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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组特殊的穿越沙漠的队
伍：三名战士和一位已经是孕妇的军
嫂。

担任护送任务的战士，第一步就
是挑选交通工具，在压根儿就没有路
的沙漠，唯一可以利用的就是骆驼。
就这样，两峰母骆驼担起了大任。
一峰是给孕妇乘的，另一峰则是驮水
与给养。

两峰骆驼，分别由两个战士牵
着，但驼工交待得清楚，能有一峰骆
驼走出沙漠就算不错。非常时节，也
可以用它们的生命给你们作贡献，就
是饮血食肉以求人的生存。

所走的路线是相当曲折的，有时
整整走上一天，在图上看还不到十公
里。天气越来越热，携带的水越来
越少。除了连长的妻子和两峰骆驼，
我们三个男子汉都停止了饮水，实在
坚持不了了，就饮自己的尿。 两峰
骆驼仿佛通人性，都拒绝饮水。

首先遇到生命威胁的，是驮给养
的那峰被我们称之为“博格达”的母
驼。早上起来，我们就发现它脖子上
的驼铃的节奏乱了，四脚向两边张
开，哆嗦摇晃着犹如醉汉一般。它那
山一样的躯体，随时都可能“轰”的一
声倒下去。我们取下它背上的那最
后一塑料桶的救命水，打开了放在它
的面前。它望着水，就是不肯张开那
吐着白沫的嘴巴。我把水倒在碗里，
想给它硬灌进去，谁知它却愤怒了，
一下子把头颅高仰起来，面对天空，
发出一声苍凉的叫声。这是一声长
鸣，无论是我和两名战士，还是连长
的妻子，都被这一声长鸣震惊了。奇
怪的事情发生了，“博格达”拒绝进
食，而另外一峰骆驼“阿勒泰”开始
饮水。

第二天，大漠上热得出奇，唯一
的一桶水已经基本喝完，而从图上

看，我们最少也还得三天才能走出沙
漠走进有水有树的麦盖提。在这最
后三天里，至少还有两天见不到一滴
水，但无论多难，都要坚持走出去。
不管谁坚持到最后，都要把任务完成
好。 其中一名战士，提出了杀骆
驼。他说一峰骆驼可以流出十到十
五公斤的血，这样才能够保证任务的
完成。但我没有同意，尽管骆驼的主
人出发前就有这个交代。我下不了
这个手。

午后，沙漠上热得起了火，排排
热浪，烤得人浑身刺痛。就在这个时
刻，“轰”的一声巨响，一路之上负载
最重而又拒绝饮水的“博格达”倒了
下去。沙尘弥漫，模糊了“博格达”的
身躯。最先哭出来的，是连长的妻
子，她不顾一切从驼背上滑下来，提
着一只军用水壶，拧开了盖儿，拖着
哭腔 说：“我有水，我不喝，我给你
喝。”然而，“博格达”紧闭着嘴巴，无
论连长的妻子怎么使劲，它都不肯张
开灰黄的眼睛，一副视死如归的表
情。

我们在“博格达”的面前站成了
一排，在做了最后的诀别之后，挥泪
上路。

倒卧流沙的“博格达”在我们走
出十几米之后，昂起了头颅，发出一
声沉闷的叫声，算是跟我们告别。我
们一行四人，心情都沉重到了极点。
热浪袭击也罢，狂风大作也好，流沙
汹涌也罢，我们都没有了反应，都不
说话，都深一脚浅一脚的往前挪。最
惊心的，是那单调的驼铃声，先前的
驼铃是双声，听着叫人心里踏实，而
现在的驼铃声却是这么的孤单和叫
人伤心。

还剩下两天了，明天，也许后天，
虽然还未完全走出沙漠，但肯定能见
到植物和生命，如果运气好的话，碰

到水的可能也是有的。只是，临近胜
利了，“博格达”却永远地留在了沙漠
里。想到这里，我的心就一阵阵地
疼。

黎明时分，一个异样的声音惊动
了我们。最先站起来的是“阿勒泰”，
只见它调转方向，朝着我们走过的沙
漠深处，发出一声尖厉的长鸣。朝着
它长鸣的方向望去，我们的脑袋一下
就麻了。倒卧下去的“博格达”，这阵
子正披着一身的霞光，摇摇晃晃地朝
我们休息的地方赶过来。我们哇的
一声叫起来，拼命地奔过去，大家抱
着“博格达”，呜呜地哭出声来。

但我们对于前途的估计还是过
于乐观，我们并没能在预计的时间里
走出沙漠。第二天中午，我们就遇上
了能窒息人的生命的黑沙暴。它似
数以万计的黑蛇纠缠着你，能把你体
内所有的水分都给吸干了。黑沙暴
过后，我们刚刚从半掩的流沙中爬出
来，“博格达”就在发出一声警报似的
长嚎之后，一头朝一块有棱角的黑石
头撞过去，脑袋炸裂，鲜艳的血水喷
射出来，令人触目惊心。

“博格达”的血水正好接满了一
壶，10公斤。

就是靠这 10 公斤的骆驼血，我
们终于走出了沙漠，走进了麦盖提县
的县城。

接连长妻子的人，已经在麦盖提
等了一个星期，他们实在不敢往好的
方面想，都悄悄地准备了花圈。

连长的妻子把花圈送到了沙漠
的边沿，面对“博格达”牺牲的地方，
点燃了两堆纸钱。在她的怀里，就揣
着挂在“博格达”脖子上的那只驼
铃。后来，连长的妻子生下了一个女
儿，就取名“驼铃”。小驼铃的百日照
片，连长的妻子给我和两名战士各送
了一张。照片上，小驼铃的怀里，就
抱着那只驼铃，黄铜闪亮，还吊上了
一串红穗子。

摘自《因特网》

悲情的骆驼
佚 名

1953年 1月，约翰·肯尼迪成功
当选为美国参议院议员。那年，他
35岁，仍孑然一身。风华正茂、意气
风发的他，正意图在政治上一展报
复。

同年，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第
33任总统。为了在新总统心中留下
深刻的印象，他煞费苦心，通过朋友
的介绍，邀请当时美艳绝伦的社交
皇后杰奎琳·布维尔陪同他出席新
总统的就职典礼和舞会。

正是那次相遇，在杰奎琳心中
掀起了狂涛巨澜。面对这样一位英
俊潇洒、极富魅力的年轻政治家，她
怦然心动，开始了自己人生的爱情
追逐。

那时，杰奎琳 23岁，是《华盛顿
先驱时报》的年轻记者。为了和心
爱的人在一起，她开始利用自己的
工作之便，以采访为名义，主动接近
肯尼迪。

当她得知，这位年轻的参议员
的午餐只是用纸包些简单的食品到
办公室吃时，就常常带上热气腾腾
的饭菜闯进他的办公室和他一同分
享。当然，她也会“借机”问些诸如

“你为什么一直未婚？”“有爱尔兰作
家说，爱尔兰人缺乏爱的艺术，你同
意这样的说法吗？（肯尼迪是爱尔兰
人后裔）”等她关切的问题，写进她
主持的报纸专栏里。

随着接触的日益深入，她对肯
尼迪的爱恋也到了狂热的地步。她
开始疏忽自己的工作，而抽出时间
来帮助心爱的人处理工作上的一些
繁琐事务，如帮助他撰写政治报告，
或跑跑腿送送材料等。她还常常陪
同他参加一些政治性的晚会，在他
累的时候，为他提公文包。而工作

之外，她会陪他到野外散步，到商场
帮他选购服饰，陪他玩她并不喜欢
的游艇或看他喜欢而她极为厌恶的
西部片和惊险片电影。总之，为了
肯尼迪，她开始心甘情愿付出所有
而在所不惜。

面对杰奎琳异乎寻常的狂热，
肯尼迪表现出的更多的是平静、坦
然和理所应当。对于出身显赫、家
境富裕、前途光明、提倡独身主义的
他来说，身边并不乏年轻女子的追
求，这让他养成了对待所有的女人，
一贯都是傲慢、自负以及无所谓的
态度。

当杰奎琳身边的朋友知道了她
和肯尼迪的关系之后，都纷纷过来
劝她：一是他们年龄差距悬殊——
肯尼迪大她 12岁，他们看上去并不
合适；二是肯尼迪政治前途不可估
量，致力于政治，而且一直提倡独身
主义，根本不会在个人的感情生活
上多花精力，显然，他对杰奎琳的追
求只是捧场做戏而已，所以“不要去
碰党内最有资格当选的那个人”；而
最为重要的是，这个男人的私生活
并不检点——从大学起，他就是个
以招蜂引蝶而闻名的花花公子。

但朋友的这些话语，不光没有
阻止杰奎琳追求爱情的步伐，反而
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场胜
算不多的爱情角逐中，大家都对杰
奎 琳 的 这 种 危 险 行 为 而 感 到 担
忧——害怕她最终受到伤害。

后来，杰奎琳的父亲也知道这
件事情。他并没有像别人那样出来
阻止，而是提醒她——如果你真的
喜欢他，现在这样做，是不行的。杰
奎琳好奇地问父亲，应该怎么去
做。父亲这样告诉她：“不要给予男

人太多，要有所保留，要使人觉得可
望而不可即。”

父亲的一番话如醍醐灌顶，让
杰奎琳翻然醒悟。

之后，她改变了和肯尼迪交往
的策略，开始有意无意地爽约，甚至
干脆拒绝他的邀请。有时，她还会
在肯尼迪需要她的时候，不打招呼
的突然从这个城市消失的无影无
踪。这些莫名其妙的改变，让一向
傲慢自负的肯尼迪极为愤慨。这些
做法让肯尼迪的虚荣心不断受到伤
害，更增加了他的不安感，同时大大
刺激了他的征服欲望。

当两人的感情正如火如荼的时
候，她又一次不打招呼的从华盛顿
消失了。肯尼迪找不到杰奎琳，极
为窝火，于是，着急的肯尼迪，开始
动用所有的关系全城找寻。

几天后，在《华盛顿先驱时报》
的报纸上，他终于弄明白了杰奎琳
的行踪——正在英国伦敦参加伊丽
莎白二世的加冕典礼，并要完成相
关的采访报道任务。不久的一天，
他收到杰奎琳从英国伦敦寄过来的
信件，信的内容却令他极为失落。
杰奎琳在信中只字不提对他的思
念，而是大谈她在伦敦参加了多少
次舞会和酒会，遇到了多少英俊潇
洒的上流社会的男人，而这些人，无
一例外，都对她情有独钟。

这件事情深深刺痛了肯尼迪。
不久，他便给杰奎琳回电。而电报
的内容是：“文章写得好，只是思念
你。”这次回电，成了这位不喜欢浪
漫言辞的未来的美国总统，一生唯
一一次罗曼蒂克的函电。

爱情是一场智慧的博弈。至
此，杰奎琳在这场胜算不多的爱情
游戏中，大获全胜。1953 年 6 月 25
日，杰奎琳和肯尼迪，这对爱情冤家
正式订婚，两个月后正式结为伉
俪。

摘自《意林》

古汉语中对“者”字运用很雅：
奉使命办事的叫使者，未剃度的出
家人叫行者，有节奏地扭动身体的
叫舞者。饮者，为喝酒的人，可能是
古时除了一般的喝喝，还有专门陪
别人喝酒的，成一种职业。风是元
明一路遗下来，悠悠，现在有在家宴
请某某人了，要请几个伴席劝酒的，
有什么领导去出席宴会，秘书要一
旁保护，出来代酒的。在乡下，农民
喝酒通宵达旦，媳妇们常要来照顾
自己的丈夫，但不能入席，只坐在门
首聊天，待到屋里的喊一声某某，某
某就进去把丈夫已不能喝下的酒喝
下，然后又坐回门首。饮者多不富
有，两袖清风，一肚酒精，鼻子和耳
垂子总是红红的。他们在街巷走，
微风里立即能闻出前边有了一家酒
馆，开坛的是清香型呢还是酱香型。

喝酒的理由很多，来贵客了要
喝，没有贵客来一帮赖朋友也要喝，
心情高兴了要喝，心情不高兴了也
要喝，天气好了要喝，天气不好也要
喝。喝酒没有了理由。——没有理
由也是个理由嘛，喝！于是买一壶
来，有菜就下菜，没菜也要喝。北方
人没见过大海，凡是大一点的都称
海，这是一场海喝。令拳当然要划
的，赢了的不饮输了的饮，真正的饮

者，其实都是想办法少喝的人。
人体的各个器官，都需要一种

刺激，酒是水，性却是火，这水火的
煎熬，使酒成了口舌的体育运动。
球迷的最狂热分子到球场，他并不
在乎球怎么踢，90 分钟里竟一直在
看台上跑动，呐喊，或面对着观众
指 挥 叫 号 。 饮 者 又 都 善 于 吹 嘘
——吹嘘是不犯法的——李白的诗
与其说浪漫，不如说是将喝酒的吹
嘘毛病引进了写诗里，他的诗有了
名，他却说“唯有饮者留其名”，这
就又是吹嘘。

饮者一般都彬彬有礼，酒席上
差不多经历三个境界，先轻声细语，
再高声粗语，最后无声无语。酒毕
竟是浊物，即使高人逸士，饮酒享受
的都不是清福。现实中饮者会给人
许多难堪，如酒后失态，如呕吐狼
藉，如啰唆不已，但古今所有的文学
作品中饮者都是些可敬可叹可爱之
人。这或许是文人差不多都能喝酒
的缘故。西安城里有一个饮者，文
是高手，酒是海量，人称瘦马快刀
型。他每日都喝酒，喝酒的时候屋
梁上的老鼠就聚在那里闻酒香，久
而久之，老鼠也有了酒瘾，一次出差
7天，老鼠酒瘾发作，在屋梁上乱跑
乱叫，一个个从梁上跌下来死了。

如果让饮者论说酒的好处，那
是能写一本书的。姑且认同酒和英
雄是分不开的，那么英雄和美女又
是分不开的，典型的如项羽。人的
灵魂是存寄于身子之中的——伟大
的灵魂存寄的身子或许很丑陋，伟
岸的身子或许存寄着很卑微的灵
魂——平时是两者难以分离。风中
的竹，竹在动着，你看不见风，但有
风了竹才有动态，竹的动态也就是
风之形。酒和美女的作用是人的灵
魂受醉，所以饮和性与身子无关。
大街上我们看见饮者打着饱嗝儿醺
醺而过，饮者在与分离开的灵魂飘
然自在，那身子只是一个“走酒”。
10年前我喝酒的时候，一次是醉了，
走出巷口遇见一只狗来咬，我明明
白白地感受到我的灵魂在身子之前
3米远的地方，瞧见了狗用嘴咬住了
我身子的左腿，还觉得好玩，说：“疼
不？疼不？”

酒有时为他人而喝，酒更多的
是为自己喝。阳光和空气是大家共
同的，酒是用不着培养和维系的朋
友，可以当歌。除了自饮，对饮却要
双方酒量相当，与酒量太小的人喝
着无趣，与酒量大但不醉的人喝也
无趣，有的女人酒到喉咙就变成水
了，那也对饮不得，她糟蹋了酒。

人醉酒，也醉茶醉饭，醉他人，
也醉自己。社会总是新的，饮者依
然古老。

摘自《小品文选刊》

1937 年的一天，长城上的天空
瓦蓝，一只苍鹰在孤独地盘旋。少
年瘦瘦的肩上扛着一杆长长的枪，
窄窄的背上背着一把大大的刀。少
女纤细的手指牵着少年的衣襟，问：

“打鬼子？”少年说：“打鬼子！”少女
从怀里摸出一块白色的手帕，那是
她花了 3个晚上织成的。少女一边
在少年肥大的军装的扣子上系手
帕，一边问：“鬼子长啥样？”少年摇
摇头，说：“不知道，等见了就告诉
你。”

少年扛着长枪走了。走出很远
很远，一回头，看见少女还站在风尘
漫漫的路旁，一只手还挥舞在半空
中。过了两年，少年成了老兵。有

一次终于来了信，信上说：“鬼子也
是人模样，一枪就打倒一个！”少女
回信说：“那你就多打几枪。我们医
院里的伤员越来越多，枪炮声也越
来越近了。”但是少年没收到这封
信。

1939 年的春天，一颗子弹打倒
了少年。从少年胸膛里流出来的
血，将少女亲手织成的白手帕染得
一片鲜红。

少年没留话，战友没流泪。抗
日呀，一颗子弹，就是一条生命。抗
日啊，一颗子弹，就是一个少年。到
了 1950年，少女嫁给一位解放军战
士。因为和解放军战士头回见面
时，他说了一句：“打鬼子，不易啊！”

长城上的天空依旧是瓦蓝瓦蓝
的，一只苍鹰还在孤独地盘旋。50
多年的岁月，就擦着苍鹰的翅膀悠
悠地飞过去了。

2003 年的冬天，那位解放军战
士，也就是我的爷爷，一病不起了。
他问奶奶：“1937年的那个少年有多
大年纪？”

“刚满 16岁。”奶奶回答。其实
爷爷心里知道，60多年了，那少年一
直都活在奶奶心里，一直都是瘦瘦
的肩上扛着一杆长枪，窄窄的背上
背着一把大刀的 16岁的英雄模样。
并且，胸前永远系着那块奶奶花了3
个晚上亲手织成的白手帕。

爷爷就说：“1937 年，我也 16
岁，我也在长城脚下打鬼子呀。”爷
爷走了。走时，奶奶没流一滴眼泪，
奶奶只对我们说了一句话。

奶奶说：“1937年的中国少年，
都是好样的！”

摘自《语文报》

1937年的中国少年
刘红江

1972 年 2 月，美国总统尼克松
访华。

尼克松对这次来访做了充分准
备：在盛大的国宴上，在座的美国人
大都不会使用筷子，唯独尼克松不
同于他人，不紧不慢地用筷子夹取
美味佳肴，他那挺像回事的一招一
式，吸引了众多记者的镜头。时任
外交部礼宾司副处长的唐龙彬说，
他后来才知道，自从访华之事决定
之后，尼克松和夫人就开始在家里
练习如何用筷子。不仅如此，“尼克
松还学会了几句简单的中文，比如

‘你好’，‘谢谢’”，这些都巧妙地拉
近了和中国人的距离。

访问快结束时，给美国人送什
么礼物成了周恩来总理认真思考的
事情。在美方下榻的每个客房里，
中方都提供了北京果脯、巧克力等
糖果，服务员第二天打扫房间，发现
糖果盒空了；于是再放两碟，又没

了。后来一个服务员整理房间时，
偶然看到一位随行人员没盖上的行
李箱中下面一层全部是糖果。后来
外交部礼宾司的人也了解到，美方
人员因为工作太紧张了，很多人根
本没时间去街上买纪念品，回去总
要对亲友有个交代，总理知道后，决
定在他们离开上海时，每人加送 10
斤糖果。

离开中国的那个晚上，尼克松
举行答谢宴会。中方在每人面前摆
放了一盒“熊猫”牌香烟，香烟盒上憨
态可掬的大熊猫立即引起了尼克松
夫人帕特的注意。她拿起香烟盒，连
声赞叹：“真是太精美了！我太喜欢
大熊猫了！”坐在旁边的周恩来闻听
此言，不动声色地说：“总统夫人，我
们送你一些吧。”尼克松夫人不解地
问：“送我什么？香烟吗？”周恩来
说：“不是，是送你们大熊猫。”

周恩来看似随意的话，其实背

后早有一番深思熟虑。尼克松到达
当天，送了中国一对别致的“瓷塑天
鹅”作礼物，它是美国著名生物学
家、陶瓷艺术大师波姆辞世之作，目
前世界上仅存两件。中方在筹备自
己的国礼时，也费了一番脑筋。唐
龙彬说，中方也知道美国人最想要
的是熊猫。“之前尼克松夫人参观北
京动物园熊猫馆的时候，左照相，右
照相，说要是美国有这样一对熊猫
多好啊。其实我们心里有数，考虑
送熊猫了。虽然那时候因为自然灾
害，我们的熊猫已经很少了，但为了
美国人民的感情，尤其是儿童的感
情，我们还是决定送一对。”

周恩来传递这一信息的方式不
可谓不巧妙。帕特听说后，抑制不
住惊讶的表情，然后马上转头对丈
夫说：“理查德，周恩来总理说送给
我们两只熊猫，真的熊猫！”尼克松
也一副惊喜的表情。尼克松马上召
集身旁的基辛格等人，一起举杯庆
祝。同在宴会厅里的记者看到这边
发生了“骚动”，马上聚过来打探，然
后饭也顾不上吃，匆匆赶回去发稿。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乾隆十七年，皇太后 60 寿诞
的万寿恩科，殿试结束后，主考官
照例将前十名考生的试卷上呈皇
帝，等待钦点状元。评卷大臣们一
致推秦大士为一甲一名，但最终结
果还得由皇帝亲自定夺。秦大士
是南京士子，自幼聪明好学，10 岁
便能写诗作文，23 岁考中举人，而
且写得一手好字，的确才华横溢。

看到秦大士的文章，乾隆当
即折服，论真才实学，今科状元非
此人莫属。但是，当乾隆看到秦
大士的籍贯时，不由得犹豫起来，
他想起了另外一个人——北宋大
奸臣秦桧。乾隆心想，两人的籍
贯相同，姓氏相同，这个秦大士会
不会是秦桧的后代呢？万一是真
的就麻烦了，奸臣的后代怎么能
当状元呢？传出去岂不是天大的
笑话。

乾隆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
越想越觉得此事非同小可，必须

查个水落石出，于是立即召见秦
大士。见到秦大士，乾隆开门见
山地问：“你是不是秦桧的后代？”
秦大士满心欢喜而来，万没料到，
皇上竟会有此一问——世上真有
这么巧的事，他确实是秦桧的后
代！

事关重大，秦大士趴在地上，
顿时汗如雨下，不知该如何作答。
他面临着两难选择：要么如实相
告，前程肯定完了；如果矢口否认，
就卖掉了祖宗，这是不孝，而且犯
了欺君大罪，这是不忠，弄不好脑
袋要搬家。无论哪种选择，都是死
路，秦大士思索片刻，索性壮起胆
子高声说道：“皇上，一朝天子一朝
臣。”

他对皇帝的疑问不置可否，
等于默认了是秦桧的后代，但又不
明说，给双方留下一条退路。

乾隆何等聪明，哪会听不出
弦外之音，更加欣赏他的过人才

智，当即龙颜大悦，欣然点秦大士
为新科状元。秦大士巧妙地化解
了危机，成为清朝第 43 位状元，被
授翰林院修撰。

秦大士虽然过了皇帝这关，
但要想过天下百姓这关，就没那么
容易了。秦桧的名声实在太大，尤
其是在民间，被说书的、唱戏的添
油加醋之后，人们更加恨之入骨。

大奸臣的后代不仅做了官，
还当了状元，以当时的道德标准来
看，人们在感情上的确很难接受。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秦大士高中状
元后，高调做的第一件事，竟是前
往杭州西湖祭拜岳飞。在岳飞墓
前，看到秦桧夫妇的塑像被反绑双
手，长跪于此，秦大士沉思良久，写
下了流传千古的名句：“人自宋后
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情真意
切，立场鲜明。此联传出，人们顿
时对秦大士刮目相看，无不肃然起
敬。

自秦桧之后，秦家后代陷入
了数百年的信誉危机，终于被秦大
士成功化解。秦大士一生为官清
廉，造福百姓，至今传为佳话。

摘自《文苑》

明朝著名清官海瑞在浙江任职
时，浙江的官员都恨死他了，可找不
到他有什么错，大家苦思冥想后想
出一个主意：罢不了你的官，还升不
了你的官吗？于是，大家都给海瑞
唱赞歌，说他能力超群、清廉无比、

政绩突出……朝廷觉得人才难得，
于是先把海瑞调出浙江，“另有重
用”，名字暂时挂在“拟用”名单里。

上级长官说，这样的人还得先
在地方历练历练，便把海瑞调到江
西兴国县，不升也不降。海瑞到任

没几天，就向豪强举刀。豪强觉得
还是用浙江的法子对付他最好，于
是豪强出钱，官员唱赞歌，为海瑞跑
官。海瑞到兴国县任职不到两年，
就因“工作出色，政绩突出”，升任户
部主事。

户部主事是干什么的呢？每天
看看书，签签公文，８时上班９时
到，喝喝茶水看看报。反腐败，那已
经不是海瑞的职责了。

摘自《青年博览》

秦桧后人的危机公关

贪官为清官跑官

北宋书法家石苍舒，才艺冠绝
一时，昔年曾与苏轼、黄庭坚等游
从，切磋书学。其久居长安，平生雅
好收藏，家中图书古玩、碑拓笔帖甚
富。

潞国公文彦博一度领兵驻守
长安，亦与石公相主来。石公有唐
人褚遂良《圣教序》墨迹原册，潞国
公借去赏玩。此系名帖，潞国公珍

爱至极，特命其公子临摹一本。
一日，潞国公宴请朋僚，席间

出示真伪二帖，请座中诸公辨别。

群僚竟众口一词，皆称文公子临摹
为真迹，倒以石公原册为赝品。石
公在座，始终不出一语，不欲辩白。
席将散时，石公与潞国公相视而笑。

石公曰：“今日方知做官之妙
处。”潞国公大噱，满座赧然。

文彦博以书帖真伪鉴识人之
真伪，可谓别具眼力。

摘自《报刊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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