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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宴上碰到多年未见的朋友 。
远看 ，她珠光宝气 、雍容华贵 ；近看 ，
脂粉已遮不住岁月的痕迹 ， 就像遭
严霜打过的青菜 ， 边边沿沿都焦枯
了 。 她挽着位气宇轩昂的男士 ，介绍
说是她的丈夫 ，某公司总裁 。 我好不
容易在回忆库里搜索出当年那个小
猪倌的模样 ，男人真像黄酒 ，越老越
醇 。

看着他们的背影 ， 我美丽的侄
女撇撇嘴半开玩笑地说 ：“像我这样
的气质 ，才像总裁夫人哦 ！ ”“是的 ，
你站在总裁旁边 ，也许珠联璧合 、相
得益彰 。 但是……”我问她 ：“你会爱
上一个父母双亡 ，地无一垄 、家无片
瓦的小猪倌吗 ？ 你会与一分钱掰两
半 花 ， 白 手 起 家 的 男 人 同 甘 共 苦
吗 ？ ”侄女张口结舌 。 “你想当这个总
裁夫人 ，首先得住猪圈 、割猪草 、闻
猪粪 ，风里雨里 、吃尽艰辛 ，在生活

的苦水中慢慢熬出来 ！ ”侄女吐吐舌头 ，不再
嚣张 。

诚然 ， 如今不需煎熬的速成阔太太也不
少 ， 嫁个富二代或者干脆摘人家桃园里成熟
的桃子 ，一下子就少奋斗二十年 。但姻缘这东
西 ，少了二十年长征途中的雪山 、草地和相濡
以沫 、生死相依 ，即便到手了 ，也未必把控得
住 。

一个 “熬 ”字 ，包含着多少令人动容的坚
贞和执着 。那是一年年的青春 、一个个实实在
在的白天和黑夜 ， 一次次如蚌般用自己鲜嫩
的肉体 ， 把痛苦凝成璀璨的珍珠……从青丝

红颜到白发苍苍 ，一锅生活的黄
连 ， 因不断加入奋斗的甜汁 ，终
于熬成糖膏 。 “熬 ” 出来的阔太
太 ，那是真阔 ！

（摘自 《广州日报 》 张鹰/文 ）

我的母亲是个很好的人，自小就看到她努力地维持一个家。
她总是在清晨五时起床， 煮一锅热腾腾的稀饭给父亲

吃，因为父亲胃不好，早餐只能吃稀饭。 还要煮一锅干饭给孩
子吃，因为孩子正在发育，需要吃干饭，上学一天才不会饿。

每星期，母亲会把榻榻米搬出去晒，晒出暖暖的太阳香。
下午，母亲总是弯着腰，刷着锅子，我们家的锅子每一个都可
以当镜子用……然而在父亲的眼中， 她却不是一个好伴侣，
我成长的过程中， 父亲不止一次地表示他在婚姻中的孤单，
不被了解。

我一直在困惑中成长，问自己：“两个好人为什么没有好
的婚姻呢？ ”

在婚姻初期 ，我就像母亲一样 ，努力持家 ，努力地刷锅
子、地板，认真地为自己的婚姻而努力。 奇怪的是，我不快乐，
看看我的先生，似乎也不快乐，我心中想，大概是地板不够干
净，饭菜烧得不够好，于是我让自己更加努力……直到有一
天，我正忙着擦地板时，先生说：“老婆，来陪我听一下音乐。 ”
我不悦地说：“没看到还有一大半的地方没有擦吗？ ”这句话
一说出口，我呆住了。 我正在重演父母亲的婚姻，也重复他们
在婚姻中的不快乐。

我问先生：“你需要什么呢？ ”“我需要你陪我听听音乐，
家里脏一点没关系呀！ ”先生说。 这个结果实在令我大吃一
惊，我们继续分享彼此的需要，才发现我们一直都用自己的
方式在爱对方，而不是对方的方式。

自此以后，我列了一张先生的需要表，把它放在书桌前，
他也列了一张我的需求表，放在他的书桌前。 洋洋洒洒十几
项的需求，有些项目比较容易做到，像是有空陪对方听音乐、
有机会抱抱对方。 有些项目比较难，像是“听我说话，不要给
建议”。 这是先生的需要。 如果我给他建议，他说他会觉得自
己像笨蛋，我想这真是男人的面子问题。 这对我实在是一条
不容易学习的路，不过比擦地板要轻松多了，而我们在需求
的满足中，婚姻也愈来愈有活力。

每个人都值得拥有一个好婚姻， 只要方法用
对，做“对方要的”而非自己“想给的”，好婚姻，绝
对是可预期的。

（摘自《幸福·悦读》第 8 期 张德芬/文）

好人没有好婚姻 温
情

莎士比亚说：“人生如舞台。 ”
人的一生有前台，也有后台。 前台是粉墨登场的所在，费

尽心思化好了妆，穿好了戏服，准备好了台词，端起了架势，
调匀了呼吸，一步步踱出去，使出浑身解数：该唱的，唱得五
音不乱；该说的，说得字正腔圆；该演的，演得淋漓尽致，于是
博得满堂彩，名利双收，踌躇满志而归。

然而，当他回到后台，脱下戏服，卸下妆彩，露出疲惫发
黄的脸部时，后台有没有一个朋友在等他，和他说一句真心
话，道一声辛苦了，或默默交换一个眼神，这眼神也许比前台
的满堂彩都要受用，而且必要！

后台的朋友，是心灵的休息地，在他面前，不必化妆，不
必穿戏服，不必做事情，不必端架子，可以说真话，可以说泄
气话，可以说没出息的话，可以让他知道你很脆弱、很懦弱、
很害怕，每次要走入前台时都很紧张、很厌恶，因为你确知后
台朋友只会安慰你，不会耻笑你，不会奚落你。

况且，在他面前你早已没有形象可言了，也乐得继续没
形象下去。 人生有一个地方，有一个人，在这人面前，可以不
必有出息，可以不必有形象，可以暴露弱点 ，可以是全身弱
点，这是很大的解放。 有此解放，人可以在解放一阵子之后，
重拾勇气，重披戏服，再次化妆，再次端架子，走到
前台去扮演好需扮演的角色， 做一个人模人样的
人物，博得世俗的赞美。

（摘自《林语堂选集》 林语堂/著）

情感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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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晋商的故事频频被搬上电视荧幕，如《走
西口》、《乔家大院》、《白银帝国》等，无一不在讲述晋商发
展的艰辛历程。 而鲜为人知的是，明末的晋商却在历史上
扮演着极不光彩的角色，他们依
靠朝廷政策发展壮大，在获得巨
额财富后又出卖朝廷，显露出唯
利是图的奸商本性。

明朝建立之初，为防止蒙古残余势力的骚扰，朱元
璋在长城一带设立九个军镇，每个军镇自备粮仓，其中
有两个军镇就设在山西。 为保证军粮供应，政府鼓励私
人将粮食运到军镇粮仓，并在收到粮食后向商人发放贩
运食盐的“盐引”（销售食盐的额度凭证）。

后来，政府将“盐引”直接改为白银，不少晋商开始
从事屯田贩粮，以换取白银，很快就聚敛了巨额财富。

晋商的规模日渐扩大，需要更大的市场。 大批晋商开
始寻找新的合作伙伴，东北的后金便是他们的最好选择。

明朝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颁布“七大恨”，作为

后金与明朝分庭抗礼的政治宣言，而这宣言就是通过晋
商带回关内散发的。 努尔哈赤攻占抚顺时，厚赏当地的
晋商 16 人。 为实现定鼎中原的目标，努尔哈赤向晋商借

款，并开出高额的利息回报。 如
此一来， 后金扩张所需军费开
支就迎刃而解了。 皇太极登基
后，更是极力拉拢晋商，采取各

种优惠政策吸引他们到东北经商，利用他们贪婪的本性
为后金储备军用战略物资， 并积极发展一部分人为间
谍，刺探明朝的军事经济情报。

在晋商的帮助下，后金备足了粮草，打造了一支装
备精良的八旗铁甲，并且获取了大量明朝的军事经济情
报。公元 1644 年，后金军队在明将吴三桂的带引下，大举
进入山海关，成功定鼎北京。 为感谢晋商的贡献，顺治皇
帝亲自接见了八家晋商，并御封他们为“皇商”，将北方
边境贸易的经营权全部给予他们，其他私人未经授权不
得染指。 （摘自《大科技·百科新说》 陈晨 ／文）

1775 年 12 月一个月夜，巴黎街头，医生马
奈特被一辆马车拦停， 他被厄弗里蒙侯爵兄弟
强迫出诊。 因为见证这对贵族兄弟淫邪杀人的
罪行，他写信举报，不幸举报信落到侯爵兄弟手
中。 然后，他就突然“消失”了。

原来， 他被关在巴士底监狱整整 18 年，后
来， 因为厄弗里蒙侯爵失去恩宠， 他才获释出
狱。 这是狄更斯小说《双城记》的情节；而这种秘
密逮捕制度， 就是法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 “密
札”制度（Lettredecachet，直译为附有印章的信 ，
也译成“空白逮捕令”）。

这个制度来源于罗马法里 “国王不受法律
约束”的思想。 到了路易十四时期，法国发展出
了极端的封建专制。 “朕即国家”意味着国王可
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对臣民可不经过必要的审
判制度，就直接予以处罚。 更危险的是，路易十
四经常将密札作为赏赐，赠与自己亲信；只签国
王名字，却下被捕人名字的空白，赋予了贵族随
意逮捕别人的权力。 著名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伏
尔泰，就是“密札逮捕”制度的受害者。

贵族们也利用“密札”做一些法律不方便做
的事。 比如著名的色情作家萨德侯爵荒淫无耻，
连做修女的小姨子都不放过，严重辱没家族。 他

的那个有背景的丈母娘，就弄来“密札”把他投进了监狱。
法国封建制度后期， 秘密逮捕制度制造了极大的

社会恐慌，大活人平白无故就“合法”失踪了，不用通知
家属，也不知道被捕的原因，不用审判，也没有明确刑
期。 不仅草根市民谈虎变色，就是贵族之间也是人人自
危。 这种恐怖的社会氛围，是促成大革命爆发的重要原
因。 (摘自《南方都市报》 沈彬 ／文)

1934 年 ，范文澜任北平女子文理学院院长时 ，因进
步言论而遭国民党宪兵第三团逮捕。 国立北平大学校长
徐诵明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说情 ， 说范文澜生活俭朴 ，平
时连人力车都不坐 ，常常步行到学校上班 ，并且把薪金
的一部分捐给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图书馆买书。 陈立夫听
了之后说 ，这不正好证明范文澜是共党分子吗 ？ 不是共
产党，哪有这样的傻子啊！

范文澜出来后 ，对熟悉他的千家驹说 ，原来生活俭
朴可以是共产党的证据 ， 我今后生活也要 “腐化腐化 ”
了。

无独有偶 ，淮海战役时国民党一方的主将杜聿明与
陈立夫有着相似的直觉。1948 年，杜聿明奉蒋介石之命，
实际指挥东北 （辽沈 ）、徐蚌 （淮海 ）两大会战 ，这期间他
心里始终有一个隐忧 ，他怀疑国防部作战厅里有共产党
的耳目，其中嫌疑最大的就是厅长郭汝瑰。

据杜聿明回忆 ，他疑心郭汝瑰 ，起因于到郭家的一
次探访 ，在郭家 ，他惊奇地发现 ，这位堂堂的中将厅长 ，
客厅里的沙发竟然打着好几个补丁 。 杜聿明自揣 ：我在
国民党里已经算是够 “清廉 ”了 ，郭小鬼的家竟然比我家
还寒酸，他不是共产党谁是？

杜聿明心里认定了郭汝瑰有重大嫌疑 ，于是多次用
不同的方式要求蒋介石不要把自己的作战计划透露给
作战厅 。 可尽管如此 ，他的许多谋划还是通过郭汝瑰交
给单线联系人任廉儒等人 ，及时出现在了共产党人的指
挥部里。

（摘自《文史博览》 董寅生/文）

古代中国朋党之争，最大的诟病是认“奴”不
认“才”。腐败透顶的晚清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最为
突出，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亦与党争有关。

甲午战争中， 李鸿章重用的两个将帅———
海军统帅丁汝昌、 陆军统帅叶志超皆属无能之
辈。

丁汝昌在水师提督这个位置上， 只确保了
一项基本原则：唯李鸿章马首是瞻，至于其驾驭
海战的能量，却差在千里之外。 没有海军科班出
身，没有正规海上训练，只因为是“李鸿章的人”，
所以他从陆军转行直接来领导海军。 丁汝昌对
李鸿章言听计从，其依赖之重，达到了没有主见
的程度。

家奴哲学驾驭下的北洋水师， 主要目的是
对内自重而非对外防御。故此，丁汝昌平时训练，
完全是在取悦上司眼球，走形式作样子，一点实
战性也没有，上操场可以，一上战场就不灵了。比
如北洋水师的射击演练， 军舰在射击的时候，靶
船不动，结果军舰量好了距离，按照这个浮标发
炮，当然是百发百中。 可是战场上能这么打吗？

选择丁汝昌，导致海战之败，而选择叶志超，
则彻底葬送了朝鲜与东北全境。

中日战争爆发前夕， 李鸿章在选择陆军统
帅上，也颇费思量。那时的陆军将领中，不乏能征
惯战的老将， 但是李鸿章最终选择的却是叶志
超。

靠“口才”赢得胜利，扯谎与对主子绝对服从———这就
是叶志超的“大才”。 叶是官场中的典型人物，胆小如鼠，视
钱如命，又无声望，但同样是因为出身“淮系”，所以被李鸿
章视为嫡系。 不断地委“小才”以“大用”。

叶志超带领的手下，个个都是官僚坯子，除了吸食鸦
片外，战时每天都摆酒欢宴，既不体恤士兵，也不理会逼面
而来的大敌，他们笃信“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官场哲学。

平壤之战前，叶志超小妾写给叶志超一封信，劝他多
为家里的妻妾想想，于是本非人杰的他，在平壤之战的紧
急关头弃城逃走。

丁汝昌叶志超乃庸才，实属无能之辈，在这一点上李
鸿章的女婿张佩纶早就看在眼里提醒于口，但是李鸿章思
来想去还是重用了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出身“淮系”，是自
己的人，由此奠定了北洋水师的内耗基调。

（摘自《逆淘汰》 程万军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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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清廉甄别“共谍”

台湾著名作家李敖在谈到蒋氏父子当年在台打击
“台独”分子时，说真正被枪毙的只有 1 人。 其实，据笔者
考证，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被处极刑的“台独”分子
并不止 1 人，应为 3 人。

“台独联盟骨干”宋景松
陈三兴是“台湾民主同盟”的组织者，当他发现宋景

松与自己的理念相同时，便动员宋景松加入他的“台湾民
主同盟”。宋景松过去曾犯案，被警方抓捕过，并坐过多年
牢，心里对国民党政权极其痛恨。

后来，台中市一中的“自治互助会”、高雄市中立中
学的“亚细亚同盟”（“台独”组织）与“台湾民主同盟 ”合
并，组建成“台湾独立联盟”。 其中，“亚细亚同盟”头目施
明德、蔡财源与陈三兴系小学时期的同学。

“台独联盟”发展迅速，到 1962 年，心血来潮的 “台
独”分子们经常在聚会中高喊要大干一场，要与国民党政
权拼个你死我活， 要尽快实现台湾独立的目标。 这一年
秋， 他们在高雄体育场举行的一次全体成员参加的秘密
会议上, 还提出要开展一个大行动， 即在全台湾开展一
次 “台独 ”宣传活动 ，让全体民众认识 “台独 ”，支持 “台
独”。

1962 年 5 月，台湾调查局发现“台独联盟”将有大动
作，将“台独联盟”在各地的成员陆续逮捕。

3 个月后，“台湾独立联盟”案中的 25 名主要嫌疑犯
被起诉，宋景松因是再犯，被判处死刑。陈三兴、施明德被
判无期徒刑。

“台独外交员”陈智雄
陈智雄是日本境内最早的一批“台独”分子，系多个

“台独”组织中的“外交员”，负责对外联络。
1955 年，台湾当局通过外交途径，与日本、印尼交涉，

要求将陈智雄逮捕起来，交给台湾处理。 印尼很重视，决
定扣押陈智雄。由于陈智雄经营的公司总部在日本，按照
印尼的规定，陈智雄必须先被遣返到日本，却遭到日本政
府的拒绝。

印尼、日本都不欢迎陈智雄，陈无处落脚，被迫在空
中飞来飞去，而且时间长达半年，成为闻名国际的“空中
飞人”。 1955 年底，一瑞士议员在媒体上看到此消息对陈
智雄产生同情之心，帮陈智雄取得瑞士国籍进入日本。

哪知，陈智雄重新进入日本后，仍“独性”不改，继续

在日本大力开展“台独”活动，并成为多个“台独”组织对
外交往的穿针引线人。

台湾调查局感到他在日本的危害太大， 提出用交换
“日本贩毒犯”的方式，换取日本逮捕、遣返陈智雄。 1960
年 12 月 12 日，日本政府将陈智雄遣返回台湾。

陈智雄被遣返回台湾之初，当局确未关押他，但对他
的行踪却一直在跟踪、监视。 1961 年年底，台湾调查局特
工在邮件检查中发现陈智雄又在筹组“台独”组织“同心
社”，十分震惊，认为他是不可救药、死心塌地的“台独”分
子，决定将其逮捕。 1962 年，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军事法庭
将其起诉，并判处死刑。 1963 年 5 月 28 日，陈智雄被绑
赴刑场枪决。

“独立台湾会会员”郑评
郑评系台湾高雄人，生于 1934 年。 1971 年，郑评在

日本认识了“台独”组织“独立台湾会”的主要头目、著名
“台独”分子史明。 “独立台湾会”已成立 4 年，史明迫切
希望在岛内找几个具有“台独”思想的人，作为在岛内行
动的帮手。 经过数次交谈，决定将郑评吸收为“独立台湾
会”的会员。

根据史明的指示，郑评将老朋友、一同去过日本的游
进龙及柯金钟、黄坤能、赖锦桐等人吸收进“独立台湾会”
组织，并经常召集他们举行秘密会议，学习日本总部的指
示，研究扩大组织，如何开展爆破、暗杀活动。

几经讨论，他们决定在台湾搞几个大行动，如暗杀蒋
经国及国民党高官，夺取军械库，攻占装甲部队军营，再
以装甲部队为主力，攻打台北的主要据点，推翻蒋氏政
权，向全世界宣布台湾独立建国。

为达目的，郑评一面安排人筹措资金，一面叫亲信黄
坤能等人设法搞武器，另一方面安排数人到台湾各地涂
写“台湾独立万岁”的大标语。

正当郑评等“台独”分子蠢蠢欲动时，台湾调查局的
特工策反了郑评的好友、南投县埔里人赖锦桐，然后顺
藤摸瓜，弄清了郑评“台独”组织的所有内情。

1974 年 4 月 11 日，郑评因言行张狂、目标过大，被
判死刑。 （摘自《文史博览》 汪幸福∕文）

被蒋介石父子处决的三个“台独分子”

爱情向左，激情向右
讲述人 ：兰兰 女 30

岁个体经营
我的压抑是常人所

无法理解的，我在无性的
婚姻中生活了三年多。 社

会和家庭道德对女人的要求太多，我只能遵从束缚才
能守得住婚姻，所以，我选择忍受。

认识他是在网上，起初只是一个客户，我的产品
正是他的需要，渐渐地聊开了，我们对彼此敞开了心
扉，同病相怜的我们在激情的召唤下蠢蠢欲动。 终于
他来我所在的城市出差，我们几乎没有任何悬念地走
在了一起。 木讷的丈夫依然忙碌，对我的异常毫无察
觉。

最初的罪恶感很快消失，积郁许久的阴霾很快消
散，我贪婪于这样的享受。 一边安享着丈夫给我的稳
定，一边渴望着他给我的激情。 我的生活不再残缺，感
谢他们，成全了我的幸福。

点评： 一个人只能满足自己内心一部分的渴求，
比如有钱的不够浪漫，懂浪漫的却是个穷光蛋……但
是人不可索求无度，否则，你将一无所有！

懂你，爱我
讲述人：幼容 女 28 岁 经理

也许身边演绎了太多的情变
吧， 尽管我的男朋友一再承诺对
我好，我还是没有安全感。

我固执地认为， 人都是会变
的。 周遭的诱惑，环境的影响，没

有什么可以天长地久，今天的温情也许明天换一个人
又成了别人的幸福。 而我，又不愿意去赌，所以，我只
能给自己再找一个，备份着，万一哪天他有什么变故，
我也不至于一落千丈。

其实我们只是蓝颜，或者再近一点，我们是闺蜜，
无话不谈。 除了这个身份，我觉得我们之间更像是家
人。 他对我很理解，那些对男朋友不能说的话、不能做
的事在他那里可以为所欲为，他不介意，因为对他来
说，他对女朋友也有相同的芥蒂。

对于另一半来说，我们都是忠诚的，但是对于我
们自己来说,我们都是满足的。 我不认为这是背叛，这
只是精神上的富足，我从来没有想舍弃什么，或者背
叛另一方。 这样的完美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拥有的，填
补了感情的空白，爱情居然更加牢固了。

点评：一旦你不能聚精会神去爱一个人，你又怎
么能保证另一个人完全心无旁骛地对待你？
编后语：

在上辈人的眼里，两个人在一起，是为了爱情，但
这种爱情更多的是责任和道德。 而如今，在网状爱情
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遵从于自己，满足内心。

当然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实现这一点 ，我
们要克服忌妒，要敞开胸怀。 那就是，我只爱你能给
予我的那一部分 ，你不能给我的 ，就让别人来满足 ，
就让别人来替补好了。 这样的观念不符合道德规范。
这个结果很让人无奈 ，甚至是残酷 ，但无论如何 ，不
能顺着心意胡来， 不能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的
痛苦之上。

（摘自《武汉晨报》）

网状爱情，
拒绝还是享受

蒋介石父子合影

阿照跟她的爸爸一点都不亲，就连“爸爸”似乎
也没叫过几次。

这个爸爸其实是她的继父。 妈妈在她四岁的时
候离了婚， 把阿照托给外婆照顾， 自己跑去北部谋
生。 阿照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妈妈带了一个男人来，
说是她的新爸爸； 不过， 她不记得那时候是否叫过
他，记得的反而是那男人给了她一个红包，以及她从
此改了姓。 改姓的事被同学问到气、问到烦，所以这
个爸爸对她来说不仅陌生，甚至从来都没好感。

一直到国中三年级， 阿照才被妈妈从外婆家带
到北部团圆。 那时候妈妈和那男人生的弟弟都已经上小学
了。

不知道是不是亲生的儿子太不成材还是怎样， 那男人
对待两个孩子有很明显的差别待遇， 比如跟儿子讲话总是
粗声粗气，对阿照则和颜悦色，过年给的红包永远阿照的比
较厚。

阿照大学毕业申请到美国学校的那年他从工厂退休，
妈妈原本希望阿照先上班赚到钱才出国， 没想到他反而鼓
励她说念书就要趁年轻、一鼓作气，说他的退休金可以拿去
用。

从美国回来，阿照在外商公司做事。 弟弟去了外地，音
讯全无。 妈妈去世后，他把房子卖了，钱交给阿照帮他管理，
自己住到老人公寓去。

阿照也一直单身，所以之后几年的假日，他们见面、聊
天的次数和时间反而比以前多很多。 有一天阿照去看他，他
不在，阿照出了大门才看到他坐出租车回来，说是去参加一
个军中朋友的葬礼；走回房间的路上他一直沉默着，最后才
跟阿照说可不可以帮他买一个简单的相机， 说他想帮几个
朋友拍照，理由是：“今天老宋那张遗照真不像样！ ”

后来阿照帮他买了，之后也忘了问他到底用了没。 去年
冬天他过世了。 阿照去整理他的遗物，东西不多，其中有一
个大纸盒， 阿照发现里头装着的是一大叠放大的照片和她
买的那部照相机；相机还很新，也许用的次数不多，更也许
是他保护得好。

那些照片拍的应该都是他的朋友，都老了，阿照一边看
一边想象着他为了拍这些照片所有可能经历过的孤单的旅
程，想象他独自坐在火车或公路车上的身影、他在崎岖的山
路上踯躅的样子。

当最后一张照片出现在眼前的时候，阿照先是惊愕，接
着便是无法抑制地号啕大哭。 照片应该是用自动模式拍的，
他把妈妈、弟弟、还有阿照留在家里的照片，都拿去翻照、放
大、加框，然后全部摆在一张桌子上，而他就坐后面用手环
抱着那三个相框朝着镜头笑。

照片下边就像早年那些老照片的形式一般印上了一行
字，写着：“魏家阖府团圆，民国九十八年秋。 ”

阿照说， 那时候她才了解那个男人那么深沉
而无言的寂寞。

（摘自《这些人，那些事》 吴念真/文）

他们有些游戏人生，有些荒诞不经，总是像钟摆一样摇摆在多个伴侣
之间，这便是网状爱情。 也许，左搂右抱是一种贪婪，其实，更多的是不安全
感。但也有人认为，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网状爱情，我们才有了更多幸福的机
会，才可以更好地把握爱情。 对于网状爱情，你是拒绝还是享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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