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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机大厅里，第一次走出乡村的米
莎太太，拖着两个很大的行李箱，焦急
地等候她的侄子。刚刚做过肾脏手术
的她要比常人更频繁地去厕所，可由于
行李无人照看，她只得强忍着。

“太太，需要帮忙吗？”一个面带微
笑的男子坐到了她身旁。

“哦，不。暂时不需要。”米莎警惕
地打量了他一下。

过了一会儿，米莎太太实在忍受不
住了，就对那位中年男子说：“请帮我照
看一下行李，我去一趟洗手间好吗？”

中年人愉快地点头答应了。
米莎太太很快回来了，她感激地掏

出一美元，递给中年人：“谢谢你帮我照

看东西，这是你应得的报酬。”
望着老人一脸的认真，中年人说了

声“谢谢”，接过那一美元，放到了上衣
兜里。

这时，米莎太太的侄子赶到了，他刚
要解释迟到的原因，忽然惊喜地喊道：

“你好，盖茨先生，你也乘坐这趟班机？”
“是的。”中年人收起了书。
“哪个盖茨？”米莎太太追问。
“他就是世界首富、微软公司总裁比

尔·盖茨先生啊。”侄子告诉米莎太太。
“哦，我今天终于知道他成功的秘

密了，我刚才还给过他一美元的报酬
呢。”米莎太太满脸的平静和自豪。

“他真的接受了你一美元的报酬？”
侄子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没错，我很高兴今天在候机的时
候还有一美元的收入，因为我帮助这位
太太做了一件很小很小的事。”盖茨坦
然回答道。

没有财富多寡的鸿沟，没有身份尊
卑的差别。老妇人认为这是中年人应得
的报酬，是真诚的感谢；盖茨接受它，是
对真诚感谢的回应，是对老妇人的尊重。

摘自《中外文摘》

路太堵，事太多，这个人太难缠，
那件事太难办……这些超出控制范
围却又躲不掉的事，让我们心急如
焚，硬着头皮还得干下去。上海医学
院精神卫生学系主任季建林、北京回
龙观医院精神科主治医师宋崇升，教
大家怎么在这四种失控事态中减少
损失，控制焦虑。

趋合焦虑：干不完的活
人有一种做事要有始有终的“趋

合心理”，事情不能一口气干完时，就
会产生相应的焦虑。这种焦虑几乎
与上班族如影随形：书桌上堆满了文
件，而电子邮箱里还有几十封未读邮
件，笔记本上的“待办事项”已经排到
了好几天后。偏偏明天就是老婆的
生日，而老板叫你留下来加班……

很多时候，不是事情太多让人焦
虑，而是这些事情太无序。我们需要
做的，就是把无序变有序，缩小趋合
心理的“管辖范围”：在纸的中间划一
条直线，左边那栏按照优先级写上

“今天”必须办完的事情，右边尽量写
上明天、下礼拜甚至下个月再做也不
迟的事情。转眼间，必须在今天处理
完的事情少了一大半，你将感到一股
力量油然而生。每处理完一件事情，
就拿出笔用力地把它划掉。这个举
动会让你产生更大的动力，迎接下一
个需要被完成的事情。

最后，问问自己，这些所有的事
情，是不是都是你应该做的，还是因
为你的“大包大揽”，导致接下许多不
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是的话，首
先，你需要做的是温柔地拒绝、温和
地坚持，或许对方的反应未必如你想
象的那么强烈。

迟到焦虑：赶不到的会
迟到，似乎已成为许多都市人一

开门就要面对的无奈事。在路上经
常能看到神色焦灼的赶路人，他们背

后往往有这样的场景：早上九点整有
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起床后匆忙梳
理时担心着变幻莫测的路况，发现自
己的手在颤抖；出门后果然一路红
灯，眼看手表指向了八点四十五分，
滴水未进的胃开始绞痛，心跳开始加
快，感觉自己要坠入一个恐怖的无底
洞……

干着急？错了。其实你有三件
事可以做。一、问自己一个问题“此
时除了焦虑之外，我还能做什么？”这
个重要的问句会使我们的心理状态
由被动、无助转变为主动、掌控，焦虑
就会降低不少。二、立刻与会议组织
者取得联系，告诉对方自己不能按时
到达会场，并真诚地道歉，这样可以
让对方明确你的状况，避免因等待你
而浪费更多的时间。最愚蠢的做法
就是逃避现实，等到对方来催才说明
情况，这样会让对方陷入被动的境
地，反而容易造成矛盾。三、在到达
会场以后，应该诚挚地向所有人承认
错误，不要找任何借口，“伸手不打笑
脸人”，这样其他人也不会一直纠缠
在你迟到的问题上。

“守时”是人际交往的一个重要
原则，偶尔一次情有可原，如果上班、
约会都常迟到，就要反省是不是自己
的时间管理能力出了问题，以便及时
改正。

人际焦虑：处不好的人
追求良好的人际关系是社会人

的生存本能，因此一旦遇到难缠的
人，我们的焦虑指数就会飙升。经常
制造噪音的邻居、固执己见的同事、
找你借钱的亲戚、粗鲁不近人情的客
户、送错包裹的快递员……不管哪一
种，一天的好心情都可能因此毁了。

此时，冷处理最重要：面对这些
令人不舒服的情境时，首先要留意自
己当下的反应。一般来说，会有咬

牙、皱眉、呼吸短浅、心悸、肩颈紧绷、
握拳等压力生理反应。只要这些压
力生理反应还存在，我们的心理情绪
就会跟着紧张焦虑，这两者最终造成
恶性循环。所以，不管在任何时候，
碰上难缠、啰唆、不靠谱的人，不要理
会对方的态度，而是言简意赅、语气
平缓地澄清重点问题，这样才能化繁
为简。如果对方太过分，一定要坚定
拒绝对方的无理要求，但依然保持和
缓的态度。

最后放下它：想一想，为什么这
么多事情集中向自己发难？是运气
太糟糕，还是自己太容易被激惹了？
既然是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就要允许
各种角色的人出现在生活的舞台
上。如果不想与之共舞，就不要去配
合他，不要把自己的情绪反应和别人
的行为绑定在一起。你虽然没有权
利决定别人的行为，但你有义务管理
好自己的情绪。

成就焦虑：搞不定的事
事情进展总是不顺利。上个月

业绩没达标、驾照考试又没通过、在
小商店买东西被人找了假钞、跟家人
最近经常吵架……种种令人挫败的
事情接踵而来，让你开始自怨自艾，
担心接下来的人生该怎么办。

处理它：首先，避免给自己太多
的消极暗示，如“我这一年真背运”，
而要改换成：“最近这几件事情让我
觉得不顺，这一年里的某些时候运气
不佳，而其他的时候，还是可以的，很
平安。”其次，学会与烦恼相处：允许
其存在，不允许其发展。把失败看作
一个分子，而分母则是喜忧参半的漫
长一生。最后，给自己的沮丧和悲观
留一小段时间(如 1 个小时)，留一个
私人空间。

放下它：黎明前的黑暗之所以最
黑暗，是因为很多人坚持不到看到黎
明的那一刻。中国人讲究“韬光养
晦”，上升期可以努力奋斗，那么到了
低谷期，就好好反省自身、积攒实力，
有时候，挫败也是一种财富。

摘自《环球时报》

学会甩掉四种生活焦虑
3月初，我去澳大利亚墨尔本探

亲。到达那里的第二天，天气晴好，
又赶上是休息日，叔叔全家开车，带
我去几十公里外的郊区旅游，整个
上午玩得非常尽兴，直到肚子开始
咕咕叫时，才想起要找饭店吃饭。

车子在干净的路面上飞驰着，
窗外的风景让人惊叹不已，很快，在
我们眼前出现了一栋栋别墅，看上
去非常别致尊贵。车一靠近，几个
穿着红色风衣的别墅保安立即向我
们跑来，彬彬有礼地邀请我们下来
休息一会儿，去销售部看看房子，并
表示，里面有免费的海鲜和饮料。

一听说有吃有喝，而且还免费，
我们自然十分愿意，特别是才6岁大
的小堂妹，乐得直拍小手。

在售楼部的餐厅里，服务员不
停地为我们续饮料，送这送那。

虽然叔叔没有买房的计划和打
算，但是吃完一顿可口的免费午餐
后，我们觉得无论如何也要去看看
样板房，否则实在不好意思。于是

便在销售人员的带领下，走进了样
板间。

但一进去，我们几个人都惊呆
了：不仅房子布置和装修得极好，更
出人意料的是，在客厅和各个房间
的桌子上、墙壁上，全是叔叔一家三
口人的甜蜜温馨照片！还没等我们
反应过来，又从厨房里走出一位保
姆，毕恭毕敬地站在叔叔和婶婶的
面前，说：“先生、太太，欢迎你们回
家！”

经销售人员解释，我们才明白，
原来，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售楼部的
人已悄悄拍下了叔叔一家人的照
片，并且快速打印出来，用早已准备
好的精美相框将照片装上，摆进房
间里，让客人参观时，达到“这就是
自己家”的逼真效果。

果然，堂妹兴奋地冲进儿童房，
抱起放在床上的一只芭比娃娃，高
声嚷着，爸爸，我要住在这里！

让我不解的是，我们是四个人
一起来的，为什么他们就能准确判

断出，我跟他们不是一家？叔叔替
我问了这个问题，销售人员微笑着
回答说，这很容易猜出来，首先，他
不可能是你的儿子，因为你们的年
龄看起来相差不会超过 20 岁（叔叔
比我大 14 岁），而且，他在吃饭时表
现得相当有礼貌，是亲戚家的那种
礼貌。当然，更主要的是，小朋友天
真的话语透露了一切。

参观完房子后，婶婶说要先回
去商议，再作决定。销售人员依然
是笑脸相迎，表示，不买也没有关
系。最后，他们还把所有的相片以
及堂妹爱不释手的芭比娃娃送给了
我们，叔叔想付钱，但被友好地拒绝
了，而他们对我们的唯一请求是：如
果你身边有朋友想买房，劳烦把他
们介绍到这里来。

这个请求，让人无法拒绝。据
悉，这里卖出的许多栋别墅，正是通
过这种朋友亲人之间的互相“转介”
销售出去的，其效果比在电视上做
广告更好。

当我们出来时，又惊讶地发现，
叔叔的车早已被他们清洗得干干净
净，还简单保养了一番，这，也是免
费的！

摘自《羊城晚报》

可怕的企业这样做细节

20 世纪 60 年代，心理学家沃尔
特米歇尔在斯坦福大学的一个附属
幼儿园做了一个实验。

他告诉孩子们，他们可以有两
个选择：如果他们不愿意等，可以马
上得到一颗果酱软糖；但如果他们
愿意等上一会儿时间，他们就可以
得到两颗果酱软糖。不一会儿，一
些小朋友就围到了沃尔特身边，取
走了一颗软糖，而另外一些小朋友
却选择了等待。为了抵制诱惑并坚

持到底，他们有的闭上了眼睛，有的
枕着胳膊休息，有的自言自语，有的
唱歌，或者看画册。在等了对他们
来说相当漫长的 20 分钟后，这些孩
子获得了两颗软糖的奖励。

此后，沃尔特对这帮孩子进行
了跟踪调查。他发现，那些能够耐
心等待、最终获得两颗软糖的孩子，
长大后，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仍然
能抵制住各种诱惑。并且，他们的
社交能力和自主能力都很强，能够

与困难逆境做不屈的斗争。而那些
选择了一颗软糖的孩子，在青年时
期，大部分变得固执、优柔寡断，无
法承受太多的压力。

这两种不同的表现，是能否抵
制住内心的冲动的结果。沃尔特表
示，抵制冲动的能力可以通过训练
来得到提高。当你面对眼前的诱惑
时 ，提 醒 自 己 记 住 长 期 的 目 标
——不管你是想减肥，还是想获得
一个学位。这样你会发现：耐心等
待两颗软糖并非一件很难的事。也
就是说，延缓冲动，你就有可能取得
成功。

摘自《讽刺与幽默》

耐心等待两颗软糖

抗战时期，多家文化学术机构辗
转迁移至四川宜宾李庄，一大批海内
外知名专家学者云集于此。李庄这
个长江上游的千年古镇一时间与重
庆、成都、昆明并称为大后方四大文
化中心。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也在这
时来到李庄，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
们一起度过了一段艰苦而难忘的时
光。

与农民交朋友
1940 年初冬，梁思成、林徽因所

在的中国营造学社为了就近利用中
央研究院史语所的资料，随同史语所
离开昆明入川，来到离宜宾 60 华里
的南溪县李庄镇上坝村安营扎寨。

这里远离都市文明，生活条件艰
苦，吃水要到村外的水塘去挑，晚上
只能靠菜油灯照明，更谈不上什么粮
菜供应了。梁思成年轻时车祸受伤
的后遗症不时发作，林徽因不得不抽
出大量精力来操持家务，令她异常苦
恼。

但不久林徽因的心情便开朗起

来，这还得缘于梁思成的功劳。一
次，梁思成在成都偶然弄到一些西红
柿种子，林徽因便无偿送给村民们种
植。村民们发现这位女先生非常善
良，便也投桃报李地示以友好，西红
柿秧苗无意中成为学者们和当地庄
稼人之间友谊的使者。

艰难岁月中的写作
在李庄，梁思成夫妇的主要任务

是写作《中国建筑史》。每当夜幕降
临，他们只能借着菜油灯摇曳的微
光，弓着背一字字地书写。在这个小
村里，没有印刷工具，他们只能采用
手写和最原始的石印。

这时，林徽因的肺病又发作了，
川南潮湿的气候和连续奔波，让身体
本来就虚弱的林徽因卧床不起。她
每天只能靠在被子上工作，书案上、
病榻前堆积起数以千计的照片、草
图、数据和文字记录。1942 年年底，
美国朋友费正清到李庄探望梁思成
夫妇，回到重庆后向夫人讲述：“思成
的体重只有 47 公斤，每天和徽因工

作到夜半，写完 11 万字的中国建筑
史，他已透支过度。”

有朋自远方来

1941 年至 1942 年，是梁思成夫
妇在李庄最快乐的一段日子，许多朋
友和亲人从各地赶来李庄探望他
们。

首先到来的是远在昆明西南联
大的金岳霖。金岳霖是梁、林的老朋
友，清华毕业留学美国，回国后执教
清华。初见林徽因，金岳霖简直不敢
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消瘦得那么厉
害，苍白的面容毫无血色。为了让林
徽因尽早恢复健康，金岳霖到市场上
买来了十几只刚孵出的小鸡，在门前
空地上喂养起来。金岳霖的到来给
了林徽因极大的慰藉，病情也渐渐好
转。

1942 年 10 月，梁思成的大妹梁
思庄从北平辗转越过日军的防线来
到李庄探望兄嫂，随后费正清又接踵
而至。在朋友和亲人的陪伴下，梁思
成夫妇在李庄度过了漫漫长夜。抗
战胜利后，1946年 8月，梁思成、林徽
因一家搭乘包机飞离重庆，回到北
平。

摘自《人民政协报》

1944 年，罗斯福第四次连任美
国总统。

一位记者请他谈连任的感想，
罗斯福很客气地请这位记者吃三明
治。罗斯福先给了他一块三明治，
记者感到受宠若惊，认为这是“殊
荣”；吃完后，罗斯福又请他吃第二
块，他觉得这是一种“恩赐”；当罗斯
福把第三块递给记者时，他盛情难
却，感觉“勉强”；当第四块三明治出

现在记者面前时，他已经感到“啼笑
皆非”，无论如何也吃不下去了。罗
斯福微笑着说：“现在不需要再谈感
想了吧？因为我和你的感想是一样
的。”

1945 年，杜鲁门刚刚出任美国
总统不久，各种问题纷至沓来。当
记者问杜鲁门当选后的感受，他说
道：“我感觉月亮、星星和所有的行
星都朝我撞来。一个人当了总统就

好像骑上了老虎背，必须一直骑下
去，不然就会被老虎吃掉。”

1993 年，克林顿成为美国第
42 任总统。在他离职时，他说：

“我在担任总统期间，很多时候总
感觉自己身处一个舞台之上，我的
所有批评者和反对者就坐在观众
席里，观看我的演出，有些时候他
们甚至不停地向我投掷西红柿和
鸡蛋，而这时的我却只想着怎样将
自己的角色扮演好。”事实也是如
此，在克林顿任职期间，他总在努
力展示自己最美好和最坚强的一
面。

摘自《演讲与口才》

英国伦敦市市长鲍里斯·约翰
森，是一个身高 190厘米，体重 90公
斤的大汉。作为一名市长，鲍里斯
有一特别的爱好，那就是十分崇拜
中国功夫。

他一直想拜成龙、李连杰为师，
在鲍里斯的市长办公室里，墙上除
了贴着伦敦市行政区域图，就是成
龙、李连杰的巨幅彩照。每当处理
完公务，他就会在办公室里又是踢
腿，又是翻滚。踢腿，翻滚，成为他
最好的休闲方式。他说，为了将来
到中国学武功，必须要有一个强壮
的体魄，才能经得起击打。在他的
办公室里常常传出“咚、咚、咚”的声
音，手下的人在外面听到了，不禁莞
尔一笑，知道这是他们的市长是在
休息时间，这又是他在练中国功夫
呢！

为了有个强壮的身体，鲍里斯
每天上下班，他从不用小车接送，而
是坚持骑自行车。他头戴头盔，背
着双肩包，穿着休闲服，骑着自行
车，穿梭在伦敦街头的大街小巷。
没有随从，没有警卫，没有同伴，就
一个人，淹没在车流、人流中，根本
没人认得出，这个骑自行车的人，就
是大名鼎鼎的市长鲍里斯

骑车上下班，对于鲍里斯来说，
真是一种最大的生活享受：无拘无
束，轻松自如。那清新的空气，宜人
的风光，南来北往的游人，还有跑在
马路上的各种车辆，这一切，无不令
人心旷神怡。不仅如此，每天骑自
行车上下班，对于鲍里斯来说，还可
以亲眼看到、体验到城市建设、社会
治安、市政设施等方面，需要不断改
进、完善的地方。

在骑自行车上下班途中，鲍里
斯常常路见不平，还一声吼，吓得那
些街头烂仔退避三舍，不敢轻举妄
动。有的不服气，还想与鲍里斯比
试比试。没想到，鲍里斯只几下拳
脚，就将这些街头小混混打得趴在
地上动弹不得。这其中，最为人们
所称道的是鲍里斯“英雄救美”的经
典一幕。

那天，鲍里斯正骑着自行车下
班回家。当时，天色已晚，伦敦街头
已是华灯初放。路过一条偏僻的小
巷时，突然，从里面传来一阵女人的
呼救声。鲍里斯循声望去，只见几
个街头烂仔正围住一个年轻的女子
在动手动脚。鲍里斯见状，大吼一
声：住手。然后，紧蹬几步，赶到了
跟前。他跳下车，将车往旁边一甩，
冲到这伙人面前。几个小混混一
看，见只是一个骑自行车多管闲事
的人，于是，有人大喊一声，弟兄们，
揍这家伙。他们丢下那女人，转身
就向鲍里斯冲了过来。鲍里斯见
状，不慌不乱迎了上去，手脚并用，
上劈下铲，左拳右掌。眨眼工夫，这
几个烂仔就被打得连滚带爬地跑掉
了。鲍里斯拍拍衣裳，嘴里愤愤地
咕哝着，真是瞎了眼，没看见吗？我
这可是中国功夫。

他走到那女子跟前，将那女子
搀扶起来，说道，小姐，你没事吧！
那女子理了理散乱的头发，惊魂未
定地说道，我没事，谢谢您及时相
救！那女子抬起头来，她惊讶地发
现，这个救她的人，竟是大名鼎鼎的
市长鲍里斯，眼睛里不禁流露出感
激的泪花。

鲍里斯扶起自行车说道，小姐，

不用怕，我送你回家，他们不敢再欺
负你了。就这样，鲍里斯一直将那
女子护送到家，才骑着自行车回家。

鲍里斯哪里知道，他无意中相
救的那个女子，竟是英国著名电影
导演和气候问题活动家弗兰妮·阿
姆斯特朗。事后，弗兰妮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说，那一刻，她亲眼目睹了
市长鲍里斯就像是一个骑在自行车
上的骑士飞奔而来。他的拳脚功
夫，如闪电、如暴风雨，只几下就将
那几个小混混打得屁滚尿流。如果
那天不是鲍里斯及时赶到，她真的
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可怕后
果。弗兰妮脸色一红，幽幽地说道，
去年市长选举时，她并没有投鲍里
斯的票，而是支持了他的竞争对
手。不过，在经历了这场意外后，她
对“救命恩人”鲍里斯的态度有了明
显的改变。

经历了这场“英雄救美”的浪
漫一幕，市长鲍里斯的拳脚功夫，
更加声名远扬。谈起市长鲍里斯，
人们就会竖起大拇指，喜笑颜开地
说道，鲍里斯，真了不起，他会中国
功 夫 ，就 像 是 中 国 的 成 龙 、李 连
杰。再看看那些街头小混混，只要
在街头一闹事，有人轻轻地喊一
句，鲍里斯来了。只这一声，就吓
得那些小混混眨眼之间跑得无影
无踪了。

有最新民意调查显示，鲍里斯骑
自行车上下班，不仅体现了亲民务实
的工作作风，而且他还会中国功夫，
惩恶扬善，具有当代侠客的形象。他
的支持率一度达到他就任伦敦市长
以来的最高点，并且对于他参加下届
英国首相的竞选呼声很高。就这样，
鲍里斯与中国功夫紧紧地联系在一
起。会中国功夫，给鲍里斯带来了一
个崭新的形象，也不断地改变着鲍里
斯的个人命运。

摘自《讲述》

梁思成夫妇在李庄

建国伊始，齐白石先生怀着对毛
泽东的敬仰与热爱，十分用心地制作
了两个印章，用宣纸包好，托人送入
了中南海。

毛泽东收到印章后，深为喜爱，
不久便在中南海设下宴席，请郭沫若
作陪，答谢白石老人。酒席间，毛向
白石老人敬酒，感谢他的印章和画
作。白石老人一怔，我什么时候为主
席作过画？

毛泽东笑吟吟地对秘书说，把画
拿来，请画家亲自验证验证。

这是一幅全绫装裱的纵幅国
画。上面画着一棵郁郁葱葱的李子
树，树上落着一群毛茸茸的小鸟，树
下伫着一憨厚的老牛，老牛正侧着脑
袋望着小鸟出神，颇有意境。

白石老人见画后好不惊诧，这幅
画是他练笔的“废品”。

他有个习惯，为别人包画时，常
常扯过一些没有用过的宣纸包装，可
能这次一时没留神，给主席包印章的
时候，把“废品”用上了。

白石老人坐不住了，说，主席，都怪
我疏忽大意，这画说什么也不能给您，

你若喜欢这种笔墨，我回去马上……
我喜欢的就是这一幅嘛！
白石老人急了，他一甩长须站起

身说，主席再不允许，我可要抢了！
郭沫若走过来用身体挡住画说，

白老这件墨宝是送给郭沫若的，要想
带走，应当问我！

送给你的？白石老人更觉不解。
郭说，画上标着我的名字嘛！
画上根本就没有一个字！白石

老人望望画、看看郭，猜不透他的意
思。

郭沫若笑说：树上画了几只鸟？
白石老人向画上扫一眼：5只。
树上 5 只鸟，这不是我的名字

吗？
郭说“上”、“5”两字的时候，加重

了语气，白石老人一捋长须大笑起
来，好！郭老大号正是尚武（郭沫若
原名开贞，字尚武），您真是诗人的头
脑哇！

且慢！毛泽东一挥手，没看见画
上标有本人的名字嘛？快快与我松
手。这会儿轮到郭沫若发愣了。他
放下画，审视了许久，依然没有发现

画上何处有字。
毛泽东怡然自得地说，请问，白

老画的什么树？
李子树。
画得茂盛吗？
茂盛。
李树画得很茂盛——这不是敝

人之名讳吗？
原来1947年3月，解放军决定撤

离延安时，毛泽东面对将要离开的延
安说，离开者，得胜也，后来果然得
胜。所以毛对李得胜这一名字十分
喜爱。

白石老人明白了，也乐了，如此
说来，拙画还有点意思。那么，劳驾
二位在卷首上赏赐几个字，如何？毛
泽东写下：“丹青意造本无法。”郭一
看，就明白这是借用苏东坡的句子：

“我书意造本无法。”
郭略一思忖，接着写道：“画圣胸

中常有诗。”这一句原来是陆游的句
子“此老胸中常有诗”。郭也改动了
两个字，与上句成为一联，且对仗工
整一丝不苟。

白石老人喜出望外：二位这样夸
奖白石，我可要把它带走啦。

毛泽东看看郭沫若说，两位政治
家斗不过一位艺术家呀！三人都笑
了。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齐白石争画

功夫市长

美国总统趣说“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