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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词有理

人性的光辉有多明亮

读 史 札 记

把饭留给后人吃

你会花钱吗

心灵小品

坊间纪事他山之石

走廊里做操的患者

□ 辛 然

被称作行为经济学之父的查
德·塞勒获得了本年度诺贝尔经济
学奖。传统经济学学说是建立在假
设参与经济行为的人“完全理性”
的基础上……塞勒说：“才不咧！”

现实生活里，人在参与经济行
为时，经常是非理性的。特别是花
钱这一方面，很多因素影响我们的
消费观。有位商界大佬发表过这样
的言论（大意）：“那些在学生时代
就勒紧裤腰带买新款手机的年轻
人，大有可为！”大佬说的这类年轻
人，可能是不受客观条件限制、坚
持做自己觉得对的事情（比如接
触、体验最新的产品），从而开拓经
验、完善思想，一旦开始进入社会
工作，比较有目的、有目标的人。但
大佬这么一说，仿佛在肯定了学生
满足自己的购物欲的行为。

又比如某个美国跑江湖的说
的：“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能赚回
来，只有用LV装过的钱才会这
样。”这句话还是特指那些“注定
有成就”的人的行为汇总，而并不
是买LV就会有钱赚——— 相信这
点的人大概跟相信嚼绿箭过面试
的是同一波。另外，虽然都是花
钱，但本身具有开拓型性格的那
类人，跟参与双十一抢购的消费
者，绝对不是同一波。

以上举例试图说明：都是花
钱，千差万别。因为人们付款的心
理账户不一样。“心理账户”是塞
勒提出的，解释了为什么有人愿
意在网游上重金买虚拟物品，有
人愿意给不了解但很漂亮的主播
打赏，有人愿意花6000元给爱车作
养护、却不舍得给自己来个2000元
的体检……每个人对每个产品的
花钱意愿是不同的，相同的是都
试图让每分钱理性地、合理地花
出去，也就是“把钱花在刀刃上”

（这个说法本身就是非理性的）。
我们通过买买买来满足不同

的心理账户：增值投资、情感投
资、自我满足等。塞勒提出这个概
念三十多年了，利用最好的是朋
友圈的微商。他们会告诉你买健
身教练的课是投资身材、买珠宝
文玩是保值增值、买保健品是健
康投资、买保险是投资未来……
目的是让你相信，你不是在消费，
而是在自我投资，这是两个不同
的心理账户。

能否通过模仿花钱方式而达
到模仿成功思维吗？可以。这正是
比较热门的“财富论”基本论调：
我教你花钱的道理，其实也在教
你做人\创业\赢取白富美\达到
人生巅峰……这些财富论者哪里
是人生导师，他们也是在利用“心
理账户”进行概念调整，告诉你如
何花钱，如何消费，如何投资……
我们得有二十多年没有这么直白
地谈论钱了。

如今，讨论花钱已经成为非
媒体平台上的主流思想：“人生最
大悲哀就是钱没了，人还在”“我
自己赚来的辛苦钱，我爱怎么花
就怎么花”“资历、见识都是钱堆
起来的”。连今天S与我，不也在说
这些道理吗？上一代人避讳钱，要
找出钱以外的交流方式，喝酒吃
饭、手工陪伴；这一代人，为了提
升效率、省略人情，更喜欢现金结
算。你更喜欢哪一种？

除了“心理账户”，塞勒还提
出很多不用多少经济学基础就能
看懂的理论，所以我们普通人完
全可以买一本他的书追一追，有
助于我们认识到原来自己有那么
多非理性的经济行为，从而好好
花钱。要说明的是，大多数理论的
提出，未必能够改变什么。也就是
俗话说的“道理谁都懂，就是过不
好”。人类富含情感，非理性在某
些方面让我们更可爱、可敬，更像
个人。就连塞勒本人也说：诺奖奖
金，还没想好怎么花，但一定会
“非理性”地花出去！

□ 林之云

平时很少到医院去，最近却
多了一些。在位于城区一隅的省
立医院西院，夜间的走廊空空
的，仿佛有当年日本电影《追捕》
里冷清的影子。

看见躺在病床上的人们，想
起20多年前生病住院的情景。猛
地感觉到时间过得真快，疾病和
健康，都在其间快速交替。

到了医院才知道，时间在不
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姿态。在
医院病房里，时间是躺着的。

前不久，我一位朋友出了车
祸，在这个城市另一家医院的病
床上，一下子躺了好几个月。他
说：整个世界的角度都变了。

是的，就像我今晚看到的，时
间在医院里是静止的，或者极为
缓慢，像是藏身在都市里的一片
山野。生命在这里修补，在这里沉
默，也在这里回顾。陪伴的人，得
以看见时间的另一种姿态。

时间有很多种形式，生命也
有很多种形式，同样，生活的形
式也各不相同。只是，我们身处
其中一种，忽略或忘记了另外
的，看不到另外的，甚至不相信
有另外的。小时候上物理课学过
的，有个词叫参照系。世界之所
以不同，是因为参照系不一样。

我去的病房属于耳鼻喉科，
里面住的都是耳朵有毛病的人。
有的是眩晕，有的是血栓，有的
是什么前庭功能出了问题。

入夜不久，探视的人三三两
两地来，又陆陆续续地去，人们
在房间里说着话，声音都不大，
怕影响到别人，说的内容也大都
是些勘问寒暄的话。

忽然，病号们一下都起身出
门而去，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
房间里陡然留下几个不知情的
探视者。一问，没有别的原因，是
病号做操的时间到了。

我看了看表，是晚上9点整。
原来，在这表面看上去寂寂

的医院夜晚，时间安静地流淌
中，也有一些事情，在悄悄进行。

走廊不算很宽，东西稍长一
些，病号们拍成几排站好。领头
的是一个女人，40多岁，紧跟在她
后面的，是两个男孩子，再后面
是一些老人，有瘦的，有胖一点
的，高低也不一样。

此刻，他们都在做着同一件
事情。像当年豫剧《朝阳沟》里栓
宝教银环锄地一样，前腿使劲向前

弓着，人的整个身体也随之前倾，
动作幅度很大，胳膊也前后伸展开
来，做展翅状。然后，他们就保持着
这个姿势，步伐交替着前行，与此
同时，还得使劲向上，练习抬头和
扭头，伴随着音乐的节奏。

过一会儿，还要轻微地腾空，
双腿交替着向前蹦，再往后蹦。

从侧面可以看出来，他们在
往前和往后蹦的时候，幅度明显
有所不同，整齐度也不一样。往
前时，大家基本上差不多，但往
后时，差别就大了。

此外，除了各人之间不同
外，即使是同一个人，这一次和
下一次的动作也不大一样。

我站在病房里，透过病房门
观看着走廊里的情形，其间，还
顺便模仿了几下他们的动作，真
的还挺累的。

现在想，当时的画面，要是
录下来就好了。

在匆忙的城市和时间某处，
还有这样一种生命状态。尽管它
是有问题的，是需要治疗的，需
要看护和陪伴。常常是，一个人
拽住另一个人或者另几个人的
生活，把他或她的时间脚步也拉
得慢了下来。

那些在医院夜晚的走廊里
专心做操的人，全都聚精会神，
步调一致，没有人落伍。而那个
领队的女人，每过一会儿，就将
手里的纸片举起来，看一看，然
后再发出下一个动作的指令。

他们的身子蹦起来，落下来，
往前走得远时，我就会有一会儿看
不见他们，但我仍能听见那不太整
齐的落地声。很快，他们身影又向
后腾挪，再次回到我的视野中。

这时候，如果从走廊拐弯的
角度看过去，差不多就能看到他
们队伍的全貌，一定很像某部电
影里的经典镜头。

医院并不是可有可无之处，
城里的病床也越来越紧张。实际
的情况是，相对于身体而言，我
们心里的病更多。然而，不是所
有的病症，都能找到良好的医生
和药方。平常的日子里，人们只
顾往前走，绝对不会想到，生命
也应该有这样一个时刻，可以专
心地向前或者向后挪动。

我们的心灵，有时更需要做
操，需要一个领队的人。

一直很清晰地记得那个夜
晚，看着那些走廊里不断前后移
动的耳鼻喉病人，我入迷了很长
一段时间。

□ 董改正

2016年，我去水村编村志，需要了解
一些关于乡村赤脚医生的事情，村里让我
去找一位查姓老人。查老家住在村后，我
问了两次人，被问的人都停下手中的活
计，细细指给我看，我不由赞叹此村民风
淳厚，村民笑道：“你问的是查医生，谁
都会仔细跟你说的。”

我很快就找到查老家。是一幢两层的
小楼，典型的上世纪八十年代风格。屋内
陈设很简朴，几条长条凳，一张涂了清漆
的八仙桌，还能看到木头的纹理。桌子上
摆着三个菜碗，两个菜，一碗汤。一个苋
菜，一个黄豆焖咸鸭子，汤是丝瓜汤。这
些菜罩在一个绿色的纱罩中，纱罩破了个
洞，洞是用红线补起来的。

查老大概有一米七五的个子，微胖，
面色黝红，腰微弓，行动缓缓，脸上始终
带着笑意。我看这一切时，他都站在我的
旁边，安静地微笑着。我们坐定后，我开
始向他讨教，他都侧耳听着——— 这里的
“侧耳”并非一个形容词，而是真正地侧

耳倾听，他听得很仔细，很专注。他不打
断我，没有听明白的，他都记在心里了，
等我说完后，他再一条条地提出来。在回
答我前，他会思考很久，回答时，他语速
很慢，每个字都是一粒粒吐出来的，每一
粒都饱满坚实，绝无模棱两可之词。他会
看我记录的速度，适当地停下来等我。他
是一个让人舒服的人，我从未遇到过这么
舒服的采访对象。

查老七十多岁了，育有两男两女，女
儿外嫁，小儿子在外从政。我对他了解的
就这么多。在起身答谢并告别时，我看到
他的桌子上摆着一本关于诗词的书，就随
意问他写不写诗词。他有点难为情，没有
回答，慢慢地弯腰在书柜里找出一沓A4
纸，看上面的打印格式，应该是诗词了。
我略微翻阅一下，大多写村里风光、朋友
间酬唱、伤春悲秋等，其中有一阙词，写
的是他自己的行医经历。

《江城子·行医抒怀》
行医故里鬓须斑，历沧桑，志犹强。

辨症思疗，救死又扶伤。喜看病人康复
后，真切笑，慰心房。

人云赤足又何妨，学医章，重临床。
只有真情，夜诊不嫌忙。敢教乡亲多受
益，无费用，采单方。

下楼时，我说，查老，您这上楼台阶
太陡了，要改一改，还有，您这房子式样
也太老了，翻新一下，您住着也舒服一
些。他认真地听着，过一会儿才笑着慢慢
说道，谢谢你，不搞了，折腾自己，也折
腾别人，还有，小董，你中午在我这里吃
饭，老太婆已经去买菜了。

我连忙推辞，这时村支书来了，笑着
说，我来迟了，查老家的规矩，只要超过
九点钟家里来人，婶子不用交代，就出去
买菜了。你也别推辞了，我沾你的光———
婶子的菜做得好啊！但是，查老，这饭
钱，我个人掏，因为这是为我们村的事，
要不，我们现在就走。

查老急了，他抬手虚压，让我们坐
下，说，再说再说。

他的院子里种着几棵树和两畦菜，够
他们老两口吃了。查老老伴买回来的是村
民家养的猪肉，还有一把藕带。她杀了一
只鸡，喊查老帮忙褪毛。查老不善言谈，

我们说话的时候，他一直微笑聆听，听老
伴叫他，借机出去了。支书就跟我说查老
的事。他行医五十年，只留下了这个过时
的小楼。

不应该啊！
是的。他开药是一片片开，不多给一

片，有时候只给半片药，治好了就行。有
的人感冒来开药，他看了看，说，你这差
不多就扛过去了，不用吃药了。他这人怎
么说呢？是把饭留给下一代吃。

怎么讲？
积德行善啊！他大儿子在村口开了

超市，生意能维持生活，村里人买东
西，都省下来在他家买。正月走亲戚，
市里礼品多得是，还不用拎那么远，但
是大家都愿意照顾他家生意。这是查老积
的德。

你劝劝他，这台阶太窄太陡。
他不愿意啊。村里人红白喜事，他都

去了，他这一盖房，几乎全村人都要来。
他不愿意呢！

唉，这查老！
就让他把饭留给后人吃吧！

□ 许民彤

95年前，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
坦在一家酒店留下两张写有他对幸福“理
论总结”的便笺。今年10月24日，这两张
便笺分别以156万美元和24万美元在耶路
撒冷拍卖会成交。

主持这次拍卖会的拍卖行说，爱因斯
坦的这张关于幸福的便笺，拍前估价为
5000美元至8000美元，当天以2000美元的价
格起拍，经过大约20分钟的竞拍，两名电话
竞拍者进入“对决”，这张便笺最终由其中
一人拍得，“这一价格创下以色列类似文件
的拍价纪录”，拍卖行发言人透露，买主是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人。爱因斯坦的
另一张写在白纸上、内容为“有志者，事竟
成”的便笺则以24万美元成交。

按照法新社说法，这两张便笺写于
1922年，当时爱因斯坦凭借相对论获得诺
贝尔奖不久，他正在日本进行巡回演讲。拍
出156万美元的便笺，是爱因斯坦当时在下
榻的日本东京帝国大酒店使用信纸写的。

据那位便笺的卖家透露，爱因斯坦当
时接到一名信差传递的信息，但可能这名

信差不愿接受小费，或爱因斯坦手头没有
零钱，但又不想让信差空手而归，于是爱
因斯坦在便笺上就用德语写下了关于“幸
福论”的两句话，“相比纷纷扰扰地追逐
成功，宁静谦逊的生活更让人快乐”，充
当给信差的小费。爱因斯坦还对信差说：
“如果你够幸运，这些笔记会比一般小费
值钱多了。”

新闻媒体在报道爱因斯坦这两个便笺
被拍卖的新闻时，用了这样的评论，“爱
因斯坦随手写下的‘心灵鸡汤’拍出高
价”。这是指爱因斯坦的便笺的文化价
值、收藏价值，还是名人价值抑或是他的
“心灵鸡汤”价值？但是，如果用现在的
流行文化眼光和审美趣味来看，爱因斯坦
的“幸福论”——— “相比纷纷扰扰地追逐
成功，宁静谦逊的生活更让人快乐”，还
真有“鸡汤”的意味。

事实上，爱因斯坦的一生除了给人类
留下了光子假设、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
论等科学贡献外，他还留下了众多的关于
科学、真理、成功、天才、理想、事业、
人生价值、教育、伦理等深刻的理论思考
和名言警句，这些名言警句或被我们后人

看作了“心灵鸡汤”。
爱因斯坦的这段“幸福”论，其实是

讲了虚假纷扰的成功与宁静谦逊的生活哪
一个更“幸福”“快乐”、更有价值的问
题；与其追逐纷纷扰扰的成功不如追求平
静谦逊的生活，爱因斯坦给出了鲜明的答
案。

爱因斯坦的这段话，又使我想起了他
的另一段话，“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
首先是为那样一些人，他们的喜悦和健康
关系着我们自己全部的幸福，然而是为许
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他们的命运通过同
情的纽带同我们密切结合在一起。我每天
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
生活都依靠着别人（包括活着的和死去
的）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
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
西。我强烈地向往着俭朴的生活，并且常
为发觉自己占有了同胞过多的劳动而难以
忍受。”作为个体的我们生存于世，其实
都是离不开社会，离不开他人的，我们生
活的幸福与他人的工作、对社会的奉献关
系密切，这即爱因斯坦所说，我们的“精
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领受

的是社会与他人的劳动、工作、服务，正
因此，爱因斯坦“常为发觉自己占有了同
胞过多的劳动而难以忍受”，而“强烈地
向往着俭朴的生活”，为社会、他人做得
多一些，而领受社会、他人的劳动和贡献
少一些，“只有利他的生活才是值得过的
生活”，对自己是充满了道德自省和自我
批判的精神。

我们知道，爱因斯坦并非只是一位伟
大的科学家，他还是一位哲学家，他对
“幸福”的思考，还有他对人生诸多课题
的论述，正是他作为哲学家对这些问题的
思索。

如今，尽管大家对“心灵鸡汤”，尤
其是“伪心灵鸡汤”，感到不满、厌恶和
不屑，但像爱因斯坦这样的“心灵鸡
汤”，还是有营养的，它能够帮助我们体
察和感悟社会生活，为人生和社会中潜在
的问题，现实中人们内心的困惑和冲突，
提供一些解决方法，启迪我们应拥有怎样
的生存态度、平和心态和人生智慧，体现
人文关怀，抚慰心灵，告诉我们即使在一
个商品社会里，还是应有所信仰，不能失
去内心的梦想和精神家园……

□ 王海侠

总是在秋天，在水边走，不经意就遇
见一穗粉红的小米粒似的花，在葱茏青绿
的茎叶间，随秋风轻轻摇曳。秋水明净，秋
光澹澹，天光云影共徘徊，意味并不萧索，
反有一种说不出的宁静和优雅。

这小米粒似的花，是红蓼，是从《诗
经》里款款走来的、带着草木清气的乡村
女子。

红蓼是打扮素净的乡村女子。
细细碎碎的花，没有张扬舒卷的花

瓣，好像刻意要把自己隐藏起来，遂开成
了米粒的模样。色彩也不惊艳，清清浅浅
的红夹粉白，是小清新的碎花布裙，一派
自然天成的美。

红蓼是性情安静的乡村女子。
热闹繁华处，富贵人家的花园里，她

是不去的。她只愿意静静地依水而生，于
无人处自开自落，陪伴她的只有河流、清
风、鸟鸣和洒落的阳光雨露。

她不是饶舌的村妇，不喜欢一大群聚
在一起叽叽喳喳、东长西短。她喜欢的，是
与三五密友聚于一处，说说知心的话，一
起看朝霞染红云天，一起在夜晚仰望星
空。在水边恣意蔓延，开成葳蕤之势，那不
是她的风格。红蓼，只需数枝，便足以使秋
天沉醉。

她避开蜂飞蝴舞的春和蝉鸣蛙噪的
夏，独独在秋天开花，不正是因为她有着
和秋天一样的性情吗？素淡、宁静、内敛，
内心汪着一潭秋水，眼眸清亮，心地单纯，
这种美，需要内心丰富的人才能懂得。懂

得秋天的好，才能发现红蓼的存在。
外表柔顺的红蓼，内里却藏着一股泼

辣辣的劲儿。她只许你远远地看着她，却
不许你随意触摸，不信，你伸手碰一碰它，
就会知道她的厉害。这种辛辣，和她素淡
的外表判若两人。难怪当年越王勾践卧薪
尝胆之时，“目卧则攻之以蓼”，在疲倦困
乏时用红蓼花来让自己辣出眼泪，然后就
清醒了，继续为理想奋斗。只许远观，不可
亵玩，不起眼的红蓼，居然暗藏莲的风骨，
可惜没有人为她写赋，平常人只知她叫狗
尾巴花，难怪《红楼梦》里元春对宝玉取的

“蓼汀花溆”一名发表意见说：“花溆即可，
何必蓼汀？”

红蓼不散香，她的辣味让喜欢闻香的
人失望，却让美食家欢喜。古时人们烹制
鸡豚鱼鳖都要“实蓼”，将蓼叶与肉同烹，
想必别有一番风味。红蓼烧肉我没有亲
尝，但红蓼腌青柿的味道，却是小时候就
领略过的，至今难忘。

红蓼虽遭冷遇，但也不乏知音将她入
了诗画。陆游的“老作渔翁犹喜事，数枝红
蓼醉清秋”，罗隐的“水蓼花红稻穗黄，使
君兰棹泛回塘”，刘禹锡的“水蓼冷花红簇
簇，江蓠湿叶碧萋萋”，纳兰容若的“燕子
矶头红蓼月，乌衣巷口绿杨烟”，都写尽了
红蓼的风姿。至于红蓼在画中的身影，在
历代国画大师的作品中都能找到，宋徽宗
画过一幅《红蓼白鹅图》，张大千、齐白石
等人都都做过蓼花图。

逐一泓秋水，寂静安然，红蓼，携一身
诗情画意，让浅秋在无限回味中醉成深
秋。

□ 傅绍万

明代有两大弊政，一是皇帝死后，宫
妃殉葬。二是倚重内侍，太监为恶。

先说人殉。史载，太祖死后，四十六
妃葬孝陵，其中所殉宫女十数人；成祖十
六妃葬长陵，中有殉者；仁宗殉五妃；宣
宗殉十妃。不但皇帝死后宫妃殉葬，诸王
也有殉葬制。宫妃殉葬之日，哭声震殿
阁，惨不忍睹。

再说阉患。由明宣宗始，设内书堂，
选十内侍，令大学士作教习，逐步成为定
制。由是多通文墨，晓古今，逞其智巧，
逢君作奸。数传之后，势成积重。先有王
振，中有刘瑾，后有魏忠贤。这几个大太
监，为祸之烈，在历史的排行榜上都名列
前茅。

有这么一对父子，明英宗朱祁镇、明
宪宗朱见深，把人殉废除了。明英宗由此
得到青史赞誉，明宪宗落实父亲遗训，善
行福泽子弟。

朱祁镇这个人，前后在位二十四年，
重用宦官，杀过功臣，当过俘虏，没有一
点可以说道的政绩。但是，他是一个谦虚
的人，一个好人，一个充满人性的人。明
史称赞他，恭让后谥，释放被朱棣推翻的
建文帝的幼子和家属，罢宫妃殉葬，“则
盛德之事可法后世者矣”。朱祁镇的太子
朱见深，苦大仇深。朱祁镇兵败当了俘
虏，朱见深的太子之位被废，差不多八年
时间，遭遇了世态炎凉，随时都有被杀头
的危险。后来朱祁镇重登皇位，他又重新
被立为太子。他和他的父亲一样，也没做
过什么像样的事情，却落实父亲的临终嘱
咐，从此之后，再无殉葬的事情发生。

在朱见深身上，发生过几件奇事。一
是从小服侍他的姓万的宫女，始终对他不
离不弃，也成了他最亲的亲人。朱见深继
位，万宫女成了皇帝的妃子。那时，她三
十五岁，他十六岁。第二年，万妃生了一
个儿子，朱见深高兴异常，万妃被封为贵
妃。但不幸的是，这个孩子很快夭折了，
万贵妃也没法生育了。从此之后，宫中凡
有怀孕的，她都想方设法让人打掉胎儿。
官军征伐土蛮，俘获一个姓纪的女孩，送
进宫中，管理钱库。她读过书，聪明，脾
气又好，人人喜欢。一次朱见深遇见了，
就宠幸了她。她所生的这个孩子的命运，
是不是和其他无辜者一样呢？

人性的光辉开始显现了。先是一个普
通的宫女出场。说普通，因为史书没有记
下她的名字。她奉万贵妃之命，打探情
况。这个宫女回报说：纪宫女得了病，并
没有怀孕。她被换了住处，孩子生了下

来。万贵妃知道了，又派人去把这个孩子
溺死。又是一个普通的太监出场。他叫张
敏，说普通，因为他是一个看门的太监。
他见到了母亲和孩子，说，孩子在这里不
安全，我把他抱走，你可以常去看他。从
此，深宫里多了这么一个孩子，你给一口
饭，我送一件衣，一年年长大，唯有皇帝
不知道，万贵妃不知道。

这么过了五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张
敏将这件事情报告了皇帝，父子才得相
认。这个孩子，叫朱祐樘，当了太子。之
后，朱见深的儿子多起来。万贵妃怕这个
孩子长大报复，劝皇帝废了太子。朱见深
听从了。这时候，又是一个太监出场。他
叫怀恩，掌司礼监。面对皇帝的圣旨，他
长跪不起，回答说：您的命令我不能执
行。因为执行了您的命令，天下人会杀了
我，而不执行您的命令，您也会杀了我。
都是一死，还是您把我杀了吧。朱见深大
怒，把他发配到南京当闲差去了。明史还
提到一个太监，为这个幸存下来的苦孩子
当老师的太监，叫覃吉。皇帝给太子封
地，覃吉劝太子辞让，说作为太子，将来
天下都是您的，要封地做什么？太子偷看
佛书，覃吉跪地说，太子应当读圣人之
书。

读史至此，让我异常激动。深宫之
中，宫女们不是充斥着无尽的争斗吗？在
这里，却协力同心，保护一个幼小的生
命；深宫之中，太监们不是恶的代名词
吗？在这里，却大义凛然，成为善的化
身。人性的花朵在哪里都可以开放，人性
的光辉原来可以这样亮丽！我曾经怀疑、
动摇过，对人心不古扼腕长叹，而这段历
史却让我对人性的善良重新充满信心。

这个苦大仇深的孩子，就是史上有名
的明孝宗。他当上皇帝之后，要回报那些
好人们。他斥逐奸佞，赶走宫中的法王、
佛子、国师、真人，重用忠臣，拼命做
事，还以忍让的方式，饶恕了万贵妃的亲
属。明史有两段评价：明有天下，传世十
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仁宗、宣宗、
孝宗而已。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
民，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
民物康阜。史书还没有忘记一个小人物，
就是那个教孝宗读书的覃吉，“弘治之
世，政治醇美，君德清明，端本正史，吉
有力焉。”

人性的光辉，成就了一代明君。

时尚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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