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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情西域西域南昌分别后，蒋介石与陈布雷
在 南 京 第 一 次 见 面 。 陈 布 雷 说 ：

“蒋先生辛苦了！听说总司令这一
路，由南昌、九江直下安庆，3月24
日克复南京，底定长江中下游。”

蒋介石说：“3 月 26 日，我去
过上海，是到宋子文部长住宅去
的。”实际上蒋介石是去会见宋美
龄 ， 但 是 他 并 未 对 陈 布 雷 直 说 。

“来去匆匆，3 月 27 日，南京各界在
秀山公园广场庆祝北伐胜利，我还
去讲了话。”蒋介石说到这里，叹了
口气，“布雷先生，现在局面反而
比誓师北伐时难啦！虽然实行了清
党，但共党隐患犹在。党内派系分
歧，冯玉祥在开封以调解宁汉纠纷
为名，叫汪精卫、谭延闿、孙科、
唐生智开过会议。6月19日，冯又与
我及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开了
徐州会议。宁汉双方决定合作，反
苏、反共，但是局面还是乱糟糟
的，统一不起来。”

陈 布 雷 双 目 瞪
得很大，心中一片糊
涂，对于这种派系人
事 纠 纷 ， 他 感 到 头
痛，又无什么办法。

作 为 中 央 党 部
书记长，当然要参加
中央党部会议。1927
年 8 月初的一次中央
党部会议，使陈布雷
真是又伤心又苦恼。
在这次会议之前，蒋
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
司令的名义，指挥徐
州战役失利，孙传芳
取得张宗昌的支持，卷土重来。李
宗仁、白崇禧，甚至何应钦，都对
蒋介石不满。

蒋介石先发言，检讨徐州战役
失利，主要是黔军王天培不听指
挥，贻误戎机，致遭失败，言下不
胜悻悻。

蒋介石发言完，孙科先开炮
说：“蒋先生是不是出国休息一
下？”小诸葛白崇禧也发言说：“总司
令太辛苦了，是应当休息休息。”接着
李宗仁、古应芬、邹鲁等人都附议同
意。何应钦默然不语。吴稚晖、李石
曾、张静江等表示不同意，他们认为：

“北伐尚未完成，正在准备继续进行，
需要团结一致，蒋介石不能离开北伐
军总司令的职位。”陈布雷听到这里
心里宽了许多。但举行表决时，主张
蒋介石出国的占多数。蒋介石脸色铁
青，陈布雷的心又疾跳起来。

会后，蒋介石回到丁家花园住
宅，在房里踱来踱去，陈布雷低声说：

“蒋先生如下野，我也想辞职回乡。”
“布雷先生，”蒋介石这时很动感

情地说，“你对党国确实忠心耿耿。”
说到这里，他吩咐警卫团长王世和

说：“你打电话请敬之（何应钦）来。”
一边又自言自语：“我要问问敬之，为
何沉默不发一言，他究竟持何态度？”

何应钦不一会赶到了。蒋介石亲
切地问：“敬之，你对白健生（白崇禧）
的提议以为如何？”

何说：“既然党中央决定，多数同
意中央这个决定，我也只能同意他们
的建议，总司令还是出国一阵子吧。”
言毕告辞。

蒋介石深为失望，盛怒之下，命
王世和叫警卫师长姚琮来见，一边对
陈布雷说：“布雷先生，你和我一起走
吧！看他们这班人怎样搞？唉！共产党
在南昌暴动，南下潮汕；孙传芳、张作
霖在北方，虎视眈眈，看他们怎么
办？”

姚琮来到，蒋介石叫姚琮集合全
师，跟他回浙江。姚说：“总司令，我的
师已经分散，集合不起来。”

蒋怒不可遏，大骂道：“你，混蛋！
滚蛋！”骂走了姚琮，又对王世和说：

“你赶快集合全团跟
我走！”王外出集合队
伍，但其中一个营不
肯走。

8 月 13 日下午 2
时，蒋介石在南京上
了火车，陈布雷也上
了车。车站上冷冷落
落，也没有送行的人，
同昔日“热烈欢迎”的
情景相比，真是凄凉
得很。“唉！世态炎凉，
人情冷暖，实在太使
人心寒。”陈布雷坐在
车中默默地望着渐渐

远去的紫金山想着。
火车不是专车，而是挂在 2点 30

分开的京沪特别快车上，到达真如车
站，已是 7 点多了。上海警备司令杨
虎，警察厅长吴忠信，还有黄金荣、杜
月笙、虞洽卿、王晓籁等，已在车站恭
候。火车一停，马上上车与蒋相见。陈
布雷对这些人也是熟悉的。约过了半
小时，火车就改挂车头直开杭州，约
11 点，到了杭州车站。前来迎接的
有浙江省府主席张静江，省军事厅
长兼省防军司令蒋伯诚，保安处长
竺鸣涛，他们陪蒋到了湖滨澄庐，
陈 布 雷 也 被 邀 同 住 。 蒋 介 石 说 ：

“难得有空，布雷先生，你也与我一
起游西湖吧！”

这时，蒋介石的哥哥蒋锡侯在杭
州任浙海关监督，也来陪同蒋介石游
西湖，岳坟、玉泉、灵隐、天竺都去了。
这些地方，陈布雷在浙高读书时都去
过，但这次与蒋介石一起游玩，又是
别一番滋味。从三潭印月到蒋庄时，
陈布雷介绍说：“这原是廉南湖、吴芝
瑛夫妇别墅，别名小万柳
堂，后转售于南京人蒋氏，
故号称蒋庄。” 4

庐山刺蒋未成，王亚樵把希望寄
托在了南京的行动组身上。

南京行动组是由郑抱真带领
的。他们一行四人住在余立奎的仙
鹤街住宅内，伺机刺蒋。

6月25日，蒋介石从庐山归来后
已一个星期。来自全国各地的请愿
的学生依然聚在南京，不愿散去。蒋
介石在滔天的怒骂声中，只好答应在
中央军校礼堂接见部分学生代表和
新闻记者，并发表演说。

此时，郑抱真等四位杀手和负责
总联络的王亚樵之妻王亚瑛都混了
进去。

由于里面戒备森严，主席台又离
人群有一段距离，王亚瑛觉得刺杀成
功的可能性极小，就把头上戴着的白
色太阳帽拿了下来，放作胸前。

王亚瑛是负责总联络的，她去掉
帽子，就是告诉郑抱真等人“暂缓行
动”，郑抱真等人只好停止行动。

“九·一八”后，全国反蒋呼声日
高，蒋介石在 12 月 25 日的国民党四
届一中全会上被迫二次下野。王亚
樵只好抽回了南京的
人马。

刺杀宋子文
1931 年 7 月 24

日。《申报》上刊载了
一条惊人的消息：

“财政部长宋子
文偕机要秘书唐腴胪
及卫士六人，昨(23日)
晨 7 时由京 (南京)乘
快车抵沪。宋等下车
后出月台，入大厅，过
讯问处，在候车室门
前，突有暴徒多名抽
出手榴弹、盒子炮、手
枪向宋猛射，宋之卫士也拔枪还击，
一时子弹横飞，烟雾弥漫，此站大厅
忽变成战场。当时正值旅客出站，闻
声后四散惊悲，秩序大乱。结果宋氏
以身幸免，秘书唐腴胪则身中数弹，
于昨日11时30分因伤重殒命……”

这就是震动全国的宋子文被刺
案。

蒋介石与宋子文认真分析一通，
排除了政治谋杀的可能，认为是大亨
杜月笙一手策划的。

不久前，蒋介石、宋子文和杜月
笙谈成一笔买卖鸦片的生意，协议签
好后，杜月笙付了六百万现金给蒋介
石和宋子文。杜月笙回到上海把此
事告诉了黄金荣。之后，杜月笙变了
主意，不愿意再做这笔生意了，于是，
他向宋子文讨还钞票。宋子文老大
不高兴，但碍于面子又不能不还，就
推托手头没有现钱，还给杜月笙六百
万元政府债券。

这债券哪里抵得上现金？气得
杜月笙恨不能一口吞了宋子文。他
找来青红帮枪手“行刺”宋子文，但关
照好子弹不能击中宋子文。

杜月笙目的是警告一下宋子文，

所以，要了他的秘书唐腴胪的命。
戴笠着手缉拿王亚樵后，很快发

现，这起案子又是王亚樵的杰作。当
然，还有更深一层的内幕，戴笠当时
也没弄清，直到五十年后才真相大
白。

且说王亚樵庐山、南京连刺蒋未
成功后，心中甚觉得对不起“西南派”
的人。此时，王亚樵的故交、粤系国
民党中监委萧佛成、马超俊又带来四
万元，请王亚樵刺杀宋子文。

“倒蒋必先去宋，乱其经济组织，
如同掐断蒋的血管。”萧佛成对王亚
樵说。

王亚樵刺蒋未成，心中十分惭
愧，现在听说需要刺杀宋子文，觉得
倒也是一着围魏救赵之棋，并且可以
杀鸡儆猴。当时，全国各地都有“蒋
家天下陈家党，宋氏一门三部长”之
说。宋子文官至行政院长兼财政部
长并外交委员，又身为“大国舅”，且
与美国人关系十分密切，是地地道道
的政府“一把手”。

王亚樵受领新任务后，当即在上
海蒲柏路大华公寓
召开骨干会议，秘密
布置。

此次行动方案，
依然是分两组同时
行动。一组郑抱真
指挥南京行动组住
进仙鹤街余立奎家，
二组上海行动组由
王亚樵亲自指挥，租
下了上海北站附近
的天目路一幢三层
楼房作为据点。

当时，宋子文家
住 上 海 西 摩 路 141

号，每逢星期天即自宁返沪，再于下
周一自沪去宁办公。

郑抱真在离京呆了两个星期后，
摸准了宋子文的行动规律。他和王
亚樵认为在上海北站趁旅客上下车
混乱时动手，然后施放烟幕弹撤退。

上海八仙桥附近有一家“和平米
店”，是王亚樵出资八千元经费开的，
专营淮北船帮贩运的大米，赚了钱作
为新成立的“铁血锄奸团”的经费，郑
抱真公开的身份即是此米店的老
板。他的手下几名伙计中，有一名叫
做“小泥鳅”，此人极为活跃机敏，已
经打入蛇口的清帮之中，并与日本浪
人秘密来往。

为了刺杀宋子文，郑抱真便派小
泥鳅去购置烟幕弹。小泥鳅在清帮
头子常玉清的兄弟的协助下，用八百
元的代价从日本浪人手里弄来了一
枚秘制烟幕弹。

在小泥鳅购烟幕弹时，发现还有
二枚。经过小泥鳅伶牙俐齿的套近
乎，得知这两枚烟幕弹是日本“魔法
军人”田中隆吉雇佣常玉清在
北站刺杀日本驻华公使重光
葵时用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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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幸福的理解与感受，因人而
异，因事而异，因环境而异。不同的人
对幸福有不同的理解和感受。幸福感
并不是一些有钱或有权人的专利，人人
都应该享有幸福的权利。以前曾对幸
福感一说有些自己粗浅的认识和看法，
但都未从细微之处去认真体察琢磨，只
做过粗略的分析，直到有一天，从一个
拾荒孩子脸上读到了幸福和满足，才迫
使我进入深层思考。

那是一个春天的下午，在深圳海岸
公园的海堤边，看景、拍照、漫步得有些
累了，再加上和煦阳光的暖意，春风拂
面的清爽，让人产生了慵懒的感觉。于
是，找一条长凳坐下，一边观察眼前海
浪的变化，一边欣赏海边红树林里鸥鸟
的舞姿。无意间，目光向前伸展，便能
触及到不远处林立的高楼大厦，不用
问，那便是繁华世界香港了，它与深圳
一水之隔，直线距离很近。早些年，这
边时有偷渡事件发生，因为两块土地上
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而且经济状
况对比反差很大，所以就有人冒险偷渡
到那边。如今，远看对面的香港，已不
再想象那是一个花花世界，只感到那是
一大片高楼的森林，密不透风的钢筋水
泥建筑群，路上行驶的汽车，小如蝼蚁，
缓慢地蠕动着。

视觉疲惫时，收回目光，忽然看见
一个十四五岁的小男孩，一副营养不良
的样子，单薄而瘦弱，发育得不怎么理
想。一看，就是来自农村的流浪少年，
他肩上搭着一个蛇皮袋子，里面鼓鼓囊
囊已装了不少东西。夕阳使他的影子
先于身体进入我的视线，很快就从眼前
走过。这孩子尽管瘦弱单薄，但蛮精神
的，脸庞被海边的太阳晒得黑里透红，
也算一种健康色。因为瘦弱，行动比较
敏捷，轻快地穿行于游人之间，不时弯
腰捡起别人遗弃的空易拉罐，但更多的
时候，他的注意力总是落在间距不远处
的垃圾桶里。

也许是无聊，也许是其他原因，我
的目光竟然像追光灯一样，开始一刻不
离地追随着那瘦弱的身影移动，把他罩
得牢牢的。认真仔细地观察他走路的
姿势，他弯腰的动作，他捡拾别人随手
遗弃物的速度，还有他的变幻不定的神
情。这孩子手脚麻利，动作机敏，眼睛
有神，属于勤快的孩子一类。我始终弄
不明白，他为什么出现在深圳的海边，
要知道这个年龄是应该坐在教室里读
书的，不应该自己过早地出来讨生活的
啊。或许，他的家庭遭遇了什么不幸的
变故，成为孤儿，只身流浪到城市，以拾
荒度日；或者，就是想早早独立支撑门

庭，到外面挣钱补贴家用。总之，穷人
的孩子早当家，就这么简单的道理。他
像一条游鱼灵巧地在游人之间穿梭，眼
睛总盯着别人手中的易拉罐或矿泉水
瓶子，于别人顺手丢弃的瞬间，飞快地
奔过去，迅速捡起来塞进袋子里。每当
这个动作完成时，我发现他的脸上溢出
了一种不易察觉的幸福神情，我相信，
他将瓶子装入袋子的那一刻，感到非常
的幸福和满足，甚至有一种成就感。尽
管他这种幸福感在别人看来微不足道，
但他却有着实实在在的快乐，那快乐就
明明白白写在脸上。有
一次，我被一阵叮叮当
当的声音所惊动，他更
敏感，已经紧紧跟在声
源的后面了。哦，原来
是海风吹过来一只滚动
的红牛饮料空罐，铝皮
罐被风吹着在水泥地上
滚动，发出很清脆的响
声。由于风大，空罐滚
动得较快，他抓了几次
才抓住。那一刻，我轻
易地就捕捉到了他脸上
心满意足的幸福感来，
这对我触动很大，几乎
令我感到震撼，禁不住
对身边同伴说，你瞧他，
一个捡荒孩子一脸的幸
福啊。同伴很有同感地
说，一个人对幸福的理
解是多种多样的，自己
感到满足就是幸福。是

啊，一个有钱人，吃一顿大餐或者赚到
一笔钱是幸福的；一个科学家，完成了
一项发明创造是幸福的，那么，一个拾
荒孩子捡到一个能卖一角钱的空瓶子
同样也应该感到幸福。幸福的标准不
在价值，而在感知。富人有富人的幸福，
穷人有穷人的幸福，价值不同，但快乐的感
觉却是一样的。

这件事过去很久了，我仍然忘不掉
那个在深圳海边拾荒孩子在捡到一个空
瓶子时脸上一刹那所荡漾出的幸福感，他让
我思考了很多，也很久。

也许是人过中年后都喜欢怀旧的
缘故，好多与雪相融的往事常会映出我
的脑海。即便是以往的困惑和失落，每
每记起，总会有几多感慨。从少年时代
到军旅生涯，一路走来，雪域茫茫，历历
在目……

时针拨回到文化大革命年代的
1969 年 3 月 7 日。清晨，军列在胶东半
岛的济烟线上飞驰，窗外密集的雪花相
送着一棵棵远去的白杨，这是我当兵离
家的第二天了。

到军营上的第一堂课，是忆苦思
甜。司务长用当时军粮中不多的白面
粉，换回老乡的萝卜缨子和不知名的干
菜叶，让炊事班用少量的豆杂面，不加
调料，不加油盐蒸成菜窝窝食用，每餐
如此，连续三天。

那年深冬的一天，我早晨醒来，饥
肠辘辘，透过破碎的窗纸，看到院子里
枣树枝头几只麻雀在纷飞的雪花中瑟

瑟发抖，阵阵寒风不时吹动着这些小生
灵的羽毛。我幼小的心多了丝丝寒
意。我家头天晚上就已经揭不开锅了，
我和大我几岁的姐姐哭着要买东西吃，
爹从桌底下一个瓦罐里倒出来仅有的
一小捧蒲草根面，捡去老鼠屎，在鏊上
烙了一个小饼，分给了我姐俩。那时，
家里就没有来钱的门路，哪有钱买吃
的，点灯的煤油和食盐，还是等着从鸡
窝里掏出来的鸡蛋换来的。

有一次，饿极了，趁着雪夜天黑，我偷
偷地钻进了近邻生产队的牛棚，偷啃挂在屋
梁头上的红萝卜缨蒂，结果被人发现，挨了
骂，丢了人，还被爹狠狠地揍了一顿。那次

我没有哭，但爹娘却在暗暗掉泪，如今想
起，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

那时间，盼的最多的就是来年的
开春和秋天。我的家离黄河南岸不
到一公里。春季，就可以跑到黄河湿
地挖一些被当地称为“水红”的野
菜。秋天，刨一些蒲草根，用水洗净
晒干，在石磨上磨成面充饥。

在农村长大的孩子的眼里，苦和
能吃苦是天注定，和城里人不能比。
随着年龄的增长，总期盼有那么一
天，进城当工人，永远不再挨饿。

那时乡下没有电，自做小煤油
灯，带到课堂早读和晚自习，后来我
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市重点中学。
没有钱住校，只好每天来回跑十几公
里路上学，一年四季，无论刮风下雨，
还是酷暑严冬都是这样。

那时家里没有表，但我从没让
家人操过心，凭着生物钟和看天上的
北斗星的位置，上学很少迟到过。除
了每年用家里六元钱交学杂费外，从
中学毕业到走出家门，不曾向家里多
要过一分钱。

1970年冬始，在神州大地上，上演
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亿万军民大拉练、大
练兵的场景。练“吃、住、走、打”为备
战。重点检验部队冬季严寒条件下的
生存能力、耐寒能力、适应能力、作战能
力。也就是在这一年大雪飘落的季节，
我们部队开始了为期两个月的野营拉
练。我们是陆军。步兵行军，全靠两条
腿。严冬拉练，由于单兵负荷重，路难
行，汗水不易挥发，拉练第二天，我和不
少战士的脚都磨起了水泡。战士们用
针将泡穿透，然后把头发放置其中，让
泡内的积液及时流出。这个办法，对行
军当日休息的打泡者，不失是一个良
方。但连续行军，脚掌上大泡套小泡，
新泡套老泡，成了血板脚。行军每走一
步，都庝得钻心。以后慢慢麻木了，也
就不怎么疼了。那时，战士们心中有一

个共同的信念，平时多吃苦，战时少流
血。平时怕吃苦，战时是逃兵。在当时
谁若被收容，便会感到莫大的耻辱。

我们部队拉练所在的胶东大地，是
战争年代有名的革命老区。部队走到
哪里，老乡都会热情迎接子弟兵，让出
最好的房屋，扒开草垛，让我们打铺
盖。天不亮，房东甚至是六七十岁的老
大娘，会抢在我们的前面起床，烧红了
灶膛，为我们准备热水。离开时全村人
扶老携幼到村头送行。在老百姓村里，
打水、扫地，喊大爷、大娘是我们部队的
优良传统。起床后先扫地，房东家的水
缸总是挑得满满的。当时，虽然我年纪
小，但是在连队里还算是个文化人。也
就是从那时，我拿起了笔，在完成作训
的间隙，撰写了多篇反映全民皆兵、军
民鱼水情深的稿件，先后被军队和地方
多家媒体采用。也就是在这个年初，我
立了功，被破格提了干，续写了生命里
长达二十年的当兵历史……

往事悠悠，雪花飘飘。难忘的记忆
留在了那很远的地方，也一次次飘落在
我的梦境里。

烟花

让寂静更寂静
让荒凉更荒凉
让黑暗更黑暗
我恐惧的爱情
一直在我内心深处燃放

我如何能制止我的灵魂
让它不向你靠近？
我怎能让它在黑暗中静躺
——反正最后任是谁都会在寂静的
地方被遗忘
那里不再有光，如果你的眼睛光芒暗淡
那里不再有飞翔，如果你放弃翅膀
可是一切呵，凡是冬天中所有光
——奇怪，能照亮你的总是同时把我照亮
好像你是火把我就是烟花
如果可能，花朵同时在我们身上开放
然后我们乘着冬天的风上升
黑暗中是谁给我们装上翅膀

越飞越高
越飞越高
在虚无的宇宙里
星群闪亮

腊梅

我爱你 和我一起出生的孤独花朵
与你的相惜中 我得以成熟

你是我广大的乡愁 挥之不去
你是森林 我从未走出
你是冬天 我每一年这一时刻都会飘雪
你是黑暗中的网
每一个腊月出生的人都会坠入

在你开始我们的那一日
你无限骄傲地开始自己
我们成长在你的花香里
广布四野 风骨独异
于是你在寒风、清霜和冰凌中
独自完成自己

你是我最好的友人 默然不语
你是我最亲的爱人 我从未远离
你是春天 你身后有无数的花朵
你的灵魂装着我和你的秘密

电影改编自艾丽斯·西伯德
同名畅销小说，题目多少有些费
解，据说是来自主人公苏西身后
的一段感悟：一个家庭，犹如人的
周身骨骼，即使有一块破损了，缺
失了，但骨架终会长全，最后融溶
和合。小说是以一个死后的女孩
为主角的，电影继承了这个叙述
角度。

畅销小说意味着受者众多，
但也因此带来了改编的角度，因
为很多原作支持者多半会将两种
文本进行比照。导演彼得·杰克
逊曾执导过《魔戒》、《金刚》，相信
这种问题不会不在他的考虑之
中，但是否如小说读者的心愿则
是另一个问题。至少我们没阅读
过小说的人可以绕过去，把电影
当做原创。

故事不久，女主角苏西就死
了，“1973 年我死于谋杀，当时我
不到十四岁……”，这似乎是小说
惊悚的开头，电影则将它顺后了
一些，而花时间帮我们塑造一个
可知可感又可爱的小女孩苏西的
形象。比如我们知道苏西喜欢扮
漂亮，喜欢拍照，甚至在一个月间
用光了24卷胶卷。她有一个心仪
的男孩作为思慕对象，就在这段
朦胧的恋情即将成形时，苏西却
落入了坏人设下的陷阱。

但显然这不是个侦破题材，

否则死者就
该 让 位 ，警
察就不应缺
席——这部
电影的华彩
无疑是女主
角死后世界

的描述，给一个被奸杀至死的女
童创造一个如此美轮美奂的身后
世界当然出自创作者的爱心，但
它还是让我想起佛教中的中阴世
界，亦即人死后从一个生命体到
下一个生命体之间或长或短的停
留，我猜至少导演是从中得到过
养分的，否则不会选择一个东方
人来作为苏西的引路人。在我看
来这是向东方文化致敬之举。

苏西的身后世界会随心境改
变，或美妙如春暖花开，或严酷如
滴水成冰的寒冬，这种情境随心
而转变也刚好适合美国大片的特
效制作，看上去的确有些震撼。
但其余部分，电影显然不专注于
破案，事实上从结果看这个案子
也并未告破，虽然凶手意外地从
一个陡坡坠落而死，却远非“罪有
应得”那般痛快——实话说，观影
的过程我们还是被导演想全方位
照顾的想法弄得疲惫，据说原作
是全美很多家庭阅读的对象，电
影显然也想达到这个效果，成为
一个举家欣赏的艺术品，亡者已
去，亲情更重要。但我以为它讲
述亲情愈合的过程并不成功，而
我们也已经被苏西的身后世界分
走了太多的关心，因此到最后颇
有些不耐烦，感觉导演要述的东
西太多了，就像好好的一碗汤，被
他弄成了糨糊。

深谷春韵（国画） 杨树玉

太行人家（摄影） 刘予平

人生在世，读书、做人、教子、尽
孝等方面都需要用心去做，需要趁早
去做，需要抓住时机，以免留下无限
的遗憾，这应该是所有的人需要明白
的一个道理。清朝的陈其德曾经写
过一首诗名叫《趁早歌》，描述了读
书、孝顺、教子、积善皆需趁早的人生
况味，文笔生动，语言流畅，语重心
长，说理细致，坦诚真挚，十分值得一
读，更值得细细回味。

陈其德的《趁早歌》是这样写的：
“读书须趁早。读书不趁早，后来徒
悔懊。精力本易衰，光阴如电扫。见

人享荣华，自己唯嗟
老。孝顺须趁早。孝
顺不趁早，高堂容易
老。甘旨尽吾欢，菽
水承颜好。一旦恨终

天，珍馐总虚渺。教子须趁早。教子
不趁早，大来多颠倒。舔犊真可怜，
佑启非草草。蒙养是圣功，琢磨全在
小。积善须趁早。积善不趁早，趋向
已差了。念念贵操持，时时宜探讨。
方便在寸心，阴德只嫌少。”

这首《趁早歌》虽然带有一些封
建文人和士大夫的唯心主义思想，但
是，从另一个方面看，它以朴实的文
字表达了作者珍惜人生、勤勉修身的
积极心态，言辞谆谆，意义深远，一片
清明如水的宽厚情怀溢于言表，读来
耐人寻味。

值得回味的《趁早歌》
王吴军

佛有三世，过去、现在、
未来；“禅心三无”，无忧、无
悔、无怨。无忧，就是放下
对未来的牵挂、猜测、担心，
把握当下；无悔，要珍惜每

天 的 生
活，认真
对 待 每
一 件 事
和 每 一

个人，从而放下对过去悔恨
的执著；无怨，就是对我们
人生遇到的一切都能喜欢
接受，而且心存感恩。禅心
三无，就是用一颗禅心去对

待生活。那么，以“三无”之
心去对待生活是不是太消
极了？对弊端、丑恶无怨岂
不是放纵罪孽？平常心是
不是说一切顺其自然，无须
努力？种种问题，明海法师
——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
系，现任柏林禅寺住持的高
僧，会在书里耐心给您一个
明白的解答。

《禅心三无》
张 莹

王小平的诗 身后事与谁说
谢 挺

雪花中的追忆
常天义

拾荒孩子的幸福
曲 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