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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玉龙雪
山下的北岳庙，
始 建 于 唐 代 宗
大历十四年（公
元 779 年）。史
传 南 诏 王 异 牟
寻 迁 都 太 和 城
并 晋 封 辖 境 内

“五岳”、“四渎”，其中玉龙雪山封为“北岳”。因北岳
庙中供奉三朵神，故当地群众又把北岳庙称为“三朵
阁”，即“三朵神之家”。

说到三朵神，哪个纳西儿女不是由衷崇拜，这位
传说中似雪山伟岸超群、横空出世的勇士，随时解人
之危急。千百年来，一直被古摩些后裔尊奉为本土
大神，成为纳西子民凝聚力量、不屈象征的民族标
识。相传北岳建庙后，每年农历二月八日，纳西人用
全羊牲来祭祀三朵神，求他佑护。从此“二月八”成
为纳西族传统节日。而三朵以本民族及藏族、白族
女子为妻室的故事，应证了古代民族共同构筑团结
和谐、互荣相生的良好愿望。

纳西族与藏族、白族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在
纳西族开天辟地的神话传说《创世纪》中，就有藏族、
白族、纳西族是一母所生的三兄弟之说。就宗教信
仰而言，他们的宗教观念，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故
藏族、白族也信奉“三朵”。藏族称丽江“三赕”，即为
例证。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三朵”不仅是纳西
人全民信仰的地方神，同时也是藏族、白族尊奉的保
护神。下面简要介绍三朵神在迪庆藏区的影响及传
播情况。若有谬误之处，请方家赐正。

先以中甸、维西说起。
中甸，纳西语“主地”变音，意为酋长驻地。明代，

丽江木氏土司占领中甸，并派土酋管理，故称“主
地”。汉字初写“忠甸”，后写为“中甸”，其汉语音义，
几近纳西语。历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该地纳西人
口数仅次于藏族、汉族，位居第三。

维西，纳西语称这一带地域为“你那”，可作两
种解释：其一“黑鱼”，永春河中多产黑鱼；其二，澜
沧江流经县境，古称“黑水”，用作地名。但无论那
种解释，“你那”为纳西族地名称谓并无异议。在全
县人口中，纳西族人口仅次于傈僳族、汉族，位居第
三。

中甸、维西县城，纳西居民至今仍保持原有的语
言、服饰和风俗习惯，居住乡村的纳西族，自成村落，
尽管有的已被汉族、藏族同化，但仍保留祭天场，沿
袭祭祀三朵的习俗。在当地“三朵节”又称“二月八
节”。史载；“仲春朔八，土人以俗祀为祭，贽币承牲，
不禁百里而来，进酒献茶，不约千人而聚”。这段文
字描写了中甸白水台二月八节日盛况。在维西，纳
西族聚居地二月八节连过三天，家家户户拜祭三朵
神，还到村后山野欢聚，饭前吹响牛角号，抛撒食物，
招引乌鸦来吃。（见《维西县志》168页）。境内那玛人
（白族支系）也过二月八节。并在二月八前后，有到
兰坪县中排乡木瓜邑庙或河西共兴村大佛庙烧香拜
佛、赶庙会的风俗，这无疑是“三朵节”的演化。

下面说说德钦的“三朵节”。在讲述正题之前，先
简单介绍纳西族迁居德钦的一段历史，并以巴美村
为例，见证纳西族自古以来形成的自强不息、向上进
取以及亲和开放的民族精神。

德钦位于云南省最西北端，与西藏山水相连，居
住民族以藏族为主，纳西族也不少，人口数位居第
四。德钦境内的纳西族，多系明清时代木氏土司移
民和战争遗民，居住城镇经商或从事手工业者为后
来迁入。

德钦纳西语地名“阿墩子”，包含一个与“木天王”
有关的历史故事。据1919年出版的《云南阿墩行政
区地志资料》记载：明代丽江木氏土司征伐吐蕃，得
铜佛一尊，重不过百余斤，归来至德钦寺原址土墩旁
歇息。翌晨欲行时佛像重达往日数倍不能起运，遂
就地建寺供奉，陆续商集成市，此地就以土墩台命
名。传说归传说，但传说却折射出历史的影子，按时
间推算，德钦建镇已有三四百年的历史。

且说当年木天王的军队进军藏区，沿德钦一路修
筑土堡，以供防守，土堡至今尤存。纳西移民环堡而
居，随着人口增加，自成村落。村民们说他们的祖先
是“姜杰布斯那饶登”。“姜杰布”即藏语丽江王，泛指
历代木土司。“斯那饶登”则是木氏十九代土知府木
增的藏名。木增生于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11
岁即袭父职，在位26年间颇有建树，文治武功为后人
所称颂，纳西人引以为荣，故有此说。

德钦县佛山乡巴美村，深藏在澜沧江峡谷，居民
全是纳西族。由于环境闭塞，少与外界交往，他们如
今仍自称“姜杰布后代”。这里的男人长得高大魁
梧，颇具古代武士遗风；女性个个生就“胖金妹”妩媚
温柔气质，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巴美人穿藏装，取藏
名，却乡音不改，无论老人孩童都操一口地道的纳西
语。每年“三朵节”，他们在烧香台聚会三天，祭祀祖
先，纵情歌舞，古老纳西文化在这里薪火相传，不绝
于代。

在巴美，纳西族与邻近的藏族友好往来，亲如一
家，还互通婚姻。历史上的民族纷争，势力消长，早
已被岁月的长河冲刷殆尽，惟余民族亲和互爱的佳
话世代传扬。在巴美每年如期举办的“三朵节”狂欢
人流组成的花海里，盛装的藏族青年男女如一朵朵
鲜艳格桑花点缀其间。情暖暖，意融融，组成一幅民
族和谐歌舞升平的风情画卷！

更值得一提的是巴美人与丽江纳西人同根同祖，
亲情友情历经百年不断。在中华民族共同繁荣的社
会主义新时代，这种传统得到发扬光大。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巴美人走出大山，开始到丽江寻亲
访友。对于远居藏区的巴美乡亲们，丽江市古城区
的领导和广大民众一直寄于深切的关怀之情。2004
年，古城区拨出专款，对巴美的教育等基础设施予以
扶持，邀请巴美村干部到丽江参观考察，还安排了一
批巴美知识青年到古城就业。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为居住异乡的巴美人搭起了归乡桥，圆了他们的回
乡梦。

是的，历史只能带走时光，却带不走凝聚千百年
的民族情结。让我们回忆发生在本世纪开元之初的
一段盛事。2006年11月，时任丽江市委书记和自兴、
市长张祖林率团考察迪庆期间，带着丽江人民深深
的牵挂和浓浓的民族情谊，专门走访了巴美。这天，
冬日的暖阳格外亮丽，澜沧江峡谷山欢水笑。巴美
全村老幼出动，在村口焚香列队欢迎来自故乡的亲
人。德高望重的扎史此里老人代表巴美纳西族向远
方来的客人献上洁白的哈达，祝愿丽江发展越来越
好，祈盼两地同胞健康安乐扎西德勒！记者及时摄
下了这激动人心的场面。后来在丽江电视荧屏上，
出现了一位身着藏袍头戴金边帽的老爷爷用流畅的
纳西语娓娓讲述巴美纳西人在雪山峡谷里建造家园
顽强生息繁衍的故事，多少人为之感动。

一年后，和风吹絮、春暖花开的阳春三月，丽江古
城区和玉龙县派代表团赶往德钦巴美纳西村，参加
一年一度的“三朵节”。代表团不仅为巴美乡亲们带
来了春天般的问候，还带来了故乡方方面面的消
息。临别时，大家依依不舍，一位古城区的领导语重
心长地嘱咐远在藏区的老乡们经常回家看看：“家乡

的亲人倚门拄杖盼望着你们”！强大的民族认同感
和精神感召力，把分位南北阻隔千里的纳西同胞紧
紧连结在一起……

这样动人的骨肉亲情故事今天仍在发生，永远讲
不完。话题又回到德钦纳西族乡亲们欢度三朵节的
实况。明清时代，德钦“三朵节”史无记载。民国九
年（1920年）纳西族藏客周尚德在阿墩城经商时出任
阿墩子鹤丽商会会长，建鹤丽会馆。馆内塑有一尊
三朵神像，当地称“三朵庙”。此后每年阴历二月八
日馆内张灯结彩庆祝三朵节。节日成为当地各族人
民进行文化传播、商品交流的盛会，三天会期还有滇
剧表演，附近藏民专程来赶集，出售农牧产品，采购
生产生活用品，街市上人流如潮，摩肩接踵。“三朵
节”发展成为一年一度物资交流会，一直流传至今。
正如学者评价：“三朵节对当地的通商及经济文化交
流起了很好的作用。”其实，远在四川、西藏凡有纳西
人居住的地方，就能听到阿普三朵的传说，就有过

“三朵节”的习俗。
以拉萨为例。早在唐宋时期，云南、西藏之间

就有一条汉族、纳西族和藏族商贸往来的人马驿
道，直达拉萨，藏语称“加朗”。上世纪八十年代被
学者定名为“茶马古道”。因为沿这条道路交易的
货物以茶叶、马匹为主。历经千百年，茶马古道久
盛不衰。1940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滇缅公路被
截断，沿海港口被封锁，茶马古道成为中国与国外
物资往来的唯一通道。迪庆、丽江是这条通道的重
要中转站，一时万商云集，商号林立，马帮首尾衔
接，蹄声铃声昼夜不断。这一时期，纳西族进藏经
商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纳西“藏客”在拉萨等地
开设商号，还自营马帮周转货物。其中“两益商
行”、“仁和昌”、“世顺和”、“达记”等纳西商号，与中
甸“铸记”、鹤庆“恒盛公”等，组成著名的“云南商
帮”，在西藏商界颇具影响。

拉萨八廊街有一条名叫“八那斜”的街道，如今
称吉日街，早在清末就有纳西族商人在这里筹建了

“云南会馆”故建筑格局为纳西四合院。因在拉萨
经商和从事皮革、缝纫等手工劳动的云南人中，纳
西人较多，会馆供奉丽江同乡会出资雕塑的北岳三
朵神像，藏语称“云南拉科”（神庙）。据说，这尊神
像是民国二十二年（公元 1933 年）由一位姓姚的汉
族工匠塑造的。三朵神身披白衣白甲，骑白色骏
马，手执白色长矛，与丽江北岳庙供奉的三朵神形
象一致，神像顶部横匾题“雪石北岳安邦景帝”。两
旁廊柱上有“向白袍而助阵，秉火剑以斩妖”的楹
联。每逢农历二月八日，所有云南同乡们在这里过

“三朵节”。中甸人马义材时任云南商会会长，马义
材是藏族，但对纳西人过“三朵节”特别热心，亲自
主持，筹措操办。会期间还有滇剧表演，场上丝竹
悠雅，锣鼓铿锵，非常热闹。

以上事例得出结论，一个民族的文化，和这个文
化长期熏陶而形成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情感，包括宗
教信仰，是一代代递相传承下来的，也是不容易改变
的，“三朵节”传袭至今，即为例证。但是，还应该看
到时代在不断前进，因此，传统的民族文化节日“三
朵节”自然也会融合进一些新的时代精神，以激励民
族的儿女团结奋进，创造崭新的生活，崭新的文化。

“三朵”实际是世代生息在雪山下纳西人创造的精神
偶像，代表对美好大自然的崇拜和对美好生活的渴
望。我们今天颂扬三朵之德，传承三朵之道，正是为
了“效忠于国家民族，不违忤于帝君夙告，佑我山川
子民，令辉煌之永葆”。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出现在
我们面前，但“三朵节”不会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消
失。

继承传统文化 弘扬民族精神
——从迪庆的三朵节说开去

★杨增适

全州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香格里拉渝农商村镇银行全体职工肩负责任和使命，
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觉悟性，积极投身到高原藏区“精准扶贫”的事业中。

在香格里拉市五境乡仓觉村，有位因车祸后高位截肢的藏族小伙子农布，为了能
让自己特别是家乡20余户残疾人家庭能通过自食其力实现脱贫致富，他克服了常人
难以想象的困难，走上了艰难的创业之路。经过认真考察，多方奔走，在地方有关部门
的关心和支持下成立了“翁布宣坚种养殖合作社”，成为了一位身世残志坚的脱贫致富
领路人。创业艰难百战多，为了扩大养殖规模、建设羊圈、种植草场、修建交易市场，有
限的积蓄显得杯水车薪，在多方奔走未果的情况下，他怀着惴惴不安的心理走进了我
行。创业的激情溢于言表，不甘屈服的心感动着在场的行领导和信贷员。综合多方因
素，当天即安排信贷人员驱车300余公里前往农布的养殖基地开展实地调查。在贷款
中，我行充分发挥短、频、快的优势，在3天内就将农村专业大户贷款30万元送到了农

布手中，并执行了4.35%基准利率。一笔30万元的助业贷款，点燃了一个残疾人创业
的梦，温暖着一村人的心。

香格里拉渝农商村镇银行于2013年5月8日正式挂牌营业，是由全国首家上市农
商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发起设立的第9家村镇银行，也是全国藏区设立的第一家
村镇银行。香格里拉渝农商村镇银行作为迪庆州金融业增添的又一支新的力量，始终
坚持“立足县域、支农支小”的市场定位，积极服务云南藏区经济社会发展，切实增强金
融支农惠农力度。至2016年末，共发放涉农贷款13782万元，占贷款总额的74%，户均
余额49万元。对迪庆加快推进东部藏区金融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全州金融服务水平，
增强金融支农惠农力度，满足各族群众金融服务需求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香格里拉渝农商村镇银行怀揣扎根“三农”、服务“三农”、助农脱贫的信念，齐心
协力奋战在金融脱贫战线上，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扶育和浇灌着希望之花。

近日，建设银行合肥电子银行业务中心1613号风控
专员小陈成功处理了一笔高风险交易，为客户避免了数
万元资金损失，得到了一位身为准妈妈的客户的由衷感
谢。小陈向记者介绍了事情的经过。

当天，建行风控系统向小陈反馈了一笔高风险交
易。按照流程，她需要立即联系客户进行核实，但客
户的手机却始终处于通话状态。经过反复拨打，小陈
终于联系上了她。从这位客户断断续续地描述中，小
陈迅速捕捉到客户根本不认识收款人、曾经接到“公
安机关”电话等疑点，于是果断进行风险提示：“女士，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您，您遭到了电信诈骗，您根本没
有涉嫌犯罪，对方让您转账的行为已经威胁到您的资
金安全，请您立即报案！”小陈严肃的回应让这位女士
慌了神。

“那怎么办呀！这钱可是我家里借来的，我…我现
在身上连吃饭的钱都不够了啊…我怀孕八个多月，他们

还骗我！”“女士您别着急，请您立即中止和对方的联系，
按照我提示进行操作。”面对慌乱的客户，小陈有条不
紊。“好好好！我听你的！”在小陈的指导下，客户改变了
执意转账的想法，避免了数万元的资金损失。

“谢谢你，1613号工作人员，我非常感谢你！”在通话
最后，客户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女士，感谢您对我们工
作的认可。”摘下耳机的小陈嘴角挂着一丝欣慰的笑容。

其实，这样的一幕几乎每天都在建行合肥电子银行
业务中心上演。近年来，网络诈骗日益高发，建设银行坚
持“以客户为中心”，主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通过深化实
施“新一代核心系统”建设等重大战略工程，全面加快科
技创新步伐，运用大数据智能化风控技术，构建起主动
性、智能化、安全可靠的互联网金融全流程反欺诈体系，
确保客户在享受一流金融服务的同时，合法利益不受侵
害。

2010 年，建行在同业中率先开展了电子银行反欺

诈工作，从创立初期单一的事后监控发展到目前事前、
事中、事后的全流程反欺诈体系，由被动防御变主动拦
截，并从客户端、商户端不断延伸反欺诈链条，建立起
涵盖网络金融全生命周期的欺诈风险“三道防线”，即
事前防范，防患未然——事中监控，防微杜渐——事后
补偿，维护权益，七年来持续不断为客户资金安全保驾
护航。截至 2016 年末，累计主动排查可疑网站 6200 多
万个，处理关闭钓鱼网站超11万个，主动搜索率达70%
以上；采集涉及欺诈账户、高危欺诈终端、高危欺诈位
置信息近6万个。七年来，已累计为客户直接避免损失
超过11亿元。 （建宣）

（温馨提示：身份证、账号是重要的个人信息，务必妥
善保管，提交相关复印件时可在上面注明用途和日期，避
免被心怀不轨的人挪作他用；短信验证码是支付凭据，不
要泄露，哪怕对方自称是银行或政府工作人员；及时销毁
快递单、火车票、银行小票等不需要的单据。）

联合国确定2017年“世界水日”的宣传主题是“废水”。水利部确定2017年“世界水日”和“中国水周”活动的宣传主题为“落实绿色发展理念 全面推行河长制”。

受文友吴孟璇女士和李贵明先生的影
响，我加入了慈怀读书会，参与一些共读活
动。很荣幸在直播间聆听了陈俊明老师与
广大书友分享共读《消失的地平线》的阅读
心得。也认真拜读了那些共读的书友的感
悟，可以说，经历了一次心灵的洗礼，真的
获益匪浅。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难得
抽出一点时间读读书，有机会与广大书友
进行思想的碰撞，对生命是另一种成长。

心中一直对家乡香格里拉及《消失的
地平线》有无数的话语，又感觉无从说起。
零零散散连缀一些思维碎片，故曰：碎碎
念。

记不清是哪位家乡的文学前辈写了一
首诗，现在都记忆犹新：

香格里拉在迪庆，世外桃源传美名。
倘有詹氏再挥毫，笔底仙境更怜人。
关于诗歌中的迪庆
迪庆和平解放后，由农奴制直接进入

社会主义社会。1957 年 9 月 13 日，迪庆藏
族自治州成立。第一任州长是松谋·昂翁
洛桑丹增活佛，他为新成立的民族自治州
取名“迪庆”，藏语意思为“吉祥如意的地
方”。

诗歌中的“世外桃源”
这个成语来源于东晋诗人陶渊明的

《桃花源记》，诗人生活的晋宋易代之际。
东晋王朝极端腐败，政治集团生活荒淫，内
部互相倾轧，军阀连年混战，赋税徭役繁
重。诗人对现实不满，又无力改变，只好辞
官归隐，独善其身。于是借创作抒写情怀，
寄托社会理想。文章是《桃花源诗》的序
言，虚构了一个故事，表现了“童孺纵歌行，
斑白皆欢游”的和乐图景，老幼和谐幸福的
场景和古代大同社会中的“老有所终，壮有
所用，幼有所长”相似，与小说中香格里拉
人们长寿和美一样。“奇踪隐五百，一朝敞
神界”奇踪隐没了五百年，终于有人看到了
人间仙境。虚构的故事和美好社会因为代
表广大人民对和平安宁生活的追求而成为
理想境界的象征。远在两千年前古代中国
的“大同社会”就描绘了一个理想社会的蓝
图。

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
国》中，他以对话录里柏拉图以苏格拉底之
口通过与其他人对话的方式设计了一个
真、善、美相统一的政体，即可以达到公正
的理想国。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人类历史上
最早的乌托邦。在他的理想国里统治者必
须是哲学家，他认为现存的政治都是坏的，
人类的真正出路在于哲学家掌握政权，也
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能拯救当时城邦所处
的危机。这种信念构成了柏拉图成熟的政
治哲学体系的核心。在他的眼里“哲学家”
有着特殊的内涵。他认为哲学家是最高
尚、最有学识的人，而这种贤人统治下的贤
人政体就是最好是政体。所以，只有建立
以哲学家为国王的国家才是最理想的国
家。这个国家就是存在于天上的模范国
家。十六世纪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一
书，盛行于19世纪初期的西欧。后来空想
社会主义慢慢流行，成为现代社会主义思
想来源之一。

诗歌中的詹氏和香格里拉

小说作者是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
后来加入美国国籍。1900 年 9 月 9 日生于
英格兰，青年时代曾就读于剑桥大学，1933
年，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出版了其长篇小
说《消失的地平线》，同时他还出版了另一
部长篇小说《没有甲胄的武士》。第二年，
希尔顿花四天时间创作出了其代表作《再
见，奇普斯先生》。詹姆斯·希尔顿是著名
的词语“香格里拉”创始人。他从未到过如
同处在缥缈天涯尽头的云南，但却成为与
云南干系重大的近代洋人。 1954 年 12 月
20日，他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因病去世。

小说叙述了英国驻巴基斯坦的领事康
韦及助手马里森上尉，法国女传教士布林
克洛小姐，美国人巴纳德在飞机失事后的
神奇之旅。侥幸生还的他们来到了喜马拉
雅山附近的蓝月亮山谷，山谷的最高处耸
立着世界上最美丽的卡拉卡尔雪山，那洁
白无瑕的金字塔状轮廓，单纯得如同出自
一个孩童的手迹。狭长的蓝月亮山谷内隐
藏着世外桃源般神秘灵和的香格里拉，它
仅通过马帮与外界联系，这里有翠玉似的
草甸、明镜般的湖泊、丰富的金矿、漂亮的
藏传佛教寺院和其它宗教的景观，万物深
深沉浸在宁静的喜乐中，生活在此的人们
都很长寿，保持着大自然之间伟大的调和，
每个人的生活都被瑞祥与幸福所灌满。

作家这部作品创造了“香格里拉”这个
词语。“香格里拉”一个美丽的名字。在英
语里它代表“遥远而迷人的地方”。在法语
中的意思是“人间仙境”。西班牙语为“天
堂”。而汉语则解释为“世外桃源”。到底
何处是，人们一直在争论不休……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经历了第一次世
界大战和西方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后，人们
对社会绝望了。小说《消失的地平线》的发
表，作者把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经济
大萧条、全球探险热等融入书中的人物
中。反映当时人们就是努力追求自己心中
的香格里拉。这部小说惊险、刺激、离奇、
富于戏剧性。更难得的是，阅读这部小说
将是一次身体、心智和灵魂的体验。1944
年正是二战时期，美国哥伦比亚电影公司
把故事搬上荧屏，迅速风靡世界。同时代
美国作家梭罗的《瓦尔登湖》也以归隐田园
山水、亲近自然远离工业社会而闻名于世。

2001年12月17日，经国务院批准中甸
县更名为香格里拉县。到2014年国务院批
准撤县建市。

不知不觉即将迎来迪庆藏族自治州建
州六十周年。我们的家乡香格里拉从虚拟
到现实，从落后渐渐强大，逐渐走向繁荣富
强。精准扶贫紧锣密鼓进行着，社会生活
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城乡村容镇貌焕然
一新。作为香格里拉的一员，做好平凡的
工作为秀美家乡奉献一份力量，同时为锦
绣家乡鼓与呼。期冀家乡明天更美好！

关于香格里拉的碎碎念
——读《消失的地平线》随想

★余騠

建行构筑反欺诈防线 七年挽回客户损失超11亿元

助农脱贫促发展情注藏乡写华章
——香格里拉渝农商村镇银行落实精准扶贫纪实

1947年，陈之藩在天津北洋大学电机系读书，有一天在广播里听到
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的演讲《眼前文化的动向》，觉得与他的意见有一些不
同的地方，遂给他写了一封信。胡适很快回信，彼此的通信由此开始。陈
之藩回忆：“他的诚恳与和蔼，从每封信我都可以感觉到。所以我很爱给
他写信，总是有话可谈。”日后这些信集成了《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

1948年，陈之藩在天津北洋北洋大学毕业后，由学校派到台湾工作，
后进入梁实秋主持的国立编译馆工作。有一次胡适从美国回台湾，鼓励
陈之藩赴美留学，知道陈之藩经济拮据，无钱去美国留学，胡适回美后就
寄了一张400美元的支票给陈。

后来，陈之藩学成名就，就把钱如数还给了胡适，并附了一封感谢
信。胡适看了陈之藩的来信，便回了一封信：“谢谢你的来信和支票，其实
你不应该这样急于还此400美元。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
知道我借出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

陈之藩后来说：“我读这封信时并不落泪，而是自己想洗个澡。我感
觉自己污浊，因为我从没有过这样澄明的见解与这样宽广的心胸。”

胡适资助人看重的
是“利息”

△唐传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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