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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5.吃住在船

公元 1707 年（康熙四十六
年）元月，康熙再次南巡考察河
道治理情况。皇上临行前下
诏：“南巡阅河，往返舟楫，不
御室庐（我吃住都在船上，不须
当地安排食宿）。”听取淮河治
理情况汇报时，皇上登岸详查，
发现新修河道占用了百姓房屋
和坟墓，怒责河道总督张鹏翮，
要求其重新规划。

866.废除太子

公元 1708 年九月，北巡归
来的康熙突然下诏废除皇太子
胤礽并将之拘押。本来皇上对
太子抱有希望，有一次康熙有
病，太子前往探望，脸上毫无关
切之意。北巡途中，随行的太
子屡次在皇上帐外窥望，引起
康熙警觉。同年十一月，康熙
命大臣商议另立太子，众臣异
口 同 声 推 荐 八 阿 哥 胤 禩 yin
si），被皇上否决并下令释放太
子。

867.阿哥争储

康熙发现围绕立谁为太
子，背后的人事纠纷错综复杂，
诸阿哥之间明争暗斗。公元
1709 年元月，皇上召集廷臣追
问是谁带头举荐八阿哥胤禩，
众臣谁也不敢应声。为避免引
起皇子之间的不和，康熙无奈
于当年三月复立胤礽（yin reng）
为皇太子，并昭告宗庙，颁诏天
下。

868.各打大板

公元 1712 年二月，江苏巡
抚张伯行与总督噶礼互相举报
对方，康熙怒而将两人同时解
职，并派专人对二人进行审
计。清朝的总督职权比巡抚
大，总督经常管辖数省军政事
务，而巡抚主要负责民政工作。

869.无利民生

公元 1712 年二月，福建浙
江总督范时崇上疏康熙，建议
将沿海渔民划归当地驻军管
制，不许越省捕鱼，渔船只许
单桅（不能远航）。康熙回答
得很干脆：“此事不可行！”皇
上说：“让军队管理渔民，结果
只能是渔民受欺负。你制定
政策要看是否有利于老百姓，
这类规章制度无助于渔民捕
鱼。”

870.越境捕鱼

中国渔民越境到朝鲜海
域 捕 鱼 可 谓 是 传 统 。 公 元
1712 年八月，康熙下诏给朝鲜
当局：如果再有中国渔民越境
到朝鲜领海偷捕，可以将渔民
扣押并报告清朝政府。

（老白）

我一直不喜欢西方2月份的情人
节，总觉得那里面的“情人”有几分暧
昧的味道。倒是我们中国的七夕情人
节，让人感到踏实贴心。多年里，老公
习惯了每年七夕都送我小礼物。数数
这些年我收到的那些七夕礼物，也把
爱和浪漫细数一遍。

记得那年七夕前，我收到了他写
给我的一封信，那时候我们正在读大
学，还是普通同学关系。正值暑假，同
学们书信往来很正常。我打开他的
信，却发现一张贺卡，心下纳闷，还没
到新年呢，送什么贺卡？他的信折成
了纸鹤，上面工工整整写道：“七夕就
要到了，心里多了一份思念。真希望
七夕晚上能和你一起看星星，看牛郎
织女星。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他的贺卡也非常精美，还亲手画了几
朵小花，上面写着：“希望与你牵手每
一个七夕。”我心中一动，在我眼里，他
比女孩还细心，和我大大咧咧的性格
正好互补。不过遗憾的是，我收到信
时，七夕已经过3天了。我回信故意
逗他说：“收到你的信，七夕已过，看来

是无缘了。况且，牛郎织女的故事也
不是花好月圆的结局，你还是一个人
看星星吧！”私下里，我却悄悄把他的
信和贺卡珍藏起来。后来，他许诺一
定给我一个花好月圆的未来，我们幸
福地走到了一起。

结婚第一年，两个人有甜蜜的幸
福时光，也有性格磨合中的争吵猜
忌。彼此的性格弱点都暴露出来了，
争吵不断。我有写日记的习惯，也会
写一些朦胧诗，没想到他偷偷看了我
的日记，而且还翻出里面的一首诗，
咬文嚼字大做文章，说我对初恋念念
不忘。我气得把日记本撕碎，大声告
诉他，写东西本就是瞬间感受，怎么
可以当真？我不能原谅他偷看我的
日记，一气之下，我搬到单位住。和
他冷战了几天，很快到了七夕。那
天，他找到我，送给我一个带锁的日
记本，那是他前不久参加歌唱比赛的
奖品。他一直爱唱歌，奖品是他最珍
视的东西。他把日记本递给我，向我
保证说，以后再也不看我的日记了。
后来，他没有看过我的日记，我却在

他送的日记本上，记录下了我们幸福
的点点滴滴。

结婚七年的时候，果真有“七年
之痒”的感觉。婚姻平淡乏味，觉得
对方像空气一样。那年我们都忘了
七夕到了，直到晚上他才想起。不能
出去买礼物了，他赶忙把家里的一盆
开得正盛的花搬到我面前，很费力地
双手捧给我说：“这是我养的花，送给
你！”我“扑哧”笑了，好久没有这样的
浪漫时光了。看来，真得好好经营婚
姻了。

后来的日子，他每年七夕都送我
一个小礼物，什么笔筒、发卡、梳子
等，我都珍藏着。他知道我不在意奢
华的首饰，只喜欢简单朴素的生活，
我还写过一篇叫《素心不老》的文
章。那年七夕，他找朋友给我刻了一
枚闲章，上面是“一点素心清如水”，
我非常喜欢。他是懂我的。

我知道，每年七夕，我还会收到
他的礼物，一直收到老。那些小礼
物，不华丽，不贵重，就像质朴温暖的
七夕节一样，却足够让我一生幸福。

记得从上学开始，我就被老师灌输
着读书有益的道理，可那时，大概是因为
逆反的心态，我始终未能真正热爱上阅
读。而确切唤我体会到读书乐趣的，是
在迈入大学的阶段，因为没有严峻的升
学压力，课余时间也变得充裕，阅读自然
便成了点亮我人生路途的一盏心灯，且
其感召力一直渗入我的灵魂深处，也从
内而外地使我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知
足与自信。

一本好的书籍，它是历代文明精华
的积累和沉淀，可以让我们足不出户，
就能了解周边的世界，并在精神的国度
里探索遨游，体验不同的多彩人生。这
几年，通过我个人的读书经历，从中更
是深刻领悟到读书潜移默化的作用，
它不但可以改变自身原有的诸多缺
点，而且能够重新塑造读者的人生观
和价值观。或许，我们最初选择读书，
从书中汲取的仅仅只是情绪上的喜怒
哀乐，未曾触及内心，但久而久之，因
为坚持，读书就会变成了一种习惯，是
读书让我们学会通晓事理，冷静思考，
淡泊明志；而读书亦是我们心浮气躁
时，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开阔人生境界

的不二选择。
人生苦短，扬手是春，落手是秋，一

个人的阅历毕竟是有限的，若想参透人
生的要义，仅凭亲身感悟是远远不够
的。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读书，需要
经年累月、水滴石穿地读下去。当然坚
持读书也并非易事，不可否认，静心读
书有时是孤独的，故而它就需要人们有
着较强的意志力来享受这种孤独，并且
乐在其中。因为对于真正热爱读书的
人来说，书籍带给我们的早已超脱了物
质的追求。有些人或许会认为，在当今
物欲横流的社会，读书早已毫无现实意
义，有的仅是一种精神寄托罢了，但他
们哪里能够明白，这种纯精神享受看似
寡淡无味，实则妙趣横生，我想这般领悟
唯有热爱阅读的人才能切身体会。

犹记得杨绛先生《读书苦乐》中有段
诙谐幽默的描写：“我觉得读书好比串门
儿——‘隐身’的串门儿。要参见钦佩的
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
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其实我也
一直期盼着，自己能如杨先生般坚持读
书，即使生活平淡如水，但内心阳光充
实，哪怕没有沉鱼落雁的美貌，依然能做

到腹有诗书气自华，这种由知识铸就的
内在美是一种优雅，一种自信，是与岁月
一起成长，历久弥香的淡定与气度。

于这个熙熙攘攘的世界里，有时不
妨利用闲暇之余，坚守心灵的一方净土，
用书籍的养料去滋养我们的精神庄园。
让我们携手共同将阅读进行到底，多读
书，读好书，这将是一份永不过时的美
丽。

那些年，我收到的七夕礼物
□马亚伟(河北保定)

将阅读进行到底
□占素华（福建莆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