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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时，赵普为相。
有一天，赵宰相给皇帝递上一

个奏折，请求让某人担任某个官
职。太祖看了眼奏折上推荐的人
名，脸色就阴了下来，因为他一向讨
厌这个人的为人，那真是夹着半只
眼也看不上他，所以一句话也没说，
就把奏折扔了回去。

赵宰相似乎早有预见，拾起奏
折，掸了掸上面的土，随手就揣回了
衣袖里。第二天一上朝，他又把奏
折递了上去，太祖一瞧，还是那个
人，脸色更加不好看，一口回绝。

第三天，赵宰相还像没事人似
的，又递上一个奏折，居然还是推荐
那个人，这下太祖可火了，再一再二
不能再三啊，这太不拿领导当回事
了吧，禁不住咆哮说：“我就是不给
他升官，你能怎么说？”说吧，把奏折
几把撕了个粉碎，扔到了地上。

这就是传说中的龙颜大怒吧，
搁一般人早吓得屁滚尿流了，可这
位赵宰相面不改色心不跳，从容答

道：“刑罚是用来惩治罪恶的，赏赐
是用来酬谢有功之人的，这是古往
今来共同的道理。况且刑赏是天下
的刑赏，不是陛下个人的刑赏，怎能
凭自己的喜怒而独断专行呢？”

太祖更加愤怒，嘴上又说不过
他，气得起身就进内宫了。赵宰相
也不着急，跪在地上把撕碎的奏章
一个碎片一个碎片地拾起来，这才
回家了。

三天过去了，赵宰相没再递奏
折，太祖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并不
免有了一些得意之色，心想还是怕
我了吧，天子一怒，那要流血千里
的。

没成想到了第四天，赵宰相又
把一个折子递了上来，太祖定睛一
看，这个折子有些与众不同，是一张
纸一张纸拼凑粘在一起的，可细瞧
上面的内容，还是推荐那个人为
官。原来，太祖把赵宰相的奏折撕
得太碎了，他拼了三天才把它拼齐
了。

太祖无可奈何，最终答应了赵
宰相的所求，谁让他遇上了这么一
个泥脚的主儿呢？

赵普与宋太祖是布衣之交，他
年轻时没读过多少书，学问也不多，
等到当了宰相，太祖劝他要读书。
赵普也深感力不从心，于是勤奋读
书。每天下班回家，吃过饭之后，就
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打开书箱，拿出
书就读，手不释卷，什么宴会啊、游
玩啊、打牌啊之类的活动一概不参
加。读书的益处很快就显现了出
来，白天处理政务，果断决绝，没有
半点拖泥带水，而且处理得都非常
得体。他死了以后，家人打开书箱，
看他整天看的都是什么书，原来是
儒家经典《论语》，不由想起他的名
言：半部《论语》治天下。

没什么家族背景，又缺少知识底
蕴的赵普能够出将入相，干出一番事
业，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有个泥腿
劲儿，那实际上是一种执著的精神。
关汉卿有句名言：“我是个蒸不烂、煮
不熟、槌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颗铜
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
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
千层锦套头。”有了这样一股劲头儿，
什么事情做不成功呢？

摘自《意林》

古代的地震，除了有史书记录
外，民间的“好事者”也会自动加入采
访和记录的队伍，他们的记录姑且算
是一种原始的微博和博客吧。

喜欢说鬼说狐的蒲松龄也亲身
经历过一次地震，他当然不会放过
这种机会，于是留下一条地震“博
客”，既是文学作品，也是新闻作品，
更是宝贵的地震研究资料。我们且
看。

地震发生时间是康熙七年六月
十七日半夜，也即公元 1668 年的公
历 7月 25日，发生地点在山东莒县、

郯城一带，蒲松龄说他在稷下做客，
正与表兄李笃举行烛光酒会，地震就
来了：“忽闻有声如雷，自东南来，向
西北去。”地震前是不是有雷声的
呢？众人还在犹豫，接着酒桌摇动起
来，酒杯碟子稀里哗啦落地，几案摆
酒簸，酒杯倾覆，人们“相顾失色。久
之，方知地震，各疾趋出”。

跑到外面一看，满街都是鸡鸣狗
吠之声，逃难群众的喧闹声、啼哭声、
房屋的倒塌声，令人费解的是，居然
有房子“仆而复起”，倒下去又立起
来。难道《聊斋志异》里的地震就应

该诡异一些吗？还请地震专家解释
解释。

一个时辰后，方才安定下来，很
囧的一幕出现了：大街上尽是裸身男
女，“视街上，则男女裸聚”，对死亡的
恐惧超越了对羞耻的矜持，逃命要
紧，宁可赤身“裸奔”，也不可穿着衣
服死在房子里。

地震后，山河改貌。某家的楼南
北改向，沂水陷下一个大洞，有几亩
大小。蒲松龄感叹：“此真非常之奇
变也。”

翻翻官方记载，才发现蒲松龄也
真够命大的，不知道是不是他的狐狸
精牌友帮了他的忙，因为此次地震史
书有载，震级高达8.5级，压死的人达
到4万多。

摘自《甘肃日报》

这个世界上聪明人很多，但有大
智慧的人却很有限。这里包括非常恰
当的审时度势，非常精到的自我认识
和判断力，以及及时收放的魄力。范
蠡就是这凤毛麟角的智者中的一员。

范蠡事越王勾践，深谋 20 多年
之后，终于灭了吴国。越国称霸，勾
践拜范蠡为上将军。但这时候，范蠡
看出勾践不是一个可以共患难的人，
不顾他的威胁，偷偷乘船离开了。到
了齐国以后，范蠡改换姓名，自谓鸱
夷子皮，在海边辛辛苦苦地耕种劳
动。齐人听说他的厉害，想拜他为
相。范蠡喟然叹道：受这种尊重，不
是一个好兆头。于是，他把相印还回
去，把钱财散给亲友，拿一点值钱的
宝贝就云游去也。

到了陶这个地方，范蠡认为这是
天下的中心，交通便利，可以致富。
他便候时转物，没过多久又富可敌国
了，天下称其为陶朱公。

世人只知范蠡辅助大老板勾践
打败吴国，只知他赚取了天下第一美
人西施的芳心，却不知他后来成了天
下第一有钱人，其审时度势、功成身
退的胆色，非一般人所能及。

然而，范蠡到底是一个借助战争
的胜利扬名立万的政治名角，哪能不
使点儿诈，不坑点儿人，手上不沾点
儿将士百姓的鲜血？汉代开国功臣
陈平就曾自叹：我多阴谋，是道家之

所禁，看来，我的后代也不会有好结
果，就是因为我多阴祸。的确，没过
两三代，陈平的曾孙就因为掳掠人妻
被弃市(弃市，在闹市中心被公开斩
首，以儆效尤)，封地被收回。范蠡的
同事文种已被“飞鸟尽、良弓藏”了。
唯有范蠡,天下的好事都落到他一个
人身上，最终，轮回落到了他的子孙
身上——他的儿子们都不成器，甚至
不得好死。

到了陶地以后，范蠡生了个小儿
子。十多年后，他的二儿子杀了人，
被关在楚国。范蠡叹道：“这是他罪
有应得，但他好歹是我儿子，不能让
他弃市。”他赶紧让他这个十几岁的
小儿子去解救，并给小儿子备了一辆
牛车，里面装着黄金千镒。没想到大
儿子坚决要去，还说：“我是家里的长
子，你不让我去，却让弟弟这样的小
孩去，你不是把我当成不肖子了吗？”
范蠡的老婆也替大儿子说话。范蠡
实在禁不住两个人的软硬兼施，不得
已答应了，写了一封信给以前的好朋
友庄生，还吩咐大儿子把钱都给庄
生，什么都听庄生的。大儿子起身
时，又私自带了一些黄金。

到了楚国，大儿子看到庄生家很
穷，他按吩咐把书信和黄金给了庄
生，不放心，又把私下带的几百金献
给楚国贵人。庄生收了钱。事实上，
这个人非常廉洁，收下钱，只是表示

他一定会好好办事，让范蠡放心而
已，庄生打算事成之后分文不动地还
回去。

庄生去找楚王，说：“现在某个星
宿出现了，要害楚国，你要以德治国
啊，这样就可以免灾了。”楚王一向很
听庄生的话，就宣布大赦天下。那个
受了大儿子贿赂的楚国贵人赶紧告
诉大儿子：“天下大赦了。”大儿子一
听，我弟弟都被赦免了，那我把钱给
庄生，不是白给了吗？赶紧回头找庄
生，把千金讨了回来。庄生觉得被人
出卖了，又跑去找楚王说：“前些天大
王因为以德治国，大赦天下，没想到
百姓都议论说陶朱公范蠡的儿子杀
了人，仗着有钱买通大王左右贵人，
大王为了这个范公子才赦了天下。”
楚王大怒：“有钱人又怎么样，还能摆
布我不成？”最后，天下都大赦了，唯
独这位范公子不赦。大儿子只好抱
着弟弟的尸体回家了。

有人或许要说了，范蠡不是很能
干吗？怎么连儿子都救不了？其实，
在这件事上，他也同样没有丧失他的
知人之明和判断力。大儿子回到家
以后，大家都哭成一团，只有范蠡在
苦笑：“我早知道大儿子会害死弟弟
的。他从小跟我一起吃苦，知道钱来
得不容易，所以很看重钱;小儿子从
来没吃过苦，不知钱从哪里来，也不
在乎钱。我就知道大儿子会心疼钱，
什么也干不了，我心里已经对他回来
报丧做好心理准备了。”

只能说，范蠡的心在不该软的时
候软了。再聪明的人都有他的软肋，
这就是他的命。

摘自《百家讲坛》 中国古代幸福指数最高的当数
宋代了。

宋代人的生活情调体现在日常
生活中，譬如文人之间的行酒令。
而后再由行酒令发展到“小词”、“散
曲”等。这是一种文人交往、酬客的
小雅文化。从这些“小词”、“散曲”
中，我们可以窥见他们的日常生
活。在这些文人的行酒令中，我们
可以了解这种文化的小雅之处，即
由“斗酒”到“斗才”。斗来斗去，斗
出的是生活情调，是俗态中的风
雅。不过，行酒也是有规矩的，不许
任何人耍赖。为了防止耍赖，行酒
之前必先请一位才色双绝的艺妓担
任“录事”，实为仲裁。先由酒客公
推出一个起始执花者，唱一句词，传
一次花。有的行酒者委托艺妓传
花，有的行酒者委托艺妓唱词。艺
妓无论受到何种委托，都要配以必
要的夸张动作，现场演绎，以博得文

人雅士的好感，增添行酒的氛围。
大型场合，艺妓不止一人，各有分
工，穿梭于酒席之间。

宋代的行酒游戏十分昌盛，上
至君王，下到百姓，无人不会，无处
没有。就连老夫子司马光也难免

“轻辞丽句”：宝髻松松挽就，铅华淡
淡妆成。轻烟翠雾笼轻盈，飞絮游
丝无定。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
无情。笙歌散后酒初醒，深院月斜
人静。

欧阳修《醉翁亭记》中的“宴酣
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
筹 交 错 ，起 座 而 喧 哗 者 ，众 宾 欢
也。”就是行酒的盛况。据宋代邢居
实《拊掌录》记载，欧阳修与友人饮
酒行令，要求每人作的两句诗必须
触犯刑律，而且罪在徒刑以上。其
中一人说：“持刀哄寡妇，下海劫人
船。”另一人说：“月黑杀人夜，风高
放火天。”轮到欧阳修，他慢条斯理

地说：“酒粘衫袖重，花压帽檐偏。”
众人一听，大惑不解，问他为何诗中
没有犯罪内容，他说：“到了这种时
候，徒刑以上的罪也能犯下了！”足
以见得，欧阳修推崇行酒游戏，却反
对酗酒犯罪。

宋代人行酒令，委实狂热，就连
外国人也不放过。据明代潘埙《楮
记室》记载：宋神宗元丰年间，高丽
国派一位僧人到宋朝来，其人很聪
明，能饮酒。朝廷派杨次公接待
他。一天，两人行酒令，约好要用两
个古人姓名，争一件东西。僧人说：

“古人有张良，有邓禹，二人争一伞，
张良说是良(凉)伞，邓禹说是禹(雨)
伞。”杨次公说：“古人有许由，有晁
错，二人争一葫芦，许由说是由(油)
葫芦，晁错说是错(醋)葫芦。”

宋代文人饮酒行乐所取得的最
大成就，就是形成了许多慢词、小曲
等，许多词牌名在长期的行酒游戏
中固定下来，诸如“调笑令、天仙子、
水调歌、荷叶杯、醉公子、南乡子
……”仅从这些词牌名中，即可窥见
宋代人的小资情调。

摘自《太原日报》

范蠡的软肋
侯虹斌

蒲松龄的地震“博客”

泥 腿
清风慕竹

优雅宋词起源于酒桌

身边经常有人这样跟我说：等
以后有时间我要去云南住上几天，
晒晒太阳；等下次有空，我要带孩
子去郊区钓鱼；等明年我去考个潜
水执照玩玩；等退休后我要去农村
弄一块地，盖个房子。于是，“等什
么……我就什么”这样的“将来时”
语式我听得太多了，听得耳朵起
茧，听得心烦意乱。

你去做做我看呀？有些事明
明现在就可以做的，干吗要等到以
后呢？那些说将来怎么样的人，通
常从未兑现过。可能一段时间后
你问他，他会摸着头说：“我说过这
样的话吗？哦，太忙了。等以后有
空再说吧。”

在生活中，我慢慢学会了用
“完成时”和别人说话。

看过台湾电影《练习曲》后，突
然对骑单车感兴趣。我就在一个
天气很不错的周末，骑着自行车穿
行在城市的角落。我跟别人说到
此事时如此描述：“上周末，我去骑
自行车了，太精彩了。临湖大道是
最佳的骑车路线，风景好、空气好，
那是相当过瘾。”

我从来不喜欢说等到哪一天
我要去干什么，我的行动就在脚
下。

今年年假结束，我这样跟朋友
提起：“我刚去了一趟印度，机票只
花了 2000元，比到海南还便宜。我
教你怎么购买廉价机票。印度的
棉麻围巾超便宜，我带了一条深蓝
色的送给你，肯定适合。”

我陪朋友看车的时候，一眼相
中 一 辆 合 眼 缘 的 烟 灰 色 POLO
车。我问了价格，然后分期付款买
下。那时，我还没拿到驾照。三个
月后，我已开着自己的新POLO，把
朋友们惊得掉了下巴。我的话如
下：“我已拿到了驾照，只要想去做
一件事，总会做成的。车买了，驾
照非考过不可。瞧，我这么笨的人
都能开车了，你们一定行的。”说完
这话，我已有三个朋友大受鼓舞去
做这件事了。

去年，我克服重重障碍（我的
烂英文和胆小），成功地在网上联
系了一家澳洲牧场的居住计划，为
期 10天。在此前一个月，我成功地
购得了 2500 元的广州飞墨尔本的

往返机票，同样让同伴惊叹不已。
我就拿着一本英文常用语词典，顺
利抵达澳洲庄园。住在小木屋里，
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义工们一起，在
庄园里骑马劳作，非常开心地体验
着自己向往已久的生活。我回来
后，把这些有价值的信息告诉朋
友，成功地指导两个朋友完成了梦
想。

现在，我同样喜欢听到这样
的“完成时”语句：我刚去了泰国
回来，一人去的，廉价机票还真的
被我抢到了，往返 990 元，牛吧？
我刚考到了一个品酒师资格，虽
然初级，但是很不赖；我一冲动之
下，去广西那边的大山里买到一
处房子，去度假蛮爽的；我每天坚
持吃排毒素餐，三个月已瘦了 10
斤；我昨天按照美食指南上的推
荐，找到了巷子深处那家百年泡
菜店，太好吃了。来，送一小袋给
你尝尝；这些话让我听得很舒服，
我也跟着热血沸腾，相当鼓励我
的斗志啊！

我在朋友和同事中间很受欢
迎，因为我从来都不会说等有空时
我会怎么办。我用完成时，并告诉
他们体验后的信息，鼓励他们。如
果身边的人用完成时跟你说话，你
试想一下，你是否会很受益？

摘自《青年文摘》

谈到读书，我最佩服 20 世纪前
半叶那一代文化名人，他们读书多，
读得精，动不动一部大厚书就能背下
来，真是了不得的功夫。

从《八十忆双亲》里，知道钱穆 9
岁就能背诵《三国演义》。此事值得
一录：

那是一个晚上，父亲去镇上的烟
馆议事，钱穆跟随同往。进了烟馆，
一客忽然问钱穆：“听说你能背《三国
演义》，是真的吗？”钱穆点头。又一
客问：“今晚可以试试吗？”钱穆又点
头。

于是按照客人要求，他开始背诵
“诸葛亮舌战群儒”。一面背诵，一面
表演，把诸葛亮与张昭等人的语气动
态，表演得淋漓尽致。大人称奇，小
钱穆当然免不了有些飘飘然。

第二天，钱穆依然随父亲去烟馆
议事。路过一座小桥时，父亲问：“认
得桥字吗？”钱穆点头说：“认得。”又
问：“桥字是什么 旁？”答：“木字旁。”
再问：“木字旁换马字旁是什么字，认
得吗？”再答：“认得，是骄字。”父亲又
问：“骄是什么意思，知道吗？”钱穆
答：“知道。”父亲步步紧逼：“你昨晚

的行为有这个骄字吗？”钱穆这时才
明白父亲的意思，顿时如闻雷霆，俯
首不语。

我想起上世纪 80 年代，钱穆的
孙女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向祖
父请教读书问题，钱穆的回信：“《论
语》外，须诵《孟子》《大学》《中庸》与

《朱子章句集注》为主。《庄子》外，须
诵《老子》。四书与老庄外，该读《史
记》，须全读不宜选读，遇不易解处，
约略读过，遇能解又爱读处，则仍须
反复多读，仍盼能背诵……”要求孙
女背诵，作为史学大师的爷爷自然更
能背诵。能够背诵《史记》，让人不敢
想象。

从张恨水的《山窗小品》里，知道
他在 14 岁之前，就能够背诵以下典
籍：《三字经》《论语》《孟子》《左传》

《大学》《中庸》《诗经》《礼记》《易经》
《千家诗》《古文观止》等。显然，这并
不是他可以背诵的全部。从他很小
的时候就写一些酷似《聊斋》的小说，
可以证明他把《聊斋》读得烂熟了。
从他上世纪 30 年代写的《水浒人物
论赞》，又可以看出他对《水浒》的烂
熟。

作为文史学者的曹聚仁，奉行的
读书原则也许不是背诵，而是“书读
百遍，其义自见”。在《中国学术思想
史随笔》里，他谈到自己对几部经典
著作的阅读遍数：《儒林外史》读了
100多遍，都是一本正经地读，不是作
为消遣地随便翻翻。读《红楼梦》赶
不上俞平伯，但也先后读了 70 多
遍。《聊斋》读了四五十遍，《水浒传》
读了 20 多遍。《三国演义》读得遍数
最少，只有两三遍，原因是它没有《三
国志》引人入胜。《史记》读了多少遍，
他没说，只说这是他最爱读的书，是
下过一点苦功的。

一个人肚子里有多少书，就跟一
个人腰里有多少钱一样，那属个人隐
私。因而，更多人的读书功夫我们就
不得而知。

例如，不是郑振铎亲自检验，我
们怎么也不会知道茅盾能够背诵《红
楼梦》；不是周建人的回忆文章，我们
也不会知道鲁迅小时候是背过《纲
鉴》的。从根本上说，是读书功夫成
就了那一代文化巨人。

遗憾的是，当我们惊叹那一代人
的读书功夫时，我们无论如何也做不
到。我们既感到没有时间，更感到没
有必要，由此，导致我们缺乏那一代
人的扎实功底，更不会有那一代人的
杰出创作。

摘自《新安晚报》

作家贾平凹先生曾记述了这
么一件事：

有一次，他到中国西部山区的
一个镇上游玩，到了一户老农家，
贾平凹便和这家的老汉闲聊。老
汉说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两个
儿子就在镇上，一个女儿却考上了
大学，最后分配在北京工作。他问
贾平凹，你是北京来的吗？贾平凹
说，我不是北京来的。老汉说，我
女儿接我到北京去住了一个月，我
刚回来不久。贾平凹问，那怎么不
多待些日子呢？北京多好啊。老
汉 答 ，北 京 好 是 好 ，就 是 太 偏 远
了！贾平凹听了哈哈大笑。

相信不少人读到这里也会莞
尔，这个老汉，北京还偏远啊。不
过，无独有偶，有个十多岁的小女
孩子，竟然也说了一句类似的话，
她认为巴黎也是偏远的。

关于小女孩子的故事来源于
丹麦电影《巴贝特的盛宴》，说是有
个音乐家在一个偏僻的乡村小教
堂里，发现了一个唱诗班女孩有着
惊人的天赋，他便很想她去巴黎发
展，他对小女孩子说，在那里，是全
世界艺术的中心，全世界的人都会
排着队来听你的歌声，相信我，那
些正享誉世界的歌唱家，没有一个
能比得上你。

但出人意料的是，小女孩拒绝
了这从天而降的大好事，要知道，
这位音乐家可是当时音乐界一言
九鼎的人物啊。小女孩子回答说，
也请您相信，当我在这个小小渔
村，在这个二三十人的小教堂，开
口赞美上帝时，宇宙中所有的天使
都在倾听。我不要其他的满足，或
者，其他的满足并不是满足。音乐
家失望地走了，他想不通，这世界

上会有这样固执的人，把巴黎当做
偏远的地方。

一直以来，随着工业化时代的
来临，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离开小
村，离开小城，去往更远的世界的
中心，成了绝大多数人的终生奋斗
目标。这当然不能说不对。但是
否每一个去往中心的人，都会得到
他（她）人生的满足呢？这恐怕未
必吧。被时代的某种浪潮裹挟着，
盲目地去往中心，生怕被中心抛
弃，生怕被边缘化，已是我们这个
时代某种病症之一。

其实，中心和边缘是一个相对
的概念，如果我们的内心足够丰
盈，我们在地理的小地方内心却有
足够的大爱，那么，相对我们的内
心，中心与边缘就有另外的衡量标
准。我们应该自豪地淡定地说，我
这里就是中心。

当中国的那个老汉与丹麦的
那个小女孩子对别人说出，他的小
镇与她的小村就是世界的中心时，
内心一定充满了骄傲、自豪与满
足。

摘自《合肥晚报》

读《茶经》，读到“煮”一章时，陆
羽一下子坐到了我面前。

这位大唐时期的爱茶人，不吓
人，很亲切。他说，煮茶的水有“三
沸”：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缘
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
三沸。他还说，三沸以上的水，已经
老了，不适宜泡茶了。说实话，《茶
经》中各个工序以及器具罗列之详
尽，并没有打动我，但他的这“三沸”
说，却一下子攫住了我的心。

一个大男人，能在沸水边，端详
冥思，内心若没有盎然的情趣，断不
会观察得如此细致。可以想见，陆羽
该是多么好玩的一个人啊。

不由得想起了另一个人，芸娘。
我总在想，若没有芸娘，清朝人沈复
绝不会留下脍炙人口的《浮生六
记》。“闲情记趣”篇里，记载了他们夫
妻俩许多有意思的故事。然而，最让

我印象深刻的，是芸娘为茶酿香的那
一个情节：

夏天的荷花，刚开的时候，一般
是晚上含苞，早上再绽开。聪明而灵
透的芸娘，利用荷花这一自然的本
性，用纱囊裹一小撮茶叶在里边，然
后，趁荷花将要含苞的时候，放置在
花心里。第二天早上，当荷花重新绽
开的时候，便取茶叶出来，这时候，用
天泉水泡之，香韵尤绝。

难怪林语堂的女儿说，他父亲
理想的女人便是这位芸娘。她说，
父亲林语堂喜欢芸娘能与沈复促膝
畅谈书画，喜欢芸娘的憨性，喜欢芸
娘的爱美。其实，像芸娘这样有情
趣的女人，又有谁，不发自内心地喜
欢呢？

我有一个忘年交，和他成为朋友
纯属偶然。那一年，一块出去玩，在
一处如镜的水潭边，他玩打水漂的游

戏，一块石头，又一块石头，我们一起
数水漂的个数。那时候，我刚刚大学
毕业，他已经四十多岁，就是这个游
戏，让我一下子愿意接近他。

他会画画。我和他做过比较疯
狂的事，就是一上午跟着一只蚂蚁，
看它要做什么，到什么地方去。他还
在蚂蚁的屁股上，点了一点朱红，为
的是即便它钻进洞穴，也能辨认出
来。这个红屁股的家伙，一上午牵着
两个傻傻的人，走到这里，走到那
里。我想，那天，那只蚂蚁一定很郁
闷，为什么自己被盯梢了呢？而且，
甩也甩不掉。

我喜欢他满脑子的奇思怪想。
有时候，他突然给我来电话，喊我去
干什么，我的心就会“突突”跳半
天——我喜欢跟着一个有情趣的人
去疯狂。

有情趣的人，生活也一定是有情
趣的。有情趣的人，你看不到他快
乐，他却时时快乐着。说到底，快乐
是情趣所养的一群女儿，你想，在情
趣的蜜意中成长，哪一种快乐不会出
落得甜美活泼、超凡脱俗呢？

摘自《美文》

那一代人的读书功夫
苗振亚

偏远的地方
江小鱼

说话请用完成时
米 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