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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的 1942 年，列宁格勒
被德国法西斯军队包围了一年多，城
内已经弹尽粮绝。工人每天只能吃
上 250 克面包，居民则只能分到 120
克黑面包。大街小巷里，随处可见饿
倒在地后就再也爬不起来的人。

11月的一天黎明，一位卡车司机
驾着一辆载满专供伤员吃的新鲜面
包的汽车行驶在大街上。突然，一枚
炮弹在车前爆炸，司机牺牲了，车上
的面包散得到处都是。死者的血腥

味伴着面包的香味在街头飘荡，饥饿
的人们从四面围拢来，但他们不约而
同地拾起一个个诱人的面包，小心地
吹去尘土，仍旧放回车斗里，然后守
在车旁，直到面包厂的另一辆车来把
它们拉走。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人
偷吃一个面包，而就在面包被拉走
后，又有两人当场饿晕。

放弃眼前唾手可得的救命食
物，对一个个濒临死亡边缘的人意
味着什么？大伙心里很清楚。然

而，他们最终的选择是将生的希望
让给更需要的人，这其间要多强的
意志力来支撑！支撑他们意志的又
是什么？是爱心，因为爱心，成就了
英雄的列宁格勒精神，保卫了更多
人的生命。这里爱心的具体表现又
是什么呢？是死神即将从我们身边
夺走一个鲜活的生命时，来自千万
个生命的关怀从命运绳索的那一头
齐心协力同死神拔河。

生活中，在许多死神逼近的场
合，往往会成就人性中最崇高的一
面，这种崇高就是谁离死神最近，谁
就会成为爱心集聚的焦点。当千万
颗爱心凝结为一颗心，就会焕发出
战无不胜的巨大力量。

摘自《青岛日报》

1944 年 6 月 6 日，盟军登陆诺曼
底，这是史上最大规模的登陆作战，
上百万盟军子弟兵跨越茫茫大海，被
送上敌人正在磨刀霍霍、严阵以待的

“大西洋长城”，那是被纳粹宣传为有
去无回的铜墙铁壁，生与死，光荣抑
或毁灭，都在个别决定的一念之间。

整个作战中最关键的因素就是
天气，由于进攻的时机要准确地配合
风雨、月光、潮汐甚至日出时间等因
素，在筹划登陆方案时，发现 6 月份
只有 5、6、7 日三天较为适合。正如
艾森豪威尔事后所说：“如果这三天
的天气都不理想，那么随之而来的后
果将不堪设想，我们将失去隐秘性
……士气必然低落……敌军的防卫
能力将日益加强。”

到了6月4日，天气非常恶劣，云
层很低，风浪很大，愈来愈多迹象显
示行动将十分危险，甚至功败垂成。

或出击或取消，属下意见纷纭。幕僚
长史密斯将军事后形容，艾森豪威尔
脸上“挂着因沉重的决策压力所产生
的严肃表情”。6月5日，气候专家带
来了一线好消息，他的下属开始围着
专家连珠炮发，当问题问完后，会议
室出现了 5分钟可怕的持续沉默，大
家心情都绷得很紧，把目光投向艾
帅，这些目光重如千斤。

终于，艾森豪威尔抬起头来，一
脸的绷紧消失，相反，露出刚毅、决断
的表情，明快地说：“好吧，我们上！”

当决策既下，大军已经出发，一
切已成定局之后，艾森豪威尔变得无
事可做，在沉重的压力之下，你估计
他选择了什么方法来减压？

结果，他默默地独自在一角祈
祷，把一切都交托给上帝。

史密斯将军事后描述：“我从来
不晓得一位充分了解作战成败系于

他个人判断正确与否的指挥官，在作
出如此重大决定的时候，竟然是那么
孤独与疏离。”

登陆诺曼底是一项极为艰巨的
行动，面对被纳粹吹嘘得上天的“大
西洋长城”，事前吉凶难料。当艾森
豪威尔下达作战命令之后，便坐在桌
子旁边，默默地写下一张字条，并把
它放在制服的口袋中，准备任务一旦
失败时，拿出来宣读。

你估计这张字条是如何写的？
“我们的登陆作战行动已经失

败……所有士兵无论海、陆、空三军，
无不英勇作战，鞠躬尽瘁，死而后
已。假如行动中有任何错误或缺失，
全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很多年后，时过境迁，当艾森豪威
尔在接受一位学者访问，谈及此事时，
他进一步阐释，说记得南北战争时，南
军在葛底斯堡（Gettysburg）一役被打
败，领兵的李将军（RobertE.Lee）只怪
罪自己，他写信给总统时说：“军队没
有错……错由我一个人负全责。”

艾森豪威尔说自己就是如此受
到启发。

摘自《可乐》

艾森豪威尔减压
蔡子强

人生有许多出于自然的享受，例
如爱情、友谊、欣赏大自然、艺术创造
等等，其快乐远非虚名浮利可比，而
享受它们也并不需要太多的物质条
件。我把这类享受称作对生命本身
的享受。

愈是自然的东西，就愈是属于
我的生命的本质，愈能牵动我的至
深的情感。现代人享受的花样愈
来愈多了，但是，我深信人世间最
甜美的享受始终是那些最古老的
享受。

有钱又有闲当然幸运，倘不能，
退而求其次，我宁做有闲的穷人，不
做有钱的忙人。我爱闲适胜于爱金
钱。金钱终究是身外之物，闲适却使
我感到自己是生命的主人。

只有一次的生命是人生最宝贵

的财富，但许多人宁愿用它来换取那
些次宝贵或不甚宝贵的财富，把全部
生命耗费在学问、名声、权力或金钱
的积聚上。他们临终时当如此悔叹：

“我只是使用了生命，而不曾享受生
命！”

一个人可以凭聪明、勤劳和运气
挣许多钱，但如何花掉这些钱却要靠
智慧了。如何花钱比如何挣钱更能
见出一个人的品位高下。

耶和华在西奈山向摩西传十诫，
第四诫是：星期天必须休息，定为圣
日。他甚至下令，凡星期天工作者格
杀勿论。有一个人在星期天捡柴，他
便吩咐摩西，让信徒们用石头把这个
人砸死了。

未免太残忍了。不过，我们不妨
把这看作寓言，其寓意是：闲暇和休

息也是神圣的。闲暇是生命的自由
空间。只是劳作，没有闲暇，人会丧
失性灵，忘掉人生之根本。这岂不就
是渎神？所以，对于一个人人匆忙赚
钱的时代，摩西第四诫是一个必要的
警告。当然，工作同样是神圣的。无
所作为的懒汉和没头没脑的工作狂
乃是远离神圣的两极。创造之后的
休息，如同创世后第七日的上帝那
样，这时我们最像一个神。

自古以来，一切贤哲都主张过一
种简朴的生活，以便不为物役，保持
精神的自由。事实上，一个人为维持
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物品并不多，超
乎此的属于奢侈品。它们固然提供
享乐，但更强求服务，反而成了一种
奴役。

现代人是活得愈来愈复杂了，结
果得到许多享乐，却并不幸福，拥有
许多方便，却并不自由。那么，在五
光十色的现代世界中，让我们记住一
个古老的真理：活得简单才能活得自
由。

摘自《散文》

面对那句——人的心灵，应该
比大地、海洋和天空都更为博大的
名言，自惭形秽。我们难以拥有那
样雄浑的襟怀，不知累积至那种广
袤，需如何积攒每一粒泥土？每一
朵浪花？每一朵云霓？

有一颗大心，才盛得下喜怒，输
得出力量。于是，宜选月冷风清竹
木萧萧之处，为自己的精神修建三
间小屋。

第一间，盛着我们的爱和恨。
对父母的尊爱，对伴侣的情爱，

对子女的疼爱，对朋友的关爱，对万
物的慈爱，对生命的珍爱……对丑
恶的仇恨，对污浊的厌烦，对虚伪的
憎恶，对卑劣的蔑视……这些复杂
对立的情感，林林总总，会将这间小
屋挤得满满，间不容发。你的一生，
经历过的所有悲欢离合喜怒哀乐，
仿佛以木石制作的古老乐器，铺陈
在精神小屋的几案上，一任岁月飘
逝，在某一个金戈铁血之夜，它们会
无师自通，与天地呼应，铮铮作响。
假若爱比恨多，小屋就光明温暖，像
一座金色池塘，有红色的鲤鱼游弋，
那是你的大福气。假如恨比爱多，
小屋就阴风惨惨，厉鬼出没，你的精

神悲凄压抑，形销骨立。如果想重
温祥和，就得净手焚香，洒扫庭院。
销毁你的精神垃圾，重塑你的精神
天花板，让一束圣洁的阳光，从天窗
洒入。

第二间，盛放我们的事业。
适合你的事业，白桦林不靠天

赐，主要靠自我寻找。这不但因为
相宜的事业，并非像雨后的菌子一
样，俯拾即是，而且因为我们对自身
的认识，也是抽丝剥茧，需要水落石
出的流程。你很难预知，将在 18 岁
还是 40 岁甚至更沧桑的时分，才真
正触摸到倾心的爱好。当我们太年
轻的时候，因为尚无法真正独立，受
种种条件的制约，那附着在事业外
壳上的金钱地位，或是其他显赫的
光环，也许会灼晃了我们的眼睛。
当我们有了足够的定力，将事业之
外的赘物一一剥除，露出它单纯可
爱的本质时，可能已耗费半生。然
费时弥久，精神的小屋，也定需住进
你所爱好的事业。否则，鸠占鹊巢，
李代桃僵，那屋内必是鸡飞狗跳，不
得安宁。

我们的事业，是我们的田野。
我们背负着它，播种着，耕耘着，收

获着，欣喜地走向生命的远方。规
划自己的事业生涯，使事业和人生，
呈现缤纷和谐相得益彰的局面，是
第二间精神小屋坚固优雅的要诀。

第三间，安放我们的自身。
这好像是一个怪异的说法。我

们自己的精神住所，不住着自己，又
住着谁呢？可它又确是我们常常犯
下的重大失误——在我们的小屋
里，住着所有我们认识的人，唯独没
有我们自己。我们把自己的头脑，
变成他人思想汽车驰骋的高速公
路，却不给自己的思维，留下一条细
细的羊肠小道。我们把自己的头
脑，变成搜罗最新信息网络八面来
风的集装箱，却不给自己的发现流
下一个小小的储藏盒。我们说出的
话，无论声音多么嘹亮，都是别的手
指圈划过的。我们把世界万物保管
得好好，偏偏弄丢了开启自己的钥
匙。在自己独居的房屋里，找不到
自己曾经生存的证据。

三间小屋，说大不大，说小不
小。非常世界，建立精神的栖息地，
是指挥生灵的义务，每人都有如此
的权利。我们可以不美丽，但我们
健康。我们可以不伟大，但我们庄
严。当我们把自己的精神小屋建筑
得美观结实、储物丰富之后，不妨扩
大疆域，增修新舍，矗立我们的精神
大厦，开拓我们的精神旷野。因为，
精神的宇宙，是如此的辽阔啊。

摘自《民族日报》

一天在深圳，我和马兰在路边散
步。她说，她发现，她的爸爸、妈妈好
几次都把头凑在一起嘟嘟哝哝，一见
她进门就立即分开，又把什么东西藏
藏掖掖。她假装没看见，心里却一直
有个疑窦。几天前她终于找到了老
人家藏在垫被底下的那东西，是一叠
诽谤我的报纸。

她想安慰他们，但说了几天都没
用。老人家还是老观念，在他们心目
中：国家办的报纸等于是“政府喉
舌”、“中央文件”，连篇累牍地痛骂一
个人，其实就是“打倒”。

岳父、岳母的紧张，使我想到在
上海的爸爸、妈妈。爸爸的血压、心
脏、眼睛都不好，在几个老人中身体
最差，万一……我立即买票从深圳赶
回上海。

先问弟弟。弟弟说，妈妈不看
报，爸爸因为眼病越来越严重，也不
看了。

我问：“爸爸、妈妈有没有可能听
到我被报纸诽谤的消息？”

“不知道，大概不会吧？”弟弟没
有把握。

我关照弟弟：“一定不要让爸爸
看到那些报纸。”

弟弟说：“我们会因为他的眼病，

禁止他碰报纸。”
我当即就去看了爸爸、妈妈。在

父母亲的住房里我东摸西摸，想看看
哪里还不太舒适，更想看看哪个角落
有没有堆放着报纸杂志之类。都没
有，我就放心了。

我在上海与父母亲一起过了几
天，又回到了深圳。我认真地下了一
个决心：为了四位老人少受一点惊
扰，真的不能再写书了。

终于，一个一直害怕着的电话打
来了。弟弟的电话，说爸爸摔了一
跤，生命垂危。

我和马兰立即赶往上海，爸爸已
经去世。

弟弟为了寻找在追悼会上要挂
的照片，打开了爸爸天天翻动又天天
紧锁的抽屉。照片很快就找到了，却
又发现抽屉里藏着大量文字资料，一
叠又一叠，一袋又一袋。

尽管我已经作了充分的思想准
备，但是当我真的一页页翻看那些文
字资料时，仍然非常吃惊。

第一部分是他写给造反派当权
者的“借条”留底，这是我以前完全不
知道的。原来，在他关押期间，妈妈
前去探监时给他说起家里的事，他毫
无办法，只得冒险向当权者借钱。他

在十年间没有借到过一分钱，而每张
“借条”都必然引来一次次残酷的批
斗。有几张“借条”，我刚刚一读鼻子
就酸了。例如，我叔叔领养的表妹要
在安徽农场结婚，但叔叔已被害死，
爸爸决定用叔叔留下的一只旧箱子
作为陪嫁，却想“借”一点点钱，买一
床被褥装在这只旧箱子里。又如，一
张“借条”上说，寒冬已临，但我家八
口人的“布票”还没有用过一寸，希望
当权者看在老人和小孩的分上，借点
钱……

第二部分是他们单位造反派批
判他的大量印刷品。 与这些印刷品
放在一起的，是两沓近几年批评我的
报刊。这些报刊的字里行间，有不少
铅笔划痕，可见，几乎已经失明的爸
爸，还是逐字逐句看了。

我曾向他熟悉的几位医生打听，
这些报刊是怎么到他手上的。医生
说，是他自己不断索取的，说是我在
国外，要代我收集资料。他还一再要
医生放心，为了眼睛，他不会看。

其实他骗了那些医生，他不仅看
了，而且看得非常彻底。他把相隔三
十几年的两种相同文字放在一起，反
复对比，我立即想象出了爸爸的最后
岁月。他的高血压，他的心脏病，他
的白内障，他因浑身乏力而摔倒……
爸爸，是为我死的！

厚厚一抽屉的灾难文字压了他
半辈子，而那两叠有关我的报刊，则
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捆稻草。

摘自《特别关注》

压垮父亲的一捆稻草
余秋雨

精神的三间小屋
毕淑敏

如果你看过秋瑾的照片，你一
定也会觉得：“怎么那么美？”而且你
注意一下，她的美是超越性别的，很
少有人的美可以超越性别。

其实秋瑾来自一个保守的大家
庭，他的父亲做官，替女儿选了一个
当官的夫婿，他们结了婚，夫妻感情
也很好。有人猜测秋瑾是婚姻不幸
福才会去革命，其实不然，革命者往
往是受到最多的宠爱，当他感觉到
要与人分享这份宠爱时，他的梦想
就出现了。

很少人提到秋瑾的家庭，她其
实还有孩子，一家和乐美满。在一
个女子要缠足、丈夫可以纳妾的社
会里，一个丈夫为了成全妻子的好
学，愿意拿出一笔钱送妻子去日本
留学，相信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丈夫。

然而，秋瑾到了日本之后，视野
打开了，不再是一个旧社会里封闭
的女人，她认识了徐锡麟、陈天华等
优秀的留学生，经常聚会喝酒、聊新
的知识，并且一起加入了同盟会。
在当时，同盟会是一个非法组织，加
入者都抱着被杀头的准备，唯有充
满梦想的人才会参加，也唯有年轻
才不会在意杀不杀头。

秋瑾到日本之后，意识到东方
的女性受到极度的压抑，被当做弱
者，因此她的革命不只是政治的革
命，更大的一部分是她对女权革命
的觉醒与伸张。秋瑾在日本学武士

刀、练剑，所以会拍下那么一张照
片，象征女性的解放。

秋瑾觉察到自己与丈夫在思想
上已经分道扬镳，她无法再回到那
个保守的社会里，所以她为自己的
生命做了勇敢的抉择——提出离
婚。

秋瑾的孤独不论在当时，甚至
在今日，都鲜少有人能理解。

幸运的是，秋瑾还有一群可爱
的朋友。这些与她把酒言欢的留学
生，知道秋瑾很喜欢一把剑，决定凑
钱买下来送她，当他们在小酒馆里
把剑送给秋瑾时，她当场舞了一
回。我不知道那张持剑穿和服的相
片是否为彼时所摄，但在秋瑾的诗
中记录了此事，她说：“千金不惜买
宝刀”，原来那把剑所费不赀，耗尽
千金，以至于一群人喝酒喝到最后
付不起酒钱，于是秋瑾不惜把身上
的皮大衣当了，要和朋友们喝得痛
快，诗的下一句便是：“貂裘换酒也
堪豪”。

在秋瑾这首《对酒》诗中，第一
句是男性对女性的馈赠，第二句是
女性对男性的回报，由此可以看出
这群年轻革命者的情感。而最后两
句：“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
碧涛。”意思是即使有一天热血全部
流尽，也会变成惊涛骇浪，对社会产
生巨大的影响。

后来，这群留学生回到中国，潜

伏在民间，伺机而动，随时准备革
命。心思缜密的秋瑾，不但有激情，
也有理性，可谓当时回国革命者中
最成功的一个。

很少人想到，离婚以后的秋瑾
要面对生命里巨大的孤独感。相信
她和徐锡麟之间的感情是革命，也
是爱情。所以当徐锡麟冲动起义，
因为没有详密的规划而失败被逮
捕，并惨遭清朝官员恩铭将胸膛剖
开，活活地掏出心肝祭奠时，听闻徐
锡麟死讯的秋瑾立刻起义，因此被
捕。

我读秋瑾传记时，深深觉得秋
瑾的死和徐锡麟有很大的关系，而
徐锡麟就是当年提议买宝剑送她的
人。这使我联想到，革命里有一部
分的孤独感，也许是和爱情有关。

在革命里纠缠的情感非常迷
人，非小儿女的私情可以比拟，他们
是各自以“一腔热血勤珍重”的方
式，走向诗的最巅峰。

在徐锡麟死后，秋瑾的起义可
以说是一种自杀的形式。

秋瑾被捕之后，受尽所有的酷
刑，被逼要写下所有参与革命者的
名单，她只写下一个字：“秋”，表示
只有秋瑾一人。她顿了一下，接着
写：“秋风秋雨愁煞人”，又是一句
诗。翌日清晨，秋瑾在绍兴的街市
口被处以斩刑。

我想，她是一个文学上、戏剧上
尚且无法全面说出其影响力的女
性，她一定会变成传奇，变成历史的
传奇，变成如荆轲、屈原的不朽人
物，因为她的生命活出了惊人的自
我。

摘自《青年文摘》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鲍叔牙
和管夷吾一块儿做生意。分红时，管
夷吾多取一倍。别人看不惯，鲍叔牙
笑说，管夷吾他家贫穷，已经多日揭
不开锅，他不是贪小利。二人同去参
加战斗，进攻时，管夷吾跟在后；撤退
时，跑在前。不少人说他怕死。鲍叔
牙为他辩解:管夷吾的母亲年老多
病，需要他养老，他不能先死，并不是
怕死。遇到此类事，鲍叔牙总是为其
圆场解脱。

当时，齐襄公有两个儿子。长
子是公子纠，次子是公子小白，二人
都有可能继位。管、鲍二人都应聘
为家教，管夷吾教纠，鲍叔牙教小
白。齐襄公太好色，“有奇淫者，必
有奇祸”，鲍叔牙果断地带小白到了
莒国。不久，齐国发生宫廷政变，公
孙无知篡位。管夷吾看时局不稳，
也带着纠避祸到了鲁国。一个多月
后，又发生宫廷政变，朝臣诛杀了公
孙无知。

国不可一日无主。公子纠和小

白争夺君位的战幕拉开了。管、鲍各
为其主。莒国离齐国近，鲍叔牙护着
小白疾奔。管夷吾带着纠也马不停
蹄，恰巧遇到了一起。一番理论后，
管夷吾弯弓搭箭，直射小白，可是箭
射在了带钩上。小白诈吐鲜血，假装
倒在车上，骗过了管夷吾，后又抄小
路抢先赶到了齐国。鲍叔牙借助自
己的人脉，纵横捭阖，上下游说，确立
了小白的君位。小白行使政权，动用
国家机器，击退了管夷吾护送的纠。
鲍叔牙派遣隰朋送国书给鲁庄公，请
其杀了公子纠，以绝后患，将管夷吾
引渡回齐国。临行，鲍叔牙一再嘱咐
他务必要带着管夷吾活着回来。

几经周折，隰朋不辱使命，用槛
车迎回了管夷吾。鲍叔牙亲自到郊
外相迎，接到宾馆，洗尘压惊。管夷
吾自己不能使纠得到君位，纠死，也
没能以身殉职，羞愧难当。鲍叔牙劝
他：“成大事者，不恤小耻；立大功者，
不拘小谅。”二人同餐同榻多日，无话
不谈。管夷吾才慢慢从痛苦中解脱

出来。
鲍叔牙又去拜见齐桓公，力荐管

夷吾。不提则已，一提，齐桓公噩梦
犹在，恨不得吃其肉，喝其血。不过，
看在鲍叔牙的面子上，齐桓公还是赦
免了管夷吾的死罪。

因鲍叔牙既是恩师，又拥戴有
功，齐桓公想拜他为上卿。鲍叔牙一
再推脱，说自己治理齐国还可以胜
任，至于“内安百姓，外服四夷，功加
周王，泽布诸侯，霸天下者，唯管夷吾
也。”齐桓公不愧为春秋首霸，他不计
杀身之仇，还按照鲍叔牙的建议对

“非常之人，必得以非常之理”，择吉
日，“三溶而三衅之”自迎于郊外。入
朝后，二人“连语三日三夜，字字投
机，全不知倦。”齐桓公又斋戒三日，
拜管夷吾为相，尊其号曰“仲父”。管
夷吾由阶下囚升为座上宾，又为一国
之相父。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
倾朝野呀。

管夷吾组织内阁，竟无鲍叔牙。
就是到了临终，齐桓公想以鲍叔牙接
其任时，管夷吾也没有顺水推舟，做
个人情，而是说“其人善恶过于分明，
不可以为政”。别人将这话传给了鲍
叔牙，鲍叔牙说：“仲忠于为国，不私
其友。”

摘自《文苑》

鲍叔牙真心待友
党同德

爱是圆的。真正的爱情没有起
点也没有终点。

爱是瞬间的永恒。 恨，其实不
是爱的对立物，而是爱的延续。

爱是人生辛劳的果实，慵懒的
人终生难得品尝。

爱一个人不是因为他的优点或
缺点，而是因为他的特点。

爱是一种创造——重新发现对
象和重新发现自己。这里不是简单
的 1+1=2，而是乘法。当他或她唤
醒了她或他身上的全部童真、激情、
创造力的时候，也就创造了一个爱
的世界。

爱情，虽然不能说付出多少就
一定能得到多少，但是，不准备付出
一定是得不到的。可能得到丈夫，
可能得到妻子，可能得到钱和权，但
是得不到爱情。与其责怪对方不爱

自己，不如问问自己是不是真爱对
方——不惜牺牲自己的爱对方，不
惜代价地爱对方。

是的，爱情是代价。一种历经
大痛苦然后得到或得不到幸福的代
价。 爱情也不是光靠付出代价就能
得来的。着意追求爱情，爱情或许
离你越远。真正的爱情往往是不期
而遇的——发生了还以为没有发
生，来临了，自己还未意识到。爱情
是个体无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
对爱情的舆论超前不无道理。

爱情是最不受约束的一种力
量。

爱情是一种不能用公式去分
析、不能用逻辑去推理、甚至也不能
用道理去解释的不可理喻的情感。
爱情，只有在不附上任何条件的时
候，只有当你甘愿为心爱的人奉献

一切而不求获取的时候，才是幸福
的、充实的。当此之时，即使贫寒的
陋室也会变成瑰丽的宫殿。

吵架也是一种宣泄和沟通。可
是当一对夫妻连吵架的热情也没有
了，他们的婚姻必已濒临死亡。有
些家庭，女性的自卑和自尊常常不
自觉地在转换。明知事业上不如男
的，所以在家政上就要大权独揽，呼
风唤雨，乃至要管住男人，唯她是
从。中国封建观念的影响不断，对
权力的追逐不断，波及家庭。家庭
独裁型的女性日复一日诱发的是
——奴性。

互相没有了感情，也就不必再
耗时耗力纠缠是谁弃谁。不弃，是
自欺欺人。不愿被弃，是何等的不
自尊。

真诚的爱具有伟大的力量，它
能给人以高尚的慰藉、道德的力量，
使无知的心灵苏醒，使贫瘠的思想
充实。

爱，需要艺术；爱，更需要才
能。

摘自《经典美文》

爱是圆的
陈祖芬

革命者的孤独
蒋 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