。陈赓将
军忽抓耳挠腮，东张西望，后整衣
起立，直奔主席台。毛泽东一愣，
问：“陈赓同志，有何急事？”将军不
语，取主席搪瓷杯，“咕咚咕咚”喝
之。而后，擦嘴、敬礼、报告，曰：

“天太热，借主席一口水。现在没
事了！”在场干部哄堂大笑，毛泽东
亦微笑。

抗日战争某日，彭德怀途经河
北南乐城，时任八路军 129 师 386 旅

旅长的陈赓将军欲设宴招待彭总。
有人劝之，彭总性暴烈，人皆畏之，尤
恨大吃大喝，当心挨骂。陈赓将军嘻
嘻曰：“无事，无事。”是日宴前，陈赓
将军特请示彭总：“我叫战士到河里
捞了几条鱼。今天午餐，只吃鱼，不
吃别的。可否？”彭总点头称好。宴
始，上菜。彭总边吃边赞曰：“这鱼确
实不错。”继上菜，彭总不悦，问：“你
不是说吃鱼，怎么又有肉丸子。”陈赓
从容对曰：“这丸子是鱼肉做的，你尝
尝。”彭总无言。又上菜，彭总放下筷
子，问：“这鸡难道也是鱼做的？”陈赓
将军不慌不忙，嘻嘻曰：“这河边的鸡
主要吃鱼，归根结底还是鱼……”彭
总无奈，笑而食之。

1950 年夏，陈赓将军奉毛泽东
之命，秘密出使越南协助抗法。越
南胡志明主席闻陈赓将军到，于密
林 间 茅 草 高 脚 屋 与 将 军 共 进 午
餐。席间，胡志明朗诵中文诗赠陈
赓：“乱石山中高士卧，茂密林里美
人来。”陈赓将军摆手曰：“不妥，不
妥，我这模样哪能称美人？”胡志明
手掠银须，说：“改两字——乱石山
中高士卧，茂密林里英雄来。”陈赓
大笑。

摘自《名人传记》

国宴60年“瘦身”变革

皇帝作为封建王朝最重要的
人物，其身体自然也是全天下重要
的资产之一，所以历朝历代的大臣
对皇帝都是毕恭毕敬。然而，金国
第二任皇帝金太宗完颜吴乞买，却
曾被大臣们从龙椅上拖下来痛打
一顿，事后他还要做自我检讨，这
在中国封建史上实属罕见。

完颜吴乞买是开国皇帝阿骨
打的弟弟，这家伙力气惊人，经常
跑到树林里，一个人赤手空拳跟狗
熊打架。他也曾跟随皇帝哥哥东
征西讨，立下了汗马功劳。金太祖
完颜阿骨打驾崩后，他继承帝位。

当上皇帝的完颜吴乞买继续
发兵攻辽，在天会三年，他一举俘

辽天祚帝耶律延禧。同年十月，他
命金军南下侵宋，致使北宋被迫请
和，割让太原、中山（今河北省定
州）、河间（今属河北省）三镇。此
后，完颜吴乞买又发兵两路攻宋，
破开封城，俘徽、钦二帝，北宋最终
灭亡。

然而，如此英雄的皇帝又为何
被打屁股呢？话说金朝开国之初，
家底儿太薄，连皇宫都修得跟土匪
窝一样。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本着
节约闹革命的精神，郑重地与群臣
定下誓约：国库中的财物，只有打
仗时才能动用。如果有人违反了
誓 约 ，不 论 是 谁 ，都 要 打 二 十 大
棍。这一铁令一直被很好地遵守

着，直到完颜阿骨打去世。
起初，完颜吴乞买也是很节约

的，就拿他的皇宫来说，所谓的宫
墙是用柳树和榆树形成的篱笆。
可是时间一长，喜好美酒的完颜吴
乞买终于忍不住了，他在某天晚上
偷偷打开了国库的大门，抓了一把
财物去买了美酒大喝一顿。

事后，丞相清点国库时发现了
此事，赶紧去告诉了重臣粘罕。粘
罕一点儿也不含糊，马上在朝上揭
发了此事。经过群臣商议，决定处
罚这个奢侈浪费的“昏君”。他们
把完颜吴乞买连扶带架请下宝座，
打了二十棍子。打完后又把他搀
回宝座，一齐跪下请罪。然而事已
至此，完颜吴乞买也无可奈何，只
好忍着疼，恕众臣无罪。自此以
后，他老老实实地过回节俭的日
子，直到驾崩。

摘自《科学发现报》

幽默陈赓

越天真越美好
薛 白

那天，我正午睡，电话铃突然响
了，是女儿。

“妈妈，《人生如下棋》是你写的
吧？”

“是啊，怎么了？”
“太好了！我们上午语文考试，

阅读分析题就是你这篇文章，让分析
作者的创作手法，写出中心思想。我
刚才和同学说起这事，他们让我问你
标准答案，你肯定知道。”

“嗯——”我沉思着道，“这篇文
章是好多年前写的，什么意思我都有
点忘了。再说，作家写文章，是有感
而发，并不是想好一个中心思想再
写。”

女儿不甘心，又道：“妈妈，我这
样答的，你看对不对？这篇文章的中
心思想是告诉我们，做人一定要有远
见，不能只看眼前的利益。”

我一听笑了：“你回答得挺好，把
我当时没想到的都说出来了。”

几天后，女儿放学回家，一进门
就冷着个脸。我问她怎么了，她说那
道阅读分析题她没得分，因为和标准
答案不一样。她埋怨我说：“都怪你，
我和同学打赌，说我的答案肯定对，
结果输了。”

我哭笑不得，安慰她说：“好文章

是让人欣赏，给人启示，根本不应该
有标准答案。你能独立思考，回答问
题有高度、有意境，我给你满分好
了！”

无独有偶，这件事后不久，一个
周末，女儿在家做作业，又遇到同样
的情况。

“阅读《母亲的存折》，分析这段
话：母亲拿出一个小绸布包，深深地
看了一会儿，慢慢抬起头，缓缓地
道。作者在这段话中，连续用了三个
叠词：深深、慢慢、缓缓，作者是什么
意图？”

这篇文章也是我写的，于是，女
儿向我要标准答案。我认真地审了
一遍题，有些感触地说：“我写这篇文
章时，根本没想到要用三个叠词，我
也是现在才发现自己用了三个叠词，
我这样做是什么意图？我想，是为了
强调母亲此时的情感状态吧！”

可惜，第二天，作业交上去，女儿
只得了一半分，因为还有一个意图
——为了增加形式上的美感，没有回
答。

女儿半是沮丧半是疑惑地问：
“妈妈，这些题的答案是谁定的，连你
这个作者都答不上来？”

我想了想：“肯定是那些出题的

语文专家定的。真搞不懂他们，把语
文当数学考！其实语文教学和数学
教学不一样，不一定非要一个标准答
案。我是作者，我最清楚，很多文章
都是有感而发，是一个非理性的过
程，不能要求学生用绝对理性的心态
去分析、寻找答案，那些答案也并不
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一位名人曾
说过：一千个读者心中，就有一千个
哈姆雷特。只要意思相近、与题相符
就可以。”

女儿赞同地点点头：“妈妈，你这
些话应该跟我们语文老师说，我本来
很喜欢阅读和写作，可现在一上语文
课就烦，什么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写
作背景，好好的一篇文章，弄得支离
破碎，一点美感都没有，还不如做数
学题，可以不带感情，找到公式做就
是了。”

女儿的话，一语中的。以语文为
基础的人文教育，旨在培养人的感性
素质，并非理性素质，后者应由以数
学为基础的科学教育来完成。人的
感性素质和理性素质一样，需要经过
培养、训练，有一定的发展过程。但
是，由于我们长期应试教育的结果，
学校只注重知识、智能等理性能力的
开发，而忽视人文、艺术等感性能力
的培养。长此以往，学生的分数提高
了，学校的升学率也提高了，但是我
们的孩子却失去了感受世界、感受美
的人文情怀，这样的代价未免太大
了。

摘自《今晚报》

作家的尴尬
林 夕

潜意识里，我有一种依赖感。
反正世界上有一个人，不论你和

她吵得多么不愉快，不论你怎么忽略
她的存在，不论她有多少心事，你都
可以不管。不论你跑得多远、离家再
久——她都会原谅你，她对你的关
怀，永远可以保持在一个温度。

即使她那样臭骂你，也是因为
她原谅你了。

你知道她的双手，随时可以帮
助你，或是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她用
她的心来拥抱你。

今年，她因脑内动脉瘤破裂而
中风的事，完全改变了我的想法。
她神志不清，甚至胡言乱语，大小便
失禁。每夜，我都要替她换好几次
尿布。她完全不能走路，两个人才
能抬得动她。

开完刀，在加护病房内，她的头
上插了七八条管子，完全不省人事。

我终于明白，她，不会永远在那
儿。

这是我的母亲！
我欠她的，多到我的理解能力

之外。
我不对她好，要对谁好？现在，

她康复了，神接受了我的祈祷，我们
是幸运的。

我要她知道我爱她，而且是关
心她的，趁我们还在这个世界上的
时候，我，只想公平一点。

摘自《广州日报》

我知道，你在
罗大佑

老人临窗端坐，环着雪白披肩，
在读《庄子》，那只唤做咪咪的大白
猫跳上书桌，偎依在她身旁，入定似
的守望着她，仿佛是她形影相随的
亲人。阳光像一把折扇，到了下午
扬手收了收，一股脑地都涌向了西
边，漫入窗内洗亮老人，她沐浴在了
灿烂柔和的光影里。

这样的秋日，是一杯下午茶，恰
好适合边饮边读《庄子》。我是这样
想的。

她没有起身，由于腿脚不灵
便。她将一天时光分成了两部分：
坐的和躺的。前者比后者多，一直
到永远。即使是坐，她也在读和思，
像现在。

我最先迎到了她的眼睛。从我
放轻脚步进门，这双眼睛就从书上收
回，缓缓地抬起，柔柔地注视着我。
我读懂了它的歉意、关切、爱护……

我尽量放轻脚步，一步一步地
走近她，坐在她桌旁的一张椅子
上。这让我能够仔细地打量她：稍
稍头向后仰，发髻梳得一丝不苟，发
丝不乱像仿宋字，嘴角俏皮地向上
微翘，微笑漾在了那儿。最美的还
是这双眼睛。这是一双真正的丹凤
眼，浅浅眯起，明亮而清澈，像庄子
的一点点秋水。我奇怪她有这样的
眼睛，在我的经验里，只有孩子才有
类似的眼睛。上帝给了孩子一颗童
心，让他去触摸善良，又给了他一双
眼睛，让他去发现美好。这双眼睛
纯净闪亮，没有一丝儿杂质，像草尖
上的露珠，又像被双眼皮夹住的黑
葡萄仁，到了最黑的夜也同样扑闪
流转，像没有皱纹的天空中一颗最
亮的星星。而我印象中老人的眼睛

是混浊模糊的，那里面储满了太多
的记忆与经验，像一盘有声有色的
录像带，忠实记录的是生活的情景，
配以原汁原味的声音。

一个人的老去，是从心和眼睛
开始的。心，我们轻易看不见，它像
果仁儿被包裹在了黑暗的壳里。
但，眼睛可以。一个有着这样一双
眼睛的人，她是不会老的，透过她的
眼睛我从她的心得到了求证。是这
双眼睛，和它背后的心，让老人年轻
如小女孩，永远。

我也渴望拥有一双这样的眼
睛，因为我不想老。但借助别人的
眼睛，我看到圆滑与世故浸染了我
的眼睛，它们像硫酸腐蚀我的眼睛，
让它逐渐地混浊黯淡，流不出清亮
的泪水。我悲哀地认识到自己正在
一天天地变老，我在现实横流中贪
婪地取，吝啬地舍。

老人平静地说，我不喜欢名
片。我一直注视着她，她说这话时
眼睛洒脱地眨了眨，像是在强调。
这双眼睛阅尽沧桑，包括人和事，一
个国家一百年的记忆都可以在这儿
找得到。但她偏偏说到了一张纸
片，一张可以随意涂鸦传递假与空
的纸片，谁能相信这双眼睛容不下
一张纸片呢？但，一张纸片有时就
像一粒沙子，以尖锐的虚假揉痛了
眼睛。

我要走了，在她温柔地注视我吃
完蛋糕以后。我吃得很慢，似乎有些
害羞，还有些斯文，怕发出声音似的，
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想让这双眼
睛多注视我一会儿，哪怕是一分一
秒。我尽量慢慢地吃，她爱怜地盯着
我，却没说话。我读懂了她仿佛在

说：慢慢吃，喝点水，别噎着了！
我尽量放轻脚步，一步一步地

向外走，像来时一样。我觉得背上
有什么贴近了我，下意识地回过头，
天哪，她竟然在柔柔地注视着我，瞳
孔像火焰最明亮的内核，温暖地照
着我。我一步一回头地望着她，与
她对接着眼神，我似乎丢掉了面具
似的圆滑，摆脱了阴影般的世故，一
点一点地纯净和透明了起来。她仿
佛觉察到了我的变化，似乎努力向
上要拔起自己，肩头耸了耸。我忍
住了泪水，快步走了出去。

我们活着都是一个容器。老人
也是。但她长长的一生盛满了爱，
任我们随时在里面清洁内心，洗涤
灵魂。

因为，她坚信：“有了爱就有了
一切！”

她的容器就是这双眼睛。
再见老人，她已经在天堂默默

注视我几年了。她的女婿引我走进
那个房间，有些凌乱而冷清，她靠在
了东墙根儿，被定格在了一瞬间里，
和那个在阳光下读《庄子》的下午一
模一样。她女婿说，跟老人合个影
吧。我站到了她身边，被定格在了
她的定格里，成为永恒。

我又看到了这双眼睛，还有微
笑，我记忆的闸门一下子被提起了，
滚滚涌出的是温馨与思念，像洪峰
一样。

至此，我才认识到她的眼睛已
经穿过我的生命，贯串起了我的记
忆与印象，像一缕亮晶晶的星光。

老人叫冰心，一个在爱中寻找、
求索和收获的人。

一个孩子和一个老人，在这穿过
生命的眼睛中，偶然相遇又离别了，
就像两条短暂聚会后分手的线索，但
却搭起了一座虹桥，上有阳光与鸟
语，下有流水与月光，都与爱有关。

摘自《高中生之友》

穿过生命的眼睛
简 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