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意中 ，将 我 发 表 的 得 意

之作输入电脑中检索，发现发

表不过二十天，就有人改头换

面拿去发表了。回想自己灵感

来时脸红心跳，构思时搜肠刮

肚，等候时惴惴不安，见报时喜

形于色，现在被人轻 轻松松剽

窃了。我给报社发邮件告发，

石 沉 大 海 。 我 搜 索 到 他 的 博

客，狠狠奚落他，博主好脾气，

没有对骂。我从网上看到：这

种事多得要命，原作者咬牙切

齿咒他们是文贼。其实这样的

事古已有之。为了自己不做文

贼，我将原文彻底翻译，并且声

明下面故事著作权人是宋朝的

李昉。

唐 朝 开 成 年 间 ，李 播 以 尚

书比部郎中出任蕲州

刺 史 。 一 天 ，一 位 自

称 姓 李 的 举 人 求 见 ，

正 逢 李 刺 史 病 得 不

轻 ，只 好 由 刺 史 的 子

弟 代 为 接 见 。 那 时 ，

作者文章没有报纸杂

志 发 表 ，他 们 喜 欢 拿

自己的诗文来拜访达

官 、名 士 、富 户 ，当 然

希 望 得 到 达 官 抬 举 ，

名 士 吹 捧 ，富 户 赞

助。陈子昂是四川射

洪 人 ，刚 来 到 人 才 济

济 的 长 安 ，默 默 无

闻。一天东市有人卖

天 价 胡 琴 ，好 些 有 钱

有 势 的 人 怕 买 走 眼 ，

不敢接单。陈子昂用

车拉来千枚一串的千

串 钱 买 下 ，轰 动 了 长

安。陈子昂的目的当

然 不 是 炫 富 ，他 对 众

人说，我住富阳里，并

用手指了指住宅的方

位 ，明 天 请 各 位 来 我

家 ，各 位 有 名 人 雅 士

朋友的，也一并请来，

多 多 益 善 ，我 一 律 盛

情 招 待 。 第 二 天 ，陈

子昂大摆宴席，酒酣耳热之后，

他把胡琴狠狠地摔碎在地，正

当大家大惊失色之际，陈子昂

拿出自己的诗文百轴给大家传

阅，结果一夜成名。

可 李 播 弟 子 见 了 诗 卷 ，大

有似曾相识之感，这不是李播

写的吗？送走来客，弟子拿出

诗文给李播看，李刺史也吃惊

不小，说道，这是我应举人考试

时做的，只是名字换了。

第 二 天 ，李 刺 史 叫 他 儿 子

去请李秀才，儿子细细地追问：

这诗卷真的是你自己作的吗？

李秀才惊恐失色，说：这是我刻

苦学习，苦思冥想写出来的，完

全没有造假抄袭。刺史儿子接

着又问：科举犹如千军万马过

独木桥，这是我父亲准备冲独

木桥时所作的，连纸张和笔迹

都 没 变 ，我 希 望 秀 才 讲 实 话 。

那秀才就突然改口说：先前我

讲的都是谎话，这是二十年前

我在长安城书店里花百钱买来

的，没想到是您父亲大人李郎

中的佳作。我实在羞愧难当。

儿 子 把 这 情 形 对 刺 史 说

了，刺史微微一笑，说：“这家伙

真草包，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

有。看他穷困潦倒的样子，也

怪可怜的。”吩咐留他在家，给

伙食，就在书房吃吧。几天后，

秀才要投靠别处，来辞行。李

刺史又招呼赠绢绸作盘缠，还

亲自接见他。见过刺史后，李

秀才对这些天给自己的宽容和

招待表示感谢，感谢完，又厚着

脸向刺史要求，说我拿郎中的

诗卷在江淮之间纵横二十年，

刺史您如能将您保留的得意之

作拿出来，送给我，我

以 后 就 会 更 吃 得 开

了 ，到 哪 儿 都 衣 食 无

忧 了 。 李 播 说 ，我 的

那些诗作不过是科举

的 敲 门 砖 ，现 在 我 官

也 做 了 ，这 些 敲 门 砖

也 没 有 用 了 ，就 给 你

吧。李秀才毫无愧疚

收 下 放 在 袖 子 里 藏

好 。 李 播 又 关 心 地

问 ：李 秀 才 你 这 要 往

哪儿发展？李秀才说

我马上去江陵去拜望

我的表丈卢尚书。李

播 又 问 ：你 那 贤 表 丈

任什么职？李秀才回

答 说 ：荆 南 节 度 使 。

李播忍不住又问：那他

叫什么？李秀才说：卢

弘 宜 。 李 播 拍 手 大

笑：秀 才，你 又 错 了，

荆 门 卢 尚 书 ，那 是 我

的表丈。李秀才目瞪

口 呆 ，半 天 才 缓 过 神

来 ：正 如 郎 中 您 所 说

的 那 样 ，我 在 外 面 说

荆 南 节 度 使 是 我 表

丈 ，是 我 用 来 壮 门 面

的。说完狼狈地向刺

史告退，李刺史叹了口气，说世

间做假能做到这个功夫，一时在

蕲州传为笑谈。

能做到像李刺史那样包容

大度的肯定是凤毛麟角。不过

文人一般不好骂人的，就婉转称

惯好拿别人文章据为己有的人

叫文抄公。嘲讽他们：无创造之

劳苦，有名利之收成。不过现在

晋升职称，提拔重用动辄就要论

文、专著，似乎工农兵学商人人

都是韩愈再生，苏轼转世，不抄

行吗？

在武当山的南岩，有一个龙

头香。那是一座龙形的石梁，从

绝崖边悬空伸出将近三米，石下

悬岩千丈，石上雕刻盘龙，龙首端

放 一 尊 香 炉 ，号 称 “ 天 下 第 一

香”。由于龙头香正对武当金顶，

古时常有香客冒死在此烧香，坠

岩殒命者不计其数。公元一六七

三年（清康熙十二年），川湖部院

总督下令禁烧龙头香，并立碑诫

告，碑文上书：“南岩之下，倚崖立

殿以祠灵神，不知何时凿石为龙

首，置香炉于前，下临绝壑，凭高

俯瞰，神悚股栗，焚香者一失足则

身命随陨。此世俗庸，妄人所为，

非上帝慈惠群生之意也。今徙炉

殿内，以便焚香者，使知孝子不登

高，不临深之义，立石檐前，永杜

小人行险侥幸之路，本宫住持暨

诸道众，随时劝诫，勿蹈前辙，其

遵行无忽。总督川大清康熙十一

年六月朔旦。”据说此碑立下后，

就少有善男信女为烧龙头香而粉

身碎骨了。这道宗教圣地上的人

间律令，不仅记录了一段历史，而

且挽救了不少无辜的生命。

站在龙头香前，我想起在浙

江的普陀山，我也见过另一道这

样的律令，同样是勒石为碑。据

传，普陀山曾流行“燃指敬佛”，在

“ 不肯去”观音院前点燃手指为

香，以求菩萨显灵，每年都有人

因此惨死或致残。明万历年间，

总镇都督李分、宁绍参将陈九思

等人在此立“禁止舍身燃指”碑，

碑身上刻的是：“ 观音慈悲现身

说法是为救苦救难，岂肯要人舍

身燃指。今皈依佛教者信心修众

善行自然圆满，苦舍身燃指，有污

禅林，反有罪过。为此立碑示谕，

尚有愚媪村氓敢于潮音洞舍身燃

指者，住持僧即禁阻，如有故犯，

定行辑究”。此后，燃指行为渐

渐消失。

从山外喧闹的都市出发，坐

车沿着密林间盘旋的公路进入山

区，再从山脚踩着古老的石阶拾

级而上，周身云雾缭绕，耳旁佛乐

声声，扣过一座座庄严的庙宇，又

一次次穿过佛前的肃穆，然后再

置身这龙头香前，感受着神秘而

飘逸的宗教体验，心中会生起一

种远离尘世、一步登天的冲动。

但立在悬崖边的碑文却能一下把

人拉回到现实，虽不如李太白“魂

悸以魄动”的强烈波动，却隐隐有

“恍惊起而长嗟”的失落。宗教描

述的美好世界和承载的善良愿望

以及由此产生的幻想终究要在现

实面前还原。如果说舍身向佛是

宗教的指引，那么这碑文则代表

着作为人间行为规范的法律。武

当和普陀的香火延续了几百年，

宗教和法律也在这两块石碑上纠

缠了几百年。

伯尔曼说，没有法律的信仰，

将蜕变成为狂信。 烧 龙 头 香 和

舍 身 燃 指 的 流 行 可 以 作 为 这 一

判 断 的 两 例 注 脚 。 法 律 与 宗 教

都 产 生 于 人 性 的 共 同 情 感 ，公

平 、正 义 、秩 序 、因 果 是 法 律 与

宗教的共同价值。不同的是，宗

教更注重内心确信，法律则更强

调理性和现实。因此，在宗教上

被推崇的壮举，在法律上可能不

仅得不到同情，反而要被禁止。

经 历 过 中 世 纪 宗 教 统 治 的 西 方

世界，对此有更深刻的认知。几

百年前的中国，人们对于法律的

信赖远不如对宗教的虔诚。但即

使如此，理性的禁令仍然能够有

效阻止感情的冲动。信仰需要理

性的规制，这是宗教与法律关系

问 题 的 一 个 方 面 。 在 现 实 主 义

浸淫下形成的当今社会，这一方

面并不突出。

川湖部院总督禁烧龙头香，禁

令中提到两大理由，一是烧龙头香

“非上帝慈惠群生之意”；二是烧龙

头香不符合儒家“孝子不登高，不

临深之义”。李分、陈九思禁舍身

燃指，先说观音慈悲现身，是为救

苦救难，而不是要人舍身燃指；再

说皈依佛教者只要信心修众，功德

自然圆满；最后才说舍身燃指，有

污禅林，反有罪过。两条禁令，在

百姓看来，并不是冷冰冰的断喝，

而是苦口婆心地说服，条理分明，

层层递进，这是民众心理认同的基

础。更重要的是，短短几百字的禁

令，准确地阐发老百姓能普遍接

受的宗教思想和儒家伦理，可谓

申明大义，深入人心。这样的法

律，令行百年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 以 ，我 们 在 今 天 谈 法 律 的 信

仰 ，不 一 定 动 辄 摆 出 西 方 的 教

义，在我们的传统中也完全可以

找到自己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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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庙道观为谁上市？
刘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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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是 一 个 古 老 的 文 明 大

国 ，宗 教 在 历 史 长 河 中 占 有 重

要地位。在当代，国家对健康有

益的宗教活动也是积极扶持，出

台了相关政策。在党的十七大上

进一步强调要“发挥宗教界人士

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中 的 积 极 作 用”，新 党 章 写 入 了

“团结信教群众为经济社会发展

作贡献”。我国各类宗教信众，尤

其是本土的佛道信众人数也是空

前庞大。

“盛世狂欢”——“真菩
萨”“假菩萨”都要市场化

每天上亿信徒去祷告、祈福，

催生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

宗 教 市 场 。 寺 庙 道 观 如 雨 后 春

笋，四处兴建，香火、佛像等宗教

用品产销量巨大，公众参与宗教

活动热情高涨。且不说少林寺、

普陀寺、广德寺、武当山、青城山

等传统佛道圣地人声鼎沸，甚至

很多景区都千方百计想法跟宗教

攀 上 点 关 系，供 个 菩 萨，建 个 小

庙，以此为卖点招揽游客。一时

间，“真菩萨”“假菩萨”都浸染了

金钱的味道。

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

着人民群众经济收入和生活质量

的提高，一些地方在利用文物保

护单位，包括众多寺庙道观等宗

教活动场所搞旅游开发时，就以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名义，

将寺庙道观等文物资源作为普通国

有资产纳入企业，进行市场化经

营。不少地方甚至出现旅游公司兼

并寺庙道观的现象。

究其原因，主要是地方政府

及企业经济利益至上的思想占了

主导。他们认为，信仰催生宗教

消费和宗教市场，对文物资源和

寺庙道观进行市场化经营，促使

其向旅游产品转化，会充分发挥

文物和寺庙道观资源对经济的带

动效应。

“隐忧重重”——被曲
解的“宗教市场化”

诚然，宗教市场化是现实和

趋势。宗教市场论创立者、美国

学 者 罗 德 尼·斯 达 克 认 为：如 果

宗教市场由国家（政府）垄断，必

定 产 生 懒 惰 的 宗 教 供 应 商 和 无

效的宗教产品，与信众对宗教需

求 产 生 严 重 背 离 。 在 宗 教 自 由

竞 争 的 前 提 下，为 了 赢 得 信 众，

教会必定竭力奉献符合社会需要

的宗教产品。但是，斯达克并没

有否定宗教具有公益性、公共性

的前置准则。

实事求是地说，由于旅游开

发，一些濒临损毁的文物保护单

位得以维护，一些破败的寺庙道

观得以修葺、扩大甚至重建，吸引

了大量信众和游客，获得了必须

的保护经费，其宗教、文化传承等

社会功能得到了更好发挥。

但是，无节制和不加约束的

市场化开发，某些寺庙道观的宗

教活动、宗教产品产生了严重异

化 ：一 是 经 济 利 益 绑 架 了 公 益

性 。 请 香、烧 香、许 愿 等 各 种 高

价、天价收费项目层出不穷。价

高者得，权贵者得，原本庄重纯净

的修身静心之地成为了赤裸裸的

名 利 场；二 是 愚 弄 公 众，欺 骗 游

客。将宗教的作用过分夸大，用

迷信绑架生老病死、成败得失，蛊

惑公众、游客掏腰包。

利用寺庙道观开发旅
游要有“度”

在一些地方看来，由于寺庙

道观对于信众 具 有 特 殊 的 吸 引

力 ，“ 宗 教 市 场 化 ”必 然 带 来 滚

滚 财 源 ，无 疑 是 具 有 高 成 长 性

的优质资产，“ 上市”更是个“ 英

明之举”。比如说，少林寺、武当

山 等 知 名 寺 庙 道 观 上 市已经风

传了多年。

如 果 说 上 市 能 够 让 寺 庙 道

观更加规范经营，提供更好的宗

教产品，这是信众的福音。可叹

的 是，我 们 往 往 看 不 到 为 信 众、

公众上市。通过旅游开发，使地

方 政 府 获 得 GDP 增 加 的 政 绩 ，

企业则可通过上市圈地、圈钱。

在旅游开发中将寺庙道观捆

绑上市的做法显然超过了“度”。

一是与宗教事业发展的价值观不

符。寺庙道观主要是满足信众宗

教活动需求的场所，是民间非营

利组织。纵观世界其他国家和地

区，从没有将宗教活动场所“打包

上市”的先例；二是与法律法规相

悖。对于属于文物保护单位的寺

庙道观，国家早有法律规定“文物

归国家所有”，国务院曾明令“文

物不可上市”，文化部和国家文物

局也有明文规定，“不得改变文物

保护单位管理体制及社会公益性

质”；三是过度开发、过度商业化

不利于保护。一些地方在旅游开

发中，拆旧建新损坏文物、寺庙道

观“烧高香”、欺骗游客等现象也屡

屡发生；四是“化公为私”侵害公众

利益。在旅游开发中，寺庙道观等

宗教组织的文化和自然资源被占

用、争夺，甚至被“强圈”，文化遗产

被用来为某个企业谋利，公众和游

客却要为此买单，显然不合理。

寺庙道观应该“免费”

宗教市场化是为了提供更好

的宗教产品，而不是为少数人谋

取 私 利 。 寺 庙 道 观“ 被 承 包 经

营”“被上市”的做法违背了“公益

第 一，开 发 服 从 于 公 益；保 护 第

一，开发服从于保护”的原则，因

此，必须予以制止。如果说很多

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科技馆

等公共场所都实现了免费，寺庙

道观为什么不可以呢？至少门票

免 费，让 每 个 信 众、游 客 都 能 自

由、平等地享受最基本的宗教权

利，总可以吧。更何况，宗教的基

本教义是：信仰自由。与信仰自

由地接触，不应该被人为地设置

障碍和门槛。

近年来，随着手机的全面普

及，春节等重要节日的祝福信息

铺天盖地，埋头拨弄手机，阅读

收发短信，成为一道独特的节日

风景，一定程度传递了人们的友

情，功莫大焉。

年 三 十 团 圆 饭 后 ，辞 旧 迎

新，喜气洋洋，一家人围坐一起

欣赏春晚时，且每个人都在摆弄

手机，无暇顾及荧屏（春晚节目

在心中是支离破碎的印象），信

息声此起彼伏，有时信息通道不

畅，发不出去的情况时而有之，

滞后几天收到的亦有之，急得人

们直冒汗，搅得人心神不宁，内容

大多是信息枪手们提前精心炮

制，或在网上下载转发的，这种祝

福形式较之没有普及手机之前的

电话拜年（还有 QQ、微博等网络

拜年），省时省钱省力，曾一度为

人们津津乐道。

每年的春节，笔者收到和回

复的信息有四五百条之多，由

此 推 断 ，移 动 公 司 是 大 赢 家 ，

盆满钵满大赚特赚了。笔者姑

且不眼红祝福短信给移动公司

带来的巨大商机，但久而久之，

对 短 信 内 容 则 有 些 不 同 的 想

法。近几天也看到类似的文章，

说到笔者心坎里去了。意思是

收到类似短信，有时很可笑，有

时哭笑不得。内容与发信息人

之间的关系、写作水平、个人身

份等大相径庭，真有点不伦不

类，有的还稍加编辑，有的则是

缺少逻辑关系的移花接木，有的

如转发上级文件一般，层层加上

了 转 发 者 的 姓 名 …… 回 也 不

好，不回也不好。

我基本坚持给朋友发自己

独创的信息，或四言八句的打油

诗，或了了数语的短句，言为心

声，旨在表情达意，虽然内容不

是很完美，没有短信枪手们的

机智幽默，读起来也很幼稚，甚

至是几句常见的问候，但都是

发自肺腑的语言，感到亲切而

真实。

过年发祝福信息，此举的确

很有创意，一条好的短信，言简

意 赅 ，情 深 意 长 ，令 人 回 味 无

穷。短信是节日期间重要的友

情纽带，拜年期间将短信的作用

发挥到极致！短信有启迪人们

的智慧之功效，还弘扬了中国传

统礼仪文化，成为茶余饭后的又

一话题，也极大地促进了拇指文

学的繁荣，是不是中国特色？笔

者没有考证，作为新生的文学形

式，真真切切是诗词爱好者展示

才能的极好阵地。

多年来，笔者工作的单位与

众多的单位一样，在岁末年初

时，受种种外界因素的影响，也

会印制一些精美的贺年卡，定量

分配给干部职工使用。通常的

做法是将感谢之类的吉祥用语

事先在印刷厂印制好，只留下签

名的地方，没有个性也没有特色，

属于千篇一律（或称千卡一文）的

内容模式，我姑且称之为填空式

贺年卡，特别是领导忙碌时，即是

填空的任务往往也是由秘书人员

代劳了，我认为这样的贺年卡只

剩下象征意义……

今年我们单位改革了这种做

法，没有印制统一的贺年卡，而

是在邮局买回的非常淡雅的贺

年卡，我为之击掌叫好，可以不

受指定内容的局限，可以针对不

同的对象而自由发挥，可以写上

一段发自内心的语言，可以留下

亲笔书写痕迹，可谓原汁原味的

纯手写贺年卡，其艺术价值远比

印刷统一内容丰富多彩，同时还

具有收藏价值。

试想，每当写上一个贺年卡

时，必然是凝神静思，根据收信

者的身份和性格喜好，或诗或

词或哲理警句，寥寥数语；内容

或诙谐或庄重；或以毛笔或以

钢笔；或以娟秀的楷书，或以龙

飞凤舞之行草……对方收到非

公 函 式 且 散 发 淡 淡 墨 香 的 诗

文，欣赏把玩独到的文字内容，

兼有鸿雁传书之义，亲切感一

定会油然而生，必有如见其人

之感。

在电脑普及的当下，在电子

邮件、QQ 聊天留言、卡通动画、

各式微博和转发手机短信铺天盖

地的今天，我还是非常看重一年

一度、唯一一次给朋友亲笔书写祝

福用语的机会。特别是在家书退出

人们的日常生活之后，那么对于这

一年一度的传统贺年卡，我更赞

赏这种以手书体形式。传统的

节日，当以传统的形式。

倒退乎？怀旧乎？不知君

以为然否？

龙头香前的断想
何海锋

文人古来多节俭。不节俭

也不行，杜甫后半辈子几乎都为

生存奔波。“布衾多年冷似铁，娇

儿恶卧踏里裂”，家里连床像样

的被子也没有。当然，也有大手

大脚的，李白“五花马，千金裘，

呼儿将出换美酒”，他有来钱的

道，别人学不来。司马相如娶了

卓文君日子好了，却吃出了糖尿

病，那时也没二甲双呱，还得“节

俭”管住嘴，重过苦日子。

我最先亲眼看到当代作家

节俭 的 ，是 老 作 家 林 漫 。 林 漫

原 名 李 满 天 ，延 安 干 部 ，大 个

子，人很慈祥，曾任河北省文联

副 主 席 、省 作 协 主 席 。 上 世 纪

八 十 年 代 初 某 个 盛 夏 ，去 围 场

坝 上 采 风 。 那 时 条 件 差 ，伙 房

的 菜 上 得 慢 ，林 老 的 习 惯 是 上

一 个 新 炒 的 ，就 把 刚 吃 剩 下 那

盘 连 菜 带 汤 倒 上 去 ，然 后 把 空

盘子放在底下，吃完了，桌上一

摞 盘 子 。 有 的 女 士 不 习 惯 ，偷

偷 去 别 的 桌 。 我 还 行 ，一 直 坚

持 ，林 老 说 这 辈 子 就 受 不 了 一

点 浪 费 现 象 。 他 的 级 别 很 高 ，

一 路 上 却 全 跟 我 们 年 轻 人 一

样 ，坐 租 来 的 稀 里 哗 啦 乱 响 的

破 班 车 ，途 中 啃 面 包 ，用 手 兜

着，渣儿都不掉。

大诗人田间来承德，与青年

作者座谈，穿一身黑色旧呢子，

讲了一会儿他伸手往怀里掏什

么，没掏出来，接着讲。讲讲又

掏，这 回 掏 出 来 了，是 一 根 烟，

点着了慢慢抽，什么牌子的，谁

也不知道。当时没有桌上摆烟

和 水 果 的 做 法 ，抽 烟 也 是 各 抽

各 的 。 田 间 先 生 家 在 北 京 ，他

在外时间长，夫人也出门，他写

一 纸 条 给 办 公 室 的 同 志 ，请 他

上北京到他家（想必是有钥匙）

看看，院里有一小坛腌的鸡蛋，

“ 可 煮 一 只 ，尝 尝 是 否 咸 了 ”。

这事广为流传，有说“抠”的，但

多数还认为他们这些老同志是

从骨子里养成了节俭的习惯。

因 为 作 家 节 俭 ，也 有 好 多

闹 出笑话。当初我们这文联一

个作者，省吃俭用买了辆新自行

车 ，喜 爱 得 不 得 了 。 那 时 路 不

好，怕车子沾泥水。常常是他骑

车 子 出 去 ，回 来 车 子 骑 他 ——

扛 回 来 。 住 平 房 ，放 院 里 怕 丢

了，放屋里怕磕了漆，他就在墙

上 钉 了 个 大 橛 子 ，把 车 子 挂 在

上 面 。 每 天 躺 床 上 看 着 新 车 ，

比现今买了宝马还高兴。地震

时 ，别 人 往 床 下 钻 ，他 往 墙 上

窜，怕墙倒了砸了车，至于砸不

砸自己，事后说，没顾上想。

别 光 说 旁 人 ，就 说 我 自 己

吧，我还不属于特节俭的，但经

历 过 下 乡 插 队 那 些 年 生 活 ，一

开 始 参 加 一 些 特 别 丰 盛 的 宴

请，散 了，看 满 桌 的 剩 菜，就 特

别 受 不 了 。 在 外 地 不 能 说 啥 ，

在承德我说你们不好意思，我不

怕，我打包。可架不住有时天天

有饭局，老伴都急了，说吃不了

也得扔，怪费事。我一看这风气

真不是咱一两个人能扭转的，渐

渐也就见怪不怪了。

多数男作家在穿戴上都不

讲究，甚至有些拖沓。有一年冬

天去沈阳领“芒种”文学奖，就请

了我和山东一位作家。我穿一

件旧大衣，他穿一件旧羽绒服，

往外窜毛不说，拉锁还坏了，用

别针钩着。进宾馆，门卫都拦着

不让进，说：桑访（上访）不在这

疙瘩。

后来条件好了，作家们也渐

渐“奢侈”了。天津作家肖克凡

请 我 吃 锅 巴 菜（早 点），说：“ 大

哥，咱现在有钱了，一人吃两碗，

别心疼呀！”

《潜伏》作者龙一外出，事先

算好，去几天带几双袜子，咱天

天穿新的，一天一双。然后摊比

三 家，“ 您 这 多 钱 一 双？”“ 两 块

五 。”“ 哎 呀 ，贵 啦 ！ 两 块 吧 ！”

“行，两块。”“那来六双，给您十

块，正好。”“您这账怎么算的？”

“二六一十二，错了吗？”“那两块

呢？”“噢，我一下买五双，你怎么

也得饶一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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