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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形容繁华盛世的大场面、
大仪式时，会赞叹地写道“树裹织
锦”、“金砖铺地”，原本理所应当地
认为那是一种写作手法，但当人们
见识到皇宫里有数不尽的金银珠
宝、数不尽的古器珍玩后，才恍惚觉
得书中的描写是不是真的有些夸张
……紫禁城啊，将天下的财富都集
于一身的福地，是否真的拿金砖在
铺地呢？

用砖铺地，不是修建紫禁城时
创建的传统，据记载，早在两千多
年前的春秋末期，人们在建造房屋
时，就开始用砖铺设道路。到了明
代修建紫禁城时，皇帝不惜重金也
要打造恢宏壮丽的宫殿建筑群，每
一个细节都不能忽略，哪怕是踩在
脚下的路，都是需要装点修饰的对
象，实际上，皇帝的要求也的确达
到了。紫禁城的金碧辉煌只能让
百姓们望而止步，于是，民间便流
传着“紫禁城的地都是用金砖墁
的”这样的传言，当然，大家都知道
这不可能是真的，紫禁城那么大，
如果真用黄金铸砖铺地，实在是难
以想象的事。

虽 说 紫 禁 城 铺 地 的 不 是“ 金
砖”，但也不是一般的砖，而是一种
看上去光润似墨玉、踏上去不滑不
涩的方砖。

明代在营建紫禁城时，铺地所
用的细砖都是苏州等五府烧造的，
因为苏州等地位于大运河旁，土质
细腻，含胶体物质多，可塑性大，澄
浆容易，制成的砖质地密实，而且，
制成之后，可就近利用运河水运到
北京。

这种砖的制作工艺非常的复
杂，根据明代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
物》中的记载，此砖要经过二十多道
复杂的工序，按照正确的顺序才能
铸成。首先是选取“黏而不散，粉而
不沙”的泥土作为原料，经“汲水滋
土，人逐数牛错趾，踏成稠泥”，叫做
练泥。泥练好后，填满木框中，“平
板盖面，两人足立其上，研转而坚固
之”，然后将砖坯阴干，入窑烧制。
此砖制作起来复杂，烧制时的工序
也是极为复杂。

据明代时，在苏州主持制砖的
工部郎中张向之所写的《造砖图说》
中，可以看到此砖入窑烧制的情况：

入窑后要以糠草熏 1 月，片柴烧 1
月，棵柴烧 1 月，松枝柴烧 40 天，凡
130日而出窑。还没结束，出窑后还
要在特制的桐油中浸泡百日，这样
才能制作完成一批金砖。当时，金
砖主要有 1 尺 7 寸、2 尺、2 尺 2 寸等
三种型号。

此砖在铺设过程中，要求更为
严格。首先进行砍磨加工，以使墁
好后表面严丝合缝，即所谓的“磨砖
对缝”。然后抄平铺泥、弹线、试铺，
最后按试铺要求墁好、刮平，浸以生
桐油，才算完成。根据清代官书《工
程做法》上规定，砍磨 2 尺金砖每一
工只能砍 3 块。而墁地时每瓦工 1
人、壮工 2 人，每天只能墁 5 块，可
见铺设工程的细致程度。

仅仅是为皇宫铺地的砖，就如
此讲究，倒也不难想到为什么会称
之为“金砖”了。一种说法认为，是
由于此砖端正完整，颗粒细腻、质地
密实，颜色纯青，敲起来有金石之
声，所以叫“金砖”。也有人认为，由
于此砖只运到北京的“京仓”，供皇
宫专用，所以叫“京砖”，之后逐步演
变为“金砖”。无论是哪种原因，此
砖凝聚了那么多劳动人民的智慧与
血汗，耗费了如此多的人力与物力，
的确是不能用黄金轻易计算出的。
如果从这个意义考量，称其为“金
砖”，乃实至名归。

摘自《特别文摘》

武则天令人难以置信地镇压住
唐宗室和满朝文武的反抗，毒死长
子，废黜次子，贬谪三子，最后取代
四子，自己痛痛快快做了中国历史
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女皇帝。由
于她是千古一人，也由于后世有意
无意地渲染，使她在许多人心中成
了争权女子的榜样。

武则天的成功固然由于性格刚
强、果决，可刚强果决者多矣，武则天
却只有一个。这背后，有很多复杂的
因素，武则天个人性格上也有很多过
人之处。可许多人学会的是武则天
的残忍、冷酷，却没学会她治国的方
略、识人的慧眼及容人的雅量。

如果有谁痛骂我们，我们一定怒
火中烧。可武则天听到骆宾王讨伐
自己的檄文，不但没有发怒，反倒欣
赏起他的文采来。她感慨道：“这样
有才能的人流落到那边去了，这是宰

相的过错呀!”如换了别人，早打听好
他家的地址，派人拿他人头去了。

十分难得的是，哪怕是至亲至
宠，武则天也将他们限制在一定范
围之内，不让他们为所欲为。薛怀
义是她的男宠，气势骄横，目中无
人。有一天他大摇大摆地从朝堂经
过，遇见宰相苏良嗣。苏良嗣骂他
无耻，还打了他十多个嘴巴。他找
武则天诉苦，满以为武则天会为他
出气，没想到，武则天对他说：“你进
宫见我应走北门，南宫是尚书们出
入的地方，你不得冒犯他们，他们有
权是要管事的。”史书没有交代薛怀
义此时的神态，我想，脸色肯定不会
好看。轮到现在，如果哪位领导的
小姘走错了地方，属下别说痛打痛
骂，恐怕连点儿冷脸都不敢给。武
则天毕竟是武则天，她能分清什么
是国事什么是家事，什么是个人感

情，什么是朝廷法度。二者孰轻孰
重，她心里透亮。不像慈禧，为了给
自己做寿，海军军费都可挪用，国土
丢了都不管。

更为难得的是，她要认定谁是
忠臣，就是至亲至宠进谗言她都不
信。李昭德曾说武则天的弟弟武承
嗣权势太重，恐有篡位危险，武承嗣
反咬一口攻击李昭德。武则天说：

“我任用李昭德才觉安心，他替我分
劳，你怎能和他比较?”有这样的明
主，谁能不肝脑涂地地效命?

有武则天情结的人似乎可分为
二等：第一等是用心机夺了政权，混
个垂帘听政的资格。但于国无功，
甚至有罪，如慈禧；第二等，有权术，
有势力，也曾权倾一时，但于国不
利，且不得善终。如武则天儿媳韦
皇后、女儿太平公主、孙女安乐公
主，都曾效法武则天，但最后不是被
杀就是自杀。

有武则天的野心，没有她的能
力；有武则天的残忍，没有她的度
量，这就是许多人想当武则天，最后
连慈禧都不如的原因。

摘自《追问历史》

唐寅，又叫唐伯虎，是明朝有名
的文学家、书画家。他是个风流才
子，有关他的故事，流传下来不少。
唐伯虎性情豪放，爱喝酒。他年轻的
时候，跟一个号称“狂生”叫张灵的小
伙子十分要好。俩人是街坊，常凑到
一块饮酒作乐。

有一次，唐伯虎和张灵穿得破破
烂烂的，装成了两个要饭的叫花子，
上山去玩。走到山脚下，看见几个秀
才坐在亭子里，一边喝酒一边作诗。
唐伯虎冲张灵挤了挤眼，二人就凑了
过去。唐伯虎对秀才们说：“诸位作
诗，我们俩能不能也诌上几句啊？”秀
才们看他俩那份穷相儿，心里直好
笑，打算拿他们开开心，就答应了。

唐伯虎拿笔在纸上写了个“一”
字，张灵接着写了个“上”；唐伯虎又

写了个“一”，张灵又写了个“上”；连
在一起是“一上一上”。秀才们看了
哈哈大笑，这叫哪门子诗呀？唐伯虎
没理会，接着又写了三个字：“又一
上”。然后拉起张灵就走。

秀才们赶紧把他俩拦住了，让他
们接着把诗作完。唐伯虎说：“我们
得喝足了酒，才能作好诗。”秀才们想
看看他俩还出什么洋相，就给他们倒
满了酒。俩人一饮而尽。张灵再写
了个“一上”。秀才们笑得东倒西歪：

“闹了半天这两位‘才子’敢情就会写
‘一上’啊！”唐伯虎不管他们的哄笑，
自个儿又喝了一大杯酒，然后提笔一
气续成了一道七言绝句：

一上一上又一上，
一上上到高山上。
举头红日向云低，

万里江天都在望。
秀才们一看，吃了一惊，没想到

这个叫花子还真不简单。再一回头，
只见唐伯虎和张灵摇头晃脑，哈哈大
笑地走了。

这一天，唐伯虎和张灵出去游
玩，又喝了个大醉，张灵趁着酒意，说
了个上联：

贾岛醉来非假倒。
贾岛是唐朝后期的诗人，那个有

名的“推敲”故事，讲的就是贾岛。张
灵在这儿用了谐音异字，拿了个古人
的名字——贾岛，来说他俩当时醉得
东倒西歪的模样（“非假倒”——要真
倒！），还真挺恰当。唐伯虎听了，稍
微一琢磨，马上对了一句：

刘伶饮尽不留零。
刘伶是西晋有名的文人，顶能喝

酒了。唐伯虎也用了谐音异字，拿刘
伶的名字，来形容他俩喝得滴酒不剩
的样子（“不留零”——一滴不剩！），
太合适了。

摘自《历史典故》

故宫地砖赛金砖
葛忠雨 徐宪江

唐伯虎与狂生张灵
武则天的度量

刘兴雨

我的母亲十分好强，她的兄弟姊
妹养出一窝一窝如花似玉的孩子来，
不是被摆在照相馆橱窗，就是上杂志
封面。三舅舅结婚，母亲连夜踩缝纫
机，为我做了一条荷叶边的红裙子，
又拿铁钳炙我的刘海，可怎么打扮都
像缺了什么又多了什么，母亲技穷而
泣：“我身上稍微像样的地方你都不
要，偏偏拣我一对单眼皮！”我外婆及
时在旁援救，她会很中我听地化解：

“世上无丑女。女人有三丑：好吃懒
做爱打扮。”

这三丑属于“丑责自负”类，父母
无须承担遗传责任。

懒，女人第一大忌。懒需遮遮掩
掩，否则为何常说偷懒？

在外婆身边长大，想犯一点点
懒，真是连偷带哄。她常常停下手中
的绣花鞋面，从老花眼镜上方盯着
我：

“作业都做完了？”
“做完了。”
“ 把 晾 好 的 衣 服 拿 下 来 叠 一

叠。”
“早叠好放进衣柜里了。”
这次她劝诱道：“你把我那件旧

丝棉袄拆开重新用手絮絮，过年我给
你翻件花棉袄，怎么样？”

我反守为攻：“我正在看《隋唐演
义》，好讲给你听呀。”

为此，我尽量拖延放学时间，倚
在路灯柱下看小说；或躲在家中凡是
能逃过外婆眼皮的地方，诸如被窝
里、衣架后，或爬上杂物间。因为外
婆认定读闲书是最不能宽恕的懒，看

把眼睛读成什么样了！
自幼受外婆训导直至成年，我自

忖不算太懒。脏衣服从未过夜，抽屉
衣柜严格分档，头发、地板每日一洗，
就连往桌脚垫一木片也边角对齐。偶
尔窝在沙发里出神，忽地惊跳起来，自
己问自己：衣服收了吗？孩子的五线
谱本买了吗？欠不欠谁钱？信都回了
吗？还有稿子！唉，格子总有得爬，才
气顶顶不济的我怎敢懒呢？

女孩子好吃，以上海姑娘为最，
可能是上海盛产话梅、怪味豆、五香
瓜子的缘故。

不记得儿时外婆允许我们吃什
么零嘴，倒是我父亲“通情达理”。他
被打成“右派”去劳改之前，经常到厦
门探望宝贝女儿，肩上背着漳州蜜柑，
手里拎着豆沙包，他还冒着外婆不悦
的危险，牵着我的手，“衙口炒河粉”

“新南轩芝麻汤圆”“黄则和花生汤”，
一一吃过去，回家后，不争气的我，照
例又吐又拉，好几天被外婆强迫光喝
粥养胃。这给外婆增加了论据。

我也曾发誓：等我自己会挣钱，
我要买很多难消化的零食，而且一下
子全吃光。 果真自立了，我却对一
般的零嘴再无兴趣。

父亲病重，我从德国背了 13 公
斤零食回来孝敬。父亲看在千里迢
迢分上，每样只是沾唇而已，口称不
错不错，却再无兴趣。在德国，我完
全戒了一切零食，我想这一定与外婆
有关。

按外婆的理论，娶一个好吃懒做
的老婆已是家门不幸，如果加上爱打

扮，那就等着倾家荡产了。懒仅算废
物，吃嘛，胃肠的容量毕竟有限，而打
扮则是无止境的。

但一个好吃懒做的女人何来能
力打扮呢？“那只有变坏了。”外婆
说，“哪怕父母有钱，也不能养她一
辈子；侥幸丈夫有钱，金山也有掘尽
的时候。”外婆去世后好几年“文革”
方结束，仿佛她一走，失去了管教，
街上爱打扮的女孩子如雨后春笋。
看她们的模样，不像好吃懒做，也没
有变坏的迹象，可惜找不到外婆论
争了。

我自己爱打扮的天性受家教和
社会环境的双重制约，一觉醒来，年
龄已令我失去大片用武之地。数年
来，家中三个深不可测的古老楠木衣
柜塞满了国内国外或重金采购或减
价购进的衣服。每逢应酬，我总在三
个敞开的衣柜之间徘徊叹息，没有衣
服穿呀！

丈夫掩耳逃出厅外，他永远不能
明白，何以上个周末亮出那件人人喝
彩的碎花短袄，今天就穿不得了？他
自己一件夹克穿了五六年，说什么也
不肯淘汰，并且暗示：对衣服尚且如
此恋旧，何况对人对事！我明白，这
就是女人与男人的不同了。

因为自己深知，有许多美丽的衣
服要等下辈子再续情缘，遂把眼睛从
镜子挪开去，投向华服少年、盛装女
人。西方习惯，见面总要恭维一番：
你这条裙子真漂亮啦，我喜欢你口红
的颜色与丝巾的搭配啦等等，接受这
一甘霖普降的女人大多更加容光焕
发。从前老是提醒自己，这仅仅是礼
貌而已，不必太当真。时间长了，不
但学会如此这般地入境随俗，还更深
地体会到怎样给予别人快乐的同时
令自己快乐。

摘自《广州日报》

生活在今日的世界上心灵的宁
静不易得。这个世界既充满着机
会，也充满着压力。机会诱惑人去
尝试，压力逼迫人去奋斗，都使人静
不下心来。我不主张年轻人拒绝任
何机会，逃避一切压力，以闭关自守
的姿态面对世界。年轻的心灵本不
该静如止水，波澜不起。世界是属
于年轻人的，趁着年轻到广阔的世
界上去闯荡一番，原是人生必要的
经历。所须防止的只是，把自己完
全交给了机会和压力去支配，在世
界上风风火火或浑浑噩噩，迷失了
回家的路途。

每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我的习
惯是随便走走。好奇心驱使我去探
访这里热闹的街巷和冷僻的角落。
在这途中，难免暂时地迷路，但心中
一定要有把握，自信能记起回住处
的路线，否则便会感觉不踏实。我
想，人生也是如此。你不妨在世界
上闯荡，去建功立业，去探险猎奇，

去觅情求爱，可是，你一定不要忘记
了回家的路。这个家，就是你的自
我，你自己的心灵世界。

寻求心灵的宁静，前提是首先
要有一个心灵。在理论上，人人都
有一个心灵，但事实上却不尽然。
有一些人，他们永远被外界的力量
左右着，永远生活在喧闹的外部世
界里，未尝有真正的内心生活。对
于这样的人，心灵的宁静就无从谈
起。一个人唯有关注心灵，才会因
为心灵被扰乱而不安，才会有寻求
心灵的宁静之需要。所以，具有过
内心生活的禀赋，或者养成这样的
习惯，这是最重要的。有此禀赋或
习惯的人都知道，其实内心生活于
外部生活并非排斥的，同一个人完
全可能将生活的收获变成心灵的财
富，缺乏此种禀赋或习惯的人则往
往迷失在外部生活中，人整个儿是
散的。

自我是一个中心点，一个人有

了坚实的自我，他在这个世界上便
有了精神的坐标，无论走多远都能
够找到回家的路。换一个比方，我
们不妨说，一个有着坚实自我的人
便仿佛有了一个精神的密友，他无
论走到哪里都带着这个密友，这个
密友将忠实地分享他的一切，倾听
他的一切心语。

如果一个人有自己的心灵追
求，又在世界上闯荡了一番，有了相
当的人生阅历，那么，他就会逐渐认
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世
界无限广阔，诱惑永无止境，然而，
属于每一个人的心态，因为那是人
生魅力的源泉，但同时你也要早一
些在世界之海上抛下自己的锚，找
到最适合自己的领域。一个人不论
伟大还是平凡，只要他顺应自己的
心性，找到了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
并且一心把自己喜欢做的事做得尽
善尽美，他在这世界上就有了牢不
可破的家园。于是，他不但会有足
够的勇气去承担外界的压力，而且
会有足够的清醒来面对形形色色的
机会的诱惑。我们当然没有理由怀
疑，这样的一个人必能获得生活的
充实和心灵的宁静。

摘自《美文》

在收藏与化妆品界，有句话叫
“药王麝香、木王沉香”。自古以来，
沉香就被列为众香之首，并且其价
格远远高于大家熟悉的麝香。在最
近十几年，沉香已经从过去的每千
克万元飙升至每克万元，极品沉香
更是卖到了每克 1 万美元，其价格
是黄金的 400 倍。由于在熏烧时香
气浓郁，能覆盖其他气味，而且留香
时间甚长，在一些国家，重要的典礼
和聚会上，至今也还常常直接熏烧

沉香。
沉香是怎么得来的？
原来，有种树木叫沉香树。通常

树高6至20米，直径50至90厘米，属
瑞香科植物。并非每棵沉香树都能
产出沉香，只有一小部分沉香树才能
产出沉香。当沉香树被虫咬、风吹折
枝或人为致伤后，恰巧伤口又遭遇一
种名为黄绿墨耳真菌的微生物感染，
于是奇妙的变化就产生了。黄绿墨
耳真菌从沉香树破损处入侵至树的

体内，遭到树内抗体的排异，而黄绿
黑耳真菌又不屈服，顽强地与抗体
争，从而进行新陈代谢。这种生化过
程，不断生成倍半萜和色酮类物质。
这两种物质就是沉香。

这么说来，沉香树只有具备两个
条件才可能产出沉香。一是受伤，二
是遭遇黄绿墨耳真菌的侵入。或缺
其一，沉香树还是沉香树，只是树内
没有沉香。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类社会
中，伟人之所以能够从普通人中脱颖
而出，成就其大，也是具备两条：一是
后天的磨砺，二是抓住让其受益的机
遇。这与沉香生成所具备的两个前
提不谋而合、殊途同归。

摘自《思维与智慧》

沉香与树人
高兴宇

女有三丑
舒 婷

记住回家的路
周国平

信仰太大了，大到无边无际难
以描述，可时常又小得非常具体，心
里没有它，就会觉得空空落落，对个
人对社会都是如此。有信仰，就会
有敬畏，就会有变好的冲动与行动，
就会有自觉对恶的克制，个体与社
会就会美好一些。当然，我必须再
次强调，在中国，这信仰不一定与宗
教有关，但一定与我们内心的充实
有关。

经过多年的摧毁，重建它，是在
一片废墟中启程，更何况，在一个新
时代下，人心深处与社会的核心，将
安放怎样的信仰，还未确定，因此，
只能是慢慢寻找。

每一个个体，有自己的路，这里
暂且不谈，因它与幸福紧密相连，富
裕之后，必是人们的主动选择。你
总该信一些什么，让自己安宁，没信
仰，恐怕无幸福。

我更要谈的是社会。
有人形容说：中国像一辆自行

车，只要保持一定速度向前骑行，它
就会稳定，而一旦有一天，向前的动

力慢下来，它就左右摇摆，速度再慢
下来，它就终会倒下。

所以，永远给它向前的动力，是
让它稳定不倒的重要因素。

三十多年来，我们用速度向前，
用一系列的数字增长，维持并保有
它的稳定和活力。但是，向前的动
力，可不仅只是物质的、经济的。

在 2010年的春天，新千年又一
个十年开始的时候，中国，在未来的
目标中，提出了“尊严”二字。这两
个字，无法用数字量化，每年增长多
少，无法统计，但在每个公民心中，
却又都有一杆秤去衡量它，多了少
了，是有标准的。

尊严这两个字提出来，在我看
来，相当宏大动人，而且又该知道，其
实它比提出成为世界经济第一这个
目标还难实现，但是，提出它，就是中
国一个重要的转折，它意味着，中国
这辆自行车，正在寻找新的动力。

对个体，我不会再提出多少宏
大而不切实际的目标。

希望自己健康，开心，平静，依

然可以踢球并进球，头发还剩不少，
体重却增不多，对世事依然好奇，还
会愤怒也会流泪，当然，最重要的
是，让生命的脚步慢下来，慢慢走，
欣赏路边一切的风景。

或许，这些都可以实现，毕竟个
体的梦想，自己可以控制大部分，成
与不成，都不会抱怨太多。

也许十年后，依然会写下一本
这样的书，名字叫《终于信仰》，真期
待能记录一个人与一个时代突破之
后的如释重负或者即将突破的兴奋
与好奇。当然，也不排除，没几年，
自我出局或被出局，也或者是想得
更明白，知道了“无”这个字的真正
含义，然后开始心如止水地写下一
本《闲——试着与生活相处》的书，
像很多人一样，生活只与自己和家
人有关，时代与社会，那是年轻人该
思考的命题。

我更看重未来十年，中国新动
力新改革的试水和成长，不会过于
乐观地认为一切顺利，也不会认为
十年后的今天大功告成。成长，是
未来十年最让人好奇的东西，因为
它与我们所有人的幸福有关。

所以，未来十年，我们都还在路
上；期待十年后，我们开始收获信仰
和笑容！

摘自《渤海早报》

大明建国初期，在“洪武大帝”
朱元璋面前，一个接一个功臣被灭
掉，从傅友德、徐达到冯胜、廖永忠，
为什么没一个敢造反？朱元璋刀
下，以谋反罪名被处死的人物数不
胜数，但有几个是真反？

唯一具有一点反抗精神的只有
蓝玉。当吏部尚书詹徽令蓝玉招出
同党时，蓝玉以牙还牙，大呼“詹徽
就是我的同党”。于是朱元璋的特
务便把詹徽拿下，审判官们谁也不
敢再审了。朱元璋无奈匆匆将蓝玉
杀害。

暴君手下多奴才，真正在他们
面前，敢反且反得成的，寥寥无几。
如果本质上还是奴才的“才”，那么
个性与胆量十分有限，则造反就是
一件吓死也不敢的事。

大明学者唐甄早就看透：“自秦
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既然皇
帝都是“做贼”的，那么谁人做不
得？苍天已死，黄天就当立；“奉天
承运”，哪个不可“诏曰”？独夫手下

的奇才，是等着定上莫须有的谋反
罪名、连个证据都拿不出来、窝窝囊
囊死好，还是真反的好？

拿破仑说过一句话：不想当元
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样说来，
不想当国王的拿破仑就不是好拿破
仑，所以拿破仑就成了国王。所以
奇才之想夺取王位，以至黄袍加身，
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除了皇
帝害怕，对其他人有什么妨碍呢？

敢于反皇帝的人，才称得上有
雄心，有志气。

曹孟德评述英雄：“夫英雄者，
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
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反皇帝本
不是天生大逆不道，只不过是在被
剿灭后受到的污蔑。成功了，他就
是君临天下。

历史上的反王，灿若星河，但为
什么有的是一闪即逝的“流星”，有
的是长久发光的“恒星”；为什么隋
末出现了十八路反王，而不在其列
的唐国公却后发制人、一统天下？

乱世中的政治暴发
户并不个个都具备称孤道
寡的才干。隋末的十八路
反王，虽然胆子一个比一
个大，但是才华却参差不
齐，都有致命的“才短”之

处。
八路反王之一王世充，胆量不

算小，骨子里的桀骜不驯也遮不
住。他“巧口善辩，明习法律，人不
能屈”，青年时代就不同凡人，颇有

“曹操再世”的奸雄架势，但他有曹
操之品，达不到曹操那么高的能。
他的“才短”之处，就在通晓军事、但
无政治之能。

玩小聪明的战术家。所以最后
遇到劲敌李世民时，就成为其俘虏。

强中自有强中手。一代新王换
旧王。隋末十八路反王各有致命短
板，唯有十八路之外的唐国公李渊，
与其子李世民珠联璧合，才华明显
高过诸王一头。所以后来居上，在
另辟之蹊径上问鼎成功。

逆淘汰下的社会，只有一个雇
主的社会，奇才不在沉默中爆发，就
在沉默中死亡。而对于他们所处的
社会，奇才们没有造反之外的其他
蹊径，实为千年嗟叹！

摘自《百家讲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