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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卯年伊始，张艺谋导演执导的电影
《满江红》热映的消息就扑面而来。我没赶
这股时髦，却马上联想到父亲周汝昌生前
家里墙上挂着的一幅字。这幅字，就是父
亲墨书的岳飞将军的《满江红》词：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

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

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

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

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

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

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墨幅后父亲记云：“己巳之夏盛暑
中，淑仁欲得岳将军满江红词墨幅，因挥
汗走笔，则恶札，深愧名作。”

那还是1989年7月末的一天，母亲和
我都向父亲表示想要字幅，父亲问：“写什
么词儿？”母亲说喜欢岳飞的《满江红》，这
正好说到父亲的心坎上。岳将军此词，曾
激励着千古中华民族的爱国心。抗日战
争时期，父亲二十多岁时，正值国破家亡，
华北沦陷，那时无法得知国势战局的真消
息，父亲曾躲在地下室，豁着性命设法偷
听那经由微弱的无线电传来的千里之外
的抗敌卫国之声，那低沉而雄壮的歌音，
唱的正是这首岳将军的词曲，父亲从中领
悟到这首词伟大的感染力
量，回忆年少时也曾写过
“门前日日看刀光，年少心
胸志慨慷。深夜步行期抗
敌，敝衣曾结满襟霜”之句，因此非常喜欢
岳飞的这首《满江红》。

母亲开了口，父亲即来了兴致。母
亲赶紧倒墨、抻纸，父亲不顾酷暑汗水涔
涔，挥笔随吟随写，一气呵成。

这幅字是窄长条横幅，有四五尺长，
二尺来宽。父亲的字不大，每行六七字，
其连贯的节奏和舒卷的曼妙，令人感觉
笔姿透着灵秀儒雅之气，有一种清新俊
逸、光彩照人之美。通篇下来精气完聚，
不塌不垮，不松不散，让人不敢相信这是
出自一位双目近乎濒盲者之手。

写毕，展开看时，我们皆拍手叫好，
母亲尤其满意，父亲笑眯了眼，继而又给
我们讲了起来。父亲说，这上来四个字
“怒发冲冠”，是用太史公写蔺相如“怒发

上冲冠”的奇语，表明这是不共戴天的深
仇大恨。此仇此恨，因何愈思愈不可
忍？正缘高楼独上，阑干自倚，纵目乾
坤，俯仰六合，不禁满怀热血、激荡沸
腾。而当此之时，愁霖乍止，风烟澄净，
光景自佳，翻助郁勃之怀，于是仰天长
啸，以抒此万斛英雄壮气。此开头已写
尽凌云壮志，气盖山河之势。接下来“三
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十四个
字，真个令人迥出意表，怎不为之拍案叫
绝！此十四字，微微唱叹，如见将军抚膺
自理半生悲绪，九曲刚肠，英雄正是多情
人物，可为见证。功名是我所期，岂与尘

土同轻；驰驱何足言苦，
堪随云月共赏。父亲
说，你看这是何等胸
襟！何等识见！词到过

片，一片壮怀，喷薄倾吐。靖康之耻，实
指徽钦蒙难，犹不得还，故接言臣子抱恨
无穷。此恨何时得解？尘土功名，三十
已过，至此，岳将军自将上片“莫等闲、白
了少年头，空悲切”之痛语，说与天下人
体会，沉痛之笔，字字掷地有声！接下出
奇语，寄壮怀，英雄忠愤之气概，凛凛犹
若神明。盖金人猖獗，荼毒中原，只畏岳
爷爷，不啻闻风丧胆。故自将军而言，匈
奴实不难灭，踏破“贺兰”，黄龙直捣，并
非夸饰自欺之大言也。“待从头、收拾旧
山河，朝天阙！”一腔忠愤，碧血丹心，肺
腑倾出，全篇神完气足，诵之令人神旺，
令人起舞！父亲说，此种词原不应以文
字论短长，然即以文字论，亦当击赏其笔
力之沉雄，脉络之条鬯，情致之深婉，皆

不同于凡响，倚声而歌之，亦振兴中华之
必修音乐文学课也。

对于有人质疑这首《满江红》的真
伪，说不是岳飞所写。记得父亲早有文
这样写道：

传世岳武穆《满江红》，论者以为于

宋元无可考，始见于明人所编遗文集，

当出伪托。又云贺兰山在西北，与金人

无涉，方位乖舛，足见其为伪词。余曰：

此词真伪，固难断言，第就质疑者所论

而察之，明人有《永乐大典》中所收昔贤

遗集，清代多不复存世，则安在明人必

不能得一传写本乎？若南北宋之间词

家每言西北，如“西北有神州”，如“西北

欃枪未灭”（赵鼎《花心动·江月初升》），

此等不一而足。擅自南渡人士而言，

“北望长安应不见，抛却关西半壁”（胡

世将《酹江月·秋夕兴元使院作用东坡

赤壁韵》），正其地理观念也。若谓“贺

兰”不能借用，乃伪作者之马脚，则张元

幹固亦云“要斩楼兰三尺剑，遗恨琵琶

旧语”（《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亦不

得用西域国名为喻，亦为伪词矣？论词

恐不宜如此胶瑟。余以为此词有真气，

非伪托者所易追拟，又上阕“三十功名”

“八千里路”一联，归到“莫等闲，白了少

年头，空悲切！”慷慨风流，悲壮深婉，一

时俱到，亦不似明人所能到。胡世将词

又云：“阃外何人，回首处、铁骑千群都

灭。拜将台欹，怀贤阁杳，空指冲冠

发。阑干拍遍，独对中天明月。”思致神

理，皆当时名将之真实写照。即其“塞

马晨嘶，胡笳夕引，赢得头如雪”，亦尚

觉不逮“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

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之

空际传神也，而可轻议岳词为明人手笔

耶？反证不足立，何如宁信其真，亦不

至为鄂王面上涂墨，若误夺真词，压良

为贱，始真是涂黑矣。

岳将军的《满江红》，我自幼即会唱
诵，有时在家里大声哼唱起来，父母也会
跟着和声，可见这首词之魅力无穷。

父亲暮年，常常夜里失眠，或因双眼
失明，黑白颠倒。为解父亲之郁闷，我给
他买了一只录音笔，告诉他睡不着时可以
尝试录下自己的想法或诗句。无奈录音
笔按钮太多，父亲靠手指碰触实为难辨，
失去了很多宝贵资料。然而在2010年9
月某一天的录音里，我竟然听到了父亲的
小声哼唱，仔细谛听，竟然是岳飞将军的
《满江红》，虽然声音断断续续，却是顿挫
分明，十分清晰。

父亲为母亲书写的岳武穆《满江红》
这幅字，自我们随父亲正式搬进朝阳区
红庙这个家，就一直张挂在墙上。直到
父亲去世后，我们把它捐献给了恭王府
博物馆收藏。

外文专家、翻译家、小说家、华东师范大学中
文系教授王智量先生，上月初在上海病逝，享年
94岁。不少学生都很怀念他，我也是其中之一。
四十余年来，常会想起当他学生的那些日子，因此
“每将往事从头写”，感觉还是受益匪浅。

读大学本科时，曾在华东师范大学文史楼的
三楼走廊上听到充满激情又清亮悦耳的讲课声，
我和几位同学循声走近315教室，发现原来是头发
花白的智量先生在给77级学生讲授俄罗斯文学，
大教室里的同学们表情全神贯注，如痴如醉，课后
纷纷评价讲得好，引得我们也巴不得智量先生能
给我们78级学生授课，当听说这个愿望不一定能
实现时，我们全年级写信给系里，最终愿望得到了
满足。智量先生确实没让我们失望，他出神入化
地解析俄罗斯19世纪的作家们不同的艺术风格，
饱含情感地用中、俄文流畅地背诵《叶甫盖尼·奥
涅金》中达吉亚娜给奥涅金的信，那是他在历经磨
难的逆境中坚持翻译的普希金作品，艰苦劳作之
余，不仅把这些译文写在糊墙的旧报纸白边上、草
纸上、香烟盒上，更是早已刻嵌在记忆的深处，他
的课是当年最受我们学生欢迎的课程之一。

我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是智量先生，他
要我先列出提纲，我自选“屠格涅夫的宿命论”为
题，他一看就否定了这一选题：题目太大，不易把
握！确实，我在写提纲时就已经感到有些力不从
心了。他叮嘱，论文题目的口子要选得小些，论述
则可深入或扩展，这样能做到开阖自如、游刃有
余。最后选定的题目是《同一爱情悲剧的不同变
奏——比较屠格涅夫的〈阿霞〉和亨利·詹姆斯的
〈丛林猛兽〉》，坐在教室里写论文的畅快感觉至今
难忘。经先生的精心批阅，我又做了修改，最后获
“优”，搁置十八年才拿出去发表，仍然感觉经得起
时间的检验。后来我把先生的这一选题经验传授
给我的学生们，他们也都觉得很有帮助。

我留校当老师第一次上讲台之前，智量先生就再三强调，课一定要上好，充分备
课，决不要照本宣科，要不断地研读作品，看重自己独特的阅读体验和感受，同时及时
地介绍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需要时时更新教学内容。他曾来旁听我的俄国文学课，
在课堂上看到学生们专注的神情而感到欣慰，对我鼓励有加，使我增强了信心。

智量先生又是我读硕士研究生时的导师。他采用讨论的方式授课，让我们五个学
生每人认领一位俄罗斯作家作为选题，然后以主讲者的身份和大家交流，这就逼着我
们去图书馆大量看书，查阅各种相关史料，同时理清表达的思路，这样比单纯听先生讲
授收获更多。在课上，他参与我们的讨论，让我们畅所欲言，热烈交流，各抒己见，不强
制我们同意他的观点，对于有独创性的观点还会加以鼓励，并提醒注意自圆其说。课
程结束后，要求我们将各自的选题写成论文，智量先生作了长序，几年之后出版了我们
师生合作的《俄国文学与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而我们通过先
生的“授之以渔”，学到了研究方法，之后都可以自行开辟另一片研究天地。

智量先生在职时，给我们学生最真切的感受是他的教学深入人心，同时科研（学
术研究）也是他的强项，他有敏锐的文学感受力，撰写的论文不是佶屈聱牙的艰深文
字，而是富有情感、注重细节的流畅表达。他出版了专著《论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
斯泰》，翻译出版了30余部俄文和英文的作品，如《叶甫盖尼·奥涅金》《上尉的女儿》
《莱蒙托夫叙事诗集（上、下）》《屠格涅夫散文诗》《贵族之家》《前夜》、托尔斯泰的《安
娜·卡列宁娜》、曼德尔施塔姆的诗选《贝壳》、康拉德的《黑暗的心》、乔伊斯的《死者》、
狄更斯的《我们共同的朋友》等。退休后他又写起了小说《饥饿的山村》，出版散文集
《人海漂浮散记》等，刻录了一段亲身经历无法忘却的时代痕迹。2013年华东师范大
学出版社出版了《智量文集》，计4编（翻译编、创作编、文论编、教学编）14种。2019年
11月先生荣获中国翻译界最高奖项——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在笔耕不辍的同时，智量先生还兴致盎然地拿起了画笔，水墨画的鱼虾灵活游
弋，引吭高歌的公鸡色彩斑斓，芭蕉树下的一群鸡雏欢快啄食……运笔挥洒自如，画
面逼真有趣。他和另两位老师还一起开过画展，得到参观者的一致好评。晚年他把
自己的写作、翻译手稿及画作等捐给学校档案馆，曾被集中展览出来，他又把自己的
藏书捐献给了学校图书馆保存。

在我的记忆里，智量先生在教学、科研、翻译领域都是辛勤耕耘，并且成果斐然。
而他在小说、散文及绘画方面的创作则出于历史记录的责任和兴趣所致，平添了晚年
生活的乐趣和兴味。

智量先生在教学上、学术上给我们的教诲永远铭记在学生们的心中，而他留下的
大量译著和作品更是将滋养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记性，是识记、保持、再认识和重现客观事物所反映
的内容和经验的能力，简言之就是记忆的能力。

有的人记性甚好，常被誉为博闻强记、过目不忘。如
清代袁枚《随园诗话》卷七所载：蔡孝廉有青衣许翠龄，貌
如美女、记性绝佳，在染坊戏耍时将账簿焚烧，坊主大怒，
翠龄竟笑取笔墨写出某家染某色及其价值，居然丝毫不
差。有的人记性极差，常被讥为“属耗子的——撂爪就
忘”。如《笑林广记》所载：一男子持刀往园砍竹，突然
腹急，置刀于地蹲下出恭。忽抬头曰：“此地倒有许多
好竹，可惜未带刀来。”解毕，见刀在地，喜曰：“天遂人
愿，不知何人将刀遗失在此。”方拿刀砍竹，见地上粪
便，骂曰：“哪个不地道的在此拉屎，差点让我踩上。”其
砍完竹子背筐回家在门外徘徊说：“此何人居？”老婆见
状骂着让他进来，他却盯着老婆说，“娘子有些面熟，我
不曾得罪，怎么开口就骂？”

记性不好与诸多因素有关，在此，只简介以下三点：
其一，患病是丧失记忆的元凶。我一亲属从事教育

工作，年过50先后患了抑郁症、
糖尿病、脑栓塞及脑萎缩，四处就
医效果甚微，致使痴呆、失忆。教
书育人三十多年，居然变得一字
不识、不会说话，成了文盲和不会
说话的人，连自己、老伴儿和儿孙
的名字都忘了，有时寻找物件只
知用手比画。

其二，年迈是记性渐差的必
然趋势。我一老友，原来记性很
好，60大寿以后时而忘事。有一
天老伴儿外出探亲，他晚饭后收
看电视连续剧时，突然闻到一股
呛人的气味，猛然想起刚才在燃
气灶上烧了壶水，急忙跑到厨房，
只见火苗欢蹦乱跳，铝壶被烧干
瘪，差点酿成火灾。另一年近70
的独身老友，晚饭后外出散步，回
家看完一个电视节目后上床大
睡。转天清晨还在梦中，被邻居

敲门惊醒，“刘大爷，钥匙怎么还插在防盗门上？”原来老
友昨晚开门以后忘记拔下，幸亏小偷没来光顾。为此，他
赋诗一首曰《自嘲》：“问当下昔日如何？智也不错，力也
不错。知老朽今日如何？身也衰落，脑也衰落。想当初
踏征程展风采朝霞闪烁，看今日华龄过老将至日落沧
波。岁月蹉跎，人物消磨，昔日憧憬，今日南柯。”

其三，品德优劣也影响记性。按说，品德与记性无
关，但据我一个卖油条的朋友说，有人三天两头来买油
条，今天说“忘带钱了，明儿吧”；转天来买时说，“昨晚把
钱塞进口袋，今早换衣服时忘了把钱掏出来，明儿吧”；隔
几天再来买时，拿出一张百元大票说，“我光惦着买早点，
忘了换零钱啦，明儿一块吧。”几个“明儿”过去，那人不再
来买。有的熟人常在路边借钱，今说“我有急事，钱不凑
手，就差50，一两天就还您。”相隔几天见面又说，“我外
出办事忘带零钱，您先借我20，明儿一准还您。”隔数日
再相遇，对方只说天气冷热，不提还钱一事。借出钱的人
说，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为几十块钱怎好张嘴讨要？为
此，这人吃了不少故装糊涂人的哑巴亏。

年轻力壮记性不佳者，只要经常开动脑筋分析问
题，参加书法、绘画、唱歌活动，坚持户外散步、打拳等运
动，多吃富含卵磷脂、维生素的食物，定能增强或改善记
忆能力。

上了年纪记性渐差者，则需顺其自然、泰然处之。
我曾写诗劝慰那位赋诗自嘲的老友，“繁星是恪守自然
规律的榜样/每晚都有几颗坠落地上/即使载入了天文
学的史册/到时候也乖乖地离开天堂”。坚硬的顽石尚
能从容面对，具有灵魂和知识的人更应恪守难以抗拒的
自然规律。

为了贪占便宜故装健忘者，则应改掉自欺欺人的毛
病。否则，轻者丧失人格、令人鄙视；重者习以为然、成为
顽疾，迟早会因欺骗数额巨大而被绳之以法。

这幅漫画的创作过程有点匪夷

所思。

有一天我下班骑着自行车回家，

天已昏暗。猛然回头，朦胧中见一人双

手低垂，手中勾着一根扁担，扁担左右

各一只水桶，心想此人为何如此挑水？

不可思议。近前一看，原来这人拿的不

是扁担不是桶，只是我的一个错觉，突

然一阵尴尬，嘿嘿笑着回家了。

但，这担水的特殊姿势一直在

我脑中挥之不去，可不可以画幅漫

画？因为这另类的工作方式必有荒

诞的可看性，于是用了几个人动态

的对比完成了这幅《同一高度》，不

用语言解释，反常规的操作就会引

起共鸣，孰好孰坏一目了然。

同
一
高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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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千帆竞发，勇
进者胜。上百条船在激流的江水中划
行，努力划桨的人才能在竞渡中拔得头
筹。在彩虹之国南非，有一项比赛很好
地诠释了这句话。这项比赛每年在南非
举行，为期三天，需要两名运动员合作划
独木舟，完成从彼得马里茨堡到德班全
程120公里的赛程，这就是非洲大陆最
大的独木舟赛事——杜西独木
舟马拉松赛。这项赛事自1951
年开始，至今已有72年的历史，
在岁月长河中诞生了无数感人
的故事，2017年的一部南非电影
就是根据第63届杜西独木舟马
拉松赛中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
这就是《超越河流》。

想成为独木舟马拉松比赛的运动员，
信任、勇气和合作这三种品质缺一不可。

影片《超越河流》讲述了两个不同民
族的运动员，带着不同信仰共同完成了
一段不可思议的旅程。他们就是皮尔
斯·克鲁克山克斯和西塞科·恩通迪尼。

在备赛期间，皮尔斯和西塞科每日
刻苦训练，最长的一次一天训练15个小
时，即便皮尔斯遭遇了儿子遇难去世和
婚变的双重打击，在西塞科的陪伴下，他
依然日复一日地坚持训练。一方面是因
为他把获得独木舟马拉松赛的金牌视作
人生的最高追求，另一方面他深知这项
赛事的危险，如果他们平时不能保持强

悍的体能和过人的平衡力，到比赛时一旦
在湍急的河流中失去平衡，落入水中，大概
率会因此丧命。

由于南非自然环境的独特性，主创团
队在进行拍摄时并非一帆风顺，片中有一
场戏中的湖面看似平静，但在实际拍摄过
程中，平静的湖面之下却暗藏危机，主创偶
遇鳄鱼群导致拍摄被迫停止。原来，在工

作人员发现鳄鱼之前，鳄鱼已经在
水中陪伴了他们很长一段时间。是
勇气让拍摄团队最终坚持下来。除
此之外，拍摄在杜西河上的精彩赛
程也遭遇了不可控因素。在拍摄
时，南非正面临40年来最严重的干
旱，为了确保影片能以最佳状态呈
现杜西河的急流，主创团队在南非

的三条不同河流——杜西河、图盖拉河和
乌格尼河上分别进行了拍摄。除拍摄上的
难度以外，演员对于原型人物的还原需要
付出超越常人的努力，两位主要演员——
杜马和史蒂夫的扮演者以前从未划过独木
舟，为此他们接受了著名奥林匹克独木舟
运动员肖恩鲁宾斯坦的训练。
《超越河流》的原型人物皮尔斯和西塞科

曾经说过：“不管我们来自哪里，也不管我们的
分歧是什么，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合作。”正如中国与南非建立的合作关系，自
1997年建交后，两国之间的电影合作也逐渐
密切，2014年为庆祝南非“中国年”，首次在
我国上映了南非传记电影《曼德拉》。今年

是中国与南非建交26周年，
让我们将目光重新定格在
2014年发生在南非的一场感
人赛事，从中感受体育赛事
内里的精神魅力。

2月11日22:23CCTV—6

电影频道与您相约《超越河流》，2

月12日15:24“佳片有约”周日

影评版精彩继续。

柳墅行宫是天津的一座皇家园林，落成于清
乾隆三十年（1765），由长芦盐商专为乾隆皇帝所
捐建。此前，乾隆多次巡幸天津，但一直没有专供
驻跸之行宫，于是众盐商便恳请巡盐御史高诚上
奏朝廷，请允准为皇上在津兴建一座。
得到批准的当年，这座辉煌庞大的皇家
园林便构建而成。

柳墅行宫地处海河东岸，围墙周长
240丈，有房约500间，内分殿堂区和园
林区两部分。殿堂区楼宇密布，层次分
明；园林区花木扶疏，小桥弯环，颇具皇
家气派。乾隆非常喜爱这座行宫，无论专巡津沽，
还是南游途经，都以此为下榻之所，先后在这里驻
跸八次。他亲自为各牌楼、殿堂撰作了匾额和楹
联，并吟写成数十首诗作。这些诗作和匾联，乾隆
都亲书于钩金素蜡笺、洒金蓝蜡笺、碧蜡笺或藕色
绢上，并钤“乾隆宸翰”等御玺，保存于内。他还在

这里处理政务，赐宴盐商，并向盐商赏
赐了御书福字、貂皮及荷包等物。

乾隆去世后，嘉庆、道光两帝再未来
此，盛极一时的柳墅行宫遂变得冷清起
来。道光二十六年（1846），柳墅行宫奉旨
拆卖，于是，存世81年的这座天津规模最
大的古建筑群，便从天津土地上消逝了。

郑孝胥1926年 4月 24日日记称：
“白粟斋云：此行宫旧址地名柳墅，尝为武备学堂。
白管理堂日，尚有湖石数十在洲中，今皆湮没。西角
树下犹见残石，是其遗也。”1936年词人郭则沄《清
词玉屑》卷三说：“其址建武备学堂，再毁于庚子。今

为海河公园，宫础尽湮，惟荒池一角，中
有方渊，老柳数十株绕之，逭暑犹胜。
余居沽上，屡涉之。尝结须社同人约限
百字令赋柳墅感旧。”

曾有学者提出将柳墅行宫异地重
建问题，称：柳墅行宫原址在第一热电
厂一带，现旧迹无存，又受区域规划的

局限，在原址恢复柳墅行宫的可能性已经没有。建
议结合柳林公园的规划建设，全部或局部恢复柳墅
行宫，将该公园打造成皇家主题的休闲公园。既不
影响公园的功能定位，又能彰显天津文化的深厚底
蕴。两部《长芦盐法志》中都附有“柳墅行宫图”，或
可为复建提供参考。

周汝昌书《满江红》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乐府诗集·长
歌行》）“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
岁月不待人。”（陶渊明《杂诗十二首》）“莫等闲、白
了少年头，空悲切。”（岳飞《满江红》）……年纪大
的人常常搬用这些经典的词句一遍又一遍地勉励
十来岁的儿童努力进取。其用意自不待言，而效
果常常不能如愿。原因何在呢？

我以为，原因就在于年长的人犯了“对牛弹
琴”（不含恶意，借用无妨）的错误。陶渊明的《杂
诗十二首》是他五十四岁时所作。岳飞的《满江
红》是他三十多岁时所作。这些勉励晚辈的话语
无一不是“白了少年头”的人，有了亲身的经历和
体验之后才发出来的心声，无一不是只有过来人
才能发出的感叹。而“白头”“老大”在十来岁孩子
们的心目中太遥远了，简直遥不可及。他们做梦
也体会不到“白头”“老大”时是个啥滋味。他们只
知道偎依在妈妈的怀抱里，沉浸在甜丝丝的母爱

里。对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一遍又一遍地叙说着“白
头”人经历过的艰难世事，叙说着“白头”人的感叹，
岂不是“对牛弹琴”？不更事的少年儿童听到这些话
语不为所动，听而不闻，内心没有受到丝毫的触动，
不能引起孩子们的共鸣，“无动于衷”就是自然而然
的事了。陶渊明小时候又何尝不是如此？他说：“昔
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而他到老年时才恍然大悟，
叹道：“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

可见，对子孙的劝勉务须贴近他们的生活实际，
务须适应一定年龄段的孩子，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对牛弹琴”是徒劳的，劝勉须有道。

·响晴轩续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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