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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明代以前很长的历史时间
里，中国就是一个书信的世界。那
些信件究竟是怎样传递的，对此我
们现在的人知之甚少。

从下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
到当时人们是运用怎样的策略保证
信件能够到达目的地。

庄臣元出生于浙江北部的一个
商业城镇——南浔镇上一个江南士
绅家庭。1603年他经过了四十天的
旅途跋涉到北京参加进士考试，第
二年金榜题名，谋得一官差，不久因
丁母忧归乡。他的内容庞杂的作
品，今有抄本传世，其中就包括1603
年夏至1605年夏季间在京期间写给
儿子的信。

这些信件告诉我们，书信的往
来并不是像庄氏希望的那样可以按
时送到收信者手里。庄元臣从北京
发出的第一封信写于1603年6月15
日，信上说他住在崇文门外的阿弥
陀佛寺，回信可以寄给吴忠赓府第
的张管家转交。在 9 月 14 日的信
中，他说已于8月26日收到了儿子7

月 22 日的来信（信到北京用了 36
天）。

直到17世纪60年代，从北京发
送私人邮件的第一家商业机构首次
取得了专业性称谓，这就是“报坊”，
一个新闻发行机构。伴之而生的肯
定有商业性新闻出版和商业性书信
投递，因为这个报坊不仅要编辑新
闻报纸，而且还要把这些报纸运送
到各省城售卖。将信件的投递和新
闻的定期发送合二为一是一件很简
单的事情。

在繁忙的江南地区，商业性邮
政服务的最早出现也是从 17 世纪
60年代开始的。1663年杭州出版的
一本优秀书信集刊登了出版商的一
则征稿启事：要求读者将写得好的
书信寄给发起出版书信续集的某书
坊 。 后 来 这 本 书 信 续 集 在
1667~1668 年 间 顺 利 出 版 了 。 在
1668 年的续集中，收入了一封一位
女画家写给一位女性诗集编辑人的
信，建议有共同兴趣互相邮寄诗作
就可以了。出版于1672年的一本诗

歌集的序言中有一则类似的通过邮
政征稿的启事。编者宣布计划出版
第二本诗歌集，希望读者们将他们
的诗稿邮递到台州他的家中或所列
分布在扬州、北京、南京的四个地址
中的任何一个。六年后，第二本诗
歌出版了。在另一本出版于1689年
的商业性女性诗歌集中，编辑们向
来自六个遥远的不同省份的作者表
示谢意，感谢她们从天涯海角赐寄
诗稿至出版处。

江南的商业邮政网络不仅寄
信，而且还寄包裹。住在扬州的一
个1588年（万历十六年）的进士在传
记中记载，浙江（很可能是杭州）的
一个朋友送给他满满一“敝书笥”的
书要他代为保管。他将书箱搁置一
旁，没有仔细查看箱子里装的是什
么。当他浙江的朋友于十年后谢世
时，住在扬州的他将书箱通过船运
寄给死者的儿子。死者的儿子打开
了箱子一看，发现箱底藏着500两银
子。传记作者并没有说书箱是由
谁、又是怎样运寄到杭州去的。大
概他和他的读者们对这些事情并不
感兴趣，他们应该非常熟悉如何将
一箱子书从扬州船运寄到杭州，只
有我们今天的人才对当时的邮寄感
到迷茫。

摘自《中外文摘》

电视剧中的和珅是清朝第一大
贪官，贪腐、受贿、勒索百官，敛财有
术。话说当年嘉庆查抄和珅家产
时，共编一百零九号，金银珠宝、古
董玉器无数，绫罗绸缎、粗细皮毛以
万件计。

如果你就此认为和珅的钱财都
是贪污所得，便大错特错了。殊不
知，贪官和珅还是清朝有名的大商
人。清朝规定，上三旗的人不能从
事商业，但和珅破了这个例，先是在
北京城周围开了七十五家当铺。但
他开当铺有一个目的是真，用现在
的话讲，叫洗钱。

每当有人想托和珅办事送礼
时，就到和珅的当铺以极高的价格
赎出一件根本不值钱的东西，或是
以极低的价钱当掉一件极珍贵的物
件。当铺掌柜会定期向和珅汇报，
当和珅发现谁送的钱多，便派人去

问有何事，然后利用手中的权力搞
定。

此外，和珅还开过粮店、酒店、
古玩店、瓷器店，所以后来查抄出
的家产中，有数十万件古董瓷器也
并不稀奇。堂堂一品大员和珅还
开灰瓦店，卖些盖房子使用的瓦。
他还开过柜箱铺——找几个木匠，
和珅提供场地，对方做柜子、箱子，
卖完了给他租金。他还开过箭店
卖弓箭，开鞍铺卖马鞍，开杠房卖
轿杠——就是抬轿子的杠。和珅
甚至有八十辆大马车搞长途贩运，
还是免费送货——这可是现代商
业行为。

在和珅的财富中，这些生意只
是九牛一毛，他赚钱最多的还是土
地买卖，在清朝，这可是正当生意。

但和珅做土地买卖不是现金交
易，而是通过当铺当地，无论亲朋好

友，一律通过当铺。想
卖地？可以先把它当
在和珅的当铺里，价格
大多是市场价的十分
之一。过几年，发达了
便拿钱来赎回去，但当

了地的人，大多最终会破落。穷了、
破落了，这地便归和珅所有。所以，
和珅买地确实是件划算的买卖。

和珅的土地大多在北京以南，
以保定为中心的一大片，东北锦州
也有他的土地。野史记载，和珅有
八千顷土地，实际上据清朝正史记
载，和珅共有一千二百六十六顷土
地，即使放到现代也不少，够盖好大
一片楼盘。

和珅的宅子也不少，大约有三
千间，黄金白银更是不计其数。被
查抄时，他的家产共估价十一亿两
白银。十一亿两白银是个什么概
念？清朝每年的国库收入为七千万
两白银，和珅的家产，相当于清朝十
五年的国库收入。难怪在查抄完毕
后，有民间谚语称：“和珅跌倒，嘉庆
吃饱。”

摘自《商业故事》

1930 年 4 月 1 日，是宋庆龄在柏
林预定搬家的日子。

这天下午，宋庆龄提着一个蓝色
的手提箱，从旧居“打的”前往新住
处，突然发现自己的手提箱不见了。

这是一个装着重要文件、贵重首
饰和现金的手提箱。

一向镇定自若、处变不惊的宋庆
龄有点着急了，只好打电话给德国警
察局，随后又打电话给中华民国驻德
国公使馆。中国公使馆负责官员梁
龙非常清楚：如果手提箱里不是装着
很珍贵的物品，宋庆龄是绝不会亲自
打电话到公使馆的。于是，他立即向
中华民国驻德公使蒋作宾做了请示
汇报。

两天后，中华民国驻德国公使馆

口头照会德国外交部，要求侦破宋庆
龄手提箱失窃一案。

然而，匆忙间快一年过去了，此
案却仍无突破性进展。

正当负责侦破此案的官员冥思
苦想、忧心忡忡之际。突然，案犯露
出了狐狸尾巴。

1931年3月16日，两个德国人来
到柏林一家当铺，从怀里掏出一条珍
珠项链。老板问：你们要当多少钱？
其中一个人说要 250 马克。然而，当
这个老板把珍珠项链拿在手里一掂
量，就估出起码可值 10000 马克。这
两个人神色慌张，表情很不自然。老
板感到其中必有蹊跷，两人走后，当
铺老板三步并作两步，一路小跑地赶
到了警察局。

经过查证，来当珍珠
项链的一个青年名叫弗朗
茨·彼茨科夫斯基。而他
正是一年前宋庆龄搬家
时，搭载宋庆龄的那个“的

士”司机。
原来，在宋庆龄付了车费下车

后，彼茨科夫斯基驶向繁华闹市，寻
找新的顾客。无意间，他发现后座上
放着一个蓝色的手提箱。毫无疑问，
这是刚才乘车的中国夫人遗忘下来
的。彼茨科夫斯基动了贪念，偷偷将
手提箱藏匿起来了。

时间过了快一年，正值世界经济
危机时期，彼茨科夫斯基生意清淡，
他不得不铤而走险。然而，两人在当
铺露出了马脚，夫妻二人双双入狱。

就这样，宋庆龄的蓝色手提箱失
而复得。至此，这个一度惊动中德高
层官员的宋庆龄手提箱失窃案，终于
有惊无险地侦破了。

摘自《各界》

刘少奇不同意长女预备党员转正
1951年2月，刘少奇的长女刘爱

琴的党员预备期已满，她所在的中国
人民大学系党支部要讨论她的转正
问题。

刘少奇知道了，给学校写了一封
信，说刘爱琴没有达到党员的标准，
不同意转正。还说不管什么人入党
都要坚持党员标准，严格要求。

党支部会上有人提出要取消刘
爱琴预备党员资格，刘爱琴觉得头嗡
的一声，要炸了！心想：“爸爸对我太
严了！要求太高了！”

刘爱琴是刘少奇的长女，1939
年夏天，刘爱琴与在延安的其他干部
子女、烈士子女一起被送去苏联学
习。由于进步快，1950 年 6 月，刘爱
琴被学校党组织接收为中共预备党
员。刘爱琴回忆说：“我回国后，可以
说工作、学习、生活似乎平静而顺
利。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在我预备
党员期满后，父亲会不同意我转正！
这件事对我震动太大了!回想一下，
我回国一年半以来，同父亲接触较
多，父亲最了解我。他认为我这个女
儿的思想作风并不那么艰苦朴素，遇
事还不能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思想上
天真，政治上幼稚。没有经过风雨，
学习也不行，思想上也不行。我对父

亲的话进行了认真思考，检查了自己
的毛病，似乎逐步成熟起来……”

周恩来夫妇给侄女找对象
周恩来夫妇是很喜欢小孩的。

长征结束后到解放建国时，他们收养
了许多烈士遗孤。1949年夏天，周恩
来的三弟周恩寿把小学刚毕业的长
女周秉德送来北京读书。周秉德开
朗活泼，周恩来夫妇很是喜欢，她在
中南海一直住到工作、结婚为止。

说到周秉德找对象结婚，周恩来
夫妇为侄女还真操了不少心哩。

从 1957 年起，就有人给周秉德
介绍男朋友，先后有两三个，都是留
苏的学生。第一个是邓颖超亲自带
着周秉德和介绍的对象到陶然亭去
玩。第二个男朋友和周秉德一起去
过西花厅，周恩来和邓颖超都见过。
第三个被介绍来的男朋友还是留苏
学生，但当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周
秉德很理智，当即表示与那个男朋友
交往不再继续下去。

在周秉德 26 岁时，周恩来的秘
书何谦给她介绍了沈人骅。见了几
次面后，周秉德觉得沈人骅不错，人
老实正派、有知识。周秉德和邓颖超
一说，邓颖超马上表示：这家人的底
细我了解，他的父亲沈谦是沈钧儒老
先生的大公子，20 年代的留苏博士，

民主人士，曾经作过中南海的门诊部
主任，还当过西城区人民代表。中南
海选区属西城区，毛主席和你伯伯都
投过他的票呢！"

周秉德和沈人骅是 1963年国庆
节那天结婚的，没设婚宴，只摆了个
糖果流水席。周秉德以为周恩来邓
颖超节日太忙，不能来参加了。没有
想到邓颖超提着一大包礼物，兴冲冲
地前来庆贺。

邓小平对子女说：如果你们哪个
进了法庭，我要做开明人士

邓家搬到北京后，邓小平只要有
闲暇，就愿意和孩子们在一起，共度
美好时光。邓小平的长女邓林记得
父亲曾带她们几个孩子去景山公园
山顶上看金碧辉煌的故宫，去中南海
散步、看戏，去颐和园和香山郊游、野
餐。邓林认为，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很
富有人情味的人，特别是家庭民主气
氛好。父母从来不干涉子女，子女的
事情完全由他们自己解决。

邓林说，只有一次例外。有一年
过春节，邓小平召集全家子女开家庭
会，他特别严肃。他问子女：“你们在
政治、经济上有无问题？如果有，要
补过，有多少，补多少，没有，当然更
好。”他又点名说：“朴方、贺平手下都
有公司，政治、经济问题都要检查。
邓林、邓楠、邓榕虽与经济无嫌，但政
治方面人人都可能出问题。”他说：

“如果你们哪个进了法庭，先向你们
打个招呼，我要做个开明人士。”

摘自《党史文汇》

伟人的儿女情结

宋庆龄手提箱失窃案侦破始末

明代人们怎么通信
卜正民

六岁时，我和外祖父一起去山
上挖兰花。带着竹箩筐、短锄、水
壶和裹好的麦饼，先走过村子里鹅
卵石铺就的小路，走过哗哗流淌大
溪涧旁边的机耕路，一条石板桥连
接溪涧两岸。桥没有护手没有顶，
架得很高，边上有一棵大柏树，村
里的人经常把死去的猫吊在上面，
有时树枝上会吊着两三只，渐渐风
干。

过桥之后，是两条分岔的小路，
一条通往东边，经过一个古老的土
地庙，就进入苍茫的高山里面。另
一条通往西边，通往耕作的大片田
野，种满茂盛的农作物。这一天是
沿着东边的山路走。

土地庙里有两尊小石像，木桌
上供养着水果和野花。香灰积累得
很厚，可见经常有人来上香。小土
地庙虽然简陋，但却显得静谧威
仪。视野开阔，山风习习。春天，绿
色树林之间遍地都是红色杜鹃花。
我一直不知道那两尊石像代表着什
么。只觉得这个位置十分特殊，它
使周围的一切显得井然有序，昌盛

有余。
土地庙之后的山路高陡不明，

通往层层叠叠的大山里面。山上除
了我们两个，也没有其他人。外祖
父背着箩筐，在路上没有说过一句
话。他的大半生交付给土地和劳
动，是沉默的男子。我尽力支撑体
力，以便能跟上他的脚步，只觉得那
条山路十分漫长，此时已完全远离
村庄和田野。

幽深高山森林，树木夹道的山间
小径铺满厚厚松针。午后阳光蒸腾
起松脂的辛辣气味，鸟声偶尔清脆
响起，如影相随。

不知道走了多久，外公停下
来，把水壶和麦饼递给我，让我在
原地等候，自己顺着没有路迹的灌
木丛里往低处爬。用手抓着杂草，
小心挪动脚步，一点一点下退，茂
密绿草在风中摆动，他很快消失了
身影。

坐在山顶的树阴下，阳光从松
针的缝隙里洒到眼皮上，点点金光
闪烁。满山苍翠里，只听松涛在大
风中起伏，如同潮水般此起彼伏。

好大的风。格外湛蓝的天色蔓延在
群山之间，白云朵朵。那一刻时间
和天地似乎是停顿的、凝滞的，却又
格外寂静豁然。

等了很久，外祖父从山谷底处
爬上来。他的短锄沾了泥土，背后
竹筐里装着刚掘下来的兰花。粗白
根须裹着新鲜泥巴，细长绿叶如同
朴素草茎，花苞隐藏其中，难以分
辨。他渐行渐远，寻找兰花的踪迹，
又只采摘四五簇，内心清朗，一点都
不黏着。采完就回转。

外祖母把这些兰花草种在陶土
盆里点缀庭院，多的就分给邻居。
顶端稍带紫色的生涩花萼翘立，不
用晒很多太阳，放在阴凉走廊下，过
几天花苞就绽放。浅绿色花朵不显
眼，凑近细嗅，有一股沁人心脾的花
香，令人心里通透。它们是这样的
香，气味清雅，不令人带有一丝杂
念。只生长在难以抵达的幽深山
谷，与世隔绝，难以采摘，却又丝毫
无骄矜。

家里的人都爱兰花。兰花真实
的天性不会被复制和变异，也不与
这个世间做交易。空谷幽兰，何其
贴切。外祖父知道它们在哪里，年
年春天，心怀爱慕走过远路，去故地
拜访它们。这在我的心里留下印
象。

摘自《文苑》

我认识一位姓余的茶场经理，他
们的茶场以出产优质绿茶而闻名。

春天的时候，茶场从南方聘来一
位姓卢的炒茶师傅。卢师傅年逾六
旬，出身于一个茶艺世家，从事炒茶
这门手艺已经四十多年。

令人惊讶的是，茶场每月付给他
的薪水高达 3万元。即使这样，老余
还是费了很大一番周折，才从众多竞
争对手中将卢师傅挖了过来。

每天，卢师傅炒制 400 克绿茶，
但是，经他一手炒制的绿茶，皆为极
品，在交易会上，曾经拍卖出每市斤
1.8万元的高价。

有一次，老余约我与朋友到茶场
新开的茶楼品茗。

我们坐在三楼一个面山朝水的

房间里，老余沏上一壶由卢师傅炒制
的极品绿茶。

待茶泡好之后，他给我们每人添
上一杯，扑鼻的清香徐徐袭来。

细啜慢品杯中的极品绿茶，头酌
色淡、幽香、鲜雅；二酌翠绿、芬芳、味
醇；三酌碧清、香郁、回甘，使人心旷
神怡，仿佛置身于崂山的青山绿水之
中。

我们几个啧啧称赞，并向身旁的
卢师傅请教一些炒茶的技艺。卢师
傅笑着讲解起来。

在崂山，绿茶一年可分四季，其
中，春茶品味最佳，每年的 3 月至 5
月，是采春茶的最佳时机。

根据芽、叶的多少和施肥成分
等，茶叶可以分为不同质量级别。一

般来说，同种茶叶中，最珍贵的部分
是小嫩芽，主要以“锋”、“针”等命
名。卢师傅炒制的极品绿茶，全部采
用这种小嫩芽。

一天之中，最好的采茶时间是清
晨四五时，茶叶上带着一层细密的露
珠最新鲜。

接着，卢师傅又跟我们讲述起晾
晒、杀青和炒制的方法。

我们一边品茶，一边听卢师傅讲
述炒茶技艺，颇有一番情趣。一位朋
友开玩笑地问：“卢师傅，你把这些秘
诀都传授给我们，不怕泄漏自己的

‘秘密’吗？”
卢师傅听了，笑了起来，说：“炒

茶的最高境界，就是没有定论，需要
你凭心和感觉去炒制。每位茶艺师
炒出茶的香味，都不会与第二人相
同，各有各的特色，这就像人的品行
一样……”

摘自《抚慰一生的智慧茶》

如果时光倒流，回到先秦时代，
我想最美妙的事情一定是在萋萋芳
草里谈场恋爱。

那时，出其东门，有女如云，有女
如玉，有伊人在水之湄，让君子寤寐
思服。那时的北方也是江河湖泊，水
草丰茂。我若是当时那个美丽的女
子，一定会在江河里采莲采萍，田田
莲叶间红裙飘飞，秋水盈盈，那一副
迷人的画面，虽不至于让行者忘其
行，耕者忘其耕，但若有人统计，回头
率总该不低吧。亦或提着草编或竹
编的篮子采薇、采蕨、采卷耳、莼菜、
荇菜。想想背景是那一望无垠的绿
野碧草，青山秀水，那该是多么美丽
的风景啊。

恰好有翩翩少年郎路过，若是一
见钟情，两厢情愿，他投我以木桃，我
则会报之以琼瑶。他赠我一把白茅、
艾蒿，我送他一束蒹葭，或者随手从
篮子里送他一串野葡萄，一只甘棠、
一枝芙蓉花，那是多么纯真而自然的
爱啊。物质世界简单，精神世界丰
富。他不必出门打工，不必做重利轻
别离的商人，也不必想着去觅封侯，
辛苦赚钱为我买金银首饰、玫瑰钻
戒，幻想宝马香车那些奢华的形式主
义。

爱在那个时代，应该像一把青草
一样是大自然怀抱里的东西。一枚
戴在纤指上的草戒指，一朵插在鬓边
的芙蓉花，就是爱的信物。告别时，
没有便捷的联系方式可以留下，但相
信若心有灵犀，总会相见。他思念太
重，会辗转反侧。我未见君子，会忧
心忡忡。没有电话、网络供我们宣泄
相思，没有火车飞机一日千里，让我
们化解思念。那就还去大自然中采
葛采艾，等候伊人吧。

在一片碧草中，在葱郁的树林
中，在岸边，有人静等，有人定会赴
约。俟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
蹰。他来了，我会贻他彤管，他赠我
木李呢，还是萱草。我们不看电影，
不去跳舞，不上网，不去吃肯德基和
麦当劳，也不去商场购物，就在葳蕤
树林里或者萋萋草地上，说说情话，
听听鸟鸣，水流声，看蜻蜓戏水，看蝴
蝶飞舞，爱如空气一样温暖而悄悄地
流动。

据说先秦时代，是自由而开放
的。比起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森严制
度和道德约束，那个时代是可爱的时
代，也是谈恋爱的最好时代。首先，
它有绿色大自然这个最适合谈恋爱
的舞台和背景。而现代的水泥钢筋

高楼丛林中，仅剩的一小片
草坪总要被围起来，并且警
告：小心践踏。所以谈恋爱
在 某 个 时 期 被 叫 做 轧 马
路。没有绿草的柔软与清
香，在水泥地上的漫步恐怕

没有丝毫的浪漫与诗意吧。现在谈
恋爱，先找个地方吧，在公园呢，还是
在咖啡屋，或者就在快餐店吧。而在
先秦，到处芳草萋萋，鸟语花香，你就
准备着时刻接受爱神之箭甜蜜的一
吻吧。

记得绿萝裙，处处怜芳草。那
时，亲爱的他若远行，最多也是骑着
马，漫长的旅途，再思念也只能搁在
心里。脚下芳草萋萋，无论行至何
处，他会由芳草想起我的绿罗裙，进
而会想起我吧。鸿雁传书，青鸟传
信，总是很慢，总是要等。我等在窗
前，想着云中锦书何日到，带给我甜
蜜的惊喜。而现在，亲爱的他若远
行，不是飞机就是火车或者轮船，我
一集电视剧还未看完，他就打电话
来：我已在海边吹海风、喝酒，你在上
网还是看电视？牵念的情愫还没生
出，一切就又和平日一样。所谓爱
情，在这个年代已经没有了距离，没
有了思念，也就失去了美感和诗意。

如果有可能重新选择，年少的岁
月倒流回来，能谈一场恋爱，希望最
好是在先秦。而现在若要恋爱，又还
能找到对手，最好要他先借来一片

《诗经》里的萋萋芳草。
摘自《石狮日报》

挖兰花
安妮宝贝

器小的人，眼光浅近，肚量最
小，境界促狭。

从心灵的格调来看，大气的人
像一颗巨树，长在旷野里，苍劲、宏
阔，气势雄浑磅礴；而器小的人，像
一株植物，一头扎进了小瓶子里，无
论怎么长，也别别扭扭的，屈曲，萎
缩，难见气象。

器小的人，举手也能摇曳生姿，
投足也会潋滟动人。也就是说，在
平常的环节上，器小之势是显露不
出来的。只是在决断大事之际，运
筹帷幄之时，器小之拙，器小之弊，
器小之害，才会呈现。其情势，不过
是满胸的狭隘之气，塞了心，走了
眼，坏事，毁了人，误了前程。

元末，狼烟四起，群雄割据，朱
元璋在评价对手张士诚时，说，这个
人，器小，不足畏。张士诚果败。

大气行天地，器小难容人，故
此，大气易成丈夫之英武，器小常养
小人之叵测。与器小的人交往，是
有风险的，因为这样的心，最难忖
度。一转眼，就可能生隙；一转身，
就可能积怨。刚才还与你欢声笑
语，突然间，就会翻脸不认人。

我亲眼见一个人，被器小的捉
弄。那一刻，尽管他满腔愤怒，却像
一只秋虫，被踩住了脖子。因为，他
发现，面对器小的人，即使有万语千
言，一切，都不值得说了。

豁达、包容、大度，是这个世界
最让人欣赏的仰望的气质，器小处
其中，像贾环站立在贾府一大群脂
粉英雄之中，举止荒疏，形容卑琐，
像个小丑。器小的人难以赢得真朋
友。因为，没有谁愿意给自己找别
扭，一段路走着走着，突然陷入到一

截死胡同当中去，堵死自己。即便
是器小的人彼此之间，也是很难融
合的，针尖对麦芒，谁也看不上谁。

器小的人，居高位，是天下贤才
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当然了，
若不能从这种心性中走出来，也最
终是器小的人本身的悲剧。

其实，胸襟再通达一些，眼界再
高阔一些，得失心再淡泊一些，器小
之局限就会有很大的改观。但，恰
恰这些，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得
到。器小，虽说病在境界上，其实根
源在自私上。是的，自私，毁了人世
间许多美好的东西。

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私，是人类
永远的毒药。

《世说新语》对王戎颇有微词：
“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
钻其核。”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王
戎家有好李子，卖的时候，他怕别人
得到好种子，于是，在每一个李子核
上面都钻了孔。

这样看来，王戎虽贵为“竹林七
贤”之一，却也是一个器小的人。

摘自《思维与智慧》

器小
马 德

做人如炒茶
矫友田

在诗经的芳草里谈场恋爱
梅 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