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难得糊涂是一生>>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难得糊涂是一生>>

13位ISBN编号：9787807069997

10位ISBN编号：7807069996

出版时间：2009-8

出版时间：上海远东出版社

作者：康桥，叶笑敏 著

页数：19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难得糊涂是一生>>

内容概要

　　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
　　历史的烙印，注定了我的坎坷，也成就了我的怪才。
　　诗酒年华，离不开风情万种的女人，更少不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做“扬州八怪”的老大其实很
容易：年龄是个宝，才华不可少，坎坷作参考，傲骨很重要。
　　“难得糊涂”，藏不住悲天悯人；男儿流泪，只为天下苍生⋯⋯　　十年扬州梦，一个郑板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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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无尽的等待——六年待官的日子　　新组合的老成员　　左手也能创造奇迹——高凤翰　
　可是，好景不常在。
乾隆四十三年（1778）五月，婉仪病逝。
　　妻子的去世对罗聘打击很大，从此他再不画鬼了，改为画佛。
后来也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再画让他一举成名的鬼，而改画佛？
罗聘给人讲了他的一个梦：　　梦里，他踏进了一座寺庙，名叫“花之寺”。
里面遍植白莲，清幽芬芳。
在寺庙里，他发现原来自己的前身就是这座花之寺的住持。
　　从此，他为自己起号花之寺僧，并开始画佛。
　　从那时起，罗聘画的佛像，落款都为花之寺僧。
　　左手也能创造奇迹——高凤翰　　高凤翰（1683—1749），号西园，胶州人士。
　　这位仁兄在乾隆二年（1737）丁巳，即五十五岁的时候右臂病发残废掉了。
换作平常的书画家，废了右手相当于成了个废人（有先知的人或许会去给右手买个保险什么的，这样
比较安全）。
　　可是，凤翰兄却把左手训练得跟右手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得不让我佩服啊。
　　结果四海之内的朋友们都向他索书索画，搞得他又要回信，又要写字画画，忙得焦头烂额。
最后想写字，家里都找不到一纸张；找了好几个“枪手”（都是他的学生）帮忙写字作画，最终也都
被抢一空。
　　眼盲心不盲——汪士慎　　汪士慎（1686—1759），字近人，号巢林，别号溪东外史、晚春老人
等。
原籍安徽歙县人，流寓扬州最久。
　　他排行第六，金农时常爱称他为“汪六”。
　　他善画，犹善画梅，有“铁骨冰心”之号。
　　五十四岁时左目失明，自称“左盲生”，还为此刻了一方印纪念。
左目失明但仍能画梅花，而且甚于未盲时。
　　晚年双目皆昏眵了，仍能挥写狂草大字。
金农说他是“盲于目不盲于心”，我看也是。
　　就我们这群人，混迹在扬州的书画市场上，有时各自为营，有时群体作战。
虽然现在我们已经小有名气，但我们的志愿，最起码要在扬州，甚至书画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而此时，我们需要的是名人效应，名人就得先出名啊，怎么出名呢？
我发现绕了一个圈，我们又绕回来了。
　　我的心又开始蠢蠢欲动　　当字画交换的银子解决我的温饱问题的时候，书画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
我的心又开始蠢蠢欲动，进士不应该光是用来卖画的。
都已经是进士了还要靠卖画养家糊口，我的远大前程呢？
　　不要以为有美妾相伴，字画可以卖很多钱，我就因此而满足了，那样郑板桥就不叫郑板桥了，郑
板桥之所以叫郑板桥，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我能在安逸或抑郁的时候，同时心里还惦记着天下百
姓。
　　因此中进士之后，得志泽加于民（就是与天下人同甘苦共患难）的心情更加迫切了，我们要发扬
孟老先生“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优良作风，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落实“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美好方针政策，以天下为己任。
　　我之所以在这里大发议论，不辞辛劳地引经据典，因为以天下为己任这个承诺是如此艰巨，艰巨
到我生怕自己把它忘掉；因而这个事情需要我不停地念叨，来给自己一些压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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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板桥体”是一种艺术，包涵了难得糊涂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境界。
“不可无一，不可有二”，本书带你感悟郑板桥的独特人生。
　　本书为“古人口述自传”系列之一种。
本书选择中小学教材中提得比较多的历史名人，以故事的形式，用生动活泼的语言介绍他们的生平事
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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