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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猿科 艺 天 地

“文化遗产人人保护，保护成
果人人共享。”6 月 14 日———中国
第三个文化遗产日的这一主题，
在抗震救灾的大背景下，显得十
分眩目。

据北川县政府介绍，从北周
武帝天和元年（公元 566 年）置北
川县，自今建县已历 1442 年。
2000 年末，全县共有 161107 人，
其中羌族人口 77240 人，占其少
数民族总人口的 94.9%。北川为古
代治水英雄大禹的降生地，亦是
老革命根据地。其资源丰富，野生
动植物 355 种，有大熊猫、川金丝
猴、羚羊、獐等一级珍稀动物 10
余种。明代所建的古城堡遗址永
平堡，舞蹈、音乐、羌笛、山歌等浓
郁的羌族文化和旅游资源十分丰
富。

这个在历史上骁勇善战、喜
好居住在半高山地带、被称为

“云朵上的民族 ”，却因为地形的
缘故遭遇援救困难，2 万多人在
这场地震中去世或者失踪 ，占羌
族人口的 10%。成都军区抗震救
灾部队的飞行员、羌族人民的好
儿子邱光华烈士，即是周恩来总
理当年挑选的第一批少数民族
飞行员之一。而羌族人居住的碉
楼、吊脚楼以及各种富有民族特

色的羌寨几乎毁损殆尽。大禹的
北川古迹，秦汉以来的古羌部落
遗迹，新石器时代遗址等物质文
化遗产的恢复，是目前面临的一
大难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更是困难重重 。“作为历史传
承人的往往是中老年人。收集羌
族文化的老人在地震中也有失

踪。羌族文化馆民俗馆、社科院
的羌文化研究所都已经在地震
中被摧毁。现在除了大禹纪念馆
尚可抢救 ，其他馆藏的珍贵文献
资料全被地震湮没在废墟里，以
至于羌族现存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实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
资料也全被掩埋，挖掘与抢救已

刻不容缓。
稍感欣慰的是，这一问题不

仅引起了专家学者的热切关注，
同时，引起了国家高层决策机构
的高度重视。中国文联副主席、中
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就
明确提出，羌族许多古村落位于
河谷之中，此前尚未进行文化遗
产的全面整理、普查，地震过后，
羌族文化遗产不能再受更大损
失。他认为，民间文艺专家要行动
起来保护羌族文化遗产，要下到
一线，到北川等羌族聚居地展开
文化遗产调查、寻找民间文艺传
承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归纳、分
类；提出具体保护方案，提供给国
家文化部。由于事关重大、时间紧
迫、任务艰巨 、工程浩大，单靠民
间的力量显然力不从心，亟待国
家政府采取救助和保护的切实行
动。

笔者以为，在这方面，既需要
设立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实施
专门的保护政策，同时亦当健全
和完善相关的法规制度，将我国
非物质性文化遗产的采访、收集、
评定、注册、保护规划以及必要的
复制等各种措施制度化、法律化，
为种族保护与文化遗产的传承提
供良好的法制环境。

我所怀念的紫薇，不是人 ，
而是花。即都江堰景区的紫薇
花。

紫薇花 ，是我国一种比较古
老的花卉，也是国人比较喜欢
的花卉 。唐代，紫薇花最受国人
的欢迎，是唐代宫廷里种植最
多的花卉之一。据 《唐书百官
志》记载：“开元元年 ，改中书省
曰紫薇省，中书令曰紫薇令。”
从官名改名紫薇中，可见紫薇
花当时被崇之高。而以紫薇为
名 者，从 古 时 到 今 ，更是风行。
上世纪 《还珠格格》 电视连续
剧，更是把紫薇（格格）之名，发
扬光大，小燕子与紫薇，一时成
为人们饭后的话题。

我是看了紫薇格格后，才注
重紫薇的。而真正与紫薇花有
一面之缘的是今年 5 月地震前
的都江堰之行。5 月初，有朋自
远方来，我们相邀去都江堰游
玩。去都江堰的人 ，都与水结
缘。而我，除了与水结缘外，还
与紫薇花结缘。在都江堰的景
区大门口不远处，我意外地发
现一片紫薇林园。这里生长着
各 种 紫 薇 花 ，大 的、小 的、成排
的、分散的，处处见之。令我注
目的是，有的几株一排的紫薇
花，株株相连，已结成姐妹连排
体。我从紫薇花的连体中，看到
了紫薇花的和谐与融合，看到
了紫薇的宽大胸怀。这样的情
怀，怎不令我忘怀？在都江堰美
丽的紫薇花园，我当时就与朋

友 相 约 ，等
到 紫 薇 开 花
时， 我 们 再
到 都 江 堰 赏
花。

紫 薇 花
的 花 期 是 从
6 月开始的，
从 都 江 堰 回
来后，因为 6
月 要 去 都 江
堰 赏 紫 薇
花，所以，我
翻 看 了 很 多
紫 薇 花 的 资
料。我发现，紫薇花是个“长寿
者”。在百花中，大多数花只开
几天就凋谢。可是，紫薇花却从
6 月开到 10 月。宋代杨万里曰：

“谁道花无红百日，紫薇常放半
年花。”明代薛蕙诗云 ：“紫薇开
最久，烂漫十旬期。”令我起敬
的是，紫薇花与世不争。紫薇花
期那样的长 ，完全可从春开到
夏，但它并不与别人争春。而是
把花开在酷夏。因而，白居易赞
紫薇“独占菲芳当夏景，不将颜
色托春风”。

当夏景的紫薇花，树高冠
大，绿叶扶疏，枝条姿美，花色
艳丽，花瓣松柔，花形朦胧，花
韵浓浓，是一种人见人爱的花
卉。

如今，已是 6 月，街头的紫
薇花已经绽放，可我已无法到
都江堰赏紫薇花。在“5·12”四

川汶川特大地震中，都江堰景
区受到地震的破坏，我与朋友
相约都江堰，看来得另改约期
了。6 月赏花，没法圆约，我只能
在远处寄托祝福与怀念。怀念
之时，我想起白居易的紫薇诗

《见紫薇花忆微之》。此诗，是白
居易赏紫薇花时，怀念朋友元
稹所作。诗中，白居易把元稹称
为“别花人 ”。说元稹最懂得与
最会品赏紫薇花。我的朋友 ，也
是一位雅士，品花赏景，最为内
行。我们相约 6 月去都江堰赏
紫薇花，就是他先开口的。因为
那是一个品赏紫薇花最好的地
方。在怀念都江堰的紫薇花之
时，我 相 信，不 久 的 将 来 ，一个
新的都江堰就会出现在世人面
前。到那时，我一定要再约朋
友，到都江堰当一名真真正正
的“别花人”。

《科学时报·科学与文化》周
刊 6 月 6 日刊登《喜读宋健同志
来信》一文，宋健同志信中说，他
是看了拙文《赛珍珠与庐山》后产
生的一些联想。宋健同志引述了
美国朋友 RobertTemple 在南京
的演讲《回忆赛珍珠》，其中提到
1962 年赛珍珠在美国费城的一次
演讲，从这次演讲中可以看出这
位美国著名女作家、诺贝尔文学
奖获得者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
情，对新中国的美好祝愿，对当时
美国政府敌视中国政策提出的批
评 。 宋 健 同 志 信 中 说 ：Robert
Temple 写《回忆赛珍珠》，是为消
除 中 国 人 对 赛 珍 珠 的 误 解 。
Robert 说，1962 年他还是青年学
生，参加了那次春节晚会。赛珍珠
的讲话使他震撼，所以他写了一
篇报道，登在费城主要报纸上，引
起全美的震惊。在美国以中国为
敌的封锁制裁气氛中，她能那样
讲，需要良知和勇气。

我很赞同宋健同志的见解，
他提供的这一史料，对于全面地
了解这位美国女作家，以及学术
界对赛珍珠的研究都很有价值。
当然，我也为拙文的发表引起的
始料未及的反响而感到高兴，对
宋健同志表示感谢。

其实，赛珍珠对中国、对中国
人民的感情，不仅见于她的演讲
与文字，也见于她的实实在在的
行动。读《中国恋情———赛珍珠的
故事》（刘宏伟著，中国青年出版
社，1992年版），其中讲到在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最困难的 1942 年，
赛珍珠结识了赴美宣传中国抗战
的著名女电影演员王莹。书中说，
王莹出国前见过周恩来，“周恩来
本想让宋庆龄夫人写封信，向赛
珍珠介绍她。只因行期匆忙未能
拿到此信。但，周恩来向她谈起了
赛珍珠的《大地》，谈起了赛珍珠
翻译的《水浒传》，谈起了赛珍珠
生活在中国的几十年。”“你要争

取和她交朋友。她在美国声望很
高，她可以帮助我们争取到美国
政府和人民对中国人民抗日斗争
的同情和支持。”这番话是周恩来
对王莹说的。

通过林语堂先生的引见，王
莹和赛珍珠见面了。她们一见如
故。赛珍珠以自己的社会影响，举
行记者招待会，满怀激情地向美
国新闻界介绍王莹奔赴抗战前线
演出、在南洋各国义演的事迹，

“一夜之间，王莹成了美国的新闻
人物”。“王莹的故事在美国各地
广为流传。王莹的照片和剧照跃
然而上美国的许多报刊。”《中国
恋情———赛珍珠的故事》如是说。

王莹在美国的活动最引人注
目的是她在白宫的演出。1943 年
3 月 15 日，经赛珍珠鼎力推荐，罗
斯福总统批准，王莹在赛珍珠的
陪伴下，穿过白宫南草坪，进入宽
敞的主楼东大厅。当身穿月白色
绣花旗袍的王莹出现在人们面
前，所有人的目光被这位亭亭玉
立的中国女明星的风采吸引住
了。坐在轮椅上的罗斯福总统微
笑示意，埃莉诺·罗斯福总统夫
人、华萊士副总统及夫人、白宫的
高级官员、驻美的各国使节报以
热烈的掌声。赛珍珠向观众介绍
了王莹，随后王莹用流利的英语
演唱了中国的抗日歌曲《放下你
的鞭子》、《卢沟桥》、《义勇军进行
曲》、《到敌人后方去》、《游击队之
歌》⋯⋯“ 白宫演出轰动了美国。
报纸以显著版面刊登王莹的演出
剧照，刊登她们与罗斯福夫人的
合影。帕特公司专门为王莹灌录
唱片。中国的抗日歌曲回响在美
国的普通家庭里⋯⋯”（引自《中
国恋情———赛珍珠的故事》）。

关于赛珍珠与王莹之间的友
谊，大概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书。

《中国恋情———赛珍珠的故事》只
是简略地说：“王莹成了青山农场
的常客。赛珍珠盛情邀请王莹在

学校放假期间到青山农场小住。
当王莹被美国移民局非法迫害入
狱时，赛珍珠四处为她奔走呼
吁。”书中转述了赛珍珠发表在

《纽约时报》的控告信，抨击美国
移民局对王莹的迫害和哀离思岛
监狱的黑暗———王莹就关在这座
监狱里，直到 1955 年 11 月 22 日
保释出狱，回到新中国。在送行的
人中，有 63 岁的赛珍珠。

上网查询，关于王莹的条目
还不少，得知王莹“1930 年加入共
青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
从事革命活动，曾 4 次被捕”。“抗
日战争爆发后参加组织救亡演剧
二队，到 15 个省区巡回演出抗战
戏剧。1939 年任新中国剧社副团
长兼主要演员，到香港、南洋各处
募捐演出，宣传抗日救国，深受当
地侨胞欢迎。1942 年赴美国，曾在
白宫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旅美
期间，任东西文化协会董事兼中
国戏剧部主任，组织在美国的中
国文艺工作者到美国各地演出抗
战戏剧，介绍中国抗战的情况 。
1956 年回国，调北京电影制片厂，
旋迁居北京西郊香山从事小说创
作。”“1967 年王莹遭江青陷害，被

‘四人帮’诬为‘三十年代黑明星’、
‘美国特务’投入监狱。 1970 年
后，她全身瘫痪，失去说话能力。
1974 年 3 月 3 日，一代明星不幸
含冤死于狱中。一直到 1979 年，政
府和公安部为王莹彻底平反，才得
以恢复了名誉。”这些介绍，我无从
核实，大体上是不错的。

看了上述介绍，不禁又想起
赛珍珠晚年期望访问中国遭到拒
绝的事。据《中国恋情———赛珍珠
的故事》：1972 年尼克松总统访华
前夕，曾邀请赛珍珠为访问团成
员，赛珍珠婉拒了 ，书中说“她更
愿意以民间人士的身份回到中
国”，因此她向中国驻加拿大大使
馆递交了访华申请。2 月 27 日尼
克松和周恩来发表具有历史意义

的《中美上海联合公报》，80 岁的
赛珍珠兴奋不已，她欣然同意担
任美国广播公司《重新看待中国》
节目主持人，打算到中国去采访。
她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她最近
给周恩来写过信，期待 5 月间对
他访问。她想到久别的镇江、庐
山，想起杳无音讯的王莹⋯⋯当
然，她绝对想不到王莹这时正在
监狱中，罪名之一便是“美国特
务”。

1972 年 5 月 17 日，赛珍珠收
到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的回信，
信中说：“考虑到长期以来，你在
你的著作中对中国人民及其领袖
抱有歪曲、中伤和诽谤的态度的
事实，我受权通知你，我们不能接
受你的访华申请。”正是这封信，
注定了赛珍珠的最后结局。

我对赛珍珠及其作品谈不上
什么研究，写《赛珍珠与庐山》这篇
散文，缘于少年时代在庐山的生
活。当半个世纪后重返庐山，驻足
赛珍珠旧居前，历史的一幕幕往
事，像飘忽不定的云雾浮现眼前，
于是便情不自禁写出了我的感受。
拙文涉及了赛珍珠的生平，但不是
她的传记，因此赛珍珠申请访华遭
到拒绝的内幕，至今不得而知。真
实原因也许永远是个谜。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 10 多年
前的一段往事：那年，广西拍了一
部反映抗战期间桂林作为大后方
文化城的历史资料片，老友邓生
才先生任广西广播电影电视厅厅
长，邀我去桂林出席发行仪式，我
欣然前往。在桂林期间，结识了一
位非常好的老人，在漓江的游船
上，在下榻的宾馆里，我们一见如
故，晤谈甚欢。这位老人原来就是
王莹的丈夫谢和赓，一位传奇人
物，但是听说王莹的去世使他深
受刺激，有些话我也不敢深谈，后
来老人还将王莹的长篇小说《宝
姑》英文本相赠。多年不通音讯，
老人家如今也有 96 岁高龄了。

人生苦短，转瞬百年。或精力
不济，或财力有限，或其他主客观
条件限制，无论是谁都不可能全
面收获、处处成功。一个希望什么
都得到、什么都成功的人，很可能
最后什么都得不到、什么都不成
功，辛辛苦苦忙了一辈子，却一事
无成。看起来好像很热闹，到处涉
猎，四面开花，但没有一处亮点、
没有一点辉煌，都是灰蒙蒙一片，
不值得一提。那么，依我的人生经
验，人生一定要善于“重点突破”，
切忌求全尽美。

古人说 ，成功者有立德、立
功、立言三立。古往今来的能士
显达，能称上三立者，少如凤毛
麟角。那么，比较可行的办法，就
是在这三立中重点突破一立，争
取在一立中立出名堂、立出成
就，这就十分难得了。有了扎扎
实实的一立，或品德高尚 、或著
作等身、或功高盖世，就足以流
传千古了。

譬如学艺术，吹、拉、弹、唱、
舞蹈、小品、影视表演无一不会
者，肯定出不了大成就，只能是
样样都通、样样稀松，上不了台
面。而如果这吹、拉、弹、唱能重
点攻其一点，苦学苦练，坚持不
懈，练成绝技，就可能成为名震
一时的演奏家、歌唱家、艺术家。

又如择偶，下得厨房，上得
厅堂、美貌如西施、学识似班昭、
聪慧如谢灵韫、贤惠似刘惠芳 ，
这样尽善尽美的佳人，一是太
少，天下难寻，二是你自己的条
件也未必能配得上人家。怎么办
呢？我建议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
际需要与可能 ，重点突破，或以
相貌为主，或以贤惠为上，或以
学识为重，舍弃别的不切实际的
选择。

消费也是如此。钱多得几辈
子用不完的人，像比尔·盖茨们，
自然不必说了，想买啥就买啥。
如果钱财紧张、捉襟见肘，则应
量力而行、重点突破，不要处处
和人比较，打肿脸充胖子，而要
挑自己最需要的东西买，其他消
费有条件后再说。譬如彩电 、冰
箱、洗 衣 机 、微 波 炉 等 ，都 有 用
处，先买什么呢？显然应该首选
彩电，因为彩电和我们关系最密

切，又没有替代品，买回来后全
家受益。

交友，倘若交得太滥太多，
花钱费力耗时还不说，可能多半
是酒肉朋友、泛泛而交，有好处
一哄而上，大难临头一哄而散，
节骨眼上谁也帮不上忙。这就不
如重点地深交几个 “高质量 ”的
朋友，就像管仲与鲍叔牙、俞伯
牙与钟子期、马克思与恩格斯，
相互之间解衣推食慷慨无私 、高
山流水堪称知音，这样的朋友 ，
诚如鲁迅所言“人生得一知己足
矣”。

旅游看风景也要看重点。天
下美景多矣，不可能一一阅尽。
譬如看山，既然是“五岳归来不
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那么把
黄山好好看了，再看上一两岳，
其他山也就可看可不看了。无非
崇山峻岭、古树奇松 、清泉云海,
大同小异 。譬如著名的杭州西湖
十景，不必一一看到 ，因为有些
景值得一看，有些景则只是为了
凑十景之数而已，不看也罢 。

干事业 ，是我们一辈子的立
身之本，更不宜四面出击、用心
不专。而要择其一业，舍弃其他，
苦心钻研下去，以求取得突破、
成为专家，这就是所谓“一招鲜 ，
吃遍天 ”。反之，如果老是跳槽 、
见异思迁，什么都想试试，这山
望着那山高，吃着碗里看着锅
里，最后可能什么都干不好 ，什
么都是“二把刀子”，最终是个失
败的人生。就像打井，浅尝辄止，
捅了一堆黑窟窿，一口也没见
水。这样的人咱们见得太多了，
到处都是，但愿我们自己不要成
为其中一员。

学会“重点突破”，也是一种
不可或缺的人生智慧。

人
生
需
要
﹃
重
点
突
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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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赛珍珠

记得 2007 年初夏,作为单位
指派的代表，我赴四川成都、黄
龙九寨沟参加学术会议及文化
考察活动 。时值旅游淡季，几节
软卧车厢一度只有本人一位乘
客。列车急驰在秦岭山脉，犹如
一匹脱僵的野马，风驰电掣般地
昼夜兼程 、不知疲倦、一往无前 。
凭窗望去 ，山峦叠嶂，绵延起伏 ，
云蒸霞蔚 ，溪水欢腾，山清水秀 ，
瀑布飞流 ，对于长期生活在平原
地带的我而言 ，这样的场面令人
动容，兴奋感叹不已！

山与水，与中国文人的生活
密不可分 ，所谓“仁者乐山，智者
乐水”。山的沉稳，水的灵动；山
的挺拔，水的随意 ；山的严肃，水
的活泼。一静一动，亦庄亦谐。这
一切，都给人以无限的遐想空间
和人生的诸多启迪。我不懂诗
词，发音又不准，更不知道如何
才能做到平平仄仄仄仄平 ，但这
一切不妨碍我诗情渐发，难道没
有受到专业训练的人就不能踢
踢球？那些所谓的专业球员不也
往往踢得很业余吗？写作，首先
应该是一种真实的生活状态，在
此意义上，对于所谓的专业写

手，我很是怀疑 。恐怕在垃圾与
精品之间，还应该有一个中间状
态。就让我们处于黑色与白色之
间的灰色状态吧。

俗话说 ，人到中年万事休。
这话，太消极，不可取。头上没有
博士学位帽 、单位没有安乐官位
椅、家中没有代步车位库的平民
百姓芸芸众生，难道就失去了快
乐的理由吗 ？其实，幸福不需要
拥有很多，拥有许多世俗光环的
人未必幸福 。某种程度上，幸福
需要自娱自乐！美好也不是可遇
而不可求的境界，生活处处充满
着美好，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
说，生活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
发现美的眼睛。

我曾经听过一次讲座，一位
擅长诗词写作的著名古代文学
专家用通俗的比喻调动起我们
学习写诗的积极性。他把一个
字，比喻成一块钱，他说，你如何
花上 28 元钱，在超市里买一件让
自己和朋友都感到惊喜的物品。
如果你能做到，你就成功了。你若
能用 28 个字，创造音韵、内容、意
境、情趣、哲理、境界、气势皆美的
文字，那肯定就是一首好诗。说起

来容易，做起来难！但凡事不妨一
试。聆听过著名诗词专家的讲座，
受到过鼓励，我斗胆信笔写下：

巍巍秦岭漫漫路，云低雾绕
溪水喧。莫叹山险蜀道难，穿山越
岭永向前。

山川河流的风光，让人触景
生情，兴奋都还来不及，更不存在
旅途寂寞的问题，只是增添了内
心世界的振奋与美感。人到中年，
回归自然，用美国自然主义作家
梭罗的话说，活在深处，生活才自
然。我们现在则是慢慢地沿着这
个方向向深处走去。正像海得格
尔说的，我们要“诗意地栖居”。不
是“人到中年万事休”，而是人到
中年宜学诗。

旅程归来，重温旧作，总觉得
缺少点什么。尽管感情是真实的，
语言是朴实的，意境是确实的，创
作也是切实的，但能否称之为诗，
内心不免忐忑。可是，请教专家难
呀，还是自己摸索吧！谓之自学、
自省、自悟。什么情贵实、意贵虚，
什么人贵直、文贵曲，什么继承与
创新、原创与临摹 ，等等，有的好
像是谁说过的，有的好像是在哪
儿看到过的，还有的仿佛就是自

己顿悟出来的。在我们这个日益
开明开放的社会，在当下这个逐
步多元宽容的时代，虽然自己怎
么写都可以，但确实写得不能不
靠谱，索性将这种感受往自己熟
悉的诗里靠一靠，靠得越近，心里
越塌实，尽管会有仿作嫌疑。但借
鉴、点化，何尝不是一种创作的手
法？学习书法可以临帖、摹帖，学
习诗歌何不可以临诗、摹诗？借鉴

《滁州西涧》的行文格式，再注入
自己的原始感受，吟咏数日，推敲
再三，遂改成了今日的 《蜀道偶
感》。诗云：

独怜机车旷野行，下有深壑
涧水喧。穿山越岭晚来急，近观瀑
布挂前川。

2008 年新春，我曾以此诗制
作贺年短信，发给诸位师友，上海
外国语大学教授徐海铭不弃文
字之陋，竟兴致勃勃地将拙作翻
译成英语，令我大喜过望 ！瞬间
让人产生中国诗词的伟大复兴
与中国诗词走向世界的美好想
象，这样的感觉美妙至极！也真
正领悟了什么才算抛砖引玉。哪
有什么永远快乐的事情，其实，
短暂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

学诗可从临摹始
姻蒋永华

姻金涛

1
男人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他们的鬼脑子总琢磨着出外闯荡。

2
男人们有时乖得像条小狗，跟前跟后。
倔起来，三头牛也拉不回他们的执拗。

3
男人是变色龙。有时激情似火、热血沸腾。
有时却沉默如山，冷得像冰⋯⋯

4
和平时期，男人像个马仔，是女人的跟屁虫。
遇到战争、险情，他们双翅怒张，凶得像头老鹰！

5
男人轻易不哭，除非刀尖插入肺腑。
流泪的时候，一般很懒，不愿意出声。

6
男人有泪，流在肚子里，那个湖泊可以载舟。
一旦决堤，大禹也爱莫能助。

7
男人们常常野心勃勃、心大志雄。
即使倒下了，还不服输，嘴巴铁硬。

8
男人头上的“帽子”再高，不厌其多。
明明被忽悠了，还傻乎乎地憨笑。

9
男人敢于舍身炸碉堡、堵枪眼、踩地雷，
而融入温柔，却往往一败涂地。

10
男人一般忘性较大，时常丢三落四。
所以，必得女人们揪住耳朵反复提醒。

11
男人的衣袋、抽屉是个杂货铺，
从来就杂乱无章，一塌糊涂。
除非女人整治。一般地来说，杂乱、邋遢是他们的天性。

12
男人似乎天生不愿逛商场。买罢即走。
而且很不耐烦挑挑拣拣、讨价还价。

13
男人也有昏头的时候，
多半是为了女人或者贪酒。

14
男人在外边受了气，回家往往倒头便睡。
叫他吃饭，却跳起来，见谁都气势汹汹。

15
使命让男人清醒。为了使命，他们不惜拼命。
多半是在家国遭难或者自己一文不名的时候。

16
男人多多少少都交了一些好、坏朋友。
所以，他们一生都逍遥自在，不觉寂寞、孤独。

六月，怀念都江堰的紫薇
姻吴思强

嘿嘿，男人
姻李克寒

羌族文化遗产抢救
刻不容缓

羌族碉楼

姻刘效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