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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多年前一个细雨霏霏的黄
昏，一个身穿旗袍的“破产地主”的
女儿撑着油纸伞，踩着泥泞的乡间
小道，来到了小镇一间破败的学堂，
教刚收工的农民识字。晚上回到家
后，她还要守着一盏昏黄的油灯，为
村民们读信、写信、记账……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没有丝毫怨言。这位

“破产地主”的女儿，就是我的母亲。
4 岁时，母亲便把我送进了学

堂。在母亲的影响下，7 岁时，我开
始代替她的工作，为全村人写书信、
记工分……多年后，偶有读者要我
签名，刚动笔，他们往往会小声地加
上一个额外的要求，要我写一句警
句或座右铭。我写下“善良”二字
——母亲的言行告诉我，只有一颗
善良的心，才能包容生活的是是非
非，才能在善意往返与暖流互温中，
体味到淡定而从容的幸福。

一次，一个文人发表文章称我
在一本书上曾抄袭过复旦大学文史
研究所所长章培恒教授的一段论
文。一时间，全国哗然，不少朋友知
道后十分气愤，纷纷打来电话要我
出面“反击”。我淡然一笑：“我宁肯
做一个满身污迹的劳动者，也不愿
做一个天天都在清理自己衣冠而不
劳动的‘干净人’。”结果到最后，谣
言不攻自破，章培恒教授撰文《余秋

雨先生何曾抄袭我》，对这位文人的
文章一一进行了驳斥。

让我此生感到莫大幸运和幸福
的是，一位性格同样善良的女性走
进 了 我 的 后 半 生 ，她 就 是 马 兰 。
1991年，马兰前往上海演出黄梅戏，
我和她相识并相爱。作为安徽省黄
梅戏剧院院长，马兰不能像平常女
人一样每天回家。但只要回家，她
总是忙前忙后地把家里打扫得一尘
不染。我笑着说：“所谓尘世就是充
满灰尘的世界，要学会承受，别擦
了。”马兰不肯。我每次出差，从不
把脏衣服带回来，都是在宾馆洗好，
叠得整整齐齐地带回家，讨好地说：

“看，我疼你吧，自己把衣服都洗好
了。”

也有磕磕碰碰的时候。刚开
始，我写作的时候，马兰总在眼前绕
来绕去，让我无法静下心来。我急
了，抱怨道：“你能不能到隔壁去?”那
以后，我写作的时候，除非万不得
已，马兰绝不进书房。让我特别感
动的是，每次发生小摩擦和争吵后，
总是马兰主动作出让步。而且，她
还对朋友现身说法：“家是个不讲道
理的地方，对于一些小事情不能太
较真。”

1997 年，我和马兰开始在黄梅
戏领域进行合作，携手做起“黄梅音

乐喜剧”的文章：我编写出一幕充满
童话色彩的新戏《秋千架》，马兰则
昼夜排练，塑造了一个在秋千架上
荡出青春和智慧的少女形象。这部
大雅大俗的作品吸纳了民歌、西洋
乐、古典音乐、流行音乐的精华，为
戏曲注入娱乐因素，令人耳目一新，
在合肥首次公演场场爆满。然而马
兰对金钱毫无概念，《秋千架》演出
时开支较大，到北京演出时几乎都
是包场，不能卖很多票，结果是场场
轰动却场场亏损。马兰担心我会责
怪她，出乎她意料的是，我拿出了10
多万元稿费继续支撑她在舞台上的
梦想。

2009 年“五一”期间，一篇号称
马兰撰写的《我的声明》在网上盛
传：“因为我的丈夫余秋雨与某美女
作家私通，本人掌握了确凿证据，已
经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看到这则言之凿凿的无聊花絮，我
不禁哑然失笑，忙叫来马兰：“瞧瞧，
我们又离了一次!”马兰一看，随即笑
作一团：“这个美女作家，不就是我
吗?”这就是马兰让人感动的地方。
从 1999 年参加凤凰卫视的“千禧之
行”以来，我身边不乏美丽而智慧的
女性，但马兰从没怀疑过。在她平
和、信任的目光中，我虽然越走越
远，心却与她越靠越近。掰指一算，
5 年中，我和马兰已经“被离婚”20
次!几乎每三个月，我们都会“被离
婚”一次。每次，我和马兰都乐不可
支。

摘自《家庭》

明代书法家韩道亨的《草诀百韵
歌》以“草圣最为难”一句开篇，讲的
是书体。若论单个的字，则显然最难
写的是“人”字。“人”字只有两笔，从
书法角度讲，字的笔画越少，越不容
易写好。然而，真正难写的“人”字，
是从社会学角度讲的那个“人”字。

日前，有朋友从网上给我发来一
则关于“人”字最难写的文字，将社
会学意义的“人”字作了相当广泛深
入的解读，主题是“人”字的两笔有一
笔没有写好，便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
上的完整人生。行文简洁明了，议论
十分精彩，姑作适当整理删节，援引
于此：

一笔写出生的哭声，一笔写临终
的笑容：前者表明面对生的艰辛，后
者表明平生了无憾事。

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人生
乃是一个新陈代谢过程。新的不断
滋生，旧的不断淘汰。

一笔写进，一笔写退：人生如登

山，上山固不易，下山更难。百折不
挠，勇于攀登，固然可敬；急流勇退，
能上能下，更难能可贵。

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
和烦恼是人生两翼。幸福与痛苦、欢
乐与忧伤，相比较而存在，相激励而
前行。

一笔写顺境，一笔写逆境：顺境
是潮起的喧哗，逆境是潮落的叹息。
人生有顺境，也有逆境，潮起时预见
可能潮落，潮落时相信必有潮起。

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人生
在得失之间，想有收获，必须付出。最
好的做法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一笔写道德，一笔写才能：没有
“德”这一撇，不成其人；没有“才”那
一捺，难以自立。

一笔写权利，一笔写责任：没有
没权利的责任，也没有没责任的权
利。放弃权利，为别人的喜恶而活，
是为奴才；不担责任，只坐享其成，是
为寄生虫。

一笔写自己，一笔写爱人：爱之
双方合力，撑起一家美满。

一笔写朋友，一笔写对手：从朋
友得到帮助，从对手得到砥砺。

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
前半生生长，后半生结果。有人前半
生艰难困苦，后半生飞黄腾达；有人
前半生志得意满，后半生暗淡无光。
命运握在自己手中。

一笔写“真我”，一笔写“假我”：
“人”字两笔，一撇为真我之灵性,一
捺为假我之色身。人生转眼白头,不
妨时时自问：这一生是为“真我”而
活，还是为“假我”而活？

读罢上文，因为极喜欢这行文的
别致，我忍不住东施效颦，狗尾续貂，
竟不惜贻笑大方。

一笔写阴，一笔写阳：一阴一阳
谓之道，一撇一捺谓之人。精神是阴，
体魄是阳，精神高尚，体魄强健，兼得
才是完美；夜晚为阴，白日为阳，不纵
情纵欲，不暴饮暴食，有度才是修养。

失为阴，得为阳，得之不喜，失之
不忧，方有心态平衡；哀为阴，乐为
阳，乐而不狂，哀而不伤，方有心志安
康。愿天下人人写好“人”字，愿天下
人人修成完人。

摘自《今晚报》

老师在书上看到一道分析题，
觉得它很适合训练学生的发散思
维，自己也没有看答案，就出给了学
生。

题目是这样的：大雨天，一个
走在路上的男人，看见前面一个女
人没带雨具，怀里还抱着孩子，胳
膊上又挎着包，就主动把自己的雨
伞借给女人，接过孩子抱在自己怀
里。请问，这个男人为什么要这样
做？

最先站起来回答的是班长。班
长说：“这个男人是人贩子，想用这
种方法抢孩子。他接过孩子，马上
就会拔腿而逃。”

第二个站起来的是班里的调皮
鬼，摇头晃脑地说：“答案很简单，因
为女人长得漂亮，男人早就看上了
她，却一直找不着机会，故意用这个
办法套近乎。”

教室里一阵大笑。
学习委员站起来说：“因为这是

那个男人的职业，他借伞，帮女人抱
孩子，都是要收费的。”

老师继续启发道：“还有没有其
他的答案?”

又有一个同学站起来，略显得
意地说：“你们都忽略了女人胳膊上
挎着的那个包。我想，那个男人是
为了取得女人的信任，伺机抢东

西。”
这时候，老校长走进了教室，听

了讨论结果，他对大家说：“大家的
发言都很好，我也想听听书上是怎
么说的。”老师找到答案，大声地念
道：“因为那个男人学雷锋，他不仅
无偿把伞借给女人，最后还把她送
回家。”

教室里一片哗然，同学们纷纷
说这不现实。调皮鬼喊得最响，他
大声说：“那女人的丈夫呢?如果一
个陌生男人送自己的老婆回家，他
会怎么想?”

校长听到答案后，一直沉着脸，
之后他缓缓地说：“你们大概都不相
信，30年前，我也做过这样的事。不
仅仅是我，很多人都做过如今看来
不现实的事情。那时候，每个人都
在学雷锋。”

教室里顿时一片寂静。
摘自《经典杂文》

三十年前什么样
安 勇

武则天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女
人。她渴望权力，到 67 岁终于如愿
以偿。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女
皇帝。可人们很少注意到，武则天还
是中国历史上登基年龄最老的皇
帝。这两个“中国之最”之间有着密
切的联系。在冲击皇位的过程中，武
则天不顾一切，侍奉过两代君王，出
家做过尼姑，还不惜亲手掐死了尚在
襁褓之中的女儿。

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武则天的
周王朝最大问题是血脉的传承问
题。如果把皇位传给子女，天下等于
回到了李唐皇室的手中，而传给同姓
的人又意味着将天下交给了血脉之
外的人。武则天花了 20年时间也想
不出破解之道。大臣们用各自的方
式劝告武则天应当将帝位传给儿子，
而如果将帝位传给武三思等人，他们
就会去供奉、祭祀自己祖父的牌位。
到那时候，作为姑母的武则天的地位

是尴尬的。武则天自然知道这样的
可能性，但要她将天下拱手还给李
姓，她又于心不忍。

公元698年，群臣奏请武则天召
流放庐陵的儿子李显回京。大臣们
的群起请求是对武则天变唐为周的
无声而又釜底抽薪的反抗——人心
思唐。武则天的心病恶化了。“为什
么天下只能由男子来做帝王？”虽然
武则天花了十多年时间来树立女皇
的权威，将政治制度涂抹上女性色
彩，但最后还是失败了。武则天不得
不向朝野大臣妥协，召李显回京，立
为皇嗣。

继承人确定后，武则天开始为身
后政治格局进行安排。她的设想是
武周王朝的政权继续保留，李显作为
自己的继承人继承武家的天下。所
以，武则天开始大力营造武李两家的
血脉关系，希望通过联姻将两家命运
捆绑在一起。使武氏和李氏能够荣

辱与共，武周王朝也就
能够千秋万代了。

遗憾的是，神龙元
年正月，武则天一手提
拔的张柬之等人带领武
士，闯入武则天的病房，

手刃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兄弟，并逼
迫武则天传位给太子。武则天吃惊
地看着乱军环绕之中的李显、李旦，
只能默默地低下头。

接下来的几个月，武则天看着武
周王朝的旗帜落下，武氏诸王被降为
公爵，看到李唐君臣粉墨登场，而她
只能搬迁到上阳宫养病。每隔十天，
李唐君臣都来宫中问安，他们讨论的
内容开始涉及武则天的评价以及按
照什么规格处理武则天的丧事等问
题。实际上，这些问题在李唐君臣的
心中都已有了答案。他们来找武则
天，是希望能够通过武则天的口，说
出自己想要的东西。

万般无奈之下，武则天道出了儿
子李显和众大臣的希望，并说：“我最
后的要求，就是希望你们在先帝陵前
给我也立一块石碑，碑上无字”！

摘自《历史把脉之疑难杂案》

在纷纷总总的世情百态中，最奇
特的莫过于明代皇室骗婚现象了，而
且竟然骗到了皇帝的头上。

我们通常管女孩嫁给条件不如
自己的男子叫“下嫁”，整个中国历史
上最有资格称“下嫁”的要属明代公
主。原来明朝的皇帝非常忌讳外戚
干政，担心大臣武将利用子女联姻干
预朝政，甚至发生抢班夺权的危机。
为了彻底斩断外戚干政的危险，明皇
室便下了死命令，不许皇家和大臣武
将联姻。所以，在明代，皇家公主的
婆家往往都是寒门之辈，在政治上没
有多大地位也就不会通过联姻的方
式施加影响力。

明代皇室的公主也是分等级的，
皇帝的姑姑叫“大长公主”，皇帝的姐
妹叫“长公主”，皇帝的女儿叫“公
主”，皇家亲王的女儿叫“郡主”；亲王
的外孙女叫“县主”。她们都是皇家
的金枝玉叶，但婚配驸马往往只能选
择民间英俊善良的男子。于是，民间
男子争当驸马爷便成了明代社会一
种独特的社会风貌。

由于官民脱离，皇家更是高高在
上，明皇室挑选驸马爷只能靠熟人举
荐。离皇帝最近的莫过于宦官，于是
众多民间男子便通过贿赂宦官近臣
向皇室骗婚，诈娶公主，谋求富贵。

明弘治八年（1495），民间有个
大款叫袁相，贿赂内宫太监李广，希
望娶到一位公主。李广利用各种机
会大肆吹捧袁相，弘治皇帝信任李
广，便同意招袁相为婿。亲自召见
了袁相后，弘治皇帝感觉还算满意，
便和袁家约定了大婚之日。不料此
时有人告发了李广和袁相的骗婚阴
谋，经查，坊间对袁相的评价其实不
高。弘治皇帝龙颜大怒，推翻婚期，
下旨废了袁相的驸马名号，另选了
新驸马。

弘治皇帝虚惊一场，但德清公主
总算是没吃亏，后来的嘉靖皇帝就没
这么幸运了。嘉靖六年（1527），皇室
为永淳公主招选驸马。通过太监、女
官的推荐，选定了一个叫陈钊的男
子。不料婚前又有人向皇室告状，原
来陈钊家族世代患有恶疾，其生母乃

是再婚，且在陈家做的是二房。把堂
堂的大明公主嫁给一个小妾的儿子，
实在有辱皇室尊严。嘉靖皇帝接到
奏折，马上悔亲。为了挽回面子，嘉
靖皇帝赶紧命人在全国海选，另招驸
马。但经过千挑万选出来的男子谢
昭，面见时才发现是个秃子。大婚那
天，全国震动，如花似玉的永淳公主
竟然许配给了一个秃顶的丑八怪。
更有好事之徒，竟然编了一首民谣

《十好笑》，其中第十条就是：“驸马换
个现世报。”

万历十年（1582），万历皇帝的亲
妹妹永宁长公主要选驸马。北京城
有个姓梁的富豪，认定这是个攀龙附
凤的机会，便使尽手段，贿赂大太监
冯保，让梁家子弟梁邦瑞参与海选。
经过重重审查，梁邦瑞果然中选。可
实际上，这个梁邦瑞早已重疾在身，
大婚当日竟在婚礼现场流鼻血。收
受了梁家大肆贿赂的太监们眼见事
要败露，撒谎说大婚见红乃是喜兆，
众人一通哄骗，硬是把永宁长公主推
进了梁家大门。梁邦瑞病入膏肓，自
然无法行人伦之事，永宁长公主到了
此时悔之晚矣。新婚刚满一个月，梁
驸马便一病呜呼。永宁长公主寡居
数年后也抑郁而死。

摘自《大众文摘》

武则天为什么要立无字碑
物色“替身”

1934年，为了“围剿”红军，蒋介
石要亲自去视察和慰问川滇黔将
领。陈立夫决定让一个“替身”随蒋
去贵州一线，以防不测。

陈立夫提出好几个人选，蒋介
石都不满意。最后，蒋介石想到了
结拜兄弟何云。陈立夫立即调来何
云的照片，觉得此人果然形象与蒋
极为相似。于是立即连夜派车到杭
州接何云。

何云赶到南京当晚，总统府设
宴。席间，蒋、何谈起了往事，何云
十分感激蒋介石：蒋介石当了黄埔
军校校长后，破格录用未曾读过一
天书的他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
北伐攻克杭州后，蒋介石不忘旧恩，
任命他为杭州市公安局局长、浙江
省军事厅副厅长。上海光复后，蒋
介石又把他调到上海，任上海市公
安局督察长。

秘密训练
饭后，陈立夫把何云引进一间

密室。陈立夫开门见山地说道：“此
次紧急召你进京，让你承担一项十
分重要的任务。贵州情况复杂，为
确保委员长的安全，必须替委员长
找一个替身。你来当，怎么样？”

“不用考虑，选中我说明委员长
与陈主任信任我，我一定效忠委员
长。”何云回答得很干脆。

“好！”陈立夫大声说，“不过，当
‘替身’不仅要形似，更重要的是神
似，大到处理军政大事，小到饮食起
居，你必须学得跟委员长一模一样，

让别人看不出一点破绽。
于是，何云便以蒋介石贴身侍

卫的身份出现，只要蒋介石在工作，
他都时刻跟随左右，注视着蒋介石
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下班进了
密室，何云必须把白天记录下来的
东西，像放电影一样，复习一遍。

模仿蒋介石并非容易，蒋介石
说的是奉化官话，比较软。何云故
乡是浙江西南部，在习惯用语及发
音上与蒋区别很大。蒋介石很少吃
荤，吃荤时必有鱼，而何云荤素不
分，吃得也太多太快……总之，差距
太大，何云要反复练习。

中山陵首次亮相
1934 年 12 月上旬，蒋介石决定

在中山陵检阅卫队，有意让“替身”
亮相，试一试效果。

已蓄上日本式短须的何云换上
特级上将军服，胸前戴上一大堆勋
章和奖章，披着黑大氅。

检阅是从蒋介石的贴身卫队开
始的。通过主席台时，队员们一律
行注目礼，并高喊：“委员长好！”台
上的“蒋介石”一脸庄严，向士兵们
挥一挥手，喊一声：“弟兄们好！”

阅兵结束，“蒋介石”也未发表
任何讲话。照惯例，大家等蒋介石
先走才好走。“蒋介石”站起来，满面
笑容地与主席台上的要人们一一握
手，正要开步走，宋美龄从一旁走了
出来，很高兴地挽住了“蒋介石”的
手，说道：“达令，我看这卫队的装备
与精神都不错，但缺少一点……”

“蒋介石”一下子脸发红，半天

答不出，隔了一会，才问道：“夫人，
有何见教？”

宋美龄似乎有所觉察：“达令，
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蒋介石”摇摇头。
宋美龄笑笑：“你呀，贵人多忘

事。算了，回去再跟你说吧。”宋美
龄拉着“蒋介石”的手，“蒋介石”顺
从地跟了过去。

这下，陈立夫急了，假如“蒋介
石”真的与宋美龄共同上了小轿车
直奔总统府，那麻烦就大了。陈立
夫立即向“蒋介石”使了个眼色，“蒋
介石”忽地停住，说道：“夫人，等我
如厕了再走。”“蒋介石”向厕所走
去。各位军政要人此时也纷纷下了
检阅台，他们走到宋美龄身边，向这
位第一夫人打招呼，这些嫡系亲信
们簇拥着宋美龄走去。

陈立夫在暗中捏了把汗，“替
身”演示总算蒙混过了关。

抗战胜利后何云隐居杭州
西南之行，蒋介石对何云的成

功表演非常满意，决定长期留用在
侍从室，今后还要派上用场。后来
有许多场合，何云都替蒋介石出面
亮相，诸如剪彩、合影之类的事情。

可是不几年，何云还是离开了
总统府，其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扮蒋
介石太像了，连宋美龄也经常弄错，
惹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二是何云
的国语讲不准，带有难懂的方言。

抗战胜利后，何云奉令回杭州
隐居。他多次写信给蒋介石和陈立
夫，请求恢复公职。可是，一直杳无
回音。何云直到病逝前还感慨：“我
当过‘委员长’，可是委员长不认我
了！”1947年9月，何云病逝于故乡建
德县，终年61岁。

摘自《大连晚报》

蒋介石的神秘替身

英军的服饰，从元帅到士兵，所
有军帽都是一样的，通常只有一枚
帽徽，蒙哥马利的军帽却有两枚帽
徽。因此，官兵一眼就能认出蒙哥
马利。

最初，蒙哥马利所在的部队，几
乎是屡战屡败。在这种困境中，士
兵们十分需要指挥官同他们在一起
战斗。

此时，很多指挥官不是没有来

到战场，就是闻风逃走，士兵们发出
怨言，士气大减。蒙哥马利甚至看
到有一个身负重伤的老兵，虔诚地
跪在地上，发出绝望的呼声：“司令
官，你在哪里啊？快来将我们救出
苦海吧。”他理解士兵们的心情，在
以后的战斗中，他一直和士兵们一
起战斗，从未临阵退缩过。

蒙哥马利逐级上升，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期间，成为一个庞大战区

的最高司令长官后，经常到前沿阵
地视察和督战。尽管如此，他发觉
自己所能接触的下级军官和士兵还
是很少。

后来，他终于发现其中的奥妙，
是广大的士兵和下级军官都不认得
他，大大减少他与基层官兵接触的
机会。他决定在军帽上别两枚帽
徽，士兵们只要看到这个奇特的军
帽，就知道元帅来了，从而大大激发
起斗志。

蒙哥马利元帅这顶奇特的军
帽，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摘自《世界智谋全解》

小时候看电影虎门销烟的英雄
林则徐在官邸里贴一条幅“制怒”。
由此知道怒是一种凶恶而且丑陋的
东西，需要时时去制服它。

长大后当了医生，更视怒为健康
的大敌。师传我，我授人：怒而伤肝，
怒较之烟酒对人为害更烈。人怒时，
可使心跳加快，血压升高，瞳孔放大，
寒毛竖紧……一如人们猝然间遇到
老虎时的反应。

怒与长寿，好像是一架跷跷板的
两端，非此即彼。

人们渴望强健，人们于是憎恶愤
怒。

我愿以我生命的一部分为代价，
换取永远珍惜愤怒的权利。

愤怒是人生的正常情感之一，没
有愤怒的人生，是一种残缺。当你的
尊严被践踏，当你的信仰被玷污，当
你的家园被侵占，当你的亲人被残
害，你难道不滋生出火焰一样的愤怒
吗？当你面对丑恶，面对污秽，面对
人类品质中最阴暗角落，面对黑夜里

横行的鬼魅，你难道能压抑住喷薄而
出的愤怒吗？

愤怒是我们生活中的盐。当高
度的物质文明像软绵绵的糖一样簇
拥着我们的时候，现代人的意志像被
泡酸了的牙一般软弱，小悲小喜缠绕
着我们，我们便有了太多的忧郁。城
市人的意志脱了钙，越来越少的有倒
拔垂柳强硬似铁怒目金刚式的愤怒，
越来越少有幽深似海水波不兴却蕴
蓄极大张力的愤怒。

没有愤怒的生活是一种悲哀。
犹如跳跃的麋鹿丧失了迅速奔跑的
能力，犹如敏捷的灵猫被剪掉胡须。
当人对一切都无动于衷，当人首先戒
掉了愤怒，随后再戒掉属于正常人的
所有情感后，人就在活着的时候走向
了永恒——那就是死亡。

我常常冷静地观察他人的愤
怒，我常常无情地剖析自己的愤怒，
愤怒给我最深切的感受是真实，它
赤裸而新鲜，仿佛那颗勃然跳动的
心脏。

喜可以伪装，愁可以加以伪装，
快乐可以粉饰，孤独忧郁能够掺进水
分，惟有愤怒是成色十足的赤金。它
是石与铁撞击一瞬痛苦的火花，是以
人的生命力为代价锻造出的双刃利
剑。

喜更像一种获得，一种他人的
馈赠。愁则是一枚独自咀嚼的青橄
榄，苦涩之外别有滋味。唯有愤怒，
那是不计后果不顾代价无所顾忌的
坦荡的付出。在你极度愤怒的刹
那，犹如裂空而出横无际涯的闪电，
赤裸裸地裸露了你最隐秘的内心。
于是，你想认识一个人，你就去看他
的愤怒吧！

愤怒出诗人，愤怒也出统帅，出
伟人，出大师，愤怒驱动我们平平常
常的人做出辉煌的业绩。只要不丧
失理智，愤怒便充满活力。

怒是制不服的，犹如那些最优秀
的野马，迄今没有任何骑手可以驾驭
它们。愤怒是人生情感之河奔泻而
下的壮丽瀑布，愤怒是人生命运之曲
抑扬起伏的高亢音符。

珍惜愤怒，保持愤怒吧！愤怒可
以使我们年轻。纵使在愤怒中猝然
倒下，也是一种生命的壮美。

摘自《感悟心灵》

珍惜愤怒
毕淑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