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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解释请客缘由，说赵市长已
经发话，搬迁要加快，乱子不许
出，其他人不问，重点追究蔡区
长。蔡区长需要大家支持，今晚先
表示一点心意。

谢建南帮腔，说蔡区长特供好
酒，给大家上茅台。

这时候服务小姐进来，凑到蔡
波身边说：“蔡区长外边有人找。”

蔡波问是谁？小姐说不知道，
只说有要紧事。蔡波只得放下杯子
起身。

“ 你 们 继 续 ， 别 停 ，” 他 说 ，
“就是那句话：干了再干。”

谢建南呼应，说蔡区长放心，
大家听区长的。干了再干，不能白
干。回去做好工作，帮拆房子不添
乱。

包厢外站着位男子，腋下夹着
个黑色小包，阴沉着脸，却是施雄
杰。蔡波一见他也把脸拉了下来：

“干什么找到这里？”
施雄杰没吭声，

打 开 小 包 取 出 一 张
纸，把它递给蔡波。

“ 复 印 的 。” 他
说，“不是原件。”

蔡波接过来，看
都不看，当场撕成两
半，揉成一团扔在地
上。

“有事就说，”蔡
波道，“不必这么麻
烦。”

施雄杰说这是林
琳写的，也算遗嘱。

“她骂你该死。”
“你最该死。”
施雄杰说他不想把事情做绝，

要蔡波不要逼他。
施雄杰拍了拍他带的包：“这

里有关系。”
“我知道那都是些啥。”蔡波

说，“你找叶家福，打算交给他？”
施雄杰说他给叶家福打过电

话，但是还没说透，叶家福以为这
只是别人家里的一件私事。如果提
起叶家福曾经接到的一个陌生女人
的电话，提到一只曾经失窃的旅行
袋，叶家福立刻就会见他。

蔡波点头：“没让你当密探真
是屈才了。”

施雄杰说他手中这些东西交出
去，还是不交出去，看情况吧。他
要什么蔡波很清楚，并不是做不到。

蔡波说，今晚他在里边请客喝
酒。他刚在酒桌上讲了一个笑话，
涉及到女人和勒索。他不怕勒索，
因为早有准备。

他拿出手机，挂了李国哲的电
话。

蔡波当着施雄杰的面，在电话
里跟李国哲探讨“猎头”和副执行

主管问题。从北京回来后，他们已
经通过数次电话，探讨了其中各相
关细节，但是直到此刻，蔡波还没
有最后下决心，所谓的“卖身契”
尚未出手。

“你还想等多久？”李国哲问，
“阿波罗再次登月？”

蔡波说用不着那么久。打这个
电话是想告诉他自己已经打定主
意，但是还需要一点时间处理手头
一些事情，这才方便脱身。李国哲
说如果这样，可以先把协议签下
来。他那边有那边的情况，大公司
运作有自己的规则，他们常用一句
话，叫做“YES OR NO？”是或者
不是？这是需要明确的，不能含糊。

蔡波发笑，说李先生这么看中
卖身契？不就一张纸吗？李国哲说
字一签就是承诺，承诺了就得守
信。这是第一条规则。

蔡波说：“咱们这里通行习惯
有些不同，说了不太算，签了也常

变。但是各自心里还
是有个谱的。”

他告诉李国哲最
近他这里挺麻烦。家
里死了一个人，外边
闹哄哄聚了近千人。
此 刻 他 在 宾 馆 里 请
客，包厢里边难缠，
包厢外边更甚，站着
一个人，拿一个不幸
去 世 的 女 人 实 施 勒
索。老话说三十六计
走为上，此时此刻，蔡
区长摇身一变，变成只
鹞子远走高飞，四处捕

食野兔田鼠，公的母的通吃。房子该
谁谁去拆吧，不必本人费心。谁想
死就死吧，想勒索哪里还够得着。

李国哲没听明白：“你说什
么？”

“咱们另找机会再谈。”
蔡波收起电话，回头看看，施

雄杰已经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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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省里组织政法工作
检查，从省直和各地抽人参加。叶
家福给抽到了，分在山区一组，跑
本省西部两市，检查项目之一是监
狱状况，该项目属政法工作范围。
有一天上午，检查组到了位居深山
间的一座省属重点监狱，受到了例
行的欢迎。类似场合领队比较忙，
叶家福是普通组员，没太多事，心
情比较放松，眼睛可以东张西望。
这一放松张望让他意外吃了一惊，
惊讶对象是停车场边的一辆轿车。

这车很普通，广州本田，是司
法局的车。叶家福早年在市司法局
工作，叶家福调政法委工
作之前，有幸时常使用过
该车。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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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猫儿匿胡同，老一辈人差

不多都是吃窝头，啃老咸菜疙瘩长大
的。逢年过节吃顿缺肉少油的饺子，
就跟吃了龙肝凤胆一般。

赶到后来，世道大变，人人都端
上了铁饭碗，想砸也砸不烂，可谁家
要能吃上一碗红烧肉，左邻右舍还是
立马当成新闻：“瞧瞧，人家吃上红烧
肉了，八成升了科长了。”

那会儿，一到夏景天的夜晚，猫
儿匿胡同的人在当院里，在大门口，
在老槐树底下，扎着堆儿，一边摇着
蒲扇，一边喝着高沫，天南地北地聊
闲天。不过，大伙最感兴趣的，却是听
柳德承聊“吃”。

柳德承个儿不高，人透着精神，
尽管模样儿长得太一般，要光看脸
庞、身架，只要有三个人和他在一块
儿，您就找不着他了。可他往我们猫
儿匿胡同老一辈人里一站，又立马显
出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因为在猫儿匿
胡同的老一辈人中，
男人的流行发式都是
刮 得 又 青 又 亮 的 秃
头。讲究点儿的也不
过留个寸头。只有柳
德 承 却 留 着 个 偏 分
头，有时候还抹点儿
头油。再有，他穿衣裳
也和人家不一样，那
会儿猫儿匿胡同的人
穿衣服，只图个夏可
蔽体、冬可御寒，没什
么讲究。可柳德承好
歹总穿条能看出裤线
的 黑 色 旧 哔 叽 西 服
裤，再加一件蓝卡其布中山服。不知
道的，都说他准是哪儿的干部。知道
的人却说：“瞧瞧，‘宰相门下七品
官’，一个大机关的厨子，就这么抖！”

正因为柳德承是厨子，所以在猫
儿匿胡同的人心里头，他就是“吃”的
权威！所以乘凉的时候，只要他往哪
儿一坐，哪儿就能聚起一堆人来。逢
此时，柳德承虽非好为人师，却也当
仁不让。只听他侃侃而谈道：“全世界
都知道，中国菜分八大菜系：川，鲁，
苏，湘，粤，浙，闽，徽，可外国人老觉
着中国菜太神！有两大秘密，直到现
在他们也解不开。”

“哪两大秘密？”众人瞪着眼，抻
长了脖子。

“外国人老闹不明白，松花蛋里
的松花是怎么搁进去的；元宵里的馅
儿是怎么包进去的。”

于是众人哈哈大笑，自豪且自
足；虽然当中也有人觉着柳德承的话
未可全信。

“外国人闹不明白也不打紧，可
咱中国人也有好些闹不明白中国菜
是怎么做的。”柳德承说到此撇了撇
嘴，以示对这号人的轻蔑。

“您这是说笑话呢！都是中国人，
天天吃中国菜，哪能不知道中国菜怎
么做。”有人觉着柳德承说得太玄。

“好，那我问你，山东菜有什么讲
究？”柳德承考人家。

在座的有见识不大胆子大的，硬
充内行说：“山东人爱吃葱。做山东菜
就得多搁葱。山东最好吃的东西就是
大葱蘸酱卷煎饼……”

“山东馆专卖牛肉！《水浒》里头，
甭管哪位大英雄，进了酒店都得切几
斤牛肉当下酒菜。”听过几回评书的，
便引经据典道。

柳德承摇头笑笑说：“错了不是！
山东菜讲究原汁原味，妙处全在汤
上。山东厨子做菜之前先吊汤。大汤，
就是头锅汤做山珍海味，二汤做‘烧
扒熘’，三汤当高汤卖。‘马连良的腔，
山东馆的汤’嘛。咱中国地方大，一地
有一地的风物，一地有一地的名菜。
光说八大菜系也包含不全。上海，你
们去过吗？”

“ 那 可 是 大 地
方。”柳德承多少带着
几分炫耀之色，“上海
高楼多，还通火轮船。
所以嘛，无论中餐里头
八大菜系的名菜，还是
外国的法式大菜，俄式
大菜，在上海都能吃
上。上海菜在苏菜的基
础上，吸收各家所长，
也就有了油大、味儿
浓、糖重、色艳，选料讲
究鲜活，调味喜用甜
酸、糟香的特色……”

一席话说得各位
高邻晕头转向，可是个个都做茅塞顿
开状说：“没想到中国菜还有这么多
讲究。咱们以前就知道‘北方人爱吃
面，南方人爱米饭’以及‘南甜北咸东
辣西酸’之类的俗话。如今才算闹明
白。”

有一天晚上，天气闷热。柳德承
和一伙人在胡同口的老槐树底下乘
凉，一边议论当年北京哪家饭馆的名
气大，做的菜最好吃。

“会仙居的炒肝，聚元斋的茶汤，
王致和的臭豆腐，馄饨侯的馄饨，聚仙
居的炸灌肠，都是好东西。”有人说。

还是拉了大半辈子洋车，如今开
有轨电车的黄瘦腿有见识，他说：“那
些个不行，那都不叫大饭庄。要去大
饭庄，您可以去东安门外，上东兴
楼，东华楼；奔西，可以去西长安
街，那儿有聚宝成，两益轩；奔北，可
以去地安门外，那儿有庆和堂，烤肉
季；奔南，那儿有名的大饭庄就更多
了！出前门，有厚德福，全聚德，还有
正阳楼；再往南扎，奔煤市街，有致美
斋，丰泽园。小鬼子没打到北
京城以前，我常在那些地方
转。” 1

连连 载载

边东子 著

书架新新

农村出身、长相平平的于文雅，
一不小心嫁给了帅气的钻石男髙冶
平。但在婚后的生活中，她却没有童
话里灰姑娘那么幸运。由于文雅始
终没有获得高家人的认同，所以他们
在生活中处处刁难她，甚至极力想促
成两人离婚。战争愈演愈烈，伤痛刻
骨铭心，几经波折，温情流露，两人签

署了一份让你意想不到的“离
婚协议”。

百般挑剔，天天盼望儿子儿
媳离婚的公公婆婆；高学历、高
收入、高年龄的霸道剩女大姑；
从“经济适用男”迅速蹿升为有

房有车有钱的“精英男”老公；围绕在
老公身边的“莺莺燕燕”，挑逗你的神
经，考量你的心里底线，引发新一轮
的婚姻热议。

比《新结婚时代》的王海鸰更细腻、
比《双面胶》《蜗居》的六六更成熟，继《新
结婚时代》《双面胶》《蜗居》之后，最值得
期待的现实题材温情巨作。

《离婚协议》
邓 楠

小说小小

与吴一枪有关或无关的事
奚同发

地理郑州郑州

笔随随

杂俎绿城绿城

毫无畏惧，一人徒手阻截四名
抢劫银行的持枪歹徒，刑警吴一枪
英勇殉职，并被追认为烈士。公安
系统掀起向吴一枪同志学习的高
潮，争做人民的好警察。

吴一枪的父亲，曾三获省射击
冠军，而他人生第一次这么隆重地
成为关注的焦点，一次次被领导接
见、慰问，一轮轮接受媒体采访。

对于吴一枪的成长，吴父这样介
绍，儿子真名叫吴正强，小名“准儿”，
寄希望日后射击百发百中。准儿一岁
抓周，满床东西，偏偏抓了枪，因此我
决定，未来要把他培养成一名优秀的
射击运动员。没想到他做了警察，只
要开枪，肯定一枪命中，人称吴一枪。
准儿小时候拥有多种玩具枪，床头不
断更换各式枪的结构图及射击姿势挂
图。两三岁时，他常被电视里播放的
射击录像所吸引……

（尊敬的读者，你愿意把上面的文
字读十遍，或更多吗？）

起初与记者回忆这些往事，每说
一次，儿子虎头虎脑的样子就会浮现
眼前，吴父泪眼蒙眬，禁不住痛哭失
声。这是电视最希望的效果和镜头。
吴父不得不前往电视台一次次现场讲
述，于是，一家接一家电视台，省、市、
国家级，卫视、都市、法制、教育等频
道，或同一频道的不同栏目；一家接一
家报社，省、市、国家级，日报、晚报、商
报、法制报、都市报、工人报、青年报
等；一家接一家广播电台，人民台、文
艺台、交通台、经济台、旅游台等，还有
新闻通讯社、图片社、画报社以及周
刊、半月刊、月刊等杂志，几乎每家媒
体都想挖掘吴一枪的幕后新闻、独家
新闻。从起初的悲痛回忆，吴父不断
重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失子之痛，直
到后来讲述变成“机械”任务，连他自

己都吃惊地发现，难道对儿子这样无
情，说起来就像说别人的事？尤其故
乡来的电视台，对这种镜头很不满意，
直接提出来能不能表现得痛苦些，或
是悲伤一点。终于有一天，吴家夫妇
对着儿子的遗像说：准儿，你就安心走
吧！

吴一枪家人搬到哪儿去了？没人
知道，许多记者大惑不解……

接下来，省都市报文艺副刊发表
了题为《吴一枪曾打断我的半截儿门
牙》的文章。作者是吴一枪的童年伙
伴，理想是当作家，可写的文章一直发
表不了。在他几乎要气馁时，吴一枪
牺牲了，他的处女作“一鸣惊人”地发
表在省级报纸。文章大意是，童年时
玩玻璃球，吴正强太准，出手就能击中
玩伴的玻璃球或是击作两半。有一
天，作者输得只剩一个，于是，要和吴
正强赌一次。如果十米外，吴正强能
击中他的门牙，就心服口服，否则退还
赢过他的所有玻璃球。他想吴正强肯
定不敢应战。结果“嘭”的一声，他的
门牙被打断半截儿……这篇文章引来
许多昔日伙伴的嘲笑：简直胡说八道，
他的门牙是自己在幼儿园摔断的。

晚报“倾诉”栏目是一位女性讲述
的《我与吴一枪不得不说的事》。大意
是，小学时吴正强曾向她示爱，遭拒
后，当着同学的面，把一个玻璃球弹进
她的衣领，溜过她的胸口，凉凉的，一
直从裙子下摆漏到脚面。她“哇”地哭

了。吴同学的父母为此到她家去道
歉，并打了吴同学一耳光……

对于公安来说，压力最大的是尽
快抓捕杀害吴一枪的凶手，侦破银行
抢劫案反而退其次。案情没有一点眉
目，疑犯似乎人间蒸发……一个月后，
接到报警电话，公安将四名案犯一一
擒获。两人在佛山，一人在新疆昌吉，
一人在黑龙江双鸭山。

几名案犯在不同的地方被抓时，
均绑了双手，戴眼罩，胶带封嘴，被装
在麻袋，扔于火车站广场。谁干的？
连十万奖金也不要？审讯中，一案犯
提供了重要信息，他听麻袋外的人说：
妈的，那么多高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都没弄成，这帮小子就做了？会不
会弄错？他们被抓时，都曾被一遍
又一遍审问各自的来历和作案经
过，还以为是便衣警察呢。尤其是
很凶地质问是否杀了吴一枪？唉，
真不知道谁是吴一枪。四人在一
个工地打工，因为没拿到工钱，麦
收急着回家，便决定抢银行。买来

一把自制猎枪，不敢抢大银行，便找了
一家储蓄所。抢钱很顺利，出了门却
遇到一个警察，那真是个傻瓜警察，手
里没枪还摆个握枪的架子，虽然第一
次干这事，我们又不是三岁的毛孩子，
这能吓住？就用猎枪打了他一枪，不
知道生死……

劫后的情况，一案犯交代：他把钱
装在一个脏兮兮的编织袋里，上面是
破烂。瞅着警车过去，他还在路边垃
圾筒里往外掏垃圾。其他同伙蹲在路
边树下吸烟下棋，望着警察在身边忙
乎来忙乎去。

审 讯 室 里 ，警 察 听 得 目 瞪 口
呆 ……

在人人手机的今天，我怀念书
信。

从我记事起，就和书信结下了不
解之缘。那时父亲在南方工作，每月
20 日左右必有汇款和书信寄来。当
这个日子临近时，我总是非常兴奋。
因为接到父亲的来信时，我就会有父
亲回到身边一样的甜蜜和幸福。

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给父亲
写了一封信：“爹，我想你，快回来过
年吧……”当母亲贴好邮票，由我亲
手投进邮筒时，我感到我的心就要飞起
来了，就要飞到父亲的身边了。虽然，那
天飘着雪花也刮着北风，但在回家的
路上我浑身上下都热流涌动……

我盼着父亲的回信，但十多天过
去了，却又一天又一天的失望。然
而，就在那个下午，父亲突然回来了，
高大的身躯就像墙一样堵住了门口
的光线。父亲放下行李一下子把我
抱在怀里说：“接到喜儿的信，我就准
备动身了。”父亲手臂很有力，胡子很
扎人。父亲说：“喜儿都会写信了，爹
……太高兴了。”父亲的笑脸灿烂而
慈祥。我说：“那我天天给你写信，你
天天都回来吧……”

从那以后，父亲开始每月都给
我写信。在书信由短到长、由浅到深
的变化里，我渐渐长大了。因为这些
书信，我感到父亲就像在我身边一
样，时时关心着我的成长。

后来我到父亲身边工作，才知道
父亲写信时的专注和投入。父亲总
是在夜深人静时给母亲写信。写信
前总要把桌子擦得一尘不染，手也洗
得干干净净，铺开稿纸时还要凝思一
会儿，这才刷刷写去，完了还要修改
一番，再誊写清楚。父亲和母亲感情
极好，在他们两地生活的 20多年里，
是往来的书信传递着春风雨露般的
温馨，也倾吐着明月梨花般的缱绻。

1984年，我到浙江读书时，父亲
每月必给我写信，谈人生、谈社会，最
长时达 6000余言，却让我读而不厌，
那字里行间蕴藏着山岳般厚重的情
爱，也蕴藏着父亲人生中铭心的体
验。

给父亲回信是件极严肃的事，
字迹要端正，用词要准确，语句要流
畅，意思要凝练，所以，每封信都得斟
而又斟。但我羞愧的是几乎父亲的
每封信中都要指出我的错误，诸如

“付副混淆”、“的地不分”之类，让我
脸红。我在下次写信时就不得不慎
之又慎了。

但写信于我是一种精神的享
受。那深藏于心的思念和怀恋，那源
于生活的体验和感悟，都会在书信里
潺潺地流动。

然而，这种享受竟渐渐消失了，
先是父亲和母亲调到了一起，再是我
和妻也回到了父母的身边，自然就不
再写信，好在妹妹在外地工作，时有
书信往来。再后来，随着电话手机的
普及，书信在我家便悄然匿迹了。那
次父亲在电话上对妹妹说：“放下电
话，给我写封信吧。”这让我生出几丝
的酸楚。接到妹妹的信时，父亲整整
坐了一下午给妹妹回信，写了改，改
了抄。只是信发出后，却又给妹妹拨
了电话，继而又重复了信的内容。末
了说：“打电话就是比写信快。”父亲
似乎有一丝无奈的茫然，有一丝失落
和寂寞。

我知道，我这是在深深地怀念一
种人生寄情叙事的方式。这或许是
一种不合时代的怀旧情绪！但我还
是时常阅读我珍藏的信件，或是伺机
给哪位朋友寄去一封比电话慢得多
却细腻入心得多的书信，那是岁月馈
赠于我的星月日华，是我生命中盛开
的一朵鲜花，绽放着我的遐思和渴
望、情思和爱恋。

书信是留迹于岁月的人生踪迹
呀……

石佛位于郑州市区西北 10.5公
里、环城铁路西侧，是郑州市石佛镇
人民政府所在地。石佛村西北隅原
有古寺一座，据村中老年人口碑相
传和寺内石碑记载，该寺始建于唐
朝初年。在明弘治年间和清同治年
间两次大规模重修，并留有碑文。
在北魏时期，一位皇宫娘娘遭遇敌
人追击，一员大将保护娘娘逃难行
至此地，车轴突然折断，在这万分紧
急的情况下，这员大将便将胳膊伸
进车轱辘的轴孔中，以胳膊当车轴
继续前行，后支持不住倒在地上。
人们看见他的胳膊被碾得通红，鲜
血直流。后来，娘娘回到皇宫后，皇
帝为表彰这员大将的忠心，颁发旨
意在大将倒地的地方修建了一座寺

院 ，寺 名“ 研 红
寺”，后改为“延
洪寺”，唐初，尉
迟将军又请来工
匠雕刻一尊石佛
像，高两米有余，

雕刻艺术精巧，佛像神态活现，栩栩
如生，形象逼真，更名石佛寺。清乾
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郑州志》记
载：“在州西北三十里有石佛寺。”村
以寺名，简称“石佛”。

石佛村居住着汉、回两族人
民。清乾隆二十一年（公元 1756
年），回族白氏始祖从皋村来石佛落
户，盖三间草房为清真寺，尔后杨、
刘等回族群众相继而来。1936年从
原址往西迁 60 米重建清真寺，1954
年、1957年又先后建南北讲堂（阿訇
讲经的地方），每逢星期五，回族群
众到清真寺诵经礼拜（也称主麻）。
汉回两族人民信仰虽不同，但他们
和睦相处，融合于一体亲如兄弟，世
世代代繁衍生息在这块土地上。

说到大气，不少人有一种误解，好
像只有地位高、官职大、财富多的人才
有资格谈大气，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认
识。大气并不都是些“宰相肚里能撑
船”的人和事。

大气并不仅仅属于富有的人、位
居高官的人或者拥有巨额财富的人。
贫穷者、普通百姓、平常平凡的人，谁都
可以在他的身上体现出大气的素质
来。一句话，大气不是固有的天生的，
是后天才有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如此看重和强调大
气，或者说一个人非要有大气的理由是什

么？简单回答：大气方能成大器。一个人一
生要想成大器，必须要大气。

然而，具体到一个人身上，大气
都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因为，大气有
真假之分，有本质与现象之别。例
如，一个人骄傲自满，不是大气；一
个人目中无人，也不是大气；一个人
狂妄自大，更不是大气。反过来，那
些小肚鸡肠的人，做不到大气；那些
心胸狭窄的人，也做不到大气；那些
目光短浅的人，更做不到大气。一个
人的大气，不光是表现在为人做事要
有大眼光、大肚量、大手笔、大气派
上；在做那些平常的事、平凡的事、
对待平常的人上，也能体现出大气
来，而且更需要大气。比如，虽然一
个人不怎么富裕，但他可以贫而不
贱，朴朴实实，勤勤恳恳，干干净
净，整整齐齐，规规矩矩，大大方
方，品行端正，自重自尊，这就是大
气。还有，虽然一个人官职不大，或
平民百姓一个，但他可以做到豁达，
不卑不亢，任劳任怨，遵纪守法，表
现良好，作风正派，思想进步，极具

魅力，心胸宽阔，这就是大气。还有，虽
然一个人官职很大，地位很高，但他却
能够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拒绝名
利的诱惑，不计个人得失，主动亲民爱
民，心里装着群众，以身作则，浩然正
气，不歧视人，坚持公道，主持正义，这
就是大气。还有，虽然一个人年龄不
大，经验不丰富，但他能够虚心好学，尊
重别人，亲近别人，帮助别人，想着别
人，礼让为先，天下为公，以大局为重，
办事有条不紊，忙而不乱，成就大事，这
就是大气。还有，虽然一个人从表面上
看好像没有多大本事和能耐，但他遇事

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从不盲干，从不
折腾，从不慌张，临危不惧，泰然处之，沉稳
而有主见，能够转危为安，化险为夷，这就是
大气。还有，尤其是当一个人遭遇别人
的误解或暗算时，能够虚怀若谷，能容
天下难容之事，能容他人难容之人，这
才是难得的大气。

从以上这些人的大气中可以说明，
他们最具有感召力，最具有说服力，最
具有凝聚力，也最具有影响力。从他们的身
上，显示出力量，显示出水平，显示出境界，
显示出才华，令人赞叹。

所以，大气方能成大器。个人如
此，企业亦如此，国家更亦如此。

我以为，为人大气，不仅表明了一
个人的才华、人品和尊严，而且是一种
良好形象的象征。这是为人处世所必
须，是做人的根本条件。一个人有大
气，才能站得高、看得远、想得开、放得
下。一个人有无大气，是伪装不来的，
也是秀不出来的，更不是靠伸手要来
的。大气，主要是自身努力的结果，来
自于勤奋学习，来自于丰富的知识，来
自于良好习惯的养成。

高山仰止（国画） 王强

怀念书信
茹喜斌

人生何妨大气点
周广生

江河长流（国画） 李辛儒

石佛的由来
朱永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