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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君

海天闲话

时光的游戏 □ 李 海 燕

流年碎笔

人间绝问 □ 王德新编辑手记

人在旅途

招虎山观禅 □ 赵 丰

这半辈子，我遇到了四个超级大难
题，不啻为人间绝问。我一筹莫展，只能和
它们干耗着，耗着耗着，就耗到了“知天
命”之年。孰料，当此筋力不济、心智日颓
之时，我却忽然觉得，我有能力对付这四
个人间绝问了。

第一则绝问，众所周知，是：“老娘和
老婆同时掉进了河里，你先救谁？”

几十年来，我一直满心忐忑，左右为
难，干瞪着眼而无法回答，而今天，我的答
案有了，并且不回避，不讨巧，直截了
当———“先救老娘”。

“先救老娘”，这其中的道理，和“老人
孩子先上救生船”是一脉相承的，和“大学
生抢救溺水老人牺牲的价值取向”是别无
二致的。“先救老娘”，就是从“最老弱的人”
着手，图的是社会“底线”。我们把底线放到
了最低，就得到了最大的覆盖面，就让每个
人都能享受道德的“低保”。试想，“连八十
岁老人”都不放弃的社会，那么将来，“年轻
貌美的媳妇”还愁无人搭救吗？这就是“低
保”的效应，这就是辩证的导向。

这个答案像一把锤头一样憨实，从这
个答案，我体味了骨肉间的剥离，明白了

“大的难题”都需拖泥带水的取舍、权衡和
厘清，其答案都需岁月的熬制，它无法用公
式开解，无法用逻辑推导，无法用表决产
生，抓阄掷硬币也不灵，只能以几十年的岁
月苦苦煎熬而成，味道甚苦，无可奈何。这
个答案当然是“残缺”的。但是，这个“残缺”
是“必须的残缺”，而“必须的残缺”几乎就
是正确的。从这个答案，我明白了“不回避，
不讨巧”的意义，敢于面对残缺了。

我遇到的第二则绝问是，“既然上帝
是万能的，那么他能否创造出连他自己都
搬不动的石头呢？”

这也是众所周知的。它恰如一只魔
方，表里联动，左右不是，鬼推磨似的。几
十年来，我沉陷在这则绝问的技巧里，一
直拔不出脑袋。我对这个论题实质上的真
伪倒没甚兴趣，我着意的，是它无法破解
的形式技巧，我深陷其中欲罢不能。

在破解中，我反复站到对手的位置，
推演类似的语句，寻找它的句型。多年之
后，我终于找到了———“你这个男人是个
好女人吗？”当我找到这个类似句时，简直
心花怒放豁然开朗了——— 无非是，在“肯
定”的肚子里塞上一个“否定”，雌雄同体，
如此而已。其实质，既肯定又否定，其实是
个伪问题。如此一来，句型破译了，奥秘也
就自然洞开。只不过，这个答案不是“是”，

也不是“不”，而是“呵”。对于这类伪问题，
“呵”真是个不错的答案。

第三则绝问来自于一个小故事。说的
是，一位国王定了条律令：死刑犯在行刑
前必须说一句话，如果这句话是对的，该
犯就在真理之神前就死；如果这句话是错
误的，该犯就押到谬误之神面前吃刀。可
是，有个死刑犯说的一句话是“我将在谬
误之神面前被杀”，麻烦就来了，推到这边
杀不得，推到那边也杀不得。于是有问：你
若是监斩官，该怎么办呢？

我思来想去多少年，想得头发花白
了，才终于想成熟。这是一个“何处杀”的
问题，而不是“杀不杀”的问题。其中的道
理无需多讲，这是法则的理智，是程序之
根。谁若因为放进一只蜜蜂而剪破纱窗，那
么，就会为无数的苍蝇开了方便之门。而刽
子手无法下手的症结在哪呢？显然在程序
之误。因为按照程序，死刑犯的那句话只能
在“押赴刑场”前作出正误的判定，而不是
押到神像前再作出评判，按照程序，若判定
不了正误，是不能进入下一道“押赴”程序
的。“我将在谬误之神面前被杀”这句话是
对是错呢？我认为是“错”，因为“将在什么
地方被杀”，是对“未知将来”的“肯定判
断”，错把猜测当判断，不管实质如何、应验
与否，都犯了属性之错，因此判词只能是

“错”。说句到家的话，即便死刑犯的话更加
无厘头，更加无从判定，那么，哪怕是投票、
抓阄也要定出个对错，然后盖了大印，交给
刽子手执行就成。到了刽子手那里，刽子手
只验“错”的标签，已无权质疑“错”的对错
了。这就是程序的无情。

第四则绝问，可谓辩家的一道母题，
即：“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这显然是个无限循环的怪圈，几十年
都转不出来的怪圈。四十八岁这年，我战

战兢兢地走出了这个怪圈。眼看知天命的
我深信不疑，每一个物种、每一种模式总
有个开端，鸡有开端，蛋有开端，“鸡、蛋互
生”这一循环模式也同样有开端，并且，这
个模式一定是从另外一个模式“量变质
变”而来的。

鸡和蛋到底先有谁呢？这大致有三种
可能。一种可能是，水分、氧气、蛋白质、脱
氧核糖核酸等等，在某一次偶然的自然化
合中，忽然产生了能够孵鸡的蛋，如此就
进入了“蛋、鸡互生”模式；第二种可能是，
某一次意外的基因变异，忽然产生了会下
蛋的鸡，同样进入了互生模式；第三种可
能是，某一次偶然的物种分裂，一分为二，
同时产生了“会下蛋的鸡”和“会孵鸡的
蛋”，然后双双开始了“鸡生蛋、蛋生鸡”的
循环模式。对此，我实在无法用具体的生
物学知识来判断。幸运的是，我可以凭借
笼统而牢靠的哲学。“从简单到复杂”，这
是哲学的一条最基本原理，按照这个原
理，蛋比鸡显然要简单得多，所以，三种可
能中，我的答案是“先有蛋”。

可见，原理有时是极为有用的，许多
扑朔迷离的疑团在原理面前往往会稀里
糊涂地得到解决。不过，原理是有大小之
别的，小的原理无法厘清的事情，还要求
取更大的原理才成。打个比方说，“每人给
你一分钱，你就会成为千万富翁。”这在数
学原理上是多么容易呀，和谁乞求一分钱
能是难事呢？可是，世界之大，却没见谁靠
这乞讨之法成为富翁。同理，传销中的“几
何级数倍增原理”也是非常简单明了的，
简单的乘法就算得清，这种几何级数，就
如一张纸反复对折一百次，其高度就会超
过珠穆朗玛峰一样，可是，谁能做得到呢？

“谁有能耐把一张纸折成珠穆朗玛峰呢？”
这就是比几何级数更大的一个原理。

我一直以为，禅是用来意会的，肉眼是
看不到的，可是在招虎山，我却看到了禅的
存在。

关于招虎山的山名，据《海阳续志》记
载：“邑北三十五里有山曰招虎，概以虎伏山
中，仙家训之，遂化为石，遗迹宛然，故名。”
我想，在若干年前，虎在此山是存在的，只不
过岁月的更替，兽中之王已被仙家化为石
头。这个演化的过程，由于神仙的介入，便具
备了禅意。

也许是先入为主的缘故，一路走来，我便
看山是虎了。招虎山的石头属于花岗岩的一
种，古朴苍劲，形状怪异。有的如将军临阵，威
风飒爽；有的如猴子观月，玲珑乖巧；有的如
乌龟，在路边突出一角，为游人挡风蔽雨；有
的悬在半山腰，千百万年地悬着；东线的最高
峰上，有一块巨石孤傲挺立，随风颤动。

眼观奇峰怪石此隐彼现，我在想象着虎
的各种姿势和形状。一峰如柱直插云霄，那
是虎的腾空而起；磐石悬空摇摇欲坠，那是
虎欲纵身跳崖；静卧山顶的那块巨石，那是

虎在打盹休憩；群崖交错，峭壁林立，我便看
到了群虎盛宴的场景。

刘勰说过，登山则情满于山。在招虎山，
这个情字，便浓缩在只只虎的身上。山化为
虎，虎变为禅。山、虎、禅，这之间有着怎样的
因果关联呢？

带着禅的目光，沿着小路走进大山深处。
山越深，林木越茂密，幽深、静谧，彰显天地之
气。风带着禅意，渗进我的骨缝；鸟声伴着禅
意，和谐着我的心灵；碧绿的草叶随风婀娜，
摇晃出禅意的诗句；潺潺的溪水用禅般的语
境向我诉说着生命的奥秘……观禅，是需要
上心的。大自然的景物，当被禅意笼罩着的时
候，人的境界自然会提升至仙境。

水是招虎山的精灵。伴随着我的脚步，从
无数山缝、泉眼里流淌出来的水至清至澈，一
路哗哗歌唱，如大自然在耳边抚琴，到山底汇
成九龙湖。这湖水便是山墨绿色的眼睛，孕育
着山的生灵。站在大坝上观望，山和绿树倒映
其中，洁净着自身。若是山水诗人谢灵运至
此，一定会吟出禅意般的绝妙诗句。

行走在山与山之间，我看见的是两侧伟
岸峻峭山峰上突兀的巨石。峰回路转，会看
见更远处的山峰。当我上到一个山顶的时
候，映入眼帘的是更远处的山，由一道道山
脊相连着，绵延交错。那些山脊，如传说中的
龙的脊梁，峥嵘可爱。杨六郎夫人墓就在此
中，早期的商代文物以及一座座古墓就在此
中。在这莽莽群山之中，我领略到山的骨气，
恍惚洞察了人类早期的文明。

招虎山的树木种类很多，乔木、灌木，还
有各种草，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生长，地面
上不留一丝阳光。那些野生的藤缠绕在高大
的树上，其中夹杂着各种说不出名字的小
花，禅意毕现。

走在弥漫禅意的小路上，听水，看山、观
石，草动、蝉鸣、蝶舞，一切皆是禅意。一不留
神，一只野鸡从身边的草丛中扑啦啦飞起，
惊扰了我的禅想。远远的，却见一只白鹤悠
闲在那儿啄着自己的羽毛，将我的心又收回
禅念里。

竹生南国，这是大自然生命嬗变的秩

序。可在中国东部黄海之滨的大山里，伴随
着万木葱郁竟然生长着万千竿竹。竹中有禅
意，竹中有文化，竹中有故事。翻开《魏氏春
秋》可见“竹林七贤”于竹篁间举杯畅叙的身
影，翻开《新唐书·李白传》，可见“竹溪六逸”
在竹下“溪酒作文”的洒脱狂逸。寄情竹林，
吟诗赋词、抚琴作画，与周公梦语，与竹声唱
和的文人，当年是否在招虎山留下了踪影？

有的有的。在招虎山的云顶竹海，我见
到了苏公竹。苏东坡，当是比“竹林七贤”、

“竹溪六逸”更出名的文人雅士。当年苏东坡
任登州太守时来过这儿，看见蓬生的竹海，
犹身于故乡，便结草庐于竹海中，留下“任上
一月，竹海千年”之美誉。这里还有板桥亲手
植下的竹，自是板桥竹。郑板桥在潍县任县
令时，听说海阳有竹，不惧千里到此画竹。他
的“千枝万竿挡不住，随手择来都是竹”也许
是为招虎山写下的。

苏东坡、郑板桥，这些旷世的才子身上
具有着禅的风骨，这才留下了招虎山参不透
的禅机。

新换的QQ签名：时光啊，请为我停留。其
实时光像一匹脱缰的野马，而我是个糟糕的
骑手，怎么也挽不住它的缰绳，被它拖得跟头
把式、伤痕累累之后，看着它绝尘而去了。

无人知晓岁月流逝何处，我的梦想是独
立于时光之外。当然，这几乎可以称得上幻
想，因为无法实现。可是，也有那么一些瞬
间，我们仿佛独立于时光之外了，比如几秒
钟的神游发呆、几天的出门旅行。当日子脱
离了常规状态，时光仿佛被重新定义、重新
排列，终于有那么一个时段，时光或静止，或
倒流、或改变了流逝的节奏，我们借此重新
定义自己与时光的关系，恍若新生。

出门旅行，是一件与时光有关的奢侈品。
在时间就是金钱的今日，把大把的光阴用来闲
晃，用来发呆，用来等你丢失的灵魂追上你匆
匆的脚步，绝对是件需要勇气和魄力的事，仿
佛一掷万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然而，和
所有的奢侈品一样，人人都想拥有，却未必合
用。最近有机会出门去云南晃荡，恰如遇上了
这样的一件奢侈品，听上去很美，感觉到底如
何，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罢了。

8天的云南之行，一直在雨中。仿佛太阳
下决心睡去，让雨水来滋润所有浮躁的心

灵。然而浮躁的心真的可以用雨水滋养吗？
也许能，也许不能，看个人的缘法吧。

出门本是看景，然而看人也别有风味。其
实如果不是出门旅行，大概很少有机会同他
人这样紧密地接触了。真的是紧密，在玉龙雪
山的排队处，队排得前胸贴后背了，导游尤嫌
不够紧密，一再叮嘱：这样谦让永远也坐不上
缆车了。听了不由失笑，城市生活教会我们的
距离感（或曰保护隐私）、谦让，在这里竟成了
累赘。果然，在四队变两队的过程中，几乎被
挤倒也没能挤进队伍，最后靠了后边人群的
推动才勉强跟上了潮流。

然后是在所有景点、休息区设置的如迷
宫一样的购物点，从书本上看到的超市、高
速路服务区货物放置、路线设置准则——— 最
畅销的货物安排在最里面、尽量让购物者从
所有的货物前经过——— 在这里发挥到了极
致，不从每个摊位上过一遍，你休想走进或走
出洗手间，休想到达景区的入口。于是，几米、
十几米的距离被拉长为几十米几百米，宽窄
只容两人侧身而过。这样的距离，即使你闭着
眼睛，售卖者的吆喝声，各类货品千奇百怪的
气息，也会充塞你所有无法关闭的感觉器官，
提醒你它们的存在。

这样的密集和嘈杂中，时光仿佛装上了
加速器，不由人不心跳加速，灵魂仿佛也感
受到了，瞬间苍老了许多。

团队出游，导游当然不可或缺，两个白
族、藏族的女孩子，带着一脸看上去就与我们
如此不同的面相，操着不够熟练的普通话，一
路做着有趣的讲解，十足十地增添了异域风
情。可是当她们极力推荐你购物消费的时候，
你忽然发现，她们和你生活的城市里的物质
女郎居然神似，你才恍然大悟，你以为你是在
天堂神游呢，人家不过是在工作。配合你做一
下梦是可以的，终归还是要回到地上吧。

这样说来，旅行这件奢侈品全是坏处，
几乎是要劝人放弃的意思了。嘿嘿，我只好
坏笑一下说，骗你的。怎么可能只有坏处呢，
抛开香格里拉梦幻般的自然风光不说，就是
人，也有奇遇。

在大理前往香格里拉的路上，偶然停车
观赏草甸风光，遇到了一位孤独的骑行者，
居然还是山东老乡，从济南骑自行车出发已
一月有余，要去拉萨呢。沉默寡言的小伙子
被一群好奇的团队旅行者包围了，有些许的
不自在，合了几张影之后逃也似的骑上车子
走了，也不知休息够了没有。所有的人都感

慨，在与时光合伙做的这个逃离游戏中，与
小伙子相比，我们的奢侈度又不够分量了。

香格里拉松赞林寺的导游也算异数。这
个脾气很大的藏族小伙本不合我的意，服务
行业的人如此大的火气，算是敬业精神不够
的表现之一吧。可是当小伙子讲起虔诚的朝
圣者，一步一叩磕着长头，是“用身体在丈量
他们与佛之间的距离”，我立刻原谅他了。有
信仰和尊重信仰的人，都值得尊重。闲聊起
仓央嘉措，听他脱口吟诵“洁白的仙鹤/请把
双翅借我/不会远走高飞/到理塘转转即回”，
尊重几乎是翻倍了，也许敬业精神远比不上
对自己民族文化发自内心的热爱与喜欢。

其实与时光的游戏，逃离或挽留都是不
靠谱的做法，靠谱的做法是把拥有的时光用
好。未必要像旅行这样，在特别的地方，以特
别的方式，花特别多的钱才是对时光的尊
重。也许在更深漏静的夜晚和太阳已然升起
的天空，寻找一下下弦月的踪迹；在人头攒
动的市场采买，然后做一餐独一无二的晚
餐；和很久没见的朋友来一次小酌长谈；又
或者，只是专注到发呆，让你据说有21克重
的灵魂暂时出窍神游……只要你感觉到时
光在流淌，也许就不算虚度。

有山有水的地方，大约灵
气就多。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一
遇到山水，就会幻化出华美的
篇章，让我们花一点力气来仔
细品读这些华美，知其然，然后
知其所以然。

“我一直以为，禅是用来意
会的，肉眼是看不到的，可是在
招虎山，我却看到了禅的存
在。”“走在弥漫禅意的小路上，
听水，看山、观石，草动、蝉鸣、
蝶舞，一切皆是禅意。”(《招虎
山观禅》)

禅是什么？佛家常曰，不可
说，不可说，一说即是错。然而，
于我辈凡俗而言，行走坐卧，吃
饭观景，生老病死，大家同样的
一颗心，有人烦恼无比，有人却
始终自在。禅，不过是安定内心
的力量。

如此说来，文字之间也自
有禅意。

“也许在更深漏静的夜晚
和太阳已然升起的天空，寻找
一下下弦月的踪迹……”(《时
光的游戏》)

“谁有能耐把一张纸折成
珠穆朗玛峰呢？”(《人间绝问》)

“某样东西，它们将永远无
法忘记：人们的眼睛，那些透过
镜子向它们看去的眼睛。”(《镜
子》)

文字的魔力如此，无声无
色，却让心自由，让想象疯狂。

若不信，你再读读《群星礼
赞》，简单的形式，平凡的文字，
因为负载了英雄的仁爱、温馨和
慈善，散发出温暖的人性之光。

进入21世纪，我们离古典
时代的距离又远了些。有人感

叹，禅意已失，人心浮躁焦虑。
礼失求诸野，那些文字间安定
内心的力量，又该求诸何方？

前段时间，我去山里参加
了一次采风活动。跟随着护林
员的脚步，走几十里山路去巡
山。听他们说起亲手栽种的树
木就像在说自己的孩子那样兴
奋。面对面的交流，让我看到他
们晒黑的脸膛，手上冻疮的疤
痕；心与心的贴近，让我充分感
受到他们对山的热爱，对林子
亲人般的依恋。

采风归来，不用翻采访本，
只要一闭眼，他们的言行举止、
经历故事、工作生活场景，就像
放电影一样涌现在眼前；不用
搜肠刮肚地遣词造句，挖空心
思编织构造，只需把看到的听
到的原原本本记录下来，文字
间就涌动着一股力量，让我震
憾和感动。

对于写作的人而言，你可
以写小感触、小哲理、小情调，
但不能把它们当作标准；一个
时代，最优秀的作家应该是鲁
迅、巴金。作为作者，你可以淡
化政治，淡化意识形态，但是良
知、人性，真情实感、道德底线
这些永远不能淡化，正如老舍
先生所言，“决不能在人民的疾
苦面前闭上眼睛。”

每每被问及，丰收需要什
么样的作品？我已经说了很多
遍，但还要不断说，我们需要

“接地气”的文章，需要文字间
充满安定内心的力量。

山山水水颂英雄，
最美的英雄最美的星。
最美的星光映大地，
最美的精神永传承。

难忘那一刻，
危急天地惊。
你舍生忘死挺身出，
你甘为别人留安宁。
崇高品格成大义，
勇敢善举塑人生。
星光照耀人心暖，
美好家园满春风。

难忘那一刻，
危急众人惊。

你赴汤蹈火挺身出，
你甘为人民送安宁。
平凡情怀成伟大，
朴素积累塑人生。
星光照耀人心暖，
美好家园满春风。

难忘那一刻，
危急亲人惊。
你舍家撇业挺身出，
你甘愿人家得安宁。
忠于职守成大爱，
爱岗敬业塑人生。
星光照耀人心暖，
美好家园满春风。

非常文青

群星礼赞
□ 王海清

据清人所编《啸亭杂录》记载，年羹尧
镇守西安时，广罗天下有才学的人，用优厚
的待遇把他们养在自己的幕府里。一时间，
有才学的人纷纷前往，有个叫蒋衡的孝廉
也慕名前去。年羹尧很欣赏他的才能，将其
留在幕府中，待之以礼。

有一回，蒋衡与年羹尧谈论关于科举
考试的事，蒋衡表达出了想要通过科举考
试博取功名的愿望。因为年羹尧声势显
赫，以至于主考官都不敢得罪他，所以他
就信誓旦旦地对蒋衡说：“下科头名状元
应该归你。”蒋衡听后大为惊诧。事后，
他跟同房的一个秀才说：“年公的德行不
及他的威严，灾难很快就要来，我们不能
继续住下去了，还是赶紧走吧。”但那个
秀才不听他劝，认为他纯粹是杞人忧天。
蒋衡只好不再管他，假托生病，向年羹尧
告辞回家了。

没过多长时间，年羹尧果然犯事了，
遭来杀身之祸，他的那些幕僚们都跟着受
了牵连，充军的充军，发配的发配，唯有
蒋衡因预见到了灾祸并及时采取了避祸措
施，所以没有受到任何追究。

明朝有个叫万二的商人，和蒋衡有着
同样的精明。当时是洪武初年，朱元璋江
山刚刚坐定。有一回，一个同行去京城办
事，回来后说皇帝最近写了首诗：“百官未
起我先起，百官已睡我未睡。不如江南富足
翁，日高五丈犹披被。”这首诗的前两句
是形容自己勤政为民，后两句是羡慕江南
富豪的生活状态。一般人听了，不会产生
任何联想，但万二听了就大吃一惊，因为
他从这首诗中听出了弦外之音，感觉灾祸
要来了。他感叹道：“征兆已经露出来
了！”便把家产托付给各位奴仆掌管，自
己买了条大船，载着妻子儿女泛游湖湘而
去。一年以后，朱元璋下令将江南大族的
家产全部没收入官，很多富豪被流放充
军，但万二却因为早就预见到了灾祸而得
以善终。

蒋衡和万二之所以有这种先见之明，
不是因为他们有神机妙算之能，而是因为
他们能见微知著，通过细节来判断事物的
发展趋向，并作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一叶
落知天下秋，世间万物都不是孤立的，蝴蝶
效应处处存在。年羹尧的狂妄，必然导致树
敌太多，而且当狂妄到极致的时候，就会冒
犯天威，就会有杀身之祸；朱元璋初定天
下，经过多年战乱，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且
国库空虚，而江南是鱼米之乡，所以朱元璋
便决定对江南富豪下手，解国家燃眉之
急，所以在诗中流露了出来。

读史札记

见微知祸
□ 唐宝民

同心传译

镜 子
□ （德）尼娜·洛赫曼 著 王 艺 译

幽暗的丛林深处，不为人
所知的一片空地上，曾有一群
仙子过着幸福而安宁的生活。
物质丰饶，时日悠长，它们穿
行林间，咏唱歌谣，采摘花束，
沉醉于芳香之中。当然，劳作
的营生也是必需的，不过它们
工作起来同样嘴角含笑，将其
当做一件乐事。这样愉快的生
活，却惹恼了某位叫做霍拉克
的邪恶巫师。他将仙子们视为
眼中钉肉中刺，毕生致力于寻
觅某种确定有效的手段，来毁
掉这些幸福的生灵脸上的愉
快表情。日复一日，霍拉克不
停研制新款魔药，然而无一例
外，他的计划在机智的仙子面
前尽数失败。

仙林之外的世界，则远远
不是乐园的模样。那里充满了
战争与饥荒，瘟疫与死亡。人
们背负劳役之苦，远离欢乐，
很多人生活在贫困与绝望之
中，但仙子们对此毫不知情。
它们一直生活在林间空地，从
未离开过。它们相信，丛林的
边缘就是世界的尽头。

某夜，霍拉克一如既往地
枯坐冥想，忽然计上心头。他
冰冷的眼珠里放射出骇人的
光芒，可怖的嘴巴露出邪恶的
笑容。“这些可恶的家伙对森
林之外的世界一无所知。如果
让它们见识一下人类的不幸
与痛苦，它们一定会大吃一
惊。”对于这个新计划，霍拉克
欣喜万分，并马不停蹄地付诸
行动。

他开始铸造一面巨大的
镜子，用来向仙子们映照外界
生活的实景，从而驱散它们所
有的愉悦。完工之后，趁月黑
风高之时，霍拉克将镜子搬运
到林间空地，而此时，仙子们
正在温暖柔软的床垫上坠入
梦乡。

第二天清早，当第一缕阳
光洒落，仙子们醒过来，迎来
崭新的一天。它们陆续离开自
己的小屋，充满好奇地聚集在
空地中央，简直无法相信自己
的眼睛。这里摆放着一块如此
之大的镜子，反射着耀眼的光
芒。它们向这物体凑近，向镜
子里瞅去。镜子映衬出彩虹的
七色光彩，仙子们纷纷注视着
这罕见的美景。不过，这景致
只维持了一小会儿，光亮逐渐
消失，镜像则愈加清晰。仙子
们在里面看到了林间空地，随
后，是丛林边缘，然后，是边缘
背后。另一个世界的景象毫不
留情地显示在镜中。

它们看到了艰辛劳作的
农夫，以空洞的眼神面对脚下
的土地。瘦骨嶙峋的乞丐簇拥
在摇摇欲坠的教堂门前，向每
个路人伸出双手，收获的却只
有冰冷目光。哭泣的孩童蜷坐
在角落，吞咽着发霉的面包，
或眼神游离，指望被某个善人
发现并收养，得到的却总是嫌
恶。镜子反映出一张张绝望的
脸，一个个悲伤的表情，一句
句冷酷的言辞，一次次恐惧与
凶杀。

最终，这些景像渐渐隐
去，仙子们在镜中看到的，只
是各个伙伴的容颜。然而，有
些东西，此刻已经改变，无法
逆转。

它们的笑容像火光一样
逐渐熄灭。现在，它们知晓了
仙林之外的世界，而这曾经的
伊甸园也换了模样，永恒的幸
福已经消失。它们学会了嫉
妒，学会了愤恨，学会了猜忌，
它们学会了彼此打量，学会了
时刻警惕他人。某样东西，它
们将永远无法忘记：人们的眼
睛，那些透过镜子向它们看去
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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