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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踌躇了很久才把消息发出
去，按了发送键又开始焦急地等待
回音，但是没有回音，手机依旧沉
默，我黯然，连妈妈都看出不对劲。

“留白，这两天怎么一直在家不
出门？”

“要准备教案，没有时间。”我挂
起一个牵强的笑容。

“那个叫楚承的没有约你吗？”
“他去潮州了，不知道什么时候

回上海。”说话间电话突然响起，我
心里一阵狂喜，抓起电话就接通。

“留白，Honey，在干什么？”电
话那头传来的并不是楚承的声音，
居然是马修，我心情跌落谷底，声音
都懒了下来。

“什么事？”
“有没有空赏脸晚上吃饭？”他

嬉皮笑脸，我全没好气。
“没空，快开学了，我最近都很

忙。”
“别这样嘛，其实我是有事找你

帮忙，有一份合同想你帮忙看一下，
你知道我中文很烂啦。”

“那你发邮件给我，我帮你看过
再返给你。”

“我跟几个朋友合伙搞一个餐

厅咯，大家一起吃饭，不是单独约
会，算我求你啦。”

再拒绝好像太不给朋友面子，
我只好答应，勉强起身换衣服。

来到马修指定的餐厅，我将车
停好，手机一直拿在手中，冰凉的，
就像我的心。这是一间上海菜馆，
刻意装修成老弄堂的模样，走道里
放的都是老式的留声机。

我走进包厢就看到马修一个人
坐在那里，正对着电话嘀嘀咕咕。
看到我立刻挂了电话，站起来招呼：

“留白，这边坐这边坐，正等你呢。”
我皱眉：“只有你和我？”

“怎么会？”一个声音在我身后
响起，我错愕地回头，意外地看到一
张熟悉的脸。

“怎么了？才两天不见就不认
识了啊，留白，你真是名不虚传的冰
山美人，伤透了我的心。”

竟然是与我只有一面之缘的
肖，他就站在我身后，细长的眼睛在
金边眼镜后闪着光，一手捂住胸口，
作出一个受伤的表情。

我恍然大悟地回头瞪着马修，
他有些心虚地嘿嘿笑，“肖，还不帮
留白拉椅子，等下要罚酒三杯，你居

然比女士来得还要晚。”
这个男人想干吗？疯了？为什

么几次三番要把我和这个陌生人硬
凑到一起，现在再说这是巧合就太
假了，我身子僵硬，只想掉头就走。

“请坐吧。”肖拉开椅子，不着痕
迹地抬手挡住我的去路，声音彬彬
有礼，马修忙不迭地掏出一叠文件，

“留白，是真的有些合同要让你帮我
看看，你不会忙到这点面子都不给
老朋友吧。”

手里的手机还是寂静无声，我
叹口气，无奈地坐下，既来之，则安
之，我倒要看看这两个男人要搞出
些什么花样来。

结果这一顿饭吃了足足两个小
时，我倒是认认真真把那份枯燥的
合同从头看到尾，其实不过是一份
开餐厅的租赁合同，涉及的金额小
得可怜，而且他们两个好像对这件
正事兴趣缺缺，花在和侍者谈论红
酒上的时间比关心合同的时间还多
些。我冷笑，把合同推开。

“看来是我搞不清状况，82 年
的红酒你们都开，怎么会在乎这份
合同。”

“你喜欢红酒吗？”肖毫不在意

我讽刺的口气，“我家藏了一些年份
不错的，有兴趣来品评品评？”

“不好意思，我对红酒没兴趣。”
我没好气地回答，他还想再说些什
么，却被我的手机铃声打断了。

我看到号码，心脏不受控制地

剧烈跳动起来，是楚承。
我立刻起身，说了声不好意思

之后便握着电话走出包厢，楚承的
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透着一丝疲
惫。

“留白，你在哪里？”
“楚承。”三天没有和我联系，你

到底出了什么事？听到你的声音我
才知道自己有多想念你，真想你就
在我的身边，可以马上拥抱你，千言
万语都涌到嘴边，可是到最后，我只
叫了一声他的名字，就沉默了。

“我回到上海了，想见你，你在
家吗？”

“我在和朋友吃饭，你在哪里？
要不要我过去？”

“我刚下飞机，还在机场。”
我看看时间，已经是晚上九点：

“你有没有吃饭？”
“在飞机上吃了一点，留白。”他

欲言又止。
“怎么了？”
“我爱你，留白。”
我仰起头，一股热流贯穿全身，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他回来了，回到
我身边了。

我转身回到包厢，二话不说拿

起包：“马修，肖，我有急事要先走
了。”

马修站起来，“什么事这么急，
晚上我们还安排了节目呢，等下一
起去唱歌。”

“我真的有事，下次有机会吧。”
我嘴里敷衍着，人已经往门外走去。

“怎么每次见你总是听到你说
同样的话。”肖跟上来，低声笑道，

“要不要我送你？”
“不用，我有开车。”我脚步不

停，转眼已经到了楼下。这一刻不
要说是这个不知所谓的男人，就算
是天上下刀子也拦不住我。

我钻进车门，发动离开，再一
次，肖站在原地目送我，可是和上次
一样，满心都被楚承装满的我，哪里
有心思注意到他的眼神。

餐厅在西区，车在高架路上飞
驰，到达虹桥机场不过用了二十分
钟的时间，我在候机楼前停下，拨通
楚承的电话，铃响一声，几乎是立刻
被接通的。

“我到了，你在哪里？”
“在 B 楼出口处，留白，我看到

你了，等一下。”我转头张望，看到他

拖着行李箱快步走过来。
楚承，我微笑，心脏不规则地跳

着，不过隔了三天，却好像很久都没
有见他了，他打开门坐进车子的时
候，我竟然不争气地润湿了眼。

第一次，我主动伸出手去，抱住
他的脖子，贴着他的脸颊，欢喜不能
自胜。

他伸手回抱我，微凉的唇落下
来，声音温柔：“留白，好久不见。”

我微笑，其实有很多话想问他，
但是这一刻心中欢喜，在他怀里的
感觉是如此美好，我不想出声破坏。

这个拥抱与亲吻持续长久，等
我突然意识到这是机场，蓦地抬起
头来，已经看到有几个旅客好奇地
张望过来了。

我不由脸红，忙坐正身子踩下
油门，将车往前驶去，迅速逃离现
场。

“饿不饿？飞机餐吃不饱吧？”
我侧头，看到他眼神直勾勾地看着
我，一眨不眨好像在看什么稀罕的
宝贝。

“饿。”他惜言如金，只回
答了一个字。 8

连连 载载

远远地望去，连绵的秦岭山峦叠嶂，褐色的群山隐入
白色的云雾中，下浓上淡，像一幅悠远宁静的油画。正在
感叹那种相机所拍不出的层次感，瞬间人和车便一起

“跌”入了秦岭。高耸入云的山峰，崎岖的山路，潺潺溪
流，沟壑山石，就这样山水相伴，汽车像一支巨大的圆规，
绕着秦岭一座又一座的山脉，在山间画着大大小小的圆
或半圆。孩子们早已打开车窗，让清凉湿润的空气盈满
车厢。车外各种形状的叶子漫山遍野，各种颜色的鲜花
盛开，与挺拔的树木交相辉映。藤蔓植物温柔地缠绕在
高大的树木上，叶子碧绿油亮，更有松塔高挂、野果满
枝。美丽的秦岭，既有北方山脉的雄壮，又有南方山脉的
秀美。尽管道路曲折陡峻，不时让人惊心动魄，但满目的
风景、清凉滋润的空气，令人目不暇接、神朗气清。

汽车绿海里穿行。我们任身子随着车子左摇右晃，
让车窗外丰富饱满的色彩滋润着眼睛。满山遍野笔直的
大树，跟原始森林似的。当汽车再次爬上又一座高峰时，
朋友告诉我们：分水岭到了！怀着朝圣般虔诚的心下了
车，举目四望，两边都是山，前后都是下坡，狭窄的山路蜿
蜒在雨雾和碧绿中。路边高悬的交通提示牌上蓝底白
字：秦岭顶。一侧山坡上，是一座黄色琉璃瓦的四角观景
亭。对面山体，被灰色方砖砌成钝角形状，向两边延伸。
墙体中间，黑底石壁，一边自右向左镌刻着四个金色大字

“长江水系”，另一边自左向右镌刻的是“黄河水系”，中间
是一条醒目的红线，红线的正前方立着一块界碑，上刻两
个红色繁体大字：秦岭。这，就是中华大地的南北分界线
地标！这，就是我们心中自幼就熟悉却又陌生的秦岭！
凝视着这石壁、石碑、红线，心中充满了神圣和庄严感。
孩子们早已双脚分立，做脚踏南北状。又不停地走过来
走过去，体验着几步就从南方跨越到北方、又从北方跨越
到南方的快乐。

沿着陡峭的小路，登上观景亭，四周是寂寂无人的幽
静，满目碧绿，群山蜿蜒。洁白的云朵在蔚蓝了千年依然
蔚蓝的天空中悠闲地飘荡，吹拂过唐诗宋词的清凉山风
依然徐徐地吹来，透彻心肺，着短衣短袖者早已被吹得哆
哆嗦嗦，匆匆地望一眼、留个影便飞快地钻进了车里。秦
岭中的太白山气候异常、风云多变，据说在此行军，不敢
敲鼓吹号，否则疾风骤雨会顷刻而至，甚至有人高声叫喊
都会“召”来风雨。孩子们立刻安静了许多！沙沙沙——
小青蛇在脚边轻轻地游走，啾啾啾——林间的小鸟自在
地啼唱，清脆婉转地讲述着对秦岭的深情和依恋。

“试登秦岭望秦川”。秦岭以它的壮阔和美丽吸引了
大批文人墨客，李白、杜甫、柳宗元、韩愈、苏轼等都曾在
这里写下脍炙人口的名篇，留给后人无穷的想象和向
往。李白在这“秀色难为名，苍翠日在眼”的秦岭，曾写出

《登太白山》的感慨：“愿乘冷风去，直出浮云间”；苏轼对
山中奇特的“太白积雪六月天”赞叹：“岩崖已奇绝，冰雪
竟雕皱”；因言获罪的韩愈一句“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
关马不前”写尽了英雄失落的悲壮和苍凉；悲天悯人的诗
圣杜甫沿着秦岭山路踽踽西行，朝着他诗歌创作的巅峰
而去……历代才子不惜笔墨，尽情地挥洒对秦岭的感
悟。站在秦岭，仰望这片多情的天空，深深地呼吸，任清
凉滋润的空气顺着呼吸道轻轻地滑过，像一道无形的清
泉滋润着大脑神经；伸展了双臂，想让这秦岭的天真地秀
也渗入体内的每一个细胞。脚下，是古人曾经走过的山
路；远方，是先贤们曾经眺望过的峰峰峦峦都写满了诗篇
的山岭；眼前，仿佛晃动着他们登高赋诗的身影。而那忽
隐忽现的云雾、优雅飞行的小鸟、枝头摇曳的树叶仿佛都
在讲述着秦岭的厚重。恍惚之间，自己仿佛站在历史中
……

下山了，我们都留恋地回首遥望。
离开了，厚重的秦岭却永远留在了心中！

人家刘栓柱黑赤白汗干了两个多
月，这样好的白菜说不要就不要了，除
非是傻子！早晨，翠花喊着王婶一块
儿到地里扳白菜，她把头摇得像拨浪
鼓似的。

翠花又喊东头的张嫂，张嫂把嘴
一下子撇到了耳根角，心里说：做梦娶
媳妇——光想美事。于是，她就一个
人来到刘栓柱的地里，扳倒了六棵白
菜，用塑料袋背了回来。

王婶看见了，顿时那眼里羡慕的
光芒如一只小鸟，飞翔起来了，说，你
扳时地里都没人吭声？这么好的白
菜，要是真的不要就好了！

信不信在你。我吃饱了撑的不
是？你不去也就算了！翠花冷冷的，
一脸不屑的神情。

去年，搭界的王海叫刘栓柱种白
菜，他不种，没想到大白菜行情看好，
到春节时竟然涨到了一元五角，结果，
人家五亩白菜卖了四万块，想起来把
肠子都悔青了三截。今年，刘栓柱狠
狠心一下子种了十亩，施足了化肥，浇
足了水。那白菜像吹了气似的，每一
棵都长得瓷丁丁，白生生，圆鼓鼓地足
了心，踩上去一个人都硬邦邦的，不打
闪。人算不如天算。谁知轮到他佛爷
偏偏就掉了屁股。眼看过了霜降，那
些收购白菜的商人才来了两个，还一
个劲往下压价……

货到地头死。
望着一地卖不了的白菜，刘栓柱

抱着头不住地唉声叹气。既然不值
钱，还不如送个人情。于是，每当有人
从地头路过时，他都在脸上挤出一丝
苦笑，说，捎回去几棵白菜，炒菜吧。

不用了，家里买的有。一滴汗水
摔八瓣。人家跑几百里到这种地，辛
辛苦苦也不容易。那些好心人也就谢
绝了他的好意。

昨天，王婶还碰见刘栓柱和妻子
穿得新崭崭的，背着一个鼓囊囊的挎
包，就问，哪去？刘栓柱说，侄子结婚，
回去一星期。

恁两个都走，白菜成了，不招呼会中？
招呼个狗屁！东西三分不值二分

的，还不够雇人干的工钱。说完，两人
坐上一辆出租车，“哧溜”一声就没影
了。刘栓柱要是真的要菜，地里会留
人的，咋能不管不问？想到这，王婶那
颗心也膨胀起来了，手也痒起来了。
于是她到地里也弄了一塑料包白菜，
沉甸甸的，死猪一样拉也拉不动，抱几
次，也扛不到肩上。不要吧，有些舍不
得。想找个人帮忙，地里和路上又不
见人影。打手机吧，偏偏忘在家里，只
好在那里等。天早已晌午，日头已经
偏向西南，远处的山上传来崩石头的
声音，一阵阵空旷和寂寞潮水一般涌
过来，王婶急得喉咙眼里想伸出一只
手。这时，对门的大军开一辆手扶拖
拉机过来了，见王婶的身边放一塑料
袋白菜，还以为是她从集上买来的，听
说这菜别人不要了，他也顺手牵羊扳

了一袋放在车上，白亮亮的，散发出滋
润醉人的气息……

看来，刘栓柱的白菜真的不要了。
原来人们还在观望和犹豫，这下

子就都相信了。
王婶把白菜往家里一放，开始还

有点心虚，不住地怦怦跳，打鼓似的。
要是抓住了脸往哪搁呀？见不少人也
往刘栓柱的地里扳白菜，她连忙打电
话给闺女。咱村住了一个外地人，种
的白菜不要了，炒菜、包饺子，还有春
节时拌个凉菜酸辣可口得劲死了。你
也来扳点吧，省的冬天买菜。闺女来
时带着她的女婿，女婿又带来了他的
几个邻居。

天上掉下的馅饼，拣了也白拣，不
拣才是大傻瓜！

于是大家心中欲望的火苗燃烧起
来了，熊熊的，恣肆地飞溅。啥多啥厉
害。不到两个小时，刘栓柱种的白菜
就面目全非，地里的车辙脚印横七竖
八，白菜帮子扔了一地，狼藉不堪……

傍晚时分，公安局的警车尖叫着
来到地里，那些正哄抢白菜的人才大
吃一惊，措手不及。王婶和她的闺女
女婿被罚了6000元。闺女的家里盖着
房，儿子才从医院出来，塌了一屁股
账；无奈之下，王婶东拼西凑才凑够了
罚款。回到家，望着从地里扳回（偷）
的几十棵白菜，算算账，这几十棵白菜
成了金白菜，不，比金子还贵! 算下来
真是脚比牛还大。她越想越后悔，越
想越难受，禁不住捶胸顿足，泪如涌
泉。

有人哭凄凄，有人笑眯眯。
谁？刘栓柱。算算账，他今年的

白菜每亩比别人多收入600块。只是，
刘栓柱在一天夜里，又悄悄地塞给翠
花200块，说，这是你的辛苦费。

夕阳楼乃郑州昔日一大名胜，坐落于郑州商城
遗址西南角最高处，消失年代无从查考，今旧址尚
存。至于说“它建于北魏或建于唐武德四年（621）
或建于萧浣为郑州刺史之时……其飞檐斗拱、雕梁
画栋、草木掩映、挺拔亮丽之壮观气势可与黄鹤楼、
岳阳楼、滕王阁、蓬莱阁、鹳雀楼、北固楼相比”均属
推测，到底建于何时、塌于何时、何时兴旺、何时衰
落、规模如何、型制怎样，历史上没明确记载，有关
它的许多故事之所以被传承下来，不外乎如下原因：

其一，出于对郑州的关爱，父传子，子传孙，一
代传一代……

其二，靠志书笼统指点。南宋朱弁《曲洧旧闻》
云：“郑州夕阳楼，虽见于传记，至今不复存者，盖因
废而不修也。”明嘉靖《郑州志》云：“夕阳楼，在州治
西，有唐李商隐诗石刻尚存。”

其三，受名人名作影响。唐文宗太和七年
（833），李商隐《登郑州夕阳楼》云：“花明柳暗绕天
愁，上尽重城更上楼。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
自悠悠。”此诗是李商隐写本人和萧浣的。萧浣，李
德裕党系，与李商隐知遇情深，官至给事中，太和七
年（833）三月任郑州刺史，后为刑部侍郎，九年（835）
六月被贬为遂州（今四川遂宁市）司马，不久去世。
显而易见，这首诗融进了对朋友艰难处境的同情，
对自己渺茫前程的感伤，对最高统治集团荒淫、愚
昧、无能的揭露和鞭挞。无疑，这是一首咏史诗，一
篇檄文诗，一团火焰诗，一部警世诗。因此诗不同
一般，时人将其镌石并竖于楼前。2008 年 12 月 9
日，当深埋地下的《夕阳楼》半载石刻拂去灰尘，从
遗址出土时，郑州文物部门遂以播放音乐、敲锣打
鼓、鸣放鞭炮等形式予以庆贺，并将其运送郑州城
隍庙加以保存……

除李商隐外，还有无数文人墨客、骚人雅士于
此揽光、抒怀。宋郑州知州祖无择之《九日登城上
偶书四十字呈通判殿丞签判水部》云：“何处称登
临，高城接远岑。酒杯深映玉，菊叶细浮金。美景
年年定，衰容日日侵。感时无限思，偏动洛生吟。”
明郑州知州冯振之《夕阳楼》云：“下春（chòng，音充）
林杪拂红绡，嵩华西看半寂寥。十二阑干吟独倚，
三千风月坐相邀。长天秋水悠悠静，孤鹬残霞缕
缕瓢。古往今来多送别，不堪烟景晚萧条。”明河
南提学佥（qiān，音迁）事曹琏之《总咏郑州怀
古》云：“管城一望思依依，周帝荒陵接古坡。
断石久埋丞相冢，井庐犹建大夫祠。夕阳楼废阳
回早，候月台空月上迟。欲步浮波追祭伯，细将
列子论希夷。”清郑州知州张钺之《夕阳楼久废次
玉谿生原韵二绝》云：“咏诗人去几经秋，云影
山光何处楼。徒倚危阑增晚思，闲情无那笛声
悠。无情花柳自春秋，四句诗同八咏楼。剩有残
碑卧苍藓，斜阳去水总悠悠。”清刑部尚书王士桢
之《过郑州》云：“野塘菡萏正新秋，红藕香中
过郑州。仆射陂头疏雨歌，夕阳山映夕阳楼。”清
郑州知州司星聚之《西城烟村》云：“烟光绕树
树连城，郁郁葱葱一带横。暗杂晨炊飘断续，浓
遮午日失阳清。林端隐堞高笼雉，叶底如簧细啭
莺。偶向夕阳楼上坐，喜看画图听人声。”

时至今日，常有工人、农民、学生、军人等各界
人士，到此休闲、健身、考古、寻幽、赋诗、作画。看
起来，不管历史多么久远，不管时代怎样变迁，夕阳
楼都会像生命根脉、精神魂魄一样扎根、开花于人
们的心上。

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声！2013
年，时逢邓丽君诞辰60周年的日子，《绝响——永远
的邓丽君》出版，这是邓丽君文教基金会在大陆唯一
授权的官方版传记。

该书作者姜捷，踏遍八地，耗时十几年，访问超
过二百位邓丽君生命中的至亲好友、同事、歌迷，甚
至包括极少曝光的邓丽君的母亲，因而掌握了大量
第一手资料。她不仅走访了中国台湾、香港，日本，
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法国等地，还因为中
国大陆是邓丽君演艺事业非常重要的一站，又增添
了北京、上海和成都三地的采访，终于一点一滴，完
整谱写出邓丽君传奇的一生，为她璀璨的一生留下
深刻注记。

台上的辉煌、台下的生命足迹、鲜少曝光的私生
活、不为人知的童年回忆……都在这本史无前例的、
堪称目前最全面、最权威的邓丽君传记中。2013年
年初繁体字版由台湾时报出版社出版，一经上市，即
在台湾和香港热销，迅速位列畅销书排行榜前茅。

全书文字 15万字，300幅精美图片，其中 1/5都
是从未发表过的，极其珍贵。

《绝响——永远的邓丽君》
张君成

我一个亲戚的孩子失恋了，十分
痛苦，觉得天要塌了，每日寻死觅活
的，就是无法割舍那一段感情，亲戚很
担心他出事，让我去劝劝他。我苦口
婆心开导了他半天，说得口干舌燥，不
知他听进去没有，最后我也不耐烦了，
给他撂下一句话：别自作多情了，世界
上没啥东西是不能放手的！

果然，不到一个月，他就又领了一
个漂亮姑娘回家了，前边的事好像没
发生过一样。可能很多人都有过这样
的经历。我年轻时也曾因失恋痛不欲
生，一时间对爱情婚姻信心全无，甚至
觉得失去了活着的意义。但也就是过
了半年左右，碰到了我今天的妻子，建
立了幸福家庭，不久又有了可爱的孩
子。这些年走来，夫唱妇和，伉俪情
深，我庆幸有了当初的放手，才有了后
来的牵手。虽然偶尔也会想到失恋后
的那一段不堪，但再也激不起任何感
情的涟漪。

最不容易放手的，莫过于权力了，
因其魅力与诱惑都很大。新希望集团
董事长刘永好，一向自己掌管大权，总
怕别人管不好，最近，他毅然放手，把
管理大权交给了33岁的女儿。他觉得
自己年龄大了，精力不够了，到了放手
的时候，他说我们不要去找死，也不要
去等死，不等死就必须要变，只有创

新，放手把企业交给更有活力的年轻
人，企业才能屹立不倒。

血比水浓，亲情也是很难舍弃的，
可每人一生要有若干次与亲人告别，
每次都会如撕心裂肺一般疼痛，但我
们还是放手了，走过来了。汶川大地
震，69227 人遇难，17923 人失踪，成千
上万家庭失去了亲人，创深剧痛。但
坚强的汶川人没有被灾难压倒，几年
过去了，许多人重建了家庭，又生了孩
子，走出了地震的阴影。

爱情如此，权力如此，亲情如此，
还有友谊、恩怨、地位、官帽、荣誉、钞
票等身外之物，无不如此，须放手时当
放手，如果死抓住不放，只能自寻烦
恼。既然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有此不
多，无此不少，那就犯不着为了那些未
必不能放手的东西去耿耿于怀，去日
思夜想，去自怨自艾，去牵肠挂肚。

在非洲的热带丛林里，人们用一
种奇特的狩猎方法捕捉猴子：在一个
固定的小木盒里面,装上猴子爱吃的坚
果，盒子上开一个小口，刚好够猴子的
前爪伸进去，猴子一旦抓住坚果,爪子
就抽不出来了。人们常用这种办法捉
住猴子，因为猴子有一种习惯：不肯放
弃已经到手的东西。 因此人们总是嘲
笑猴子的愚蠢：为什么不松开爪子放
下坚果逃命呢？其实，反思一下人类

自己，在这个问题上许多人都比贪婪
的猴子高明不到哪里去。古往今来，
因只会伸手不肯放手而丢掉性命的又
何止万千?

《菜根谭》说:“两个空拳握古今，握
住了还当松手；一条竹杖挑明月，挑到
时也要息肩。”人这一辈子，手经常处
于两种状态，一是伸手．二是放手。
伸手，这是人人都会的动作，出自“本
能”，教都不用教，婴儿生下来就会伸
手乱抓，抓住什么是什么。放手，本是
一个更简单的动作，但有些人却一辈
子都没学会，抓钱抓权抓官帽抓房子
抓荣誉只知伸手，从不会放手，只有大
限到时，才会手一松，脚一蹬，两眼一
闭，万事俱休。因而，一个心态正常的
人，应当既会伸手又会放手，该你得到
的东西，尽可以努力争取，不论功名利
禄；不该你得到的东西，就不要伸手，
别忘了“伸手必被捉”的教训。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
放手的，所差别的无非是主动还是被
迫放手罢了。或许是用情太深，有些
东西我们觉得一放手就会天塌地陷，
没法活了，其实未必。李叔同弃了家
室，楚霸王舍了天下，柳三变轻了功
名，沈从文离了文坛，姚明别了篮球，
李娜扔了麦克，地球该咋转还是咋转，
无非给后人留了一段谈资罢了。

感悟秦岭
安志伟

山里人家（国画） 吴意文

夕阳楼
刘文泽

没什么东西是不能放手的
陈鲁民

比金子还贵的白菜
曹世忠

山
野
清
风
（
国
画
）

梅
一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