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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是孔子对门人说的话，很多
是燕居闲适的脱口而出的幽默自得的
话，甚至开玩笑及破口骂人的话，就是这
些半真半假、雍容自得的闲谈实录，可以
想见孔子的人情味。

御乎射乎？有人批评孔子说“孔子
真伟大，博学而无所专长”。孔子听见这
话说：“教我专长什么？专骑马呢？或专
射箭呢？还是专骑马好。”这话真是幽默
的口气。可这哪里是正经话？你若当
真，煞风景是你，不是孔夫子。

其然，岂其然乎？孔子问公明贾关
于公叔文子这个人怎样，听见说这位先
生不言、不笑、不贪。公明贾说，“这是说
的人张大其辞。他也有说有笑，只是说
笑的正肯合时，人家不讨厌。”孔子说，

“这样？真真这样吗？”这种重叠，是《论
语》写会话的笔法呈现了活泼泼的孔丘。

赐也，非尔所及也。子贡说：“我不
要人家怎样待我，我就这样待人。”孔子
说：“阿赐，（你说的好容易。）我看你做不
到。”这又是何等熟人口中的语气。

群居终日。孔子说：“有些人一天聚在
一起，不说一句正经话，又好行小恩惠——
真难为他们。”“难矣哉”是说亏得他们做得
出来。朱熹误解为“将有患难”，就是不懂
这“亏得他们”的闲谈语调。因为还有一
条，也是一样语调，也是用“难矣哉”，更清
楚。“一天吃饱饭，什么也不用心。真亏得
他们。不是还可以下棋吗？下棋用心思，
总比那样无所用心好。”

这便是《论语》所呈现的孔子的幽
默，在静室对至友闲谈，一点不肯装腔作
势。有一次他说，“出卖啊！出卖啊！我
等着有人来买我。（沽之哉，沽哉，我等贾
者也。）”意思在求贤君能用他，话却不择
言而出，不是预备给人听的。若认真读
它，便失了气味。

孔子骂人也真不少。今之从政者何
如，孔子说：“噫，斗筲（盛米器）。”就是
说：“那些饭桶，算什么！”骂冉求“非吾徒
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真真不客
气，对门人表示他非常生气，不赞成冉求
替季氏聚敛。“由也不得其死然”，骂子路
不得好死。这些都是例子。

（据《文摘报》）

孔子的幽默

■闲话

■地球村

■百科

■大观园

如果说大年是一台全民参与的
民俗大戏，正月十五元宵节就是这部
大戏的压轴节目。

元宵典型的节俗是灯会，因此元
宵又被称为“灯节”。元宵起源的一
种说法跟佛教有关，西域摩揭陀国每
年十二月底（相当于中国夏历的正月
十五），要在城内做燃灯法会，纪念佛
祖。随着汉明帝迎经白马寺，佛教合
法进入中土，正月十五燃灯表佛的习
俗也逐渐为人们所习用。灯彩有很
好的视觉效果，对于营造节日气氛来
说 ，它 与 春 节 的 爆 竹 有 异 曲 同 工 之
妙。

元宵灯会的兴盛从隋唐开始，历
代相沿。隋炀帝杨广是一个爱热闹
的人，每年元宵他都要在都城洛阳举
行盛大的灯会，招待外国使者，以夸
耀中国的富庶。唐朝是一个气象万
千的时代，元宵张灯风气更盛。八十
尺高的百枝灯树，竖立高山之上，百
里都能见到。唐朝皇帝为了举国同

乐，将以前正月十五一夜的灯会，延
长到三夜，规定正月十四、十五、十六
官家放假三日，为了人们通宵观灯游
赏，节日期间取消平时的宵禁，即所
谓“金吾不禁”。

宋朝城市生活进一步发展，元宵
灯火更为兴盛。帝王为了粉饰太平，

“与民同乐”，元宵节亲登御楼宴饮观
灯 ，“ 山 楼 上 下 ，灯 烛 有 数 十 万 盏 ”

（《东京梦华录》卷六）。张灯的时间
也由三夜扩展到五夜。新增十七、十
八两夜。

北方以京城为代表，唐宋时期的
京城灯会一般三夜、五夜，明朝永乐
年间延至十天，京城百官放假十日。
正月八日至十八日，在东华门外，形
成灯市，卖灯的商贩、买灯的顾客、观
灯的游客络绎不绝，人物齐凑，热闹
非凡。明代灯市十六更盛，“天下繁
华，咸萃于此。勋戚内眷登楼玩看，
了不畏人。”（《酌中志》卷二十）妇女
身着白绫衫，结伴夜游，名为“走桥”，

也称“走百病”，说元宵夜走一走没有
腰腿病。人们到各城门偷摸门钉，以
祈子嗣，名为“摸门钉儿”。太平鼓彻
夜喧闹，有跳百索的、有耍大头和尚
的、有猜谜语的，不分男女聚观游乐。

明代南方元宵灯会同样热闹，福
建人尤其重视灯会，明人谢肇淛说：

“天下上元灯烛之盛，无逾闽中者。”
闽方言以灯为丁，每添设一灯，则俗
称为“添丁”。有人自十一夜开始燃
灯，至十三日晚，则家家灯火，光照如
同白昼。

清代的元宵灯市依旧热闹，只是
张灯的时间有所减少，一般为五夜，
十五日为正灯。北京元宵的灯火以
东四牌楼及地安门为最盛。花灯以
纱绢、玻璃制作，上绘古今故事，“以
资玩赏”。冰灯是清代的特殊灯品，
由满人自关外带来。这些冰灯“华而
不侈，朴而不俗”，极具观赏性。放烟
火 是 清 代 北 京 元 宵 灯 会 的 项 目 之
一。圆明园宫门内，正月十五会按例

放烟火盒子。
元宵的热闹吸引着乡村、城市的

居民，他们纷纷走出家门，看戏、逛
灯、猜灯谜，走百病、闹夜，连平日隐
藏深闺的女子这时也有了难得的出
游机会。“男妇嬉游”是元宵特出的人
文景观。

司马光是有名的礼法之士，他的
夫人在元宵夜打扮着准备出门看灯，
司马光说：“家中点灯，何必出看？”夫
人回答说：“兼欲看游人。”司马光说：

“某是鬼耶？！”“看人”，的确是宋明以
后传统社会中稀见的机会，平时限制
在各自的封闭时空中的人们，是难得
有聚会的日子。正月元宵是一年中
唯一的“狂欢”节，人们在这一阶段打
破日常秩序的约束，实现着本性的感
官的愉悦。人们祈求婚姻的美满、子
嗣绵延、身体的康健与年岁的丰收。
有人说元宵是中国古代的情人节，似
乎有几分道理。

（据《中国节典四大传统节日》）

正月十五自古就是中国人的狂欢节

■博闻

德国是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全球
第四大经济体，欧洲经济的“领头羊”，可
统计数据显示，德国人均财富在欧洲垫
底。

钱都花到哪儿了?
截至 2015 年底，德国人的总资产额

达到 5.3 万亿欧元，创历史最高纪录；德
国人口为 8200 万，所以说德国老百姓在
欧洲最富裕应不为过。不过，家庭净资
产排名却不乐观，只有 5.14 万多欧元，在
欧洲排名最末。连需要欧盟救助的塞浦
路斯和希腊都排在德国之前。德国人的
钱都到哪里去了？

据德意志银行统计，截至 2015 年年
底，保险和养老基金是最受德国人欢迎
的投资理财方式，共有 2.05 万亿欧元的
资产。除法定社会保险，个人还可以自
愿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由于德国社会的
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人口结构比例失
衡，导致公共养老资金吃紧。为避免养
老体系崩溃，德国政府鼓励民众在法定
养老金之外额外购买商业养老保险，这
部分用于买保险的钱还可以免税。这对
于恐惧高税收的中产阶级来说，是一举
两得之策，深受民众欢迎。

六成百姓租房住
造成德国排名垫底的另一个重要原

因是房地产。欧洲央行 2013 年的统计
中将不动产计算在家庭净资产内，但德
国恰恰是个“租房国家”，只有 40%的人
买了房。

为何租房在德国如此普遍？原因很
简单：租房比购房划算。德国人也不热
衷于炒房，因为二手房买卖要缴纳一笔
巨款。卖家首先要缴纳相当于待售房产
估值 1%-1.5%的不动产税，房屋买卖还
要交 3.5%的交易税，假如通过买卖获得
盈利，还要再交 15%的差价盈利税。新
购住房未满 7 年转让，综合税率更高达
50%，所以从商业角度上看，炒房是得不
偿失的。

民众忧患意识强
德国人厌恶风险。讲究“靠双手致

富”的德国人看不上股票持有者，认为他
们不劳而获，称他们是“剪联单的人”。
这个充满贬义的词汇背后，隐藏着德国
人对股票和其他证券的蔑视。

历 史 上 ，德 国 人 也 一 度“ 全 民 炒
股”。1996 年上市的德国电信被称为

“ 人民的股票 ”，掀起了全民炒股的热
情。而在此之前，德国仅有 380 万股民，
到 2000 年股民人数超过 600 万。但到
了 2001 年，互联网泡沫破裂，股市崩盘，
数百万德国人仓皇逃出股市，并发誓再
也不“上船”。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俗语
用在德国人身上正合适。久而久之，风
险性投资理财在德国便越来越乏人问
津。 （据《新民晚报》）

德国人居然最没钱？
每到缺钱倍思亲

（据

《讽刺与幽默

》）

近日，美国科学家研究发现，人
类的生命极限可能是 115 年左右。那
么人类寿命到底有没有极限？北京
生命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黄嵩说：“在
不改造基因的情况下。人类天然的
寿命应该是有极限的，但至于这个极
限是多少岁，目前还是个未知数。”

我们的寿命被什么左右？

◎基因 黄嵩表示：“遗传基因
对人类的健康长寿至关重要。”美国
人口学家杰伊·奥利昂斯基的研究印
证了黄嵩的观点。他和他的研究小
组，用 11 年时间，对 410 名百岁老人
进行寻访调查后发现，他们父母的平
均寿命比当时一般人要高 9—10 岁。
这说明基因构成对寿命有着很大影
响。

◎干细胞 “人体衰老其本质是
细胞衰减，而细胞的衰减又主要由干
细胞衰减所致。”国家干细胞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主任韩忠朝说。在理想
的情况下，这些干细胞可以维持我们
一生的需要。但是现实是残酷的，宁
夏人类干细胞研究所首席科学家李
玉奎指出，随着人们年龄的增加，人
体内很多种干细胞的活性和再生能
力也在降低。

◎生活习惯 虽然人是否能长
寿多少有点“天命难违”的意思，但这
并不是说后天的生活习惯对人的寿
命完全没有影响。除了生活习惯之
外，生活的环境也能影响人的寿命。

有没有方法可以抗击衰老？

◎端粒酶 我们身体里几乎所
有细胞都有 23 对染色体，每个染色体
都包含一条长长的 DNA 分子链，在
分子链的末端存在一个叫做端粒体
的结构。科学家发现，从某些干细胞
中可以提取一种端粒酶，在这种酶的
作用下，端粒舸可以重新变长。

◎药物 雷帕霉素就是其中之
一。它是一种用于预防器官移植排
斥的药物，而其靶标（指具有药效功
能并能被药物作用的生物大分子，是
药物中起主要作用的精华成分）雷帕
霉素靶蛋白，对营养非常敏感。当细
胞营养充足时，雷帕霉素靶蛋白会促
进细胞生长，一旦营养不足，它就会
让细胞回收自己的老化分子，对其进
行加工，变废为宝，自我循环。

（据《科技日报》）

找“备份地球”
是杞人忧天？

■趣图秀

当他人说起自己在某些事上做
法不妥当时，人们通常的反应是“我
做得哪有那么过分”。即便证据确
凿，人们也常常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过
错。我们为什么不愿意相信“是自己
错了”？

首先，人们可能选择性地遗忘自
己做得不对的事，这种现象叫“非道
德健忘症”。美国西北大学商学院和
哈佛商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人们会
清楚地记得自己做过的好事、正确的
事，但对于自己不合情合理的行为则
记忆不深刻。这可能是人们为了保
护“道德自我”的选择。

其次，另一个让人觉得“错不在
我”的原因是“归因偏差”，指的是人
们会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好事、成功
等归因于内部因素，如自己的能力、
努力、性格等，但对错误或失败则更
多地归因于外部因素。如考试没考
好，常见的归因是题目太难、时间太
紧或打分太严。人的这种认知方式
主要是为了维护自我形象，维护自我
价值，而损害自尊心的事情就“与己
无关”。所以，人们会倾向于把团体
任务的失败归罪于他人，撇清自己的
责任。

（据《家庭百科报》）

为什么不愿意承认“自己错了”?

■走笔

清代官绅优游林下者有之，而不
安于此者亦复不少，不可得此境遇者
则更多，他们的晚景可分为以下几种
类型。

醉心撰述
以文字为生的学者，或以撰著为

主 要 职 责 的 官 员 ，无 论 在 什 么 年 龄
段，对于研究学术都有兴趣；到了老
年，仍孜孜不倦，继续著书立说，以之
为人生的追求。

思 想 家 、史 学 家 黄 宗 羲（1610-
1695 年）著述等身，年过花甲之后，新
著 和 总 结 以 前 的 著 作 又 出 了 一 批 。
他 是 浙 江 余 姚 人 ，平 时 阅 读 诸 家 文
集，凡是关涉到家乡的文字都记录下
来。到 63 岁（1672 年）时，将《姚江逸
诗》十五卷梓刻行世，同时还辑有《姚
江文略》《姚江琐事》。次年到宁波天
一 阁 阅 览 ，把 流 通 不 广 的 书 抄 出 书
目，其他学人辗转抄写，从而使之流
传于世。

顺 康 时 期 的 诗 坛 祭 酒 王 士 祯
（1634－1711 年）成名甚早，然而终身
在写作诗文。康熙三十四年（1695 年）
62岁，任户部侍郎，将以前的诗词和杂
文汇编为《蚕尾集》，古文词另编成《渔
阳文略》。次年奉命去川陕祭祀山川，
写诗百余篇，集成《雍益集》。辞世前
一年已病得很厉害，仍有《己丑庚寅近
诗》问世，同时《渔阳诗话》也编成。可
见，他在晚年，年年有新作、新书，与黄
宗羲一样始终没有停笔。

以上诸位，晚年仍醉心于写作，
究其缘由，约有 3 种。其一，多年形成
的习惯，继续青壮年时期的事业，是
学术追求的延续。其二，为了丰富晚

年的生活，将精力用到著书立说上，
他们没有别的嗜好，只有靠读书写作
来消磨时光。在清代，人们的休闲生
活比较单调，官绅纵有经济条件举行
老人诗会，也很难经常进行。而阅览
写作，令精力有处使，可减少精神上
的苦恼。其三，为了生活，不得不行
文卖钱，以养家糊口。

优游林下
官员告老还乡，不必案牍劳形，

也可以放下“伴君如伴虎”的心理包
袱。这种人可以说是无官一身轻，应
当可以养尊处优、颐养天年。确实有
这么一批人。

福建长乐人梁章钜（1775-1849
年），官至江苏巡抚，道光二十二年

（1842 年）68 岁休致，寄居福建浦城 4
年余。自道光二十六年（1846 年）至
二十九年，他游遍太湖水域和长江下
游的南北各地，观赏名胜古迹，访问
旧友新朋。他每去一处，绝非走到为
止 ，而 是 考 订 掌 故 ，满 足 求 知 的 愿
望。在与友人的聚会中，必有唱和，
因而记录成《浪迹丛谈》，刊于道光二
十七年，次年刻出《续谈》，辞世之年
刻印《三谈》和《巧对录》。

满洲旗人麟庆（1791－1846 年），
官至南河河道总督，道光二十二年因
河决而罢官，其长子崇实认为乃父“以
十余年两河劳瘁，一旦卸肩，反觉优
游”，因而赶紧在北京“整理家园，并求
田问舍，为娱亲之计”，建成半亩园。
麟庆到京，命长子夫妇主祭，自己表示
不理家政，以颐养为事。同时，“访多
年老友，相约游山”。携带二子东之蓟
县盘山，历经上中下三盘，趁行宫除草

之机，得领略其风光一二；北游居庸
关，观览明十三陵，到汤山洗温泉浴；
西游西山诸名刹和名胜，碧云寺、大觉
寺、黑龙潭和玉泉山皆为足迹所到之
处；西南去丰台，观赏芍药，再前行至
房山，拜谒金朝皇陵。但是他也用心，
每到一地，就探其历史和特点，并且记
录下来。

优游林下者与前述醉心写作者有
所不同：一种是生活享受为主，著作为
辅；另一种则反之，几乎是一心钻研学
问，生活享乐放在相当次要的地位。
然 而 两 者 亦 有 共 同 之 处 ，即 都 有 追
求。优游林下者并非醉生梦死，他们
的游山逛水、享受人生，有着求知的欲
望，希望能把看到的事物弄明白，获知
其原委。此乃较高层次的精神享受，
与纯粹的追逐物欲有明显的区别。

致力族务家政
前述麟庆不关心家务，是老年官

绅的一种类型。另有一批人热衷于
家族的事务，倡办或兴办家族公共事
业，修家谱，建祠堂，祭祖坟，开族会，
办义塾，训子弟，以此为务，而不知疲
倦。这同样是一种追求，在南方人中
较多出现。

安徽定远人方士淦（1787－1849
年），在知府任上被遣戍新疆，42 岁东
归 ，48 岁 建 立 家 族 支 祠 ，“ 以 奉 祭
祀”。50 岁率领三弟校定宗祠所藏家
谱，用聚珍版刷印成书，计印 60 部。
次年，到徽州休宁祖坟上祭，原来有
个族人在其祖墓旁立坟，听说他要回
来，忙着将坟迁走。他到后，大会族
人，祭宗祠，并写出此行的《纪略》一
卷。看来，他把祭祖修谱作为晚年的

人生要务，并坚持不懈。

不得卸肩
大臣在位，有的年老了仍恋栈不思

引退，因而隐瞒年岁。但也有另一类
人，到了老年，怕出差池，也有厌倦政事
的情绪，遂生归田颐养的卸肩之望，因
此乞请休致，然而却不一定能如愿。

蒋攸铦（1766－1830 年），历任直
隶总督、大学士、军机大臣。道光七
年（1827 年）皇帝命他以大学士出督
两 江 ，蒋 氏 具 疏 辞 谢 未 成 。 次 年 奏
称：“臣服官中外，有公是非而无私好
恶；在己从不回护，于人何肯瞻徇”？
可 知 圣 眷 已 大 有 问 题 。 十 年（1830
年）春因盐枭案被责问，9 月奉命内
召，因而对儿子说了心里话：“我年来
精力日衰，难胜重寄，以受恩深，不敢
请（退）”，到京可以“调摄宿疾”，或许
身体能好起来。哪知行到半路，被革
职，病死在山东平原县。

林则徐（1785－1850 年）于道光
二十五年（1845 年）年逾花甲时从新
疆戍地内调，先后任陕西巡抚、云贵
总督。这中间思想颇为矛盾，身体也
不好，一方面想为国出力，一方面又
感到世事掣肘，所以希望卸去陕甘总
督署任，返回内地。当道光三十年家
居时，“设亲社，课戚中子弟”，有享受
天伦生活的味道。十月初一日接到
赴广西钦差大臣的任命，次日即抱病
起程，半月后行到潮州而仙逝。

大臣能否卸肩，要看皇帝的眷注
程 度 ，本 人 的 思 想 状 态 ，世 事 的 状
况。多种因素综合而起作用，不是其
主观愿望所能决定，这就是为官的身
不由己。 （据《北京日报》）

清代官绅的退休生活

千 百 年 来 ，在 几 乎 所 有 的 族 群
中，“血统”的观念一直深入人心，至
今许多人仍然以“血统纯正”为荣。
然而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并
不存在所谓的百分之百“纯正血统”。

血统对应的现代科学概念是“遗
传谱系”，即由 DNA 承载的可以在世
代间传递的遗传信息。

我们先来看看血统是怎样传承
的。姓氏传承是我国汉族人很有特
色的一种文化，血统往往是与姓氏的
传承绑定在一起的，当然在其他族群
或国家也有类似情形。每个人的遗
传 物 质 一 半 来 自 父 亲 ，一 半 来 自 母
亲。一个张姓的男性实际上继承了
李姓母亲一半的血统，他与王姓妻子
生下的儿子则同时继承了张、李、王
三个姓氏的血统；而他的儿子与陈姓
妻 子 生 下 的 孩 子 则 同 时 继 承 了 张、
李、王、陈四个姓氏的血统。依此类
推，很容易理解为何所谓的“纯正血
统”没有任何意义，也完全不存在。
即便是有些场合血统特指纯父系遗
传的 Y 染色体，也由于其所占个体遗
传物质比例很小、容易在世代传递过
程中丢失，并且完全忽略在人类繁衍
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女性而意义不大。

族群的起源和演化与以上姓氏
家族的传承有相似之处。同样的道
理，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所谓的血统
纯正的民族。历史上颇具影响力、曾
经以其独特血统为荣、至今我们依然
耳熟能详的一些民族，都不是血统纯
正的族群，更不用讲那些以宗教或政
治因素构建出来的民族了。

可以说，没有一个民族是从天而
降、凭空产生的。这也意味着任何一
个民族的历史，如果往前追溯一段时
间，必定会发现与其他民族有共同的
起源。通俗地讲，我们的血液中流淌
着其他民族的血液。

随着现代交通和通讯的发达，人
群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异族通婚
甚至跨国婚姻已经司空见惯。按照
这个趋势，人群之间、民族之间、种族
之间的遗传学界限必将趋于更加模
糊 ，这 也 是 人 类 族 群 未 来 发 展 的 趋
势。随着教育的普及和文化的提升，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我们
与“非我族类”的共同之处，比想象的
更多。 （据《北京日报》）

“纯正血统”
并不存在

■知道分子

架子，是用来放置器物或支撑物
体的，如书架、衣架。但其若摆满虚
荣和面子，就是花架子；摆上官威和
官气，就是官架子。这样的架子并不
少见。

自 古 为 官 者 都 把 口 碑 看 得 很
重，功德碑、万民伞往往是对官员为
官一任的最好褒奖。四川眉州人杨
叔贤，官至郎中，曾讲过这样一个段
子：有个新太守上任，当地布置了大
规模的欢迎场面，新太守一到，锣鼓
喧天，那些演奏的乐人齐声喊：“为
报吏民须庆贺，灾星移去福星来！”
意为前任鱼肉乡民，新任才是好官，
新来的官员上任，百姓必须庆贺，因

为灾星已去，福星来临。太守听后
大喜。几天后，太守叫来乐人问道：

“欢迎我的口号是谁写的？”乐人回
答说 ：“这是本州一直沿用的老规
矩，自古以来只有这一首，哪知道是
谁写的啊。”（宋·文莹《湘山野录》）

见到恭维话，难免喜上眉梢，若
是毫无根据的溜须之词，就是花架
子。《官场现形记》中有位胡统领，为
了搞些政绩，把村民当土匪剿。事
后，又花了 3 万两银子托人买了把

“万民伞”，上报邀功请赏。这种花
架子简直就是祸害，有些危言耸听，
但现实中还真会有。多年前，央视
就曾报道安徽省有个好大喜功的乡

镇党委书记，搞了个“四万工程”：万
亩黄花菜 、万米绿色长廊 、万亩蔬
菜、万户养鸽。扒了成片农房，把农
民赶进窝棚、桥洞里，一住就是一年
多。这样鱼肉百姓的花架子和胡统
领假剿匪是有一拼的。

而官架子的历史，悠久且顽固。
古代为官，常言“爱民如子”，其实还
是一种官架子，认为老百姓比自己矮
一辈、低一等。出行是显示官威的最
好方式，文官坐轿、武官骑马，“肃静”

“回避”，前呼后拥，派头十足。
孙叔敖相楚，身为“总理”，却乘

低级官员用的栈车，拉车的还是匹
母马，吃的是粗茶淡饭，孔子说这哪

行，叫下级如何做？要把他们逼到
什么地步？汉代鲍宣官级至“代二
千石”，要乘 4 匹马拉的车，可他厉行
简朴，坐“小排量”1 匹马拉的车，因
此被罢官。

正如习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语》
中所言：“群众看一名干部是否称职，
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看其官样子做
得好不好，有没有官架子。现在确实
有少数领导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不
是很好，官样子不怎么的，官架子倒
不小。”官架子是用权力搭起来的，好
话听多了，容易把自己宠坏。只有放
低“身架”，才能提高“身价”。

（据《讽刺与幽默》）

花架子·官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