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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星此书， 缘起于数年前我邀他为

查阜西先生赠送给张充和的古琴撰写的

一篇短文。 多年来， 晓星致力于收集当

代琴人的历史文献， 研究琴苑泰斗查阜

西先生， 写一篇二千字的介绍性文字，

于他本不是难事。 可谁知道那看似高雅

的古琴界原来也是个江湖， 晓星不知得

罪了何方神圣， 他接受邀请后不久， 便

有人传话与我， 建议另找人替换晓星。

似乎撰文介绍两位前辈的交往， 也被有

些人看作是在争夺古琴界的话语权。

一篇短文， 由何人来撰写， 看似小

事 ， 我却相当认真 。 我坚持由晓星来

写 ， 是因为我读过他写的关于古琴的

书， 赞赏其实事求是的文风和深厚的历

史感。 这篇短文， 涉及两个当代文化名

人之间的友谊， 平实地写出来， 不加任

何修饰， 足以动人。 但故事怎样讲， 依

然有着高下和雅俗之分。

张充和与查阜西的交往， 始于上世

纪的三十年代， 物换星移， 早已成为鲜

为人知的历史。 历史， 可以故事的形式

呈现； 故事， 却不见得都是历史。 在近

年来的 “民国热” 中， 本书主角之一的

张充和， 应时走红， 既成了人们关注的

对象， 关于她的种种传闻又演为大众茶

馀酒后的谈资。 如果说人们津津乐道的

张充和以国文满分、 数学零分被北大破

格录取， 卞之琳苦恋她数十年等等， 还

不算离谱的话， 那么她曾在美国十多所

大学任教云云， 则纯属捕风捉影。 诸如

“最后的闺秀” “民国四大才女” “民

国六大美女” 之类的桂冠， 我想当事人

绝不愿意接受。 坊间的故事总是越传越

夸张， 有的人把自己的文化情调投射到

张充和身上， 情有可原； 有的人则纯粹

为了博眼球， 拉高网上点击率， 用心鄙

俗。 令人不解的是， 一些对昆曲书画素

无研究、 对张充和生活的时代和环境又

十分陌生的 “文化学者 ”， 未能免俗 ，

也 “跨学科 ” 来凑这个热闹 。 一个故

事， 即使由学者来写， 如无细致的历史

研究和相关的专业知识为基础， 也难免

捉襟见肘， 失之肤浅。

晓星悬鹄高远， 与众不同， 写的是

两位文化人的故事， 揭橥的却是一段罕

为人知的琴学历史。 差不多在应我的邀

请写那篇短文的同时， 晓星另写了一个

长篇的版本。 此后他又花数年之功， 将

它扩充为此书。 为了这本书， 他多方查

寻资料， 并曾发来一些问题， 嘱我代他

采访张充和。 得到他直接采访的则有查

阜西的子女 、 郑颖孙的女儿等 。 为了

校勘张充和的三首 《八声甘州》， 他收

集了多个不同版本 ， 具体入微地展示

了张充和推敲辞章的过程 ， 尽量还原

历史情境 ， 以期准确地体现张充和对

查阜西的情感与最终评价 。 可以说 ，

本书的可贵之处便在于字字有出处 ，

堪称信史 。 2011 年春夏 ， 晓星的长文

《往事分明在， 琴笛高楼———查阜西与

张充和》 在 《万象》 分三期连载， 曾在

耶鲁大学工作的陈晓蔷女士读到后， 转

给张充和看。 8 月 4 日， 我和妻子开车

到康州新港去看望张充和， 她对我说，

这个年轻人写得好， 而且他能想象出当

时的情景。 称赏之馀， 她还委托我将查

阜西写给她的两通信札原件带给晓星作

为纪念。

张充和与查阜西的故事 ， 曲折动

人， 晓星娓娓道来， 引人入胜。 有故事

的历史， 总是格外吸引人。 大概过不了

多久 ， 摭取书中某些片段的各种改写

版 ， 便会不胫而走 。 （实际上在 《万

象 》 连载之后 ， 就已有改编者迅速跟

进。） 晓星当然没有工夫去和改编者们

计较版权问题， 我只是希望能够读到此

书的人们 （包括改编者们）， 对书中所

蕴含的历史研究， 持有最起码的敬意。

晓星的书付梓在即， 嘱我为序。 我

于琴学， 不敢置喙， 拉杂写下上面这些

话， 借题发挥， 表达我对历史研究和坊

间故事的一个态度。 不妥之处， 还请晓

星和读者们指正。

2017 年 10 ? 6 ?拜撰于云庐

本文为 《往事分明在 ， 琴笛高

楼———查阜西与张充和 》 序 ， 严晓星

著， 中华书局即将出版。

山中月令
周华诚

去年冬天 ， 我和老林坐在阳光
下， 听他聊猕猴桃的事情， 就?学汪
曾祺 “葡萄月令” 的写法， 记下他的
山中月令———

一月落雪。 山中寂寂。

雪花压竹林， 一片一片。 一夜爆

裂声， 毛竹压坏不少。

雪花也有重量。 雪花压在猕猴桃

枝上， 须除雪， 不能听凭它压坏枝条。

这山中有小气候， 气温不会太低。

最低不过零下四五度， 猕猴桃树能耐

零下二十度大寒， 现在出不了大问题。

山中清冷 ， 三只鹰在高空盘旋 ，

它们已是老朋友了。

在山中十年， 人都以为老林在山

中 “修道”。 十年前， 老林到这人迹罕

至的山中种猕猴桃， 如世外隐居， 也

如人间修行。

老林大名林建勇 ， 今年五十四 。

其人面貌敦厚， 言语迟缓。 一身青灰

布衣， 两脚黄泥裹裤。

他扛锄头拿柴刀， 在丛林巨石之

间钻进钻出， 敲积雪， 听山音。

三只鹰从高空见了他， 恐怕也会

认为他是 “桃仙人”。

二月雪化。 晨起， 又钻进猕猴桃

园看树。

每隔三天巡园一遍。 全园有猕猴

桃树一万六千棵， 他要把每株树都看

一遍。

主要看病虫害， 他随身携带医用

酒精、 棉球、 镊子、 柴刀， 若见枝上

有病斑， 就用酒精棉球处理。 清除病

菌， 处理伤疤。

病菌弱小时好处理 ， 防微杜渐 。

病菌大了， 悔之晚矣。

他吃过亏 。 投下去一千多万元 ，

造了一个猕猴桃果园， 两万棵苗， 到

了三年后， 快有好收成了。 结果因为

杀菌不到家， 起了溃疡病， 遭到毁园

之灾。 整个果园， 猕猴桃树无一幸免。

他欲哭无泪。 原来雄心勃勃， 没

想到如此艰辛。

怎么坚持下来的， 他都淡忘了。

只记得是， 在哪里跌倒， 就要在

哪里爬起来。

他把猕猴桃树全部砍完， 等它一

点一点重新生长成林。

他现在走在猕猴桃园里 ， 跟桃

树可以交流了 。 要不要剪枝 ， 枝条

会不会累 ， 缺不缺什么营养 ， 他一

望便知 。

三月春风吹拂山间 ， 涧水丰盈

欢唱 。

在园中开排水沟， 给猕猴桃树施

发芽肥。 待母芽出来， 又要疏芽。

园中春草萌发， 万物生长， 使人

欣喜。

老林想起自己三十年前， 在深圳

背水泥的经历。 他和工友一起， 八个

人， 一天要背六车皮的水泥。 总共四

百八十吨， 一人一天六十吨。 一袋一

袋水泥， 靠肩膀扛出来。

那时候挣的钱 ， 每个月八千块 ，

真是拿命换来。

半个月下来， 肩膀脖子， 皮肤都

烂开了。 日复一日， 皮肤扛不住水泥

的侵蚀。

一年零四个月后， 他带着攒下的

钱， 回到老家办了一家砖瓦厂。 又过

了些年， 他进山种猕猴桃。

那样的苦都吃过了， 还有什么扛

不过去的？

四月， 猕猴桃开花。

猕猴桃开花， 前后一周， 最长不

过十天。

猕猴桃开花时， 花很香， 却无蜜，

蜂子不喜欢去， 这就需要人工授粉。

早上把花药提取出来， 放在 28 ?

氏度以下环境， 过 24 小时花粉会自然

爆出。 要看好温度， 如超过 30 度， 花

粉活性会丧失。

再用机器喷粉， 或是一朵朵花去

传粉。

园子里 ， 每二十株猕猴桃树里 ，

便有一棵是雄树。 雄树雌树， 老林看

叶看茎 ， 也一眼可以分辨 。 仔细看 ，

雌树的花朵， 有一个初生的小猕猴桃，

也就是在花朵中间， 可见子房。

花开时， 靠风传媒， 花朵也能自

然授粉 。 只是花粉很重 ， 风吹不远 ，

效果不佳。 靠昆虫， 效果也不佳。

猕猴桃花期短， 园中有工人二三

十人， 都做授粉工作。 这是最忙碌的

时候。

因为花只等你三天。

猕猴桃的花， 花瓣白色。 第二天

略微淡黄。 第三天又黄。 如果三天不

授粉， 第四天， 花瓣就默默掉落。

花瓣白色的时候， 授粉最好。

如到第三天授粉 ， 畸形果就多 。

这就像人一样， 状态最好的时候孕育，

才会有高品质的结果。

如果授粉成功， 花瓣就黄得特别快。

猕猴桃开花的时候， 老林就不做

任何别的事了， 只在一片花香弥漫之

中传花授粉。 他假装自己是一只蜜蜂。

五月中， 要疏果。

猕猴桃没有生理落果现象， 挂果

太多， 影响品质， 产量也低。 及时疏

果 ， 把那些畸形果 、 过密果淘汰掉 。

看看枝条 。 枝条旺的 ， 多挂一些果 。

枝条弱的， 就少留一些果子。

挂果 ， 并把这些果子养大成熟 ，

对果树来说， 也不是一件容易事。

做这些活， 没有多年的经验， 办

不到。

疏果之后 ， 就要施肥 。 施膨果

肥。 把复合肥施在地表， 离开根部七

八十公分的土地上。 这时的营养要跟

上。 一棵树给半斤肥。 大株的树就给

一斤肥。

同时施叶面肥。 一般如海藻、 多

糖、 氨基酸， 还有钙、 镁等微量元素。

有的可以同时施， 有的宜分开施。

叶面肥很要紧， 提高叶的光合作

用 。 光靠根上吸收 ， 也不是一回事 。

施了叶面肥， 三天见效， 第四天一看，

叶子油绿绿的， 光照下来， 闪闪发亮。

这说明树很健康， 精气神也旺。

肥料施在根部， 一般要七天， 树

才会吸收到养分。

有了肥料， 果子也长得旺。 一个

月里， 果子迅速生长。 今天看这么大，

明天看就那么大了。 见风就长， 肉眼

可见。

六月。

山地开沟排水 。 园里不能积水 。

南方的雨水季节， 要特别当心猕猴桃

受涝。

猕猴桃有几个特点 ， 喜光怕晒 ，

喜水怕淹， 喜肥怕烧。

你就说吧 ， 猕猴桃这么金贵呀 ，

难伺候。

种什么都要对它的性格了解呀 ，

跟人一样 ， 彼此了解了 ， 喜怒哀乐 ，

冷暖都知， 相处起来就不难。

七月 ， 继续施肥 。 高钾复合肥 ，

也是为了壮果 。 也要补充微量元素 ，

硼磷钾锌铁钙镁， 都要打上一遍。 膨

果期结束之后， 施高钾肥三遍， 这是

为了集聚糖分。

这个月， 施肥的工作量很大。

施肥过程中， 要给果实套袋。 这

个工作量也巨大。 老林的办法， 是选

择性套袋。 不是每一个果实都要套袋。

日头不直接晒到的， 就不套， 以减工。

树叶能遮阴。

今年， 老林套了五十万个袋。

明年估计要套六七十万个袋。

这事极费工夫， 一个工人一天最

多能套两千五百个袋 。 最多的时候 ，

林子里有二十个工人在套袋。 这项工

作， 前后持续半个月。

猕猴桃怕日灼。 晒伤之后， 果子

的颜值不佳。 本来里面是红心的， 晒

过之后， 心就不红了。

这期间没得休息。 还有夏剪———

每年夏天都要修剪一次枝条， 从五月

底一直持续到八月， 有空就剪。 让枝

叶疏朗， 利于通风、 采光。 如闷头憋

着， 容易起病。

树跟人一样， 它也喜欢阳光， 喜

欢新鲜空气。

干旱的年景里 ， 也要时常浇灌 ，

或用喷管喷淋。

草是不除的。 草高的时候， 人走

进去， 人也找不着。 这样自然生态好

一些。 也大大减少了农药的用量。

草茂盛起来， 夏天能大大降低地表

温度， 也防止水土流失。 虫子的食料充

足， 就不会上树吃果子。 一般园子里有

青虫、 毛辣虫、 金龟子， 会吃青。

猕猴桃的叶子掉落地上， 虫子们

吃完叶子， 就饱了， 就不会上树去吃。

你把虫子养懒了， 它和人一样， 坐着

有饭吃， 就不会站起来， 更不会爬到

远处去寻吃的了。

草多之后， 明显的缺点， 是费肥。

草也吃肥， 但是好在草没有长脚， 到

了秋天， 草枯了， 到了冬天， 草就烂

在地里。

这是用无机换有机 ， 肥料本身 ，

并没有流失。

七月时候， 还要杀一次菌。 从正

月里猕猴桃树发芽开始， 一共有六道

杀菌。 不同时候， 杀不同的菌。

种猕猴桃真是复杂的事情。 你都

不相信有这么复杂和繁琐。 一年到头，

磨人啊。

这就到了八月。 夏剪、 灌溉， 都

在继续， 杀菌、 施壮果肥， 没有完成

的， 也还要做。

为了来年花芽分化， 提前打一次

芸苔素。

到了八月底、 九月初， 沉甸甸的

猕猴桃果挂满枝条， 成熟期到了。

你去闻吧， 满园子的甜蜜果香。

红心猕猴桃也有两种： 黄肉红心、

绿肉红心。

黄肉红心甜度高， 有二十四个糖

度 。 绿肉红心低两三个糖度 。 绿肉

红心果形漂亮 ， 长长的 ， 好看 。 产

量也更高， 商品率好。 老林喜欢绿肉

红心 。

九月采果。

采果须人工采摘。 工人要修剪指

甲， 戴上手套。 采摘时， 大拇指往把

子上一顶， 把子就留在树上， 果子到

了手掌心。

老林不喜欢游客来胡乱采摘。 有

的人粗鲁， 采摘时乱扯， 就会损伤果

树。 果树留下伤痕， 免疫力下降， 溃

疡病就会趁虚而入。

采果要持续二十来天。

猕猴桃从开花到果子成熟 ， 要

120 天以上 。 不像枇杷 、 杨梅 ， 成熟

起来有先有后 ， 猕猴桃是一次成熟 ，

一次全部采摘完毕。

三十斤一个筐子， 边采边装， 轻

采轻放。 选出小果、 畸形果、 破损果、

虫咬果， 让其他好果入库。 采果当天，

果子得进冷库 。 冷库温度零到四度 。

先在零下一度的空间， 放置二十四小

时， 把果实体内的温度调下来。

果实也会呼吸， 是活的。 热度排

出， 再移库到零下四度， 可以放四至

六个月不坏。

六个月之后， 果实的糖分就会分

解， 慢慢就不好吃了。

选出的差果 ， 很快软掉 ， 可以

酿酒 。

机器把果子碾碎， 加进酒曲、 白

糖， 放置缸内， 低温发酵。

一缸能装一千五百斤。 放置四十

五天， 这时候最有趣， 缸内如煮粥一

样， 噗噗噗噗响个不停。

一日夜之后， 缸内发酵的汁水就

会往上扑。 势同鼎沸。 缸内也是滚烫

的。 同时酒香四溢， 满屋子都是酒味。

不会喝酒的人 ， 在这里待半天 ，

出来会有酒后的微醺。

两日夜后 ， 发酵转至平缓状态 ，

此时可以搅拌， 封口， 静置四十五天。

十月。

也是最忙时候。

采了果， 园子要秋剪、 清园。 剪

去多余枝条 ， 剪去挂果枝 、 病虫枝 。

剪下的枝， 背出来， 集中烧毁或是深

埋。 整个园地， 作一次淋浴式喷洒石

硫合剂， 达到五个 “波密度”。

秋剪结束 ， 要杀菌 。 此时杀菌 ，

有利于采果之后的伤口愈合。

再是割草， 一年只割一次草， 让

草烂在地里， 做有机肥。

采果后施肥 ， 这时是施月子肥 。

一般是采果后十天左右 。 月子肥是

有机肥 。 下大肥 ， 好好慰劳一下果

树 ， 抓紧恢复树势 ， 为来年的丰产

打下基础 。

秋天施肥最好。 秋施是金， 冬施

是银。 一年施肥， 七成在秋施。

接下来， 涂杆。 这是为了果树顺

利过冬的措施 。 要把每根树杆都涂

白， 防冻， 也防病虫害。 有时还要刮

出病斑， 涂白， 剪修病枝。 三个工序

一起做。

此时， 各项工作同时进行， 秋剪，

杀菌， 割草， 施肥， 你说忙不忙？

老林在果园子， 忙得团团转呢。

但此时老林是开心的， 果子都已

入库， 又是一个丰年。

十一月， 蒸酒喽。

蒸酒师傅技术过硬， 蒸出来的猕

猴桃酒， 是五十二度， 果香四溢啊。

老林很骄傲他的猕猴桃酒。 几间

简陋的房子， 老林的栖身之处， 仿佛

成了一个酒窖。

老林入山的第十年， 他把二十万

斤猕猴桃酿成了酒。

果子酿成酒， 猕猴桃的附加值就

提高了。 往年有的时候， 猕猴桃果集

中上市 ， 价格卖不上去了 。 酿了酒 ，

碰到果子价格低的行情 ， 他就不怕 ，

都拿来酿酒也行。

酒是放的时间越长， 越珍贵。

放三年以上的酒， 你一吃就知道

了， 好东西。

他又在山里找了一个地方， 挖出

一个大洞， 冬暖夏凉， 用来放酒。

这是十一月。 酒香四溢的十一月。

十二月， 山外来了朋友， 坐下来

烤火， 喝一盏酒。

聊聊山里的事。 聊聊几只鸡几只

狗的事。 再聊聊一条路的事。 一条路

走到头， 是一片原始森林， 那里有棵

杉树王， 两个人无法合围。

那是树神， 山人路过， 都要朝老

树拜一拜。

老林说十年前， 他只想着种猕猴

桃可以种出一个自己的王国来， 来到

这片大山， 这条深山峡谷， 一头钻进

来。 他猜到了开头， 没有猜到结果。

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 十年后， 他把自己种在

了山里， 成了人们口中的 “桃仙人”。

碰杯。 喝一口酒。

酒里都是猕猴桃的花香果香。

山色渐晚， 老林指一指窗外渐渐

幽暗起来的大山， 说这里叫做 “火把

坞”。 有人也叫 “灰壁坞”。 地质书上

写的是 “蝙蝠坞”。

我和老林碰杯。 我觉得， 还是叫

“火把坞” 有意思。

十二月末， 山里快要落雪了。

《捉白》与《陌上桑》
沈鸿鑫

文学和艺术作品描写人物、 景物和

事件 ， 大多采用直接 、 正面描写的手

法， 但是烘云托月式的侧面描写也是一

种重要的艺术手法。 北宋山水画大师郭

熙在其画论 《林泉高致》 里曾说： “山

欲高， 尽出之则不高， 烟霞锁其腰则高

矣。 水欲远， 尽出之则不远， 掩映断其

脉则远矣”。 这就是说， 你直接画山的

高， 倒不容易显出它的高来， 而用烟霞

在山腰缠绕来烘托， 则山自见其高； 同

样， 写水的远， 直接表现难以奏效， 而

用掩映断其脉， 加以烘托， 水便益显其

远了。

使用烘云托月法， 《三国演义》 第

五回 “关羽温酒斩华雄” 就是成功的一

例。 这一节主要表现关羽在战争中的勇

武神威， 但作者并没有直接描写关羽在

战场上的表现， 而是极力渲染敌将华雄

的本领高强和骁勇无比， 袁绍等头目的

大惊失色和一筹莫展， 以及对主动请战

的马弓手关羽的轻蔑 。 在曹操保举关

羽， 酾酒为之壮行后， 也不写关羽和华

雄的厮杀， 只写帐内 “众诸侯听得关外

鼓声大振， 喊声大举， 如天摧地塌， 岳

撼山崩， 众皆失惊”， 他们还来不及派

人去探战况， 只见 “鸾铃响处， 马到中

军， 云长提华雄之头， 掷于地下， 其酒

尚温”。 这一系列侧面描写比正面描写

更为简约而巧妙， 给读者留下了更多想

象和回味的空间。

鲁迅的小说 《离婚 》， 在刻画七大

人这个人物时， 也运用了侧面描写的方

法。 他没有用很多笔墨渲染七大人的威

严专横 ， 用高压手段逼迫爱姑交还婚

帖， 而是着力描写爱姑的能说会道、 泼

辣能干， 但是七大人的似乎要打喷嚏的

姿势和一声 “来……兮” （其实是要下

人给他拿鼻烟壶）， 就把爱姑吓得毛骨

悚然， 自愿认输， 这就巧妙地凸现了七

大人的专横跋扈。

汉代的乐府民歌中有一首著名的

《陌上桑》， 这首叙事诗写一个高官 （诗

中称使君） 欲凭借其特殊的地位， 骗取

美丽的姑娘罗敷， 然而遭到罗敷巧妙而

坚定的拒绝。 作者在描绘罗敷美丽的容

貌时， 就出色地运用了侧面描写的艺术

手法：

行者见罗敷， 下担捋髭须。 少年见
罗敷， 脱帽着帩头。 耕者忘其犁， 锄者
忘其锄。 来归相怨怒， 但坐观罗敷。

这里作者没有正面描写罗敷的容

颜， 而是通过路上行人及农田里耕种的

人们见了罗敷后， 为之失态、 为之倾倒

的描写， 把罗敷的美丽、 可爱渲染到了

极致。

与此非常类似的是， 苏州弹词名家

杨仁麟弹唱的 《白蛇传》 中有一回 《捉

白》， 述白娘娘因为盗库银事发 ， 被差

役捉拿， 押解到衙门。 由于白娘娘长得

十分美貌， 故尔一路行来为众多路人瞩

目。 这里有一段夹白唱篇， 且选几段：

登在南货店门前来经过， 南货店先
生要看佳人， 弄得心里有点浑 。 （白 ）

先生 ， 买三个铜钿白糖 ， （白 ） 勿要
响, (?) ?脱廿斤白莲心。

登在肉店门前来经过， 肉店里的师
傅要看佳人， 弄得心里有点浑 。 （白 ）

老师傅， 买十四铜钿板油， （白） 勿要
响， (?） 拨踏六斤前夹心。

登在剃头店门前来经过， 剃头师傅
是丹阳人， 俚倷也要看佳人。 （白） 老
师傅帮我修修面。 （白） 手里拿把刀 ，

眼睛在看白娘娘， (?) 歇豁歇豁， 眉
毛胡须全剃干净。

登在裁缝店门前来经过， 裁缝师傅
是常熟人， 俚倷也要看佳人。 （白） 老
师傅在做裤子,?拿尺量量裤档， 不晓
得拿错把剪刀， (?) 歇豁歇豁， 裤档
里开了个琵琶领。

《捉白》 与 《陌上桑》 有异曲同工

之妙 ， 以一个接一个的滑稽突梯的场

面， 表现沿街众人为白娘娘的美貌所吸

引以致魂不守舍 ， 闹出了一连串的笑

话。 这也是以烘云托月、 侧面描写的艺

术手法， 塑造白娘娘光彩照人的形象 。

而 《捉白 》 又有其评弹自身的特点 ，

那就是特别突出了谐趣性和喜剧效果 ，

听者无不为之捧腹。

不仅文学作品常用烘云托月之法 ，

有些建筑也巧妙运用此法而得到极好的

效果 。 北京的天坛原是帝王祈天的所

在， 要突出它的高接天宇的气势。 设计

者匠心独运， 把祈年殿和走道建在高出

地面几米的高处， 此即天坛的圜丘。 圜

丘的周围筑了两圈围墙， 一般的围墙总

要比人高得多， 可是这里采用低矮的围

墙， 外圈的围墙高不过 ２ 米， 第二道围

墙则高仅 １ 米许， 这样人就比墙高了 。

当人们踏着石级 ， 一步一步往上面走

去， 墙就显得越来越低 ， 倘逢着好天 ，

只见晴空万里， 白云漂浮， 真有一种如

上琼楼、 如登天梯的感觉。 原本面积很

小、 建筑也并不高大的圜丘， 因此显得

空旷和高峻， 这就是运用烘云托月之法

所得到的奇妙效果。

无论何种创造 ， 方法都是关键 ，

《论语》 有云： “工欲善其事 ， 必先利

其器。” 这 “器” 既是指工具 ， 也是指

方法 。 要想成功 ， 方法是不能不讲究

的， 以上几则运用烘云托月法获得成功

的例子， 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