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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庆历七年，江南地区阴雨绵
绵，从三月一直下到九月，田里的庄
稼颗粒无收，受灾面积达 127 个县。
米价接连上涨，到了十月，米价就由
原来的每石四百文涨到了一千五百
文，老百姓们苦不堪言。

江南各州府官员一面向朝廷请
求援助，一面强力抑制米价惩办奸
商。一旦发现有人哄抬米价，轻则没
收家产发配充军，重则就地斩首。靠
着这种雷霆般的手段，江南地区的米
价终于稳定下来，维持在每石五百文
左右。

但是，在东南沿海，一个当时叫
鄞县的偏远小县里（现在的宁波），却
有一个很另类的县令，不但不抑制米
价，反而发出公文，以政府的名义硬
性规定：鄞县境内米价每石三千文！

这位大胆的县令就是历史上鼎
鼎大名的王安石。

一时间，宁波境内民怨沸腾，尤
其是一些普通百姓骂得最厉害。因
为米价太贵，不少人家只好举家食

粥。米商们则欢呼雀跃，发了大财，
他们纷纷知趣地给王安石送来金
银。对此，王安石来者不拒，一一收
下。偶尔有外地的商人忘了敬献金
银，王安石就让师爷前去讨要。

时任杭州知府的吕向高，听说了
这事，怒不可遏。只因碍着王家世代
为官，实力强大，而王安石本人又是
海内名士文人领袖，这才暂时没有追
究。吕向高心想：等宁波闹得不可收
拾，再去发落王安石吧！也免得自己
落下妒贤嫉能不能容人的骂名。

没想到，由于陕西一带连年大
旱，朝廷已经赈济多年，如今国库空
虚，对江南的雨灾，一时无力救助。
到了第二年三月，江南市面上几乎已
经无米可卖。黑市上，米价出到五千
文一石，还常常有价无市。大量饥民
开始涌现，不少人举家外迁。每天都
有许多人饥饿而死。昔日风景如画
的江南，一时哀鸿遍野凄凉一片。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宁波境
内却米粮充足，人民生活安定。原

来，全国各地的商人听说宁波米价高
昂，有利可图，纷纷把米贩到宁波。
宁波的老百姓们，虽然一时间将多年
的积蓄消耗殆尽，却几乎没有出现饥
民。对于无力买粮的人家，王安石就
发给银两救助。

后来，宁波的米粮越积越多，渐
渐供大于求。商人们已经把米运来，
不好再运回去，只好就地降价销售。
米价竟然慢慢降回到了一千五百文
一石。

同江南其他地方比起来，宁波简
直就是个世外桃源。

原来，江南不同于陕甘等贫弱地
区。这里历来富庶，不仅鱼米丰饶，
而且商业十分发达。普通人家几十
年下来，也小有积蓄。因此，乍遇荒
年，人们需要的只是粮食。就算米价
高，俭省一点，也能坚持一年半载。

吕向高这才发现，王安石真有一
套，实在是高。他马上嘉奖王安石，
并通令江南各地提高粮价，每石三千
五百文。

商人们一听，大受振奋，纷纷竭尽
所能，马拖驴运水陆并行，从全国各地
源源不断把米贩到江南来。江南民众
家财散尽，却终于度过了这一劫。

摘自《牛城晚报》

王安石的另类智慧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二
十七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
在忧郁和悲愤中辞世。这以后，李鸿
章被定论为“卖国贼”并延续了一个
世纪。

李鸿章自同治九年（1870年）47
岁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天津
度过了三十多个春秋。上任伊始，李
鸿章就曾说：“天子以天津边海重地，
番舶往来，华洋杂处，为畿辅守御之
要害，非文武要臣不足以信任。”

李鸿章正是出于这种思想与动
机，在天津作出了一番事业：他首先
重修大沽炮台。所以如此，是 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国的 8艘军
舰就出现在大沽口，并有一艘驶入海
河。1858年，英法联合舰队又闯入并
炮轰大沽口，几天后，美俄舰队加入，
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

李鸿章在重修大沽炮台的同时，
接办天津机器局，仅仅两年多的时
间，天津机器局生产的火药、铜帽、子

弹增产了两倍。
李鸿章在大办军需工业期间，我

国第一颗水雷试制成功，我国第一艘
潜水艇下水，建成了我国大陆第一条
电报线，建成了第一条可供使用的铁
路，正是有了这第一条不足 10 公里
的铁路，才有了以后的开平煤矿和开
滦煤矿的优质煤源源不断运到天津，
结束了进口日本煤炭的历史。也正
是这不足 10 公里的铁路，使清王朝
认识到铁路并没有破坏大清王朝的
风水，才有了以后津唐铁路通车。

当李鸿章得知，天津的水上运输
多被洋船占领，船户被迫拆船后，建
议东北运来天津的米豆，“改由奉天
自行雇船运津，免使船户守候往返，
增加川资”。随后，命朱其昴建轮船
招商局。

当有人拐卖儿童在洋船上充当
廉价劳动力时，李鸿章命立斩拐卖儿
童犯，并照会各国驻天津领事，今后
洋人不准买华人承工。

同治十二年（1873 年），秘鲁国
使臣到津谈判建交问题，李鸿章得知
近十万侨民在秘鲁受迫害后，向秘鲁
提出停止虐待侨民，全部安全送回中
国后，方与之建交。

李鸿章在天津又建立了北洋海
军和现代化陆军，在建立海陆军的同
时，派员赴德国学习陆军，派严复等
人赴英国学习海军，又相继建立了水
师学堂和陆军学堂，聘请国外教官，
培养所需人才。

甲午海战前夕，李鸿章并非主战
派，他希望获得更长一点的和平时
间，发展和壮大大清国的国力。当战
败后，他又不得不在清廷的命令下，
签订了《马关条约》。

建军的是他，打仗的是他，战败
谈判的还是他！

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使
天津工业遭受巨大损失。李鸿章在
离开天津四年后，在战火纷飞中受
命，第二次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
臣，此时他已无力回天了。他再次受
命，与庆亲王奕匡力一起代表清政府
签订《辛丑条约》。两个月后，他在北
京去世。

摘自《今晚报》

一说到画竹，人们往往会想到
清代的郑板桥。他不仅仅是绘画史
上的一位有成就的画家，他还以许
多传闻轶事而成为被民间广为传诵
的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
板桥，江苏兴化人，清代中期著名书
画家群体“扬州八怪”的一员。是清
代著名书画家和文学家，二十余岁
便成为卓有才名的秀才。在扬州以
卖画为生。后来在友人的资助下，
参加了科举考试，成为“康熙秀才，
雍正举人，乾隆进士”。中进士后，

郑板桥先后被任命为山东范县、潍
县的县令，历时十二年，深受百姓爱
戴，至今还流传着许多关于他刚正
执法的故事。后来得罪上司被贬
斥，他就选择了在扬州以卖画为
生。由于他出自官场，所以常常玩
世不恭，在诗书画中嬉笑怒骂社会
上不平之事。他卖画自己定下明确
的润格，还指明只要银子不要物：

“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
公之所送，未必所好也。送现银，则
心中喜乐，书画皆佳。”按说他应该
很有钱，但事实上，由于他乐善好
施，生活简单如旧。而且他不卖画

与达官显贵，决不“有求必应”，更不
“求善价而沽之”。

郑板桥在文学、书法、绘画各方
面皆有所成，有“三绝诗书画”之誉。
他的文学作品多以民间疾苦为题材，
文风朴素平实，而带活泼诙谐之趣，
通俗易懂，有《郑板桥集》遗世。他的
书法在杂用篆、隶、行、楷的基础上，
兼众妙之长，创自家体格，自称是“六
分半书”。大大小小，整整斜斜，有人
称它为“乱石铺街体”，或叫它“板桥
体”。郑板桥绘画方面取得的成就最
大，盖过他的诗名与书名。绘画中，
兰竹菊石是他最常见的描绘题材，其
中又以兰竹为主，他通过歌颂兰竹，
表白自己的生活理想和爱憎态度。
郑板桥一生所画名为《兰竹图》的作
品，不计其数。

摘自《中外绘画名作》

胸有成竹郑板桥

一首流行很广的情歌中，有一段
很煽情的歌词：“我能想到最浪漫的
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
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
摇椅慢慢聊。”其实，这也就是古诗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现代版。
“龟蛇虽寿，犹有竞时”，人总是

要老的，横竖不过几十年，能和自己
相爱的人从青年走过中年再步入晚
年，慢慢地一起变老，“少年夫妻”变
成“老来伴”，的确是很惬意很美好的
事。但爱情毕竟只是我们生活中的
一部分，虽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那
么，随着时光流逝，还有很多东西都
在和我们一起慢慢变老。

慢慢一起变老的，除了老伴，还
有老友。当年一起指点江山，激扬文
字，正是血气方刚、风华正茂的岁数，
胡子刚刚露头，小脸蛋布满“青春
痘”，说话间，就成了白发苍苍、满脸

沟壑的老头、老太。偶尔到了一起，
想起当年的意气风发，豪情满怀，天
不怕地不怕，“气吞万里如虎”，不由
得长叹一声：老了，都老了！一个人
能有几个交一辈子的朋友，友谊弥老
弥坚，又一起慢慢变老，也是不薄福
分啊！

除了老友，还有老对手。可能是
政见不同的政敌，可能是商场竞争的
对手，可能是战场上的死敌，当然也
可能有同一阵营里互相嫉妒的同
事。当年也是明争暗斗，势不两立，
打得你死我活，斗着斗着，也都慢慢
变老了。感谢老对手，他使你充满活
力，不敢稍有懈怠；他逼你使出浑身
解数，把生命之火烧到极致。如今，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
鸣”，冤仇能解也该解了，如果“一个
也不宽恕”，那就下辈子再斗罢。

老屋，为我们遮风避雨，供我们

栖息生存，它也会老的，虽然比我们
老得慢。墙上的灰皮脱落，那是它布
满皱纹的老脸；屋顶瓦块一片片破
碎，那是它曾有过的一头青丝；门窗
变形也关不严了，那分明就是它下垂
的眼睑和掉豁的牙。孝顺的儿女或
许给我们准备了新房子，可“金窝银
窝不如自己的土窝”，老屋已是老人
生命的一部分，如果能在老屋里的老
床上溘然长逝，那也是求之不得的事
啊！

还有老书，陪伴了我们一辈子，
每一本都留下了我们生命的印迹，在
读书中成长，在读书中创业，在读书
中衰老，书是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书是无话不谈的多年老友。书也在
慢慢变老，变黄的纸张，被虫蛀的孔
洞，都印证着岁月的流逝，记录着我
们曾有的青春。

一个人步入老境，能有老伴忠诚
相陪，有老友交往不断，有老屋适意
栖居，有老书可读可诵，有老家具可
供使用，银行里还有些许“老本”，夫
复何求？这也是上天垂青，是我能想
到的最浪漫的事。

摘自《今晚报》

她是一条鲑鱼。秋天来了，她
要回到她的家乡。

阿拉斯加东南部的冰川湾上，
此刻正生机勃勃。森林里有一条缓
缓流淌的小溪，那就是她的家乡，那
就是她出生的地方。

她已经在海洋里自由自在地生
活了两年，那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
日子。现在，她感到自己的身体中
涌动着一种使命，刻不容缓，那是一
种想要回家的强烈渴望。在这种渴
望里，她常常回忆起自己小溪里的
童年。现在，她将回去，回去把自己
的生命传递给下一代。

回家的路很漫长，而且险象环
生。可是，她并不孤单，和她一起
来的还有数不清的同伴，大家是千
里迢迢从大海游向冰川湾的。此
刻，她跟大家一样，争先恐后地溯
游而上。天空中是不断盘旋的白
头海雕，对水里的鲑鱼虎视眈眈。
两岸，经常会徘徊着几只饥饿的棕
熊，而且正在向不断翻滚的鲑鱼群
靠拢。

沿途，她逃脱了多少次谋杀，恐
怕连她自己都数不过来了。她的身
上已经有了好几处创伤。她知道，
她的时间非常紧迫，必须争分夺秒。

她依稀记得，自己刚出大海时，
还是一身健康而亮丽的银白色。可

是，经过了数百公里的长途跋涉，她
惊奇地发现，她的身躯已经变得像
火焰一样赤红。现在，她是一条红
鲑鱼，身体里激荡着母性的欲望。

长途跋涉后，她和许多幸存者
遇到了同样的困境。眼前是一道屏
障，是一块深度只有 10厘米左右的
浅水区，像她这样一条重达 10斤的
红鲑鱼，想要跨越过去，非常困难。
但是，她也清楚地知道，如果不跨过
眼前这道坎，那她以前所有的努力
就都没有意义了。

她和其余的红鲑鱼一样，焦虑
地徘徊，直到母性的欲望积聚得越
来越浓烈，最终化作一股奋不顾身
的力量，促使她勇往直前。在清澈
的水面上，她激烈地摆动尾巴，露出
她火红的背脊，宛如一条燃烧的火
焰，从浅浅的水面穿梭而过。紧接
着，便是壮观的无数条火焰像她一
样闯了过去。

终于，她和她的无数同伴顺利
回到了他们的出生地。那条缓缓流
淌的小溪，还像当年一样，清澈而透
亮。可是，这里也会有很多不速之
客，不怀好意地注视着水下的世
界。他们是小黑头鸥，专门等待着
吞食红鲑鱼的卵。

但有时候，更危险的敌人也许
不是他们，而是来自自己的营垒。

很多像她一样的红鲑鱼，在为自己
挖巢穴的时候，会把其他鲑鱼的卵
拍打出来，成为小黑头鸥的美食。
这也是这些不速之客千里迢迢飞来
的原因。

一条剽悍的雄鲑鱼击败许多竞
争对手，成为她公开的情人后，便无
时无刻不跟在身旁。她感到自己的
生命正在消逝，体力和精力都在慢
慢衰退。可是，她告诉自己，还不能
死去，她生命的轮回还没有完成，她
必须坚持下去。

她用自己不多的气力，拼命拍
打水底的沙石，以便挖出一块供自
己产卵的地方。然后，她和她的情
人开始为生命的轮回做最后的努
力。他们一起张开嘴，似乎在为逝
去的生命嘶喊，也或许，这是在为新
生的生命而呐喊。

他们俩都已经非常虚弱，甚至
在生命轮回的最后跋涉中，他们只
是靠了顽强的挣扎才得以成功。她
拼尽自己最后一点精力，把寄予了
自己生命的卵，埋在砾石下。现在，
她可以安心地死去了。

她终于完成了自己生命轮回的
艰苦跋涉，在颓枝败叶间顺水流去，
和所有来到这里的红鲑鱼一样，成
为白头海雕过冬的食物。她似乎在
茫然地注视着冬天里慢慢苍白的世
界，可是，谁知道呢，也许这眼神里
更多的竟是欣慰。因为，等到第二
年春天，将有更多的小生命延续她
生命的轮回，这也必将是一场永不
休止的生命跋涉。

摘自《旱码头》

浩如烟海的歌曲里，最美好的
当数多姿多彩的情歌。情歌是民间
歌谣的一种，在民间俯拾皆是；听来
明朗，爽快，泼辣，态度鲜明，绝无遮
掩，用拙朴、自然的本色表达有情人
心中明净、纯洁而美丽的爱情。

最早的民间诗歌总集《诗经》
里，有许多作品歌咏美丽多姿的爱
情。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
淑女，君子好逑”是初恋的相思；“死
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
偕老”是新婚的誓言，也是最真心的
承诺。

民间情歌喜欢以赌咒发愿来
表明坚贞不渝的爱情，用丰富多彩
的自然物作比喻。或以冰雪、松柏

比心地之皎洁、忠贞；或以蒲苇、磐
石比意志之坚韧不移；或以冬雷、
夏霜、山烂、河枯反证分离之不可
能。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
绝衰。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震
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这首汉乐府情歌写的是位心直口快
的少女向心上人表达爱情，方式特
别，誓词热烈，用世上五种最永久存
在物不可能发生的巨变来象征感情
的磐石无转移，语浅情深，似拙而
巧。致使千载之后，这位姑娘的神
情仍能活脱脱地从纸上传达出来。
爱情，只有与坚贞联系在一起的时
候，才是无比纯洁美好的。

那些花一样的情歌，发自肺腑，
情感真挚。有表现坚贞不渝、相爱
到底的：“六月过了七月秋，小溪出
谷望长流。泥鳅生鳞马生角，铁树
七花心不休。”有反抗封建婚姻制度
的：“生要恋来死要恋，不怕刀枪等
门边。砍头恰似风吹帽，坐牢好比
坐花园。”陕西的“信天游”则将这种
生生死死的爱情歌唱到了极致：“雪
花花落地化成了水，死了也把哥哥
你随。咱二人相好一对对，切草刀
铡头不后悔！”忠贞的爱情如此热
烈、真挚，听来荡气回肠。

那些美好的情歌，将爱情渲染
得如花一般美丽纯洁。少年时的柔
情蜜意化为白发苍苍的相依相伴，
到老了，仍能亲热地唱段情歌。唤
声“阿哥”“妹子”，那是怎样的深情，
甜美了一生一世的光阴？正如歌里
唱的：“你有情我有意，一生做相好，
爱到白头老。”

摘自《渤海早报》

抗日战争期间，我是一个半工半
读的流亡中学生，虽然自己食不果
腹，还饶有兴致地养了一群鸽子。

在夏秋两季，它们完全可以在
田间觅食。但在冬春两季，田野空
旷，无食可觅。幸好我有一位同窗
好友王贤才，他是粮店老板的独生
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只要他的
店小二用刮板在量包谷的斗上轻轻
刮两下，就足够我那些鸽子活一个
冬春了。

全城养鸽户都知道，在我的鸽群
里有一个战俘，它是我用弹弓打落的
一只日军信鸽，深灰色，雌性，右腿上
有一只铝箍，铝箍上记录着它出生年
月日和地点。有些同学义愤填膺地
要求我杀掉它下酒。我以为，日军信
鸽固然有罪，可它对它自己行为意义
毫无所知，不知者何罪之有呢！所以
我没有听从这个非常民族主义的意
见，反而在它的伤口上敷了药，伤愈
之后放飞它，任其自由。它的确试图
离我而去，但一天以后就又飞了回
来。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返返，取
迷途知返的意思。

返返留在这个群体中，自由恋爱

找到了一个配偶，成就了一段异国情
缘。它的如意郎君是这个鸽群里的

“美男子”翔翔，大尾巴、凤头、毛腿、
全身羽毛像雪一般白。它俩十分恩
爱，刚刚入冬，返返就生下了两枚白
白净净的蛋。于是，这一对夫妻就把
全部精力都放在即将出世的幼雏身
上了，轮流用自己的羽毛去孵化它们
的爱情结晶。

一天，夜半时分，天空开始飘
雪，织布作坊里的老少工友们都已入
梦，我还像大多数古代诗人那样，翘
首仰望窗外飞舞的雪花，充满了浪漫
情怀。很想“对琼瑶满地，与君酬酢”
一番，可惜囊空如洗，没有酒钱，只好
望雪兴叹，一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在
雪花纷飞的梦里入睡。

很快窗外的响声惊醒了我，爬起
来一看，原来是一只鸽子在扑打窗
棂，它猛力用自己的身体撞击着玻
璃。再定睛一看，是翔翔。你怎么会
如此激动呢？翔翔！你是饿了吧？
可这时候我拿什么来喂你呢？翔
翔！要么，你是有什么紧要的话要告
诉我吧？

此时，天地间除了落地无声的雪

花，什么都没有，完全是一派和平、宁
静的景象，甚至还有一种庄严肃穆的
气氛。明天吧，明天吧！我太累了。
说着我的眼睛就闭上了，才闭上一小
会儿，就听见“呼啦啦”一声巨响。惊
得我一跃而起，待我冲到门外，才发
现两排挂在院墙上的鸽笼全都坠落
在地。

这些鸽笼本来就是用腐烂木材
钉成的，摔成什么样子，不用看我也
知道。但当我低下头来的时候，那堆
惨不忍睹的碎木片，还是在我的心窝
子上给了我狠狠的一击。我立刻想
到返返和翔翔那两只尚未破壳的幼
雏。这时，大部分失去栖身之所的鸽
子，正惊恐万状地在漫天大雪的空中
旋飞。而返返和翔翔却并肩站在院
墙上，悲哀地勾着头，对着地上那堆
破碎的木片张望。

我 很 抱 歉 ，翔 翔 提 醒 过 我 的
呀！在积雪压得鸽笼摇摇欲坠的时
候，它几乎是用自杀的方式提醒过
我……

在此之前，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
雪花的重量。没想到当严寒笼罩大
地的时候，雪花在默默地、缓缓地、悄
悄地、久久地堆积着、凝结着，渐渐
……渐渐……由轻而重。说不定在
某一瞬间，宇宙间某一座无形的天平
猝然失衡，诗情画意的浪漫就会立即
转换为一片狼藉的灾难……

摘自《中外书摘》

那些花一样的情歌
翁秀美

在生命的轮回中跋涉
朱春学

雪花的重量
白 桦

1911 年 8 月 21 日是周一，按照
惯例，罗浮宫闭馆，只有少数工作人
员在大厅里走动。这座著名博物馆
里聚集了大量藏品，《蒙娜丽莎》就
被放在方形大厅里。罗浮宫的维护
总监皮奎特在早上巡视时经过，他
告诉助手，这是罗浮宫最值钱的画，
市值150万。

皮奎特离开方形大厅不久，一
扇壁龛的门打开走出一个人。他前
一天便躲在壁龛里，罗浮宫有很多
这样隐藏的壁龛，通常用来存放画
架和画布。此人穿着白色罩衫，罗
浮宫维护部门的工作人员总是穿着
这样的罩衫。他直接向《蒙娜丽莎》
走去，将它取下来。画幅本身有 18
磅，按照文艺复兴时期的通常做法，

《蒙娜丽莎》被画在三块厚木板上。
几个月前，博物馆才通过一些物理
方法来保护这幅画：大块的木头支
架以及玻璃面板的盒子，总共有200
磅。但是这幅沉重的画只是用 4个
挂钩固定在墙上。

小偷顺利取下《蒙娜丽莎》，将
画藏到工作罩衫里，他在离开时也
未露马脚，唯一的麻烦在底层的楼
梯间，小偷有钥匙，但却打不开门，
他听到了上面有人下楼，情急中用
螺丝刀卸下了门把手。下楼的是罗
浮宫的水管工索维特，他是唯一一
个见过小偷庐山真面目的人，后来

他回忆道，确实见过一个穿着白色
罩衫的人在抱怨怎么门把手没有
了。索维特用一把钳子帮他开了
门。

小偷从容地从博物馆的主出口
溜走。当天有几个保安在执勤，但
是只有一个被安排在那个出口。那
个保安又擅离职守，打扫前厅去了，
也没看到有小偷离开。只有一个路
人看到了一个男人在白衣服里包着
一个东西在人行道上走。

8 点 35 分，皮奎特再次经过方
形大厅时，发现《蒙娜丽莎》不在墙
上。他对助手说：“上头把它挪走
了，大概他们觉得我们会偷走它!”直
到周二开馆时，一个画家向保安抱
怨，怎么《蒙娜丽莎》没在它该待的
位置，保安也不过是耸耸肩：“大概
是给摄影工作室拿走了吧。”画家比
较拧巴，追问什么时候会归还。保
安去找了摄影师，但摄影师说没拿
走，或许是拿去清洁了。

最后，保安觉得最好通知一下
管事的，于是，疯狂的寻找工作开
始了，最终他们发现：《蒙娜丽莎》
丢了!

《蒙娜丽莎》消失一年后，罗浮
宫博物馆不得不面对现实：或许它
再也回不来了。

《蒙娜丽莎》失踪两年后，意大
利收藏家阿尔弗雷多·格里在佛罗

伦 萨 收 到 一
封信，发信人
自 称 雷 昂 纳
多 ，他 说《蒙
娜丽莎》在他

手上。
这位雷昂纳多自称是一个意

大利爱国分子，被一种强烈的归还
国宝的热情驱使，并下定决心至少
要“偷回”一幅被拿破仑掠走的国
宝。

格里拿着信去找了佛罗伦萨的
乌菲兹美术馆总监乔瓦尼·波奇，波
奇有一套来自罗浮宫的图片，上面
详细地标注了《蒙娜丽莎》原作木板
背后的一些标记。这是赝品制造者
不太可能注意到的地方。不久，格
里收到一封署名雷昂纳多的电报，
他自称在米兰，第二天到达佛罗伦
萨。

当天，一个衣着整洁的瘦小男
人出现在格里的画廊。验货时，格
里在《蒙娜丽莎》的背面发现了罗浮
宫的编号和印戳。他非常激动，但
是强迫自己平静下来，他提出《蒙娜
丽莎》需要到乌菲兹美术馆进一步
检测。最后得出结论：这就是罗浮
宫失踪的《蒙娜丽莎》。

但是对雷昂纳多来说，这是灾
难的开始，就在他回到旅馆不久，两
个警察逮捕了他。意大利议会在经
过一番激烈讨论之后，将《蒙娜丽
莎》归还给法国，1914 年 1 月 4 日，

《蒙娜丽莎》又回到了它在罗浮宫的
位置。

摘自《新周刊》

《蒙娜丽莎》如何被带出罗浮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