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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慈禧，世人皆知其是祸国殃
民的一大罪人。但你是否想到，能够
在佳丽如云、竞争激烈的后宫一枝独
秀，脱颖而出，深蒙咸丰宠幸并将其牢
牢控制在手中，她必然有其过人之处。

当时，满族妇女与汉族妇女一样
不能入学，获取文化知识的途径十分
单一。但机会是要靠人去争取的，慈
禧向来认为女人应该有自己的生活
空间，应该读书识字。她具备一项后
宫嫔妃无人能及的能力——能读写
汉文，这在当时的满族妇女中是极其
罕见的。她喜爱《诗经》，一有闲暇就
会独自吟咏。后来她成为大权在握
的皇太后，尽管政务繁忙，还会在每
天午后，吩咐宫中有身份的宫女们一
起朗诵《诗经》，每十天考核一次，优
秀者有奖。由于她的倡导，宫里学习

《诗经》成风，以至于小太监们也争相
吟诵。

中国古话常说“字如其人”，慈禧
写字也是别具一格，她不喜欢写后妃
们擅长的蝇头小楷，而偏好写和人一

般高大的字。她的个子还没有纸长，
经常需要借助婢女的一拉之力才能
完成。就从这点，也足以看出她“胸
有丘壑”。

慈禧还擅长绘花鸟画，在圆明园
居住时，“因日习书画以自娱，故后能
草书，又能画兰竹”。这些优势让她
在后宫鹤立鸡群，引人注目。恽毓鼎

《崇陵传信录》记载：“西后入宫时，夏
日单衣，方校书卷，文宗（咸丰帝）见
而幸之。”可以设想，炎炎的夏日，她
单衣伏案，校读书卷，这样好学而美
丽的女人，能不让年轻的咸丰帝怦然
心动吗？

当时，咸丰帝逃避现实，寄情声
色，对国事穷于应付。由于慈禧能读
写汉文，有些奏章他就让慈禧代阅。

“时时披览各省章奏，通晓大事”，慈
禧以其罕有的机敏与聪慧，很快就对
朝政运作了然于胸，这为她以后的执
政打下了坚实基础。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法联军
突破清军道道防线并攻陷天津这天，

咸丰帝正在圆明园与后妃共宴。酒
至一半，得军机处奏报，英、法联军已
陷天津，正杀奔京城而来，咸丰帝顿
时慌了手脚，束手无策，吓得和众嫔
妃抱着哭成一团。就在满朝文武惊
慌失措时，慈禧一人保持着理智清
醒。她不惜违反祖制，从储秀宫的帷
幕后站出来，大声对咸丰帝说：“事情
危急至此，哭有何用？恭亲王素明
决，乞上召筹应会之策。”危机才是考
验人的试金石，剧变面前，慈禧的冷
静沉着和敢作敢为也确实表现出她
不同凡响的一面。

平心而论，被剥夺了早期教育权
的慈禧，在政治中表现出的才干和能
力，是很出人意料的。在丈夫死后，
她以闪电般的手段发动宫廷政变，但
她只杀了为首的三个大臣，对其他人
都轻轻放过，并且当众焚毁了从三大
臣家搜出来的政治信件，从而安定了
人心，这在古今中外的政变流血事件
都不多见。平定太平军和其他乱事
时，慈禧在该收权时坚决收回，而该
放权时又绝对信任，中央与地方的关
系处理得很好。在内乱后的重建中，
慈禧与奕乃至曾国藩、左宗棠、李
鸿章等汉人配合默契，由此出现一段
难得的“同光中兴”也不是完全偶然。

摘自《21世纪》

1.引英法联军进入圆明园的，
就是写“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
泥更护花”“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
一格降人才”的号称清朝最伟大诗
人的龚自珍的亲儿子龚橙，也叫龚
半伦。

2.茶叶刚到外国的时候，洋人
煮好茶后把茶汁倒掉，然后用盐或
胡椒粉之类的把茶渣拌着吃，嗯，挺
好的一盘“老虎菜”。

3.逼死西楚霸王的韩信死时被
关在笼子里，笼子外面蒙上布，然
后一群女人用竹枪捅死了他。据
说是因为皇帝先下令，让天下所有
的刀具都刻上了小韩的名字，然后
又对小韩说：这天下刻你名字的刀
具都不能碰你一根头发。可是后
来皇帝后悔了，觉得应该宰了这个
让人闹心的小韩，可又不能把自己
说出去的话再咽回去，想宰也没合
适的刀。于是，伟大的皇后吕雉为
老公排忧解难，想出了用竹枪捅的
方法！

4.隋炀帝是历史上相貌最出众
的皇帝。隋炀帝在扬州时，励精图
治，安一方黎民。当上皇帝后，下令
开凿大运河，是中国历史上的创

举。另外，杨广文学天赋极高，可以
搜一下他写的诗，大气非凡。历史
记载：杨广“善属文”。“炀”是李渊给
杨广的谥号。改朝换代后，后朝人
给前朝的谥号是不可信的。由于李
世民老爸是隋朝的旧臣，夺去了人
家的王位有点理亏，所以，后来掌握
了话语权的李世民就在写隋史的时
候将隋炀帝彻底颠覆成了现在的形
象。

5.中华文化在乾隆手里差点被
毁光了。修《四库全书》毁书甚于
修书，不符合清朝统治的书籍全部
毁掉，还删改书籍里的文字。此人
在文物字画上乱扣自己的图章，还
在上面乱写乱画搞破坏，文字狱在
他那个时代达到了变态的地步，

《红楼梦》没有完本也跟这个有关
系。现在的影视剧居然还把这个
家伙描述成风流倜傥的明君，开国
际玩笑。

6.有人考证说禅让都是假的。
马王堆三号墓出图了一个帛书，上
面有汉朝时候黄帝战蚩尤的记载，
翻译后是这样的：黄帝把蚩尤抓住
了，让人剥下蚩尤的皮做成靶子，让
大家射；剪下蚩尤的头发挂在天上，

叫“蚩尤旗”。黄帝又把蚩尤的胃填
满干草做成一个球让大家踢，能用
脚颠球最久的人得奖赏。黄帝还把
蚩尤的骨和肉做成肉酱，混合到苦
菜酱里，命令所有的人都来分吃。
黄帝颁布禁令，说：禁止触犯我的禁
令，如果偷偷倒掉人肉酱，如果扰乱
民心，如果不听我的话，如果不受规
矩限制，如果知错犯错，如果越过界
限，如果私自改动制度让自己快活，
如果你想怎样就怎样，如果我还没
颁布命令而擅自用兵，看看蚩尤的
下场：他俯首做奴隶，他得吃自己的
粪便，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在地
底下给我做垫脚石！以上，记录下
来以示后人。

因为描写太华丽，这一段文字
在历史上被抹掉了。

7.中国历史上唯一掉进粪坑呛
死的国君，是春秋的晋景公姬獳。
算卦先生算得如此之准——您老，
吃不上今年产的新麦子。景公不
信，来，把算命先生扔小号里去，老
子今年非吃到新麦子不可……新麦
子收割了，给景公做好了饭，景公得
意：看到没有，今年的新麦子！我能
吃着，你吃不着啦！哎，我得先上个
厕所！结果掉粪坑里淹死了，真没
吃到新麦子……

感兴趣的朋友们去翻《东周列
国志》吧，这段有记载！

摘自《知识窗》

白居易人人皆知，他对文学的
贡献，无需我辈多说。我想说的，却
是燕子楼的故事（此楼在今江苏徐
州铜山县境内），却是他和关盼盼，
却是文字的惹人怜爱以及对于人的
伤害。

盼盼原是徐州名妓，后被张建
封纳为妾室。张当时由尚书出任徐
州刺史，也就是地方军政首长。白
居易远游徐州时，建封设宴款待他，
还让盼盼歌舞助兴，白居易也即席
赠诗，有诗句“醉娇胜不得，风袅牡
丹花”。此后，自是各奔前程，不相
闻问。

十几年后，有叫张仲素的来访，
告知他燕子楼的故事：建封病逝，姬

妾星散，唯盼盼难忘恩情，移居旧宅
燕子楼，矢志守节，过着与世隔绝的
生活。还有盼盼的诗三首，是悼念
张建封的，写得很好。白居易一时
兴起，和了三首，其中一首：“今春有
客洛阳回，曾到尚书墓上来；见说白
杨堪作柱，争教红粉不成灰。”白居
易和得极好，尤其是“见说白杨堪作
柱，争教红粉不成灰”，乃神来之笔，
流传至今，成为名句。

按说白居易得此消息，应该怜
惜盼盼才是，他的诗也有此情意，不
料他竟又写一首，下了一道催命符：

“黄金不惜买娥眉，拣得如花四五
枝；歌舞教成心力尽，一朝身去不相
随。”这诗虽是写张建封，却也讽喻

了关盼盼，说她不曾随死殉葬。张
仲素乃好事者，竟又一字不留地把
诗转给了关盼盼。盼盼解释道：“我
之所以不以身相随，只是担心百年
之后，人家反而诬指张公，说他在生
好女色，死有妾从葬，有辱张公清白
也。”于是，也和白诗一首：“自守空
楼敛恨眉，形成春后牡丹枝；舍人不
会人深意，讶道泉台不去随。”和罢，
不过数日，绝食而死。死前，哽咽，
犹吟一句：“儿童不识冲天物，漫把
青泥汗雪毫。”这也许是白居易一时
兴起想不到的，就像他从他的角度，
不知盼盼的心意一样。这也许也只
是传说，听听而已，不必认真，然而，
一旦听了之后，心里却会认几分
真。一个人的好与坏、细心和粗心、
正确与错误、优点和缺点，就是这样
兼而有之。

宋朝也有名妓盼盼，黄山谷曾
赠词一首，与燕子楼的盼盼无关。

摘自《今晚报》

古代读书人众多，通过科举考试
最终端上铁饭碗的读书人，毕竟极少
数。没谋到一官半职的书生，要就
业，必须有拿得出手的证据——证明
自己有文化。这个“证据”放今天来
讲，貌似文凭了。然而，古代官方并
不曾对读书人发放各种毕业证书，那
么，书生们靠什么标明自己的身份
呢？

是作品。在古代，作品往往代表
着“文凭”。比如唐朝，书生们经常将
诗文等自己创作的成果，写在卷轴
上，送给官场显贵、名士要人，借此表
现自己的才华程度，以期获得青睐，
希望能得到军师、师爷、谋士、账房之
类的职位，挣点薪水养活一家老小。
如果穷到家徒四壁的地步，家里等米
下锅怎么办？文人们迫不得已，只好
摆个地摊卖作品，管它后世值多少
钱，先填饱眼皮底下的肚子再说——

拿今天的眼光来看，相当于卖文凭。
有件趣事，讲的就是彼时的文凭

买卖。
一位姓李的书生，登门拜访湖北

某地方官员李播，意欲毛遂自荐。李
生主动出示“文凭”——一首诗，李播
看完后直发愣，脱口而出：这不正是
我当年的作品嘛！原来，李播年轻时
穷困潦倒，曾经勇立街头卖诗一首，
得钱 100 文。孰料，当年的买主，如
今却手持李播作品向李播推销！

在事实面前，李生自知理亏，无
奈之下请求李播原谅他，坦白确实属
20 年前所买，目前家道中落，出来混
口饭吃。李播联想到自身当年的境
遇，不禁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感，不仅
没有追究李生使用“假文凭”欺世盗
名的责任，还给他饭吃送他衣物。而
且，对于李生临走时对此作品的版权
要求，李播甚至也痛快答应：反正我

现在不愁吃不愁穿，一篇旧作也用不
着了，你喜欢就拿去吧。

送李生出门时，李播大人随口关
心一下：你准备去哪里呢？李生答：
我想投靠我的表叔去，他现在是荆南
节度使，应该容得下我这个表侄吧，
哦，对了，我表叔大名叫卢弘宣，往后
常联系哦。

李生话音刚落，李播再次震惊
了，不过大人大量，他随即换上宽宏
的笑容：对不起，这位卢弘宣恰恰是
我的亲表叔。李生一听也呆了，不
过事已至此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索性由着性子讲真话：大人您既然
连自己的作品都送给我了，表叔借
我一下又何妨……而李播呢，竟无
话可说。

想必，李播作为过来人，内心早
已悟透：不管是文凭，还是当大官的
表叔，无非是块求职时的敲门砖。人
生有些时候，看似虚无缥缈的“砖
头”，其实挺重要，但等到功名实现之
日，抛弃它们也没啥大不了——犹如
今天的“成功人士”所言，欺骗成功就
算职业成功啦。

摘自《羊城晚报》

慈禧的过人之处
王 龙

白居易与关盼盼
周 实

诗歌作为最为简洁的文学表达
方式，却最直接地体现内心对生活的
真实感悟，人生的诸多况味成为诗歌
创作的灵感和源泉。诗歌是流经生
活岩层自发涌流的清泉，只要心灵的
源头纯洁清澈，好的诗歌会不断给人
带来惊喜和感动。

喜欢当代诗歌是从鲁藜的诗作
《泥土》开始的，“把自己当做泥土吧，
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这样豁
达朴素的境界令人折服。当现实与
梦想碰撞，激情的火花四溅；当生命
承载太多的欲望与孤独；当世界上人
类的繁衍强盛与珍稀动植物物种濒
临灭绝交替上演……诗歌，人类精神

家园的芳草地能给人以最大的慰
藉。将内心高蹈的势能从容优雅地
表达的绝佳方式，非抒写诗歌不能探
其幽微。

东西、古典、现代、婉约、豪放皆
可慢慢涵养我们日益荒芜的心灵。
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等文
坛先贤以他们的生花妙笔绘出华夏
诗歌的文明版图。歌德、莎士比亚、
但丁、海涅、拜伦带给我们人生哲理
与理性的思辨。生活之海如此浩瀚，
许多美好的事物一闪即逝，但唯美的
文字可以世代留传，让我们内心晶莹
剔透不染纤尘。那一草一木间的禅
意，那刻骨铭心的情感都是生活赐予

我创作的财富。缪斯从来没有片刻
离开过诗人们，只要你有一颗善良的
心，一支灵秀的笔，就可以写人间万
象、天地宇宙……从某种意义上说，
诗人是物质上的贫者，精神上的富
翁。

写诗的人是上帝的宠儿，同时也
是上帝的信使。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也不可能在月亮上建造私家别墅，而
诗人笔下日月星辰比比皆是，今晚睡
在月亮的吊床上，明天乘秋风周游世
界。无穷无尽的想象力帮了诗人们
的忙，人类能否在未来发展中真正走
入和谐的轨道，真正走向竞合并不是
说说那么简单。《荷马史诗》让我们看
到，武力杀伐永远不能解决人类精神
领域存在的诸多自相矛盾的心理问
题，然而能够体现人间真善美的诗
歌，却能不断升华人类的精神境界。

摘自《文苑》

于喧嚣和浮躁中寻求平和，沉
静孕育了安宁。善处各色人等，又
保持独立人格。从容，明了地讲你
的事实，也倾听别人。即便对方弱
小愚笨，他们也有自己的故事。

避开那些喧嚷好斗者，他们使
人心绪不宁。你若总与人比附，不
免会自负或者自豪。世上芸芸众
生，总有许多比你强大或者弱小，你
需要珍爱你的建筑风格一如珍爱你
的蓝图设计。

对你所长，保持兴趣，即使它显
得不那么高雅入流，这可是你改变
命运的真正财富。谨慎操持你的事
务，因为世界不乏心机和狡诈，但又
不要为此一叶障目。美德随处可
见，许多人在为崇高的理想而跋涉，
生命处处洋溢着英雄主义气概。

请你切记，不要伪饰情感，也不
可冷漠了爱心，尽管荒芜和冷峻横
亘，但青草葳葳，力染四季。

珍重岁月的忠告，不失风度地倾

服于年轻的事物。自然的精神力量
保护你度过猝临的不幸。不要让幻
想折磨自己，许多忧虑都源于疲惫和
孤独，养生之道在于心境的朗阔。

你是大自然的孩子，不比一棵
树低，不比一颗星暗，你自有天赋之
权挺立于斯。无论命运是否已向你
昭示，无须怀疑生活终会为你尽展
衷情。

因而，宁静的面对上苍，无论你
怎样审视和理解，也无论你如何辛
劳和渴求。世事喧嚣，尤需心灵恬
静。

即使加上所有的欺诈，苦难和
失望，世界也依然不失美丽。切记，
幸福在追求中。

摘自《经典美文》

第一眼看到她，他便被她的美
丽震慑住了。那时，他还只是一家
小工艺品公司的勤杂工。而她却以
出色的艺术才识，成为那所大学里
最年轻的副教授。

在他借宿的那个堆满杂物的零
乱的仓库里，他生平第一次拿起画
笔，像一个小学生一样认真地画起
人物素描，而他画的第一个人物就
是不断地在脑海中浮现的她。

他终于鼓足了勇气，将自己幼
稚的画作拿给了她，她只是那样礼
节性地说了两个字“还好”，便让他
受了巨大的鼓舞，感觉到自己有一
天也能在艺术上有所造诣。他暗
暗告诉自己：暂且把炽热的爱深藏
起来，努力再努力，尽快做得更出
色，以便能够配得上她的出类拔
萃。

然而，他又担心等不到他成功
的那一天，她便已芳心有属，那样，
他就只能遗憾而痛苦地接受这个无
奈的结局了。那些进退俱忧的烦
恼，搅得他一时寝食难安，仅仅两个
月，他便消瘦了二十多斤。最后，他
还是把真挚的爱燃烧成一首诗送给
了她。她那样优雅地回了一句感
谢，并坚定地告诉他——他们的关
系只能止于友谊，而不是爱情。

或许自己足够出色了，她才能
够明了自己的那份横亘岁月的深
爱。于是，他离开了省城，去了北
京，又漂洋过海去了欧洲许多艺术
圣地，开始四处拜师学艺，开始埋头

苦练画艺，常常为了绘画达到忘我
的境地。

就在他忙碌着在巴黎举办个人
画展时，他收到了她婚嫁的消息。
虽然早已想过会有这样的结果，早
已想过会有伤感不绝如缕地涌来，
只是没有想到巨大悲伤竟会汹涌成
河，让他几乎彻底崩溃。他呆呆地
坐在塞纳河畔，一任秋阳揉着满脸
的忧郁，一任往事怅然地拂过，失魂
落魄的样子，像一株遭了寒霜的枯
草。

再相逢时，他已是闻名海内外
的艺术大师，他风格独具的作品正
被拍卖行高价竞拍，被世界各大著
名艺术馆争相收藏。而她正在那份
不好不坏的婚姻里，品味着世俗生
活的苦辣酸甜。终是无法割舍的情
怀，让已经历了无数沧桑的他，再次
坐到她面前的那一刻，仍手足无措
地慌乱，连面前的咖啡都有了一种
别样的滋味。那天，他送给她一幅
题名《永远》的油画，画面上那条悠
长的小巷，在默默地诉说着他脉脉
的心语，澄明而蒙眬。

当他得知她的丈夫在漂流中遇
难的消息后，迅速终止了重要的国
际艺术交流活动，第一时间从意大
利飞到她身边，不辞辛苦地忙前忙
后，帮她料理后事。有人问他为什
么要那样，他说他已经把她当作了
自己最亲的亲人。她感动而感激，
但对于他依然认真的求爱，她仍是
干脆的两个字——拒绝。

她没有给出理由，似乎也不需
要理由，就像他对她的一见钟情，
几十年的红尘岁月，非但没有冲淡
那份爱，反而让那爱变得更深沉、
更绵长。尽管她的一再拒绝，让他
品味到了许多酸涩，品味到了许多
苦楚，可是，他由此体味到了难以
形容的甜蜜。他说：“她是他的彼
岸花，始终在那个距离上美丽着，
芬芳着。”

有评论家赞赏他的作品鲜明的
艺术风格——总是那样明媚而热
烈，即使偶尔有一点黑色的阴郁，也
总无法掩住红色的希望……很少有
人知道，他是怎样蘸着苦涩，一次次
地描绘着渴望的幸福，更难有人能
够体会到，当他的画笔酣畅淋漓地
游走时，他内心里又澎湃着怎样的
爱的大潮。

再后来，他与法国画家乔治·朱
丽娅结婚，定居法国南部小城尼斯，
但始终与她保持书信联系，他们的
情谊愈加深厚。她曾意味深长地
说：“没能与他牵手，或许不是她今
生最好的选择，却让她拥有了一生
的幸福。”

她 55 岁那年，因脑出血溘然辞
世。闻讯，他把自己关在画室内，一
口气画下有人出千万美元他也不卖
的绝作《彼岸花》，并宣布从此退出
画坛，不碰丹青，隐居国外，谢绝任
何采访。

他就是上个世纪著名的油画家
任千秋，她的名字叫谢小菊。他们
的爱情故事，就像他最后的杰作那
样——如今，那些美丽虽然已是彼
岸的花，但隔着岁月，向我们绵绵吹
送的，依然是时光也无法更改的温
馨与美好。

摘自《读书文摘》

此岸情，彼岸花
崔修建

岁月告诉你
邓康延

心灵的草场放牧文字
贾东

我一直不太理解父亲。
我觉得他是和这个社会格格不

入的，真的，世界上怎么还会有这种
人？

父亲是个老知青，绝对老三届
的。他没有回北京，留在了这个小
城。小城中有他心爱的女人，然后有
了我和弟弟。

后来他考上了大学，但他仍然没
有留在北京，他回来了，在一个化工
厂当技术员，是一个无线电爱好者，
一个电脑爱好者，一个音乐发烧友，
一个天文发烧友，一个足球迷，一个
金庸迷。我不知道人可以有多少精
力，但他喜欢的东西都能玩到极致。
喜欢无线电，可以自己制作电视机和
收音机，并且和全国各地的网友都有
联系；喜欢电脑，以他六十岁的年纪
还能自己设计软件，有很多电脑知识
我还要请教他；喜欢音乐，在古典音
乐中陶醉，自己拉一手好二胡弹一手
好古筝。有时我回家，看到他正在听
一种叫埙的乐器演奏的曲子，一边听
一边写毛笔字，他的毛笔字，得过全
国的大奖。

当然，什么时候有彗星飞过地球
时，他总是给我打电话，那时我正为
生活奔波着，或者和人谈着合同，或
者在酒店里吃饭。总之，我觉得自己
干的都是正事，谁像他那么活着啊，

养着十几只猫，每天要去早市买鱼，
因为那里鱼比较便宜。

当然，我一次也没有看到彗星，
因为我没有那个心情，没有那个心
境。况且，我总是累得早早地睡去，
怎么可能半夜起来看彗星？但父亲
每次都要一本正经地看，他的器材很
先进，招了一帮年轻人在那里看星
星。我对妈说，我爸爸当年肯定和徐
志摩差不多，太浪漫了，这把年纪还
有这种心情，真让人佩服！我妈说，
当年，我看中的就是你爸爸这种生活
态度，有一颗单纯的心，永远微笑着
面对生活。

每次我回家，父亲都会让我坐在
他的电脑前看他拍的猫和花，他用数
码相机认真地记录着那些猫的生活，
其中有一张叫“这只猫三个月了还在
吃奶”，笑得我肚皮疼。他的每只猫
都有名字，每张照片都有题目，每朵
花也都有名字，父亲说，那都是我的
孩子。

开始我真的很反感父亲这种生
活态度，和他一起出来的人早就当了
处级干部，他却还是一个普通的老百
姓。种花养猫看星星看足球玩电脑，
他的世界总有不同的精彩在上演。
我曾抱怨他说，如果你是个处级干
部，我和弟弟一定会有个特别好的工
作。但父亲从来不这么认为。他说，

指望父母的孩子不会有多大出息，就
像总在父母身边的鸟永远也飞不高
一样！

后来验证了他的话是正确的，我
自己当上了外企白领，弟弟成了有名
的工程师，而那些官员子女在机构精
简之后却有好多人待业在家，他们果
真没有飞太高。

有一段时间我被派往美国工作，
到美国后我发现到处是我父亲这样的
人。他们悠闲地过着日子，没有多少
钱，但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我问他们
为什么要这样？他们说，人们挣了钱
想做什么？无非是过自己想要的生
活，但现在我们能过这种生活，为什么
要把自己弄得像陀螺一样旋转呢？

父亲每天给我发邮件，开始我总
是嫌烦。无非是他养的猫和兰花，那
些猫又生了很多小猫，当我渐渐沉下
心来之后，我发现那些兰花芬芳迷
人，那些猫的照片生动可爱，甚至，我
开始想给它们一个个起名字。

能把生活活出一朵叫做美妙的
花来，这是一种多么快乐而迷人的心
境。父亲六十岁了，他从二十多岁就
这么活着，过简单的日子，要美妙的
生活，听听风中花的香，看看小猫咪
的可爱，读读金庸小说的侠气，望一
下神秘的星空，弹一曲高山流水，和
老友下下围棋，和自己的爱人牵手去
捡鱼肠子。这样的生活，是父亲的生
活，那曾经是我觉得不求上进的生
活。但现在我认为，那是一种最美丽
的生活，生活的上品，往往是不着痕
迹，然后把自己融入自然。

摘自《青年博览》

上品生活不着痕迹
雪小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