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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惯例，一个国家只能有一首国歌，可是，在我
国的民国时期，竟然出现了四首国歌。

1912年元旦的时候，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
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当时，蔡元培任教育
部的部长，他立即发布公告，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征
集国歌。1912年的二月，国歌就在临时政府的公报上
发表了出来，这首国歌的歌词是：“亚东开化中华早，
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飘扬五色旗，民国荣光，锦绣河
山普照。我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这是民
国时期的第一首国歌，虽然还有些稚嫩，却洋溢着当
时的中国人民对新生的民主共和国的热爱和对和平
生活的向往。

不久，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他要做皇
帝。袁世凯在 1915 年 5 月拟定了这样一首国歌：“中
华雄踞天地间，廊八埏，华胄从来昆仑巅，江湖浩荡山
绵连，勋华揖让开尧天，亿万年。”在这首国歌中，把窃
国大盗袁世凯比成了圣君尧帝，而且还祝愿袁世凯的
腐朽统治能达到亿万年之久。

北洋政府于 1919 年 11 月制订新的国歌，并且由
北洋政府的教育部牵头成立了国歌研究会。当时，根
据大学者章太炎的建议，决定将相传是舜帝所写的

《卿云歌》配上乐曲作为北洋政府的国歌。1922 年 1
月，北洋政府的国务院向全国发布公告，正式将《卿云
歌》定为国歌。这是民国时期的第三首国歌。这首国
歌的歌词只有四句：“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
旦复旦兮。”这首国歌的歌词含义深奥，很难理解，而
且又缺乏时代气息，难以激励百姓的感情，因此，当时
许多人纷纷要求北洋政府更换国歌。

1930年，国民党政府决定在国歌未制定以前，把国
民党的党歌作为代用国歌。1936年，依然决定用这首
歌暂时作为代用国歌。1943年，国民党政府把这首歌
定为正式的国歌。这首国歌的歌词是1924年6月16日
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的训词。1929年，这首
歌定为国民党的党歌，后来又成了国民党政府的国歌。

杜甫所以被后人称为“诗
圣”，不仅诗品高，诗的用字准确、
精炼、贴切也是常人所无与伦比
的。宋代仁宗时，中书舍人陈从
易，一日同客人们在一起议论杜
诗时，大家议论热烈，各抒己见，
看似很有见解。后在翻阅一本旧
本诗集时，发现杜甫的那首《送蔡
都尉》诗中“身轻一鸟过”句中的

“过”字被虫蛀掉了。于是，陈从
易提议让客人们各想一个字来补
上，大家又是议论纷纷，有的说虫
蛀掉的是个“疾”字，有的说是个

“落”字，有的说是个“起”字较合适，还
有的说不如“下”字好，争来争去，莫衷
一是，最后找来一册善本查对，原来是
一个“过”字。陈从易叹服地说：“虽然

只是一个字，看来我们都达不到
啊。”

某日，苏东坡与黄山谷、秦
少游、佛印和尚同游，在一座寺
院里，见院内墙壁上有人题了杜
甫的《曲江对雨》诗，其中“林花
著雨胭脂湿，水荇牵风翠带长”
两句中的“湿”字剥落掉了。苏
东坡问掉的是个什么字，其他人
都说这首诗背不下来了，不知掉
的是什么字。苏提出让大家各
为诗补一个字，看谁补得对。苏
首先说是一个“润”字，黄山谷说

是个“老”字，秦少游说是个“嫩”字，佛
印说是一个“落”字。结果找来杜甫诗
集查对，竟是个“湿”字。这时，他们一
致赞叹：杜诗的用字真可谓凝练无比。

腊月三十日是除夕，台湾统称“过
年日”，也叫“二九暝”、“三十暝”，主要
以当年农历十二月的大小而别。“暝”是
岁暮的意思。天色未晚之前，家家厅堂
神龛前供上牲体，祭神祭祖。还要准备
甜橘、柑果（年糕）、“春饭”、“压岁钱”
等。“春饭”就是盛得尖尖的一碗米饭上
插上春字剪纸——“春仔花”或“饭春
饭”。台湾话“春”的谐音“剩”，用意是

“岁岁有余粮，年年食不尽”。此外，还
在大门后两侧，竖放两根连须带叶的甘
蔗，叫“长年蔗”，取又长又甜，蔗杆扎着
红纸条，俗语甘蔗闩门，寓意甜蜜盈溢
家门，以“坚定家运吉利”之意。

到了晚上，一家大小欢聚一起举行
“辞年”仪式，人人焚香祝福，以示与旧
年辞别。由于这是一年中的最后一次
祭祖，因此显得特别隆重。多由长辈操
办，把请来的神像与祖先牌位并列，也
有用红纸写上“西方佛祖”，或“供奉ⅹ
氏门宗祖先神位”。供桌上摆牲礼（鸡、
鸭、鱼肉）、花、果和一碗“春饭”。台湾
除夕之夜的“寻根念祖”气氛相当浓烈。

辞岁后，全家人围坐在桌子旁吃年
夜饭，在台湾人眼中，工作再忙，年夜饭是
一定要和家人一起吃的。台湾俗语，“年
夜没返没某（妻），清明没返没祖”，说的便
是年夜合家团聚的意义。年夜饭也叫围

炉宴、团圆饭。饭桌上往往要准备火锅，
取全家围炉团圆之意。有的还在桌子下
安放一把新葵扇，扇上和炉子上都用红纸
写着“春”字或“福”字贴上。当炉火生燃
了，长辈们把预先包好的红纸钱包，围绕
着炉边一包一包地摆在那里。围炉时要
说吉利话，譬如说“吃红枣，年年好!”“吃
年饭，年年赚!”等等。有的在炉边放一些
制钱，以示温暖如春；如家中有人外出赶
不回来，则要留一空位，把那人的旧衣服
放在座位上，桌子上摆一份碗筷，以表家
里的人对游子的眷恋之情。开始吃饭时，
不分年龄大小，对桌子上的每样菜无论是
否喜欢都得尝一口。平时滴酒不沾者，此
时也得开戒，象征性地喝一口，以讨吉
利。桌子上的菜，很有意思，一般都有象
征意义：鱼丸、虾丸、肉丸，寓状元、会元、
解元“三元及第”之意，因闽南语“丸”与

“元”谐音；萝卜，台湾和闽南一样叫“菜
头”，意为“好彩头”，有吉兆之利，能发
财。鸡，台湾语谐音“家”，即“食鸡起家”，

可大振家声。一些油炸物，因为经过油煎
火炸，以示“家运兴旺”。韭菜的韭，和台
湾话“久”谐音，寓意年寿“久久长长”。蚶
（一种海产贝类），台湾话解作“胖”吃蚶，
取意“发财发福”，象征金银。有的还吃汤
圆，意为美满团圆，年糕，意为年高益寿。
无论桌子上有多少菜，一定要有芥菜，也
叫“长年菜”。这种菜长，象征命长。有的
人家在煮芥菜时，还特意把长长的粉丝加
进一些，说这样绵绵不断，吃了长生不
老。所有的菜都不要用刀切碎，洗净后连
根煮熟，吃时也不嚼断，而是从头到尾，慢
慢地吃进肚里，以祝父母和长辈长寿。女
人们这时显得最为高兴，因为平时吃饭，
多半是男人先吃，女人后吃，这天终于有
机会全家同桌吃饭了，热热闹闹，十分欢
乐。但吃鸡鸭鱼肉时都得留下头和尾，以
示有头有尾。

近年，许多台湾人喜欢在酒店里享
用年夜饭，这些年夜饭的菜式非常讲
究，每个菜都有吉祥别致的名字，比如

“龙马精神”的西芹龙虾，“九代同堂”的
鱼翅跳墙，“年年有余”的清蒸石斑鱼，

“水晶金元宝”的饺子，还有桂圆莲子银
耳汤取名“鸿运连年”，花椰菜里裹虾泥
取名“春来花开”等。

年夜饭过后，全家团聚，尽情游耍，
进行“守岁”，也叫“辞岁”、“长寿夜”。
全家围坐火炉边，共话家常，由老一辈
的人讲述祖先在大陆上的生活、风俗习
惯，以及先人来台湾的经过和他们的创
业精神，进行饮水思源的教育。讲古比
今直到深夜十二点，这是一更分两夜、
一夜分两年的时刻，大家兴高采烈地燃
放鞭炮辞岁，吃年糕等甜食；也有吃糉
子的，含有挣到钱的意思。传说越睡晚
觉越有福气，这是为父母长辈添寿。

依台湾习俗，欠债不欠过年，讨债
要到除夕夜为止。于是台湾不少寺庙，
为过年仍无法还债的人想出了一个富
有浓郁人情味的节目——演“避债
戏”。凡是过年无法还债的人，就很早
偷偷地跑去看“戏”。讨债或收账的人
如果硬闯到“避债戏”台下找人要钱，就
会引起公愤而遭群打，讨个没趣。这台
戏从除夕夜一直演到初一早晨，通夜不
停。所以这些躲债的“看戏者”，都可以
安度春节。通宵演出的避债戏，成了躲
债人的护身符。

到底什么是气场？！ 很多人都向《气场》一
书作者菲尔博士提出过这个问题。

菲尔博士说：“这个词总是让人困惑。气
场可以是吸引力，是魔力，也可以是某种具备
神秘能量的魔咒，使得人们的目光总是被你吸
引，不论你是好人还是坏
人，都受人关注；气场还
是某种渴望，成为你的人
生 顺 风 顺 水 的 命 运 保 护
神，使你有一颗强大的内
心。”

也许你正羡慕身边的那些交际明星、职场
红人，他们春风得意，上司欣赏他，客户喜欢他，
同事佩服他，在朋友当中他如同众星捧月，呼风
唤雨，要什么有什么，不管做何事都能轻而易举
地成功。

“嗨，如果给你机会，你也可以的。”内心会
有一个声音这样说。但你的本能马上回答：

“不，我可不行！我可不敢当着那么多人讲话。
我可想不到该说什么好。”

如果你一辈子都这么想，那你这一生都将
活在羡慕和自卑互相纠结的情绪当中。你的气
场就是灰色的、脆弱的，霉运自然会找上你，领

导会分配给你最没意思又
繁重的工作，他们还会觉
得，即使你做得再好，不
给你奖励也无所谓。你要
想主动干点什么都会无一
例外地被质疑。而那些人

正好相反，他们占尽了便宜，红得发紫，火得发
烫。

原因？因为你不渴望，不想象，没有勇气作
出改变。这当然是相反的气场在决定你的境遇。

《气场》会告诉你如何变得自信、有吸引
力，如何成为主角、人脉之王。你会发现你需要
的仅仅是改变的勇气和时间。

天下奇观 杨长槐

《气场》
田 果

新书架

对有过乡村生活经历的人来说，野兔算得上是最
熟悉的野生动物了。印象中野兔要比驯养的家兔大，
耳朵要长，体毛更密，多为灰色，偶见有茶褐色。一旦
在野地里受惊之后奔跑起来就像一道划过的闪电，很
快就踪影全无。

野兔是食草动物，故而与农夫的生存环境有了密
切的关系。因为凡是农夫居住的地方，少不了要盘田
种地，其结果是除了田地里的庄稼之外，田边地头的
草也会长得格外茂盛，野兔的食物自然也就有了充分
的保证。于是，野兔就会不失时机地离开山林，将自
己的活动区域扩大到田野和牧场。如此一来，野兔也
就别无选择地进入了人的视野，随即增加了被人捕杀
的机会。好在野兔有一双既有力量又能弹跳的令人
叫绝的后腿，故而常常能够有惊无险地逃过猎犬的追
捕乃至躲过猎人的枪弹。事实是，在乡下生活的二十
年间，我驯养过的一只优秀猎犬，曾在包谷林中追捕
咬死过许多前来偷食的松鼠，但就是从未看见它咬死
过深入菜园美食的一只野兔。而对野兔的每一次追
捕，我的猎犬最终总是徒劳而返，久而久之，也就不再
有兴趣追捕野兔了。自然，我家的田地里，便常有了
野兔出没的影子，我也暗中成了一名野兔观察者。

在对野兔的观察过程中，我很少见过野兔食草的
情景。倒是我多次看到野兔喜欢吃蔬菜和黄豆叶的
贪婪样子：耳朵竖得很硬，显出机警十足，小嘴频频地
咀嚼，然后急急地下咽，似乎明白自己正吃着的美食
与农夫有关，因而机会不会太多。其实，作为一两只
野兔，无论是蔬菜还是豆叶，尽可以吃饱。但偏偏是
野兔的集体享乐意识很强，因而很快你就会发现，一

群野兔已经悄然地出现在你的田地里，如不及时制
止，蔬菜和豆叶当然都会被吃个精光。有一次我见一
群野兔在蔬菜地里大啃特嚼之时，便蹑手蹑脚地临
近，然后装作愤怒不已地大喊一声，你猜怎么着？一
群野兔并没有迅疾逃走，而是一致睁大了双眼停止了
咀嚼，对着我这个不速之客进行了短暂的审视，然后

才相互感应似地立即四散而去。而一群野兔逃走之
后，我首先感到的不是蔬菜被吃的惋惜，而是一种莫
名的怅然若失……

在田地里吃饱之后的野兔是不是就很快起身回
到山林中的小窝呢？带着这个问题，我曾经在田地里
注意观察过，结果并非如此。吃饱之后的野兔，也会
常常进行让人耳目一新的娱乐活动。最常见的是相
互追逐，在追逐中互相亲亲嘴或拍拍背。而最精彩的
当然是相互“拳击”和跳“圆舞曲”了。常常是，两只健
壮的野兔，双双用后腿站立，然后拿两只腾空的前掌
打斗，仿佛是拳击比赛。而前掌相互击打时连续发出
的清脆声音简直出人意料，毕竟人在八九米之遥都能
听得很清楚。至于跳“圆舞曲”则是“拳击”之后的后

续节目，两只野兔还是继续着“拳击”的架势，只是相
互击掌的次数越来越少，随之增加的是兜圈子，一圈
一圈地循环往复，情形极像跳双人圆舞曲。

俗话说，狡兔有三窟。可我在乡村与野兔为邻的
岁月里，我连野兔的“一窟”都没看见过。野兔之机灵
和对人类始终保持的警觉状态，由此可见一斑。在乡
村，野兔的主要天敌是飞翔于天空的苍鹰。野兔在田
野中出没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苍鹰在高空进行侦察
的时候。一旦时机成熟，苍鹰就会从高空如闪电般地
俯冲下来，先用双翅将地上的某只野兔击晕，继而凌
空掠走。有一次正好一只野兔被苍鹰击晕时被我撞
见了，于是赶走了苍鹰，将受伤和惊吓的野兔抱回了
家，为其包扎了伤口，放入笼中驯养，喂以绿叶鲜菜，
然而并不见其灵动与机警，反而日渐萎靡不振，状若
标本。无奈之下，伤口刚刚愈合就将其释放了。结果
一出竹笼，只见其后腿在身下猛力推动向前窜去，箭
一般射入了田野。

记得美国现代作家梭罗在其《瓦尔登湖》一书中
这样写道：“要是没有兔子和鹧鸪，一个田野还成什么
田野呢？因为它们是最简单的土生土长的动物，与大
自然同色彩、同性质，和树叶、和土地是最亲密的联
盟。”说实话，我每次重温梭罗的文字时，内心总是难
以平静。因为如今我们面对的残酷事实是，野兔已经
从越来越多的土地上销声匿迹了。梭罗还说：“不能
维持一只野兔生活的田野一定是贫瘠无比的。”其实，
由农业革命所引发的不断“丰产”年代里，我们应该警
觉到土地的另一种“贫瘠”了。如此说来，我们所失去
的其实并不仅仅只是一只野兔啊！

野 兔 记
杨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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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四首国歌
王吴军

博古斋

我们的老祖先早在两千多年前
就对这个问题讲过一段话。老子在

《道德经》中说：“天长，地久。天地所
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
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
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
私。”

问：请解释一下。
答：意思就是说，天地是长久存

在的。天地之所以能长久存在，是因
为天地无私，从不刻意为了自己的生
存，而是按照它自身的规律，自然而
然地运行着，所以能够长久生存。因
此，圣明的人把自己摆在别人身后，
反而能在众人之中领先。将自己置
之度外，反而能保全自身。这不正是
它无私吗？所以能保全它自身，成就
它的私心。

问：这么说，天地也有私心？
答：当然。天地有私心，是人类

赋予它的。我想这是我们的老祖先
用来教育人类的一种方法。我们生
活在这个地球上，和天
地朝夕相处，可曾去想
过天地的私心？恐怕
太多的人都没有想过
这个问题。

天地希望自己能
长久存在。但是，它明
白需要付出很多。于
是，上天和大地倾其所
有，养育了无数的生
物，包括滋养人类，把
其所有能给予都贡献
出来，默默付出，无怨
无悔。天地给了人类
太多，你能说它不是大
公无私吗？你能说它的境界不高吗？

天地有如此大的胸怀，尚且存有
私心，人类就更不可能完完全全摆脱
私心的羁绊。

中国古代军事家姜子牙有一句
传世名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
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
得天下。”所以，从古至今真正聪明智
慧的人，是懂得私与公的辩证关系
的，是知道如何为了自己的“私”，而
付出自己的“公”，并把自己的“私”限
制在恰当的范围和适合的尺度内。

“天地无私以养万物，圣人无私以育
万民”。

问：人类受天地之恩，应当从天
地对待生物的态度中吸取哪些经验？

答：应当吸取的经验太多了，可
是不见得有作用。因为有些为官者
一辈子私心重，一辈子不反省，一辈
子不悔悟。这种人嘴上都会说“先天
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一
遇到具体事情，就把这些醒世名言丢
到脑后了。拿着纳税人的钱，吃吃喝
喝，无所事事，还小肚鸡肠，以权谋
私。干工作前思后想，总是首先考虑
自己能从中得到多少好处，自己的私

心是否能够满足，自己的升迁是否受
到影响。这种思想、这种境界，怎么
能干好工作？别说让人民放心、让党
放心的大话了，连他自己都不得安
心。

你知道“多思转多私”这句古话
吧？就是说的这种人。

问：在人们的印象中，从来都是
提倡多思，并把这种多思作为一种好
的思维习惯推行。怎么“多思”又会
变成“多私”了？

答：这要看从哪个角度来理解
“多思”了。 多思不等于善于思考。
善于思考是注重从各方面去考虑问
题，能够把握事情的分寸和尺度，掌
握进退行止。如果遇事反反复复、没
完没了地盘算自己的小算盘，想得太
多，就容易患得患失，斤斤计较，私心
就冒出来了。从这个角度讲，多思久
了就会“多私”。

人做事，天在看。私心重了，久
而久之，苍天就不答应了，就要给他

一点颜色看看。天
地是公平的，不会把
所有的好事都给了
一个人，也不会把所
有的坏事都放在一
个人身上。人生所
作所为是要偿还的，
天地就是这样在平
衡着人类。每个人
静下心去想想，就会
得出结论，看看我说
的有没有道理。

问：毛泽东曾经
说过，“毫不利己，专
门利人”，这句话在

几十年前是许多为官者的座右铭。
你对此话怎样理解？

答：如果在文化大革命时代，谁
也不敢对领袖说的这句话产生任何
怀疑。但是从人性的角度讲，要求官
儿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行不通
的。当官者不是神，又整天和金钱、
权力打交道，被私心诱惑的机会更
多，自然容易出现问题。

问：看来人都不是完美的。
答：完美的人不是人，是神。
孔子有一句话说，“人藏其心，不

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
也。”意思是说人心都有阴暗而又狭
隘的一面，只是藏在人的内心深处，
不易察觉到，也不轻易表现出来，但
不等于没有这些人性的弱点。一旦
土壤合适，就会暴露出来。很多时
候，人都会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皆出
于人的自私心理。

所以，应当承认人性中有私心的
一面，才是客观的、公正的、符合人性
的态度。只是我们要时时提醒自己，
张扬人性中的美的一面，克
服人性中恶的一面。“水至清
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嘛！ 4

理查的翩翩风度又回来了，还
有他蛮横的语气：“你到底想做什
么?”

“你知道我要什么，理查。我想
把班在你的考古遗址发现的地图
——可能是那里挖出的唯一真实文
物还给中国人。”

他 把 剩 余 的 礼 节 也 抛 下 了 ，
“当我聘请你的时候，如果你真以为
我会‘答应’把地图还给中国人，好
让他们利用它证明早期的海上霸权，
那你真是比我想象的还要天真。”

“你会照我的意思去做，否则我
就把这些资料公开。”

他仅存的教养从虚伪的脸上消
失了。“玛拉，你就像个小女孩在
玩大人的游戏。我经历过的棘手事
情远比这个多多了，也大多了。”他
不予苟同地摇摇头，“这种行为只
会羞辱你的父亲而已。”

“我的父亲?”她拿起第二个档
案夹，“我的父亲给了我这些非常
有趣的资料。”玛拉已经知道，她父
亲在政治上能容忍
的事是有限度的。

玛拉把放满重
要资料的档案夹推
到理查面前。他任
它摆在面前好一会
儿，才勉强打开了
它，翻阅里面的内
容。

“你现在看到的
是美国众参两院议
员和总统候选人的
银行账户，账户里
的汇款都是国家政
策委员会所捐赠的
资金。”

他嘲弄地说：“委员会本来就
可以捐赠政治献金，任何市民和团
体都有资格这么做。”

“这些汇款不是选举用的政治献
金，而是贿款。”

他拿起档案夹，又看了一遍。
玛拉顿了顿后说道：“你只有

一个选择，理查。”
他像神秘的狮身人面像那样沉

默良久。她等着他的回答，心脏狂
跳不已，然后他艰难地点头同意。

宾州—费城
玛拉很高兴有这些头条新闻分

散他们的注意力。班打开《纽约时
报》《华盛顿邮报》和《今日美
国》，每家报纸声明的重点都一样；
不过玛拉觉得《纽约时报》写得最
好：“中国是最早发现世界的国家
吗？”

他们坐在班办公室附近的咖啡
馆喝咖啡、读报，各家报纸以强烈
的言辞，报道中国宣布的对历史的
矫正：考古学家挖出了一张地图，
上面详细记载了明朝郑和将军环绕
了地球一周，并发现了全世界。虽
然对中国政府的宣告有些持怀疑态

度的人，而许多强烈质疑的言论，
则来自美国政府某些官员，不过各
大媒体，还有全世界的人，都非常
认真地看待这项声明。只是完全看
不到有关著名的欧洲探险家，依照
中国人的航海知识航行的报道。

“你的谈判跟你预期的结果完全
一样。你做得太漂亮了，玛拉。”班
举起咖啡杯恭贺她。

“谢谢你，班。”玛拉知道她应
该要非常兴奋才对，毕竟，她已经
依照她的良心，把地图送回法律上
的物主了。可是她却莫名地焦虑起
来。难道是担心要跟班分开吗?还是
因为这改变了历史的角色，引发她
更深的忧虑?就像她也是历史上的制
图师，或说盗图贼。

“可是你似乎没有很兴奋。为什
么?”

“我也不知道。”
“你真的帮了我很多忙，玛拉。

比方说让我主持地图的研究事宜，
即使这并非我的专长。”

“班，这是我能
为你做的最基本的事
情。我要你牺牲真正
的考古发现查罗拉，
还要你答应保守这个
秘密。”

“ 基 于 很 多 理
由，我想给你一样东
西。”班顿了顿，从
背 包 里 拿 出 一 个 圆
筒，推向坐在对面的
玛拉。

“这是什么?”玛
拉问道。

“打开来看就知
道了。”

她打开盖子之后，往里面瞧了
一 眼 。 里 面 有 一 张 卷 起 来 的 纸 ，

“我猜猜看，是另一张十五世纪的地
图吗?”她开玩笑地说。

他没有笑：“打开它，小心
点。”

玛拉把圆筒里的文件抽出来。
一摸到表面，她就知道这绝对是几
百年前丝绸制的纸张，触感就跟那
张地图一模一样。她愣愣地望着
班，但他的表情非常认真，而且他
那身花呢外套和破旧牛仔裤的工作
服，使他显得很迷人。

“继续。”他鼓励她。
她小心翼翼地拉开卷轴，拿着

两端的横杆，一段段地展开它。映
入眼帘的是一幅莲花图：一株纤瘦
的白色花朵，绽放在深色的水池
中。莲花位于卷轴的中央，右边则
有一排优雅的横幅书法，左边盖了
个红色的印章。

这 幅 画 的 美 深 深 迷 住 了 她 。
“班，它真的太美了。”随后她认出
这朵莲花，不禁困惑起来，

“可是这朵花，跟那张中国地
图右边的莲花一模一样。”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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