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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坊

你说我说

·

一个穷鬼和阎王的对话

眼见逃荒的人越来越多，王老
六背起自己的全部财产， 一袋红
薯，也加入到逃荒的队伍中来。 走
到半路，老六碰到饿得只剩一口气
的父子二人，父亲背上也背着一个
很重的袋子。

那人见老六背着那么多红薯，

便向老六讨要一个给孩子吃，老六
不肯。

那人便说：你卖给我行吗？ 说
完把自己背上的一袋银子全倒在
地上。

老六的眼睛直了， 因为他穷
了一辈子， 做梦都没见过这么多
银子。

老六背着一袋银子上路了，他
怕那父子二人反悔，加快了脚步往
前赶。

几天后， 老六再也走不动了，

因为他一路上买不到任何东西吃。

买他红薯的父子二人，很快就赶上
了他。 老六望着那个男人背上的红
薯，开始后悔了，他走上前去要把红
薯买回来，那人无论如何也不肯卖。

老六失望地跌坐在地上，抱着
他的银子，在饥饿中死去。

老六去见阎王，阎王说：本想
给你一个发财的机会，没想到却要
了你的命。 真是人为财死，鸟为食
亡呀！老六说：我前世穷怕了，今生
不想再当穷人了。 阎王说：其实你
前世也命不该穷，那红薯只要卖一
半，也就不叫穷了，谁叫你全部卖
了呢？

今生的事，好说。我且问你，今
生你有两个去向，一个去向是一万
个人供养你一人，另一个去向是你
一个人供养一万个人，你愿意走哪
条路？

老六一听， 不假思索就答道：

肯定是一万个人供养我一个人了！

然后，千恩万谢地高兴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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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 老六又回到阎王面
前，大说阎王骗他。阎王笑道：怎么
就说我骗你呢？ 老六说：听了您的
话，我做了一辈子的乞丐。阎王说：

那就对了！ 一万个人供养一个人，

指的就是乞丐呀！ 你不能怪我，只
能怪你自己贪心！

老六一听，便对阎王说：阎王
老爷，我接下来的一世，求您一定得
让我过点好日子啊！阎王说：这个好
说，现在有两份好差事：一份是看守
一座金山，一份是看守一片土地，你
选哪份呢？老六这回仔细地想了想，

觉得还是看守金山的好。

阎王看着老六远去的背影说：

这人生就是个穷命啊！ 众小鬼问为
什么？阎王说：这看守一片土地的差
事，实际上是在一个地方当个大官；

而那个看守一座金山的差事，实际
上是当只老鼠，守一座谷仓啊！

生活，是你自己过出来的。

同样的路，有人漫步，有人奔
跑，有人驾车……方式不同，结果
就会不同。

同样的命运，有人笑着抗争，

有人哭着哀求， 有人静默地承受
……态度不同，结果就会相异。

没有谁能规定你的生活模式，

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选择。

人，性格不同，选择就不同；选
择不同，命运就跟着不同。

（毛毛）

妙笔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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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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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里的事都是我说的算，我说一老婆不敢说二，

敢有一点不周到，我上去就一巴掌，老婆天天跟我跪着说
话，老婆还承诺过，只要我把家务做完，工资上交，就允许

我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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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牛
B

。 不说了时间快到了。

2.

乘客：“请问，我能吸烟吗？ ”

的哥：“不能。 ”

乘客：“那你烟灰缸里的烟头都从哪儿来的呢？ ”

的哥：“都是不问的那些人的！ ”

3.

拘留所里，记者采访小偷：“你撬锁最短多长时间？ ”

“三五分钟吧。 ”

“最长多久？ ”

“也三五分钟吧。 ”

“为啥呢？ ”

“撬不开，可也不敢久留啊……”

4.

丽丽成绩不佳，无心上学，这天公开课她又迟到了，进了
阶梯课室发现只剩下第一排座位空着，只好坐在第一排。

老师看着丽丽说：“有一个调查，发现爱坐第一排的学生成绩
常常考

A

，你有什么看法？ ”

丽丽站起来说：“老师，我坐错位置了。 ” （玲玲）

弘治十五年（

1502

年），

明孝宗任命两广总督刘大夏
为兵部尚书，时常向他询问政
务的得失，很是嘉许。 有一天，

他在文华殿召见刘大夏，告诉
他说：“朕偶尔有办不了的事，

常想召你来商议，又往往因为
不属于你兵部范围的事而打
消了念头， 今后有该实行、该
罢除的事，你可以直接以密件
的形式呈上来。 ”

这种密件称为揭帖，是皇
帝对最为亲信的人实行的一
种特殊待遇。 对臣属来说，有
资格写揭帖不仅意味着可以
直接跟皇帝交流，更是一种关
系的象征，是无数人求之不得
的事。 没想到，刘大夏想都没
想，就回绝说：“臣不敢。 ”

孝宗很奇怪， 问他：“为
什么？ ”

刘大夏回答说：“您不记
得宪宗朝李孜省通过揭贴欺
上瞒下、贪赃枉法的事吗？ 这
可以作为借鉴。 ”

孝宗说：“你是为了议论
国事，怎么可以和李孜省损人
利己的行为相比呢？ ”

刘大夏说：“微臣上呈密
件，朝廷推行密件，慢慢成了
规矩，就像前代所行用墨笔书
写的非正式诏令一样，容易让
坏人钻空子。 陛下的作为，应
当向古代英明的帝王学习，或
效法近代的祖宗。 公事的是
非，要和群臣公开讨论，然后，

对外的交给枢密院或兵部处
理，对内的和大学士商量就可
以了。 如果用密件，时日一久
视为常规，万一有匪人冒居显
要的职位， 也实行这种方法，

祸害不可胜言。 这实在不能做
后世的常法，微臣不敢照办。 ”

孝宗听了， 不住地点头，

称赞说：“当初外官进京朝见，

多会带诸般礼物送给在京大
臣， 只有你和左都御史戴珊不
肯接受，现在看来，你不爱财，

是因为不怀私念啊！ ”

刘大夏拜谢说： “臣不敢
当，金玉财富人人都爱，私心杂
念谁都会有， 微臣不过懂得放
下而已。 ”

曾经， 刘大夏被任命为广
东布政使，当地官府有一种“羡
余”钱，从来不记在账上。 这相
当于现在的小金库， 以前担任
布政使的可以随意花销这笔
钱，甚至直接装进自己的腰包，

这个习俗相习已久， 被看作是
无可非议的事。刘大夏一到任，

打开府库清点， 恰巧有他的前
任没有拿完而剩下的一些“羡
余”钱。管库的小吏便把这种成
例向他报告， 说这笔钱不必记
入账簿。 刘大夏听后沉默了好
一会儿， 猛然大喝道：“我刘大
夏平时读书，有志于做好人，怎
么遇上这件事， 就沉思这么长
时间？实在愧对古代贤人，算不
得一个大丈夫了！”当即命令管
库小吏把这笔钱全数入账，作
为正式支销，自己分文不取。

刘大夏居官
40

余年，从
不为自己捞钱财， 也不为子孙
营产业， 祖传的田产亦任人侵
蚀，不与相争。

他一生仕途起起落落，然
而因为心胸坦荡， 从不以此为
意，世人把他与王恕、马文升一
起合称为“弘治三君子”。 在明
朝昏暗的官场， 刘大夏轻松活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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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高龄。

人这一生， 最容易背负上
东西舍不得放下， 所以常常被
名利、权力等欲望所吸引，欲罢
不能，越活越累。 佛经上说：如
何向上，唯有放下。 放得下，才
能卸去身上的重负， 让生命的
旅途更为轻松、自在。

如何向上，唯有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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