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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架新新

笔随随

漫步书林书林

眼睛多彩多彩

杂俎绿城绿城

周恩来、毛泽东去世
1976 年，刚过完新年不久，骤

然传来了中国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
息。愚谦好像中了邪一样不言不
语，只是抱着他为听国内最新消息
刚买来的半导体收音机。我知道他
对周恩来的感情比对他亲生的父亲
还深得多。每当他向我讲述他多次
和周恩来见面的情景时，他的那种
激动往往令我难以理解。周恩来到
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能对愚谦
这一生有如此大的影响。

当愚谦从电视里看到全国为周
恩来的逝世而痛哭的镜头，当看到
他的遗体被送到八宝山火化，北京
一路上几十公里静悄悄地站满了向
他遗体告别的北京市民时，愚谦忽
然放声大哭起来。他最不能理解的
是，毛泽东不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仪
式。他对我说：“周恩来是我这一生
中最最敬佩的人。他虚怀若谷，从没
有个人的野心。有很多人批评他软
弱，但实际上，他是为了国家的稳定
才忍辱负重。因为他
知道，中国一旦大乱，
遭殃的还是老百姓。”

在欧洲，有一个
国际学术组织欧洲汉
学会，每两年轮换在
欧洲的大城市举行一
次年会。学会成员都
是全欧各大学或研究
所的汉学教授、研究
员和讲师们。愚谦也
是成员之一。1976 年
夏季，年会在巴黎举
行。我作为汉学界的
大 学 生 也 跟 着 参 加
了。

大会开到第三天，巴黎最大的报
纸头版头条爆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毛泽东逝世了。愚谦起初还不相信，
德国波鸿大学的格林教授说：“法国

《世界报》是一份极为严肃的报纸，不
会乱写的，而且这是新华社发出来的
正式消息。”果然，很快地传来一些与
会者到中国驻法大使馆吊唁的消息。
愚谦和我也去了。我们到大使馆时临
近黄昏，在毛泽东肖像面前站立的只
有我们两个人。愚谦弯下了腰，一言
不语，忽然泪如雨下，这令我大为吃
惊。这是怎么回事？他对毛泽东的治
国政策多有不满，甚至因此去国，怎
么忽然又如此悲哀呢？

在回到大学招待所的路上，我们
坐在公共汽车二层的第一排。他紧紧
握着我的手说：“Petra，你一定很奇
怪，我怎么会哭！我不是为他个人而
哭，而是为中国而哭！为我自己这一
生而哭。毛泽东走了！我不知道中国
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

“四人帮”的下台实际上也大大
出乎愚谦的预料，他远远没能估计

到一切会来得那么快。他的那颗早
已凉透了的心忽然又活跃起来。他
看到了能返回祖国的一线希望。

学汉语
当我开始在大学学中文，并且

用笔在纸上一笔一笔写出中文字的
时候，我觉得我真是有点神经病。
我真应该找一个黑头发的意大利
人、西班牙人，那就用不着现在花
那么多时间去学这些方块文字了。
有的中国字比画多得记不清，有九
画的，十画的，还有二十多画的，
只要写错一点，放错一个位置，别
人就看不懂了。人的记性哪可能有
那么好啊！可是我看愚谦用毛笔在
特别软的宣纸上写书法，就好像在
变魔术一样，那么轻松，那么优
美，看了真令人嫉妒。这是他自幼
从母亲那里学来的。

有的时候，我发现愚谦在说德
文的时候，会犯一些很奇怪的错
误，譬如他经常“他”“她”不
分，可是这对我们德国人根本不是

一个问题。他为此常
常出笑话。后来我发
现不仅是愚谦如此，
许 多 中 国 人 都 是 如
此。这说明他们学德
文遇到的麻烦和我学
中文一样。

自从中国社会有
了变化，“四人帮”
下台，愚谦的精神振
作了不少，我对中国
的兴趣越来越大了，
更对中国的语言发生
了浓厚的兴趣。

为 了 记 中 文 单
词，我装了好几个小盒子的卡片，
正面写中文，反面写拼音和德文意
思。只要我一有时间，就轮换地拿
出来，反复地读它们。这还真有帮
助，我已经可以认识上千个字了。
我开始逐渐懂得，语言是一个人进
入外国文化的重要窗口。 和愚谦在
一起，我是永远不敢说中文，我总
怕出错，他毕竟在大学是我的老师
啊！他有他的尊严。

有一天早上，我和他一起走在
到大学的路上，我对他说：“我昨
天晚上可没备课，你今天可别问我
啊！”他没有回答。开始上课了，他
向大家讲课，然后请同学们回答问
题。当他叫我的名字的时候，把我
吓了一跳，我不是跟他说我没有准
备吗？他这个人的记性也真坏，我
不相信他是在耍弄我。幸亏，这一
个问题没让我出丑，但我还是很生
气。回到家里，我对他说：“如果
你下一次再这样在我没准备好的时
候叫我回答问题，我就站
起来跑到讲台上去亲你一
下，看你怎么办。” 10

第一章 死亡的诱惑
你生命的前半辈子或许属于别

人，活在别人的认为里。那把后半辈
子还给你自己，去追随你内在的声
音。——荣格

我自杀未遂，经洗胃抢救后被转
到了精神病院。我被诊断出患有重
度抑郁症，而且已经出现了自杀危
机，我像囚犯一样被 24 小时看管起
来。

于是，这个莫名其妙的故事就这
么开始了。

我对精神病院的第一印象就是
铁门，然后是铁门，接着还是铁门。
这里连病房的房门都是铁的。一楼
的窗户都没有玻璃，后来我才知道这
里的玻璃都被病人打碎了，刚装上又
被打碎，现在医院干脆不装了。

走廊里经常传来踹门的声音，那
是有暴力倾向的病人狂躁发作了。
偶尔病人之间还会打架，不过很快就
会有强壮的男护赶来制止。病人狂
躁发作时也一样，男护劝阻无效就只
能约束后加注镇静剂
处理。

入 院 的 这 几 天
里，我想过把牙刷的
柄端磨尖以后扎死自
己，但除了扎得我生
疼和扎出一片淤青之
外，连一滴血都没扎
出来。因为这是人的
本能，人都怕疼，哪怕
就是像我这样一心寻
死的人也怕。我还试
过撞墙、把头闷在水
盆里、撕下床单上吊、
勒自己的脖子……皆
未果。

要么是被护士发现了，要么就是
被自己的本能拦下了。我真的很想
死，但我不想死得那么痛苦。从那时
候起我才发现，想找一个稳妥舒服点
的死法，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原
来，想死也很难。

我的主治责任医生名叫萧白，28
岁，是个非常好的医生。我也是住进
精神病院后才知道精神科医生的工
资这么低，主治医师每个月的薪水才
一千五，还不到我以前工资的一半。
这对于别的医生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我有一个同学是内科住院医师，只是
在一家民营小医院上班，每个月光基
本工资就有五千元，其余的红包、回
扣、奖金就更不用说了。

我甚至不知道他为什么能经常
挂着一脸的微笑面对我们的无理取
闹，或者说是什么在支撑着他，是信
念还是别的东西？我真的不知道。

萧医生个头不高，略显消瘦，但
身手不凡，我亲眼见过他的身手。那
是一个攻击型人格的病人，1.8米的个
头，很壮实，被刑警送来的，估计刚犯

完事。刚开始他很安静地坐在椅子
上，由两名刑警负责看着他。

带队的市刑警支队长马千里和
萧医生进办公室谈话，我经过门外时
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不好意思啊萧医生，又送了个
扎手货过来。他也没犯啥大事，就是
在超市和保安闹起来，打伤了几个
人，下手很重。”

“唉，马队长，你知道我们这儿根
本没能力管制这样的病人。”

马队长干笑了几声：“没办法，市
里没有专门的保安强制医疗机构。
这家伙又有精神病病历证明，我也不
能把他丢到劳教所去，可不就送您这
儿来了。”

“对于冲动型人格障碍，其实药
物和心理治疗的效果并不明显。而
且他一旦狂躁发作，到时候不仅我们
这些医务人员的安全无法保障，连患
者也有危险。”

“这个我和你们院长谈过了，其
实就是走个形式。市里的相关机构

不健全，我们也没办
法啊。”

萧医生长叹一
声，然后就沉默了。
马 队 长 看 差 不 多
了 ， 赶 紧 告 辞 ：

“那萧医生，他就交
给你了……”

“马队长，五个
月前的那个吸血鬼抛
尸案怎么样了？”萧医
生突然问道。

“ 那 还 是 个 悬
案，雨夜抛尸，让我们
无迹可寻。而且这么

长时间也没有再犯案，凶手估计已经
潜逃了……怎么萧医生也对这个案
件有兴趣？”

“他是在蛰伏着窥测时机，不是
潜逃，这是一个连环杀人犯行为模式
的演变过程。等他复出的时候，手法
会越来越凶残，作案间隔也会越来越
短。”萧医生担忧地说道。

五个月前我也看过关于吸血鬼
抛尸案的新闻报道，当时传得沸沸扬
扬。有人在四环线东郊口，发现了一
具男裸尸。尸体脖子颈动脉处有着
两颗尖牙印，男子内脏和眼珠被掏
空，全身被利器划满了网状伤口。电
视新闻报道虽然只是匆匆而过的一
个画面，但足以触目惊心。

“你是说凶手还会再犯案？”马队
长的声音使我回过神来。

“马队长你应该知道犯罪心理画
像吧？其实就像你们犯罪现场重建
一样，通过心理分析刻画出案犯的人
格和行为特征。如有详尽的资料，再
深入甚至可以推测出案犯的
职业、信仰、年龄、生活等等详
尽的方方面面。” 1

连连 载载

苏格拉底走在雅典的街
头，他看城市非常繁华，有精
美的建筑和大量的钱财、珠
宝，他对自己的弟子说：“我不
想得到的东西是那么多啊！”
诱惑距离我越来越远了。每
天与宁静安详的湖水相对而
坐，我感觉所有的诱惑都不值
得自己劳神。

第欧根尼在严寒的冬季
光着身子去拉一个冰雪制作
的雕塑，以此来考验自己的耐
心。他对他的学生说：“为了
考验意志，必须了解痛苦。”

柏拉图曾经训斥一个玩
牌的孩子。而那个孩子却回
答说：“你为这点小事就责备
我！”柏拉图则反驳说：“习惯
可不是小事。”住在了湖边以
后，我就一直在努力改变自己
的很多生活习惯。习惯是一
种坚韧的惰性，它慢慢地在我
们每个人的身心建立起权威，
使我们丧失了人生的自由，成
为我们生活的主人。

很年轻的时候我就读到

了这个故事，但是没有引起我
的警觉。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一个人的习惯在自己的一生
中起着多么巨大的作用。一
个好的习惯可以引领着你走
进天堂，一个恶劣的习惯能够
把你引向地狱。而这一切，都
是在悄无声息中进行的。

每天沐浴着阳光，看着远
山近树，听着身边小虫的鸣
叫，我越来越感觉，那些终日
戴着面具在社会舞台上，总是
为了荣誉和功名而竭尽全力
表演的人，是多么劳累。甚至
有很多的人，到了最后已经找
不到那个真实的自己了，忘记
了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在
做什么。

随遇而安是一种消极或
者颓废，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的
人生境遇、生存能力和心情设
计自己的生活，让自己处在一
种力所能及的状态里。因为
世界上有很多生活方式并不
适合自己，很多远大的目标也
不适合自己，即使穷尽一生，

那些目标也不会达到的，所
以，就不要去勉强自己。

我们就是我们自己，不是
被称为中流砥柱的社会中坚，
不是给众生指点迷津的导师
和先知，也不是那种慷慨悲歌
的领袖和英雄。不论谁都应
该远离炫耀，没有什么东西是
值得炫耀的。没有必要炫耀
你的出身，那本来就与你无
关；没有必要炫耀财富，财富
很多时候是生活的负担和累
赘；也没有必要炫耀智慧和知
识，智慧很多时候是空洞的说
教，知识很多时候是快乐的障
碍。

现在我们的环境太浮躁
太嘈杂了，大部分人其实更需
要的是踏实和沉稳，是冷静和
简单，而不是被举过头顶的高
昂和激情。一个人只属于他
自己所在的行业，到一个不属
于自己的行业里充内行，必定
原形毕露，必定破绽百出，必
定贻笑大方。但是，现在这样
的人太多了，总是在一个陌生
的行业里指手画脚，煞有介事
地充当内行专家。所以，那种
让人发自内心的敬仰和崇敬
越来越少了。

一个人脾气的好坏，折射
出这个人内心是善良还是丑
恶。一个善良的人必定是平

和微笑的，他的脸上永远闪耀
着明朗的笑意。一个内心黑
暗的人才会喜怒无常，才会暴
戾怪诞。我十分憎恨那些总
是抱怨着的人，抱怨天气，抱
怨命运，抱怨机会，甚至抱怨
这个世界。他们对于眼前明
媚的阳光熟视无睹，对于眼前
艳丽的花朵视而不见，对于人

间和煦的温情麻木不仁，却总
是把生活中一点小小的失意
随意放大。

一个音乐家只有学会运
用各种声调，才可能谱写出伟
大的作品。我们也是这样的，
只有安然地接受并体验人世
间所有的酸甜苦辣，才能够超
越苦难，抵达人生的彼岸。

明媚的人生
鲁先圣

皖山静居（国画） 郭 峰

窗外的山很新
我的门开着
没有风，没有雨
没有喧闹
阳光于期望中徘徊
脚步颤颤的
东张西望
将渴求的窗口
抚摸成一抹绿色的火
燃亮我
淡漠的往事

诗是安静的，一个人只有在安静
的时候才能和它相遇。而王剑松是一
个好动的人，他能写出这首安静的诗
就要从繁华回到淡泊。

在人们的世俗生活中，当你在为
自己的生存奔忙中，当你在由人所形
成的关系网中奔突了一天，拖着疲惫
的身体回到家中时，你的心仍然无法
安定下来，你仍在不安地回味着一天
的经历和得失，这时候你不会需要诗，
诗是安静的，必须有一颗安静的心才
能进入。

而作为一个诗人，在这时候你要
写诗，就需要强行进入，强行使自己平
静下来，而这种“强行”的过程将是痛
苦的。有人说愤怒出诗人，现代诗人
与以往的诗人已经有所不同了，他们
的思想更为细微和复杂，已经不像以

往诗人仅有的愤怒了，现代人不止是
愤怒，还有比愤怒更多的东西，这种东
西又让你无法说出，他们像乱麻一样
纠缠着你，使你无法脱身。要表现这
种复杂的感情仅靠简单的愤怒是不行
的，因此，现代诗歌就有了复杂性，它
需要诗人用细微的语言去表现人与社
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那
种紧张的关系。

所以，做一个现代诗人很难。
由此，我想到了诗人王剑松，他住

在登封小县里，二十多年了仍然坚持
写诗，在《诗刊》、《作家》、《中国青年
报》、《河南日报》等全国很多报刊发表
过作品，除了发表诗和小说外，还发表
了大量的报告文学和通讯报道，因为
他长时间在报社工作，并担任着一定
的领导职务，近年调到登封交通局工
作。可以想象，剑松在繁忙的工作之
余，一直坚持业余写作是多么的不
易。尤其是在基层坚持写作，缺少交
流，缺少学术氛围，孤军奋战，他面对
的更多的还是世俗的目光，怀疑会多
于理解。

美国著名诗人罗伯特·勃莱长期
住在他父亲的农庄里，也曾经感到过
困惑。他说：“我认识到住在一个不需
要你、不敬重艺术的城镇就一定会产
生自我怀疑。”这并不是说王剑松所处

的环境不敬重艺术，而相反的是登封
这地方很重视文化。然而，作为诗人
的王剑松一定会感到诗歌与生存相比
是多么的无力，而毕竟身处小城镇，它
和别处一样，诗歌在那里应该说是孤
单的。就像诗人自己一样，身处在一
个忙碌的竞争的环境中，你要写诗，那
么，你就要放弃一些东西，而这些放弃
的东西，对于一个世俗的人来说又往
往是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王剑松
能够坚持写作，是让人尊重的。

上个世纪初，有一位西方诗人说，
诗人是上帝的代言人。这句自豪感今
天恐怕已经没有多少人信了。但我们
今天仍然可以说，诗代表了一种人性
的高度，它可以净化人的心灵，使一个
人安静，并使他变得真实起来，这是因
为诗歌的基本要求就是表达真实，一
个虚伪的人是不可能写好诗的；诗也
给这个世界以美感，它像光一样，照亮
那些黑暗处我们平时看不到的东西。
这就是王剑松为什么对诗情有独钟的
原因。二十多年了，它一边从事繁忙
的工作，而把诗埋藏在内心，诗成为他
内心的灯盏，使他的人生过得真实、诗
意而富有内涵。

王剑松的诗大都述写他身边的
事，比如，述写自己的内心生活的诗有

《窗口，绿色的诗》，述写生他养他的乡
村的诗有《山村》，述写他的朋友和同
事的诗有《烟了Ｔ君画像》，而剑松更
多的诗还是在述写嵩山和少林寺，这
些述写对象在王剑松的笔下逐渐清新
起来，披上了一层诗意的面纱。在这
里我们看到了爱，诗人用爱抚摸着，他
的笔触所到之处我们看到了一种丝绸

般的暖意，而这种暖意会在寒冷的季
节里温暖着那些行走的人。

看得出来，王剑松并不满足于已
经有的表现手法，他试图在探索，并且
做出了一些努力。智利诗人巴勃罗·
聂鲁达说过：“一个诗人如果他不是现
实主义者就会毁灭。可是，一个诗人如果
仅仅是个现实主义者也会毁灭。”

无疑王剑松的诗是现实主义的，
是表现生活的，然而他在表现生活的
同时很注意自己的表现手法，很注意
语言的运用，因为，诗歌是语言的艺
术，诗人只有在语言上下工夫才出
新。比如他写阳光的诗句：“阳光于期
望中徘徊／脚步颤颤的／东张西望。”
形容阳光脚步颤颤的，有些新意，诗味
出来了，微妙地表现了诗人当时的心
境，诗人采用了拟人化的手法，让阳光
有了脚步。

还有一些形容太阳的诗如：“你是
天宇的瞳孔／窥视着人间生活的浩海
／每一道欢乐溪流的行踪／你是呈亮
吐金的镜子／折射出的是一片五光十
色的／梦的遐想爱的温柔憧憬的晶
莹。”我们每天都能看到的太阳通过王
剑松的笔，有了诗意，并有登封嵩山
味，这是很难得的。

在剑松的诗中，我比较喜欢他的
写乡村的诗和写煤矿工人的诗，这些
从生活中来的诗朴素中含有一点苦
味，它们还带着生活的原味和质感，不
定期着剑松思想的余温，让人感到亲
切。由此也让我看到了剑松的诗才和
表现生活及事物的能力。

在诗歌写作的路上，剑松已经做
出了可贵成绩和努力。

作者通过《史记》及
大量其他相关史料，相
互勾连，合理推测，大胆
想象，以散文的语言、诗
歌的笔触、小说的体裁、
哲学的深度还原了老子
的历史原貌以及老子的
人生心路历程，通过讲
述老子的爱情、友谊、教
育、仕途人生，探索道德
经思想的缘起。在历史
还原上，作者对先秦的
风俗、心理、语言文字等
的同情之理解与介绍，
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在思想哲学方面，对竞
争、发展主义的忧思使
本书绝不陈旧，而是跟

当代人类的难
题如全球化、发
展进步相联系，
在很大程度上，
本书的思考既

理解了老子的小国寡民
等思想，也跟当代文明
的成果如小的是美好的
等绿色生态文明成果相
通。在余世存平静而忧
思的笔触下，中国最富
智慧最寂寥的大哲，两
千五百多年后终于降尊
纡贵，转身正面，在寂寥
的独白和热切的对语中
重返人间。书中第一人
称与第三人称交互，哲
思跟人生之旅相结合，尤
其是将道德经81章全部
不着痕迹地融进各章节
中，对一本近乎天书的
玄远之作进行了一次空
谷足音似的注解……

《老子传》

用诗意照亮生活

天
池
飞
瀑
（
国
画
）

天
踪
萍

“慎独”是儒家创造出来的具有国
粹特色的自我修身方法。最先见于

《礼记·大学》，第一次出现慎独一词是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
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
慎其独也。”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所谓
使自己的意念诚实，就是不要自己欺
骗自己。就如同厌恶污秽的气味那
样，就如同喜爱美丽的女子那样，这就
叫做让自己对自己满意。所以君子一
定会、一定能够独自面对自己的内心。

我有时也反省一下自己，我能不
能在“独处”的时候，也做得到慎独
呢？不能，没人看见的时候我随地吐
痰过，没人看管的瓜园我偷过瓜，没人
注目的时候我丢过垃圾，没有监考的
课堂我小抄……我不敢往下想了。

由此，可以断定，我是个做不到慎
独的人。做不到慎独，就是一个修养
极差的人吗？当然不是，我们单位卫
生间的水龙头没关，我发现后总是拧

紧，楼道里的灯没熄，我从不视而不
见，没人把守的路口，我也不闯红灯。

但我不是一个慎独自觉的人，曾
在报上读过一篇文章，一位英国老人
在中国旅游，她因找不到回收废电池
的地方，竟然把它带回了英国，交给专
门回收废电池的部门，这样的事儿我
能做到吗？不能，我只能做到扔进垃
圾桶，在没人的时候也不往农田、河里
扔就算了。

像英国老太太那样的慎独我是做
不到。但伤天害理、损人利己、贪赃枉
法的事我任何时候都不会做，无论是
独处一隅，还是“群居共处”，因为那样
做了我会厌恶我自己，灵魂肮脏就像

身上沾上了臭狗屎，让我会坐立不安。
人活着可以有小坏，但不可以有

大坏，可以接受无德，但不能生活在无
德之中。我喜欢慎独，不是非要把自
己修持成神仙，慎独的成果不是打造

“公众的形象”，而是我灵魂干净了才
舒服，保持心意上的愉快状态就容不
得卑鄙，当一个人觉得灵魂也需要沐
浴的时候，他也就找到了慎独的境界。

东汉名臣杨震，有人曾以十斤金
子向他行贿，说“暮夜无知者”，杨震讽
刺地回答：“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
谓无知？”结果行贿者灰溜溜地离去。

“慎独”是杨震灵魂干净的需要。“慎
独”是很高的道德境界，是衡量一个人

道德觉悟和思想品质的试金石，只有
经过个人的艰苦努力和修持磨炼才能
逐步做到“慎独”。慎独的过程也许痛
苦，但慎独的境界一定很美。

真正的慎独是生命的自觉，它自
觉成了神圣，自觉成主观的原意才
行。如果还停留在“不得不如此”的道
德自律层面还不算真正的慎独，那样
做不过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克制着
自己的欲望罢了。

慎独，是柳下惠的坐怀不乱，是宋
子罕的以不贪为宝，是许衡的不食无
主梨。“慎独”应该是一种内在的要求，
人们只有把道德变成自己内心的一种
要求，才能够真正实践“慎独”。毕达
哥拉斯说过：“无论是在别人跟前或者
自己单独的时候，都不要做一点卑劣
的事情——最要紧的是自尊。”是的，
无论何时，都不要展现自己的丑陋，要
随时随地要求自己做一个高尚的人，
做一个值得别人和自己尊敬的人。

干净的灵魂需要慎独

“小康”
一词形成很
早，在我国古
代典籍中屡
见不鲜。“小

康”这个词汇，在古代有三种解释。一、早在西
周时，小康一词即已出现。《诗经·大雅·民劳》
中有“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之句。在这里，小
康是生活比较安定的意思。二、儒家把比“大
同”理想较低级的一种社会生活水平称作小
康。《礼记·礼运》篇云：“今大道既隐，天下为
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
（贵族世袭）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仪以
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
妇，以设制度，以立（设置）田里。”这里描绘的
是夏禹、商汤、周代的文王、武王、成王、周公治
理下出现的盛世。三、指家庭经济比较宽裕，
如宋人洪迈所著《夷坚志》卷一就有“（刘）痒
……久困于穷，冀以小康”的话。

胡耀邦同志在一次报告中曾用“小康”一
词，十分形象地描述了20世纪末在我国将要出
现的广大人民安居乐业、家庭生活比较富足的
喜人景象。

解析“小康”
王道清

阮 直

读王剑松诗集《活着》
马新朝

海 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