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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唐小惠是位从事新闻工作二十余年的资深记者、编辑。
她在《金融时报》编副刊，因此有机会接触到文学界、艺术界、科学界、工商界以及金融界的诸多名
家，写作和编发了很多人物专访；同时，她又利用业余时间写了大量的散文随笔。
近日，她把积累多年的人物专访以及散文随笔选出若干精粹之作，编成一集，准备出版，以飨读者。
这当然是一桩值得祝贺的事。
　　这个集子包括三个部分，即收入散文随笔作品的&ldquo;拾贝篇&rdquo;，分为&ldquo;文学家
卷&rdquo;和&ldquo;艺术家卷&rdquo;的&ldquo;人物篇&rdquo;，以及对诸如著名科学家李政道、搜狐
网总裁张朝阳、著名主持人靳羽西以及管理专家汪中求、金融前辈尚明等进行专访的&ldquo;弄潮
篇&rdquo;。
　　在作为本文集主体的人物专访里，当然主要是记录了被访名家的人生经历以及感悟。
诸如&ldquo;人物篇&rdquo;的&ldquo;文学家卷&rdquo;里王蒙谈读《庄子》求快乐、毕淑敏谈感悟生命
的快乐、池莉谈创作中的快乐、王朔谈他刚出版的新书《致女儿书》、蒋子龙谈《农民帝国》的创作
、梁晓声谈平民思想、张炜谈齐文化等等；&ldquo;艺术家卷&rdquo;记录吴冠中、丁聪、来者、方成
等艺术家的人生轨迹与创作感言，还有记录诸多社会名流的&ldquo;弄潮篇&rdquo;，也都融进唐小惠
自己对人生的感悟以及审美的追求。
这些名家专访，不仅可以扩大读者的视野，而且可以启人心智和提高人们的审美水平，激励人们在人
生道路上奋进。
因此这些视角不同的人物专访，对广大读者是大有裨益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文集中收入十七篇散文随笔的&ldquo;拾贝篇&rdquo;。
作者在&ldquo;自序&rdquo;中把这些抒写生活感受的散文随笔喻为在生活的大海中拾得的&ldquo;美丽
贝壳&rdquo;，不错，这些从生活的海洋中拾得的美丽贝壳是弥足珍贵的。
其中，写儿子的《儿子的眼睛》、《儿子求学记》抒写令人眷恋的母爱；而在《忆外公》中又倾诉了
作者对并无血缘关系、离开人世三十年的外公深深的怀念，记录了难以忘怀的童年生活，这些篇章均
能以情动人。
《旅欧散记》、《雨中庐山一瞥》、《康桥随感》、《济州岛故事》等游记则以文笔潇洒、视野开阔
取胜。
《生日感悟》、《说新年》、《狗的琐事》等随笔立意新、说理透、文笔犀利，给人以顿悟之感。
从收在&ldquo;拾贝篇&rdquo;中的十七篇文章看来，唐小惠的散文随笔作品数量虽然不多，却篇篇可
读、可圈可点，表明她在这方面有相当的创作潜力。
希望她能多写一些，在不久的将来，能读到她的散文随笔专集。
　　文如其人。
唐小惠的文字，无论是散文随笔作品，还是她的人物专访，文笔均以流畅、清丽见长，读来爽快，这
是一种能给人以审美愉悦的文笔。
　　唐小惠因为编《金融时报》副刊，多年来同我有些时断时续的往来。
读了这部集子的书稿之后，我对小惠的了解加深了。
因此，遵嘱在集子付梓时写下以上一些话，权当序言奉献给读者。
　　是为序。
　　何镇邦　　2011年5月20日草于四川遂宁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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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唐小惠，是位从事新闻工作二十余年的资深记者和编辑。
由于职业关系，她有机会接触到文学界、艺术界、科学界、工商界以及金融界的诸多名家，因此撰写
了很多人物专访。
她又利用业余时间，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大量的散文和随笔。
本书即是这些文章的精选之作。

本书包括三个部分，即收入散文随笔作品的“拾贝篇”，分为“文学家卷”和“艺术家卷”的“人物
篇”，以及对诸如著名科学家李政道、搜狐网总裁张朝阳、著名主持人靳羽西以及管理专家汪中求、
金融前辈尚明等进行专访的“弄潮篇”。
阅读本书，即能沿着作者的视线，近距离地去了解作者，了解她笔下的那些各界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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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小惠，1991年大学毕业，其后一直在报社从事记者、编辑工作。
曾在报纸和杂志发表通讯、名人专访、散文、言论文章逾百万言，撰写的散文、随笔多次被媒体转摘
，编辑文章多次获得中国产业经济新闻奖。
曾出版人物传记《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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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拾贝篇
 说新年
 儿子的眼睛
 儿子求学记
 育儿记
 旅欧散记
 雨中庐山一瞥
 济州岛的故事
 鸣沙山的驼户
 朋友的好时光
 生日感悟
 狗的琐事
 关于网球
 钢琴别恋
 生日的祝福
 捐书的尴尬
 世界屋脊的祈祷
 忆外公
人物篇（文学家卷）
 读《庄子》求快乐——访著名作家王蒙
 看红楼 悟人生——访著名作家王蒙
 我现在写作更自信了——访作家王朔
 感悟生命的快乐——作家毕淑敏访谈
 发现生活深处的“所以”——访作家池莉
 梁晓声：平民的代言人
 真实的老鬼
 作家说“藏獒”——访作家杨志军
 聪慧的毕飞宇——访作家毕飞宇
 蒋子龙——农民命运的代言人
 网络那边的张海迪
 “齐文化流淌在我的血管里”——访作家张炜
 从作战到救赎——访《一个医生的救赎》作者朱晓军
 文学滋养着我的人生——访军旅作家罗光辉
人物篇（艺术家卷）
 印象吴冠中 135
 丁聪：历经沧桑，顺其自然
 独具匠心看来者——记旅居巴西华人画家来者
 方成：幽默的魅力
 冯小刚印象
 富有哲理的中国书法
 名家谈师恩
 诗才书才说张飙
 横行不霸道——记严学章的蟹派艺术
 创作最快乐——记旅美画家刘保申
 唯有牡丹真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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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洋彼岸的折纸老人
 钟情翰墨，矢志不渝——访书法家张铜彦
弄潮篇
 我见到了李政道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张朝阳
 冯军：“爱国者”是幸运的
 品位是如何打造的——访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靳羽西
 包容体现我们更自信——访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校长
 家族企业如何与时俱进——访著名企业家郭凡生
 银行中每个人都是风险管理者——访全球风险协会首席执行官里奇?安波斯特里克
 杨瑞辉谈造就世界级管理人才
 进入精细化时代——访管理专家汪中求
 王树声：再造天桥
 对人的最高奖赏就在事业中——访知名报人艾丰
 生活是一种态度——访《阳光心态 灿烂人生》作者孙健升教授　
 香港银行的管理细节——对话银行管理专家黄兰民
 探访网球“微软”
 人到九旬正年轻——访金融前辈尚明
 没有独立人格就没有真正的职业经理人——记企业战略专家姜汝祥　
 正本清源说三国　返璞归真话管理——访《管理三国志》作者成君忆
 不能随意穿越道德的底线——访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
 追求不懈——记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原总经理殷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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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儿子的眼睛　　孩子总有很多特征，我儿子的特征是有一双可爱的大眼睛。
　　常常地，儿子总能听到一些叔叔阿姨夸他眼睛长得漂亮，他的心里或许也因此有几分得意。
我这做母亲的，听到别人对儿子的赞美，心里自然高兴。
俗话说的&ldquo;儿不嫌母丑&rdquo;是常态，可反过来，说&ldquo;母不嫌子丑&rdquo;更是古今中外概
莫能外的规律。
成人都有舐犊之情，往往感情因素胜过其他，看儿子的眼睛，似乎能当饭吃，更何况儿子的眼睛也确
实大而有神，迷人得很啊！
　　话是这样说，心里另有一番想法，因而我常对儿子说：&ldquo;人的外表是次要的，重要的是长大
有本事，那才叫有出息，眼睛长得再好看，不把它用来看书学很多很多的知识，不用它来看绚丽多彩
的世界，有什么用呢？
&rdquo;听我说着，儿子带着稚气地看着我，也不知道他听没听懂我这番话的道理。
天下母亲那份望子成龙的苦心，他是否领会？
　　引导归引导，爱依然如此，儿子的眼睛仍是让我着迷，像其他孩子一样，儿子从小对动画片、电
脑游戏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如今青少年由于用眼不当而引起&ldquo;眼病&rdquo;，他却毫无所知。
我不由地添了忧虑。
资料显示：现在青少年近视眼越来越多，发病年龄也越来越小，而且青少年的眼睛一旦近视，很难治
愈。
青少年近视戴眼镜问题数中国最严重。
这不由让我为孩子的视力忧心忡忡。
我常常感慨我们的应试教育对儿童的伤害，小小年纪，书包背得好沉好沉，每天学校老师留的作业连
篇累牍，孩子到了夜里近十点了，仍在台灯下埋头一味写作业，但做家长的有什么办法呢？
于是我和爱人常常告诫儿子要注意保护自己的眼睛，并连吓带唬地举例子向儿子灌输：今天说邻居某
某家的孩子因为看电视、玩电脑多了，小小年纪就戴上眼镜；明天说邻居某某孩子为治疗近视眼每天
去针灸，多疼啊，而且做妈妈的为陪儿子治眼睛还放弃了工作、扣了奖金等等。
孩子毕竟是孩子，今天态度好好的，到明天又故态复萌，玩电脑游戏的痴迷劲又来了。
为此，我和爱人只好采取强硬措施，限制他看电视、玩电脑的时间，但这一招小时候行得通，随着儿
子慢慢长大，他自己就有主意了，一些吸引他的动画片、少年儿童节目，坐着看了很长的时间还不动
地儿，这时你喊他，他全然装作没听见，再叫，目光还是像焊在屏幕上一样移不开，有时几个节目下
来，两个来小时都不愿离去。
无论怎么劝，怎么苦口婆心地说，让他休息一会再看，都无济于事。
这时我往往来个强行关机，然而，儿子也不示弱，嘴一撅便闹开了情绪，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出来，大
有&ldquo;绝食抗议&rdquo;的意味。
　　儿子周末难得回家，本来是件开心事，为了让他离开荧屏、电脑而闹得不愉快，多影响情绪，有
时我便主动投降，由了他去。
后来又想出一招，趁他不注意或不在家时，在电视机和电脑上做手脚，说是机器坏了，要找人修理好
了才能用。
可这把戏只玩了一两回，便被儿子识破了，于是第二次他就不上当了，自己四处检查。
实在不能找到&ldquo;机关&rdquo;时，他便瞪着眼睛向我们询问：你们把电脑怎么啦？
　　这期间，我们故伎重演，给他耐心地讲关于爱护眼睛的重要性，讲眼睛早早近视了戴眼镜不能踢
球不能打篮球还会影响学习的种种害处。
这时，也不知道他听进去没有。
最后的结果是&ldquo;双方&rdquo;达成协议，定一个时间点，时间一到必须关机，儿子不高兴也就不
高兴了。
　　几乎每个周末或周日，我都带儿子去少年活动中心学习奥数、作文等课程，希望这些辅助教育能
让他学到更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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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几乎每次学习我都有矛盾心理：希望他学了知识，懂得更多，又怕过多过重的负担引发儿子眼睛出
了毛病。
为此，能想的办法都使了，什么预防近视眼的新文具，戴在耳朵上的姿势纠正器，以及多增加蛋白质
、维生素A的营养物等等。
　　唉，儿子这双让我操透了心的眼睛。
　　和儿子对视时，常常会有种莫名其妙的假设：真要是儿子的眼睛有了问题，戴上小眼镜，我这个
当妈妈的会怎么样？
毫无疑问，儿子的大眼睛仍是迷人，我一样会操心，我也一样为儿子的大眼睛骄傲。
　　连载2：儿子求学记　　我有一种担心，那就是看着儿子渐渐长大，担心儿子会离我而去。
　　天下父母莫不是如此，可是谁又能让时间停下来？
我们不是也这样走过来，小时依偎在妈妈身旁，最后都像小鸟一样飞走了？
这是早晚的事，不得不承认，爱有时就是一种放弃，有时，为了儿子的明天，你甚至有意为之，心里
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啊！
　　儿子念小学6年级的时候，一天他爸爸从报纸广告中得知，美国很多知名学校来北京招生，提议
我们带孩子去看看。
我舍不得儿子到那么远的地方，招生当天便带儿子爬香山去了。
孩子爸爸显得冷静，自己去了，笑吟吟回来，拿了一堆各种学校的资料，其中一所拥有一百多年历史
的男子学校，他比较感兴趣，便向我和儿子&ldquo;游说&rdquo;。
我没太上心，巧的是，正好有一位家长的孩子正在那所学校上学，于是，向她详细咨询了学校的有关
情况。
可能是被学生家长眉飞色舞的说辞打动了，也可能我内心深处还是想让儿子飞得更高吧，这一下我就
动心了。
如果儿子视野更开阔，能受到更好的教育，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
　　但也有个问题，因为学校要求托福成绩。
这对在国内只上小学6年级的孩子来说无异于是天方夜谭的事。
正四处打听去哪里参加外语培训时，儿子的网球教练推荐他到世界著名的IMG体育运动学校所属尼克
网球学校。
这个机缘源于儿子不久前曾参加北京市青少年网球比赛，并获得双打冠军，被评为国家二级运动员。
正是考虑儿子的身体条件不错、个子高，身体灵活，有很好的运动天分，教练便极力推荐了他。
　　当我了解到这所学校的特殊性，想到那里既能学网球又能学语言，儿子出国上学的事便基本定下
来了。
可想到儿子从小就没有离开过家，这次要去这么远，语言不通，文化差异，生活不便等不利因素，我
又犹豫起来。
　　思前想后，毕竟是男孩，总不能一辈子在温柔的羽翼下成长。
倘若飞得不高，看得不远，定难成大器。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们终于下了决心，让儿子远赴重洋。
　　不多久，就获得了美国的签证，我带着儿子一起飞往大西洋彼岸。
　　希望那是一个能实现儿子梦想的地方。
　　那年，儿子正好12岁，身高只及我的肩头。
我们母子从北京乘美联航飞抵芝加哥。
转飞往坦帕需要等候5个小时。
我和儿子在候机室无奈地等候着，这时一个长着秀气面孔的华人Ming，看我拎着电脑，儿子拎着他喜
爱的萨克斯，关切地询问我们的情况。
Ming是台湾人，因为出差路过芝加哥准备乘搭下班飞机飞回波士顿。
她主动找了一个行李车让我们把行李放上面。
当她看到儿子的萨克斯，很好奇地问：&ldquo;喜欢吹萨克斯？
&rdquo;　　儿子毫不谦虚地回答：&ldquo;我喜欢，已经通过八级的考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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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quo;　　&ldquo;八级，很不得了啊！
&rdquo;　　我们就这样攀谈起来。
Ming是我和儿子在美国认识的第一个朋友。
短暂的停留，本应会擦肩而过，我们不仅认识而且成了好朋友，我想这也许就是命里所说的缘份。
　　连载3：育儿记　　我本人就是胎教的忠实实践者。
自从做了母亲，更是深知教子是&ldquo;唯此为大&rdquo;之事。
谁不希望自己的小宝宝将来成人、成才、成龙、成凤？
因此，我对儿子的教育就格外上心。
　　在儿子快两岁时，除了喜欢蹦蹦跳跳，闻歌起舞外，并未发现他对学习有特别的爱好，于是便和
好友相约带孩子去附近学校的幼儿画画班，培养他的学习兴趣。
开课了，老师在讲台上循循善诱，班里其他十几个小朋友在家长的陪同下都竖起小耳朵听着，唯独我
那小子却横竖坐不住，一会儿工夫，便向我低声说：&ldquo;妈妈走！
我们出去玩。
&rdquo;&ldquo;乖乖听话。
&rdquo;可无论我怎样哄、怎样急，都无济于事。
还是好友有办法，递给我一包巧克力，让我以此来安抚儿子：&ldquo;好好听老师讲课，才能给吃。
&rdquo;我按此办法做，果然奏效。
但这一招管用时间不长，不一会儿子又坐不住了。
这时老师走过来询问，一听说儿子还未满两岁，就笑了，说：&ldquo;你这当妈的也太性急了，我们这
班里的学生最小也都四五岁，他还不到两岁，怎么能坐得住呢？
&rdquo;一番话说得我怪不好意思的，只好暂时放弃让儿子学画画的念头。
　　既然儿子坐不住，只好想其他的办法，反正学习不能不抓紧。
于是在他屋里的前后左右到处贴着幼儿看图识字及唐诗等等，无论儿子站着、坐着、躺着都有他可学
的内容，有道是&ldquo;处处留心皆学问&rdquo;嘛。
渐渐地那些&ldquo;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rdquo;，&ldquo;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
村&rdquo;等十几首唐诗，儿子就都能背诵了。
　　但要不到两岁的孩子理解古人的诗句实在&ldquo;难于上青天&rdquo;，所以有时背起来他会东一
句西一句，来一个移花接木的再创作，让你哭笑不得。
有一次引导他背诵李白的《静夜思》：&ldquo;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
月&hellip;&hellip;&rdquo;&ldquo;举头望什么？
低头思什么？
&rdquo;我提醒他。
&ldquo;举头望爷爷，低头思奶奶？
&rdquo;他说，&ldquo;爷爷、奶奶那儿有好多好吃的！
&rdquo;原来如此。
儿子平时跟着外公外婆，只有周末看一次爷爷奶奶，去一次必是好多好吃的等着他，自然也就露出馋
猫的心态，真是&ldquo;有出息&rdquo;。
　　有时儿子没情绪，便对墙上的学习挂图一概视而不见。
眼看这一招又要失败，便赶紧停下功课，给他&ldquo;放假&rdquo;几天，以防他产生逆反心理。
后来在报上看了那些批评有的家长一味让孩子背诵古诗，指出这是浪费孩子时间的文章时，又觉得人
家说得有道理：孩子既然不懂，却逼他背诵，岂不是拔苗助长，走了开发儿童智力的弯路？
想到此，便再也不刻意让他背唐诗了。
　　子女教育，当然应该是全方位的，除了智力开发，音乐教育一定不可少。
真没有想到，启蒙的音乐，竟是从《国歌》开始的。
因为每天晚上必看新闻联播节目，不知是每天重复的原因，还是国歌的旋律雄浑有力，每当《国歌》
响起之时儿子就会放下玩具或者饭碗，跑到电视机旁抡起小胳膊，随着《国歌》的旋律双手打着节拍
，俨然正在舞台演出的小指挥家，还一边提醒我们：&ldquo;看看天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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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quo;每当此时，便会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为此，我几乎跑遍半个北京城，找了不下五六家商店，才买到《国歌》VCD。
当然，为了儿子音乐知识全面发展，我还买了《著名中外儿童歌曲》及《小不点》歌曲等等。
　　人之初，性本善，名字叫虎子的儿子的善良也是与生俱来。
虽然生得虎头虎脑，但是心地却很善良，这或许和我们从小培养他关心别人有关。
有一天，他独自一人翻看我买的《黑镜头》一书，竟对书中瘦骨嶙峋、一丝不挂的非洲儿童产生同情
之心。
他把自己的衣柜打开，衣服堆了一床，外婆问他干什么，他着急地指着《黑镜头》书说：&ldquo;我有
好多衣服，给他们穿。
&rdquo;一次，爸爸陪着他在楼下踢球，一位小朋友在摘路边的月季。
见状，他立马跑过去拉着小朋友的手说：&ldquo;别摘，它会疼的！
&rdquo;看到儿子这可爱而稚嫩的举动，心里陡然涌起一股幸福的暖流。
　　连载4：旅欧散记　　我带着疑问从法兰西到意大利，联想到&ldquo;二战&rdquo;时期两个特殊国
家的特殊关系，今天看来，那些曾经微妙的关系完全被一种全新文化所覆盖，那就是大欧洲文化，他
们使用同一种货币，听同样的歌剧，很多意大利人讲法语。
可是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是谁也取代不了谁的，那就是民族精神，她们在融合的同时，也相对独
立地展示着自身的独特。
我对意大利的了解，来自一知半解的歌剧知识和几部关于西西里的的影片，最感动我的就是那部《西
西里的美丽传说》。
一踏上意大利的土地，我就完全被古罗马文明和现代的节奏所征服。
同时，我想起另一部意大利的影片《罗马假日》。
罗马是意大利的政治和宗教中心，如果说她是欧洲的宗教中心，我相信很多人也不会持反对意见。
我虽然被罗马眼花缭乱的都市风景所迷惑，可是由赫本饰演的公主在&ldquo;真理之口&rdquo;面前的
纯真表情，总是不能让我释怀，它展现着属于这座城市的真实和可爱。
每座古城，都有属于它自己的传说。
相传罗马人的祖先，战神的儿子罗慕洛斯和勒摩被扔到洪水滔滔的台伯河里，他们顺水漂到了岸边，
两个孩子孤立无援，用不了多久就会被饿死。
这时，有一只母狼来了，它刚生下小狼，胸乳胀得难受，当这条母狼看以两个饥饿难耐的漂亮孩子，
非但没有伤害他们，还把自己的奶头送进他们的小嘴，从此，两兄弟就由母狼来养育。
长大后，两个孩子在母狼哺育他们的地方建立了罗马。
　　这真是一个奇异的传说。
看到意大利的率真多情，多少还真有些&ldquo;狼性&rdquo;在里边。
到意大利是不能不去&ldquo;西班牙台阶&rdquo;的。
这个著名台阶共有137阶，据说是18世纪由一个叫桑得斯的人设计的，名称取自相邻的西班牙大使馆，
可以说这是整个罗马最热闹的街区，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必到此一游，真可谓熙熙攘攘，行人不绝，
到处都是顶级的名牌商店，阶梯旁是法国和英国风味的咖啡馆，遥想一番，这里也曾留下济慈、拜伦
、雪莱、歌德等大师的足迹。
想到那些文学大师一边品着上好的西西里咖啡，一面听意大利姑娘悦耳的话语，应该别有一番情趣吧
。
说到意大利语言的悦耳，就不得不承认古典歌剧的魅力源自意大利是有根据的。
除了歌剧，罗马的喷泉更是令人叹为观止，经统计仅在罗马，美丽壮观的喷泉就有三千余处，而且每
处都有自己的独特历史和美丽传说。
许愿池，是罗马最著名的景点之一，18世纪一位艺术家将其精心打扮，使喷泉两侧侍立着象征&ldquo;
富饶和安乐&rdquo;的女神。
多数游客临走时，无一例外都要来这里许愿，往清澈的泉水里丢一枚硬币。
我们也是如此，一人投下一枚硬币，朋友许的愿我不知道，而我许下的愿却不仅仅是重返罗马，而是
让世间的美丽永远地静止下去&hellip;&hellip;　　连载5：雨中庐山一瞥　　游过白居易草堂后，雨愈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行者无界>>

下愈大，雾更是有一种把庐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感觉。
此时的山让人感到是那么神秘，想不出神秘的尽头该是什么&mdash;&mdash;近似宗教的情感，令我始
终感到深奥和费解，很可能是自己从大都市来，还未能脱俗啊。
　　令人仰视的地方，总是有很多谜，还是往前走吧。
庐山的名胜古迹很多，据说有两百多处呢。
传说夏禹治水的时候曾登大汉阳峰，周朝的匡俗曾在这里隐居，晋朝的慧远法师曾在东林寺门口植松
，王羲之曾在归宗寺洗砚，陶渊明曾在温泉附近的栗里村淡居，李白曾在五老峰下吟读，还有朱元璋
和陈友谅曾在庐山天桥作战的传说&hellip;&hellip;不知是名山吸引名人，还是名人传扬了名山，总之这
些名人、名山、名迹使人有了一种&ldquo;名&rdquo;的灵气，也似乎飘飘欲仙起来。
　　有人报怨，说这雨下起来没完没了啊。
　　我想，如果短短的时间不能天晴雾散，好多的景点会看不见，不如留下悬念，期待明日能云开雾
散。
可没有悬念，第二天一早，雾仍旧在眼前飘来飘去，远处群山还被紧锁在密密层层的雾中。
我们议论着，雾真若不散，我们打道回府算了。
我不死心，面对着隐没在雾海的群山默默念道：&ldquo;庐山啊，念我一片诚意，让我看看你的真面目
吧！
&rdquo;　　沮丧的我无望地作出最后的期待。
庐山真有灵性，我话音之后的不一会儿，只感到耳边一阵阵凉风吹来，浓雾在慢慢隐退，远处群山渐
渐真实地涌在我的面前了：有的挺拔，有的秀丽，姿态各异，越来越清晰可见。
我实在高兴这种巧合。
别人也打趣说，庐山真给我面子。
我满心欢喜，兴致盎然起来。
可是雾终是没能散尽，时有雾团缭绕，但我见机行事，雾起的时候我们赶路，雾淡之后我们按动快门
拍照。
不知不觉已到&ldquo;天桥&rdquo;，据说朱元璋与陈友谅在此作战时，朱元璋被神仙所救，石头上至
今还留有马蹄的足迹。
听起来真有些不可思议，但细琢磨庐山这块风景宝地，如同人间仙境，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实相
间，史料和神话结合无疑更增了几分仙气，更引人遐思。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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