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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山远

前几天有条社会新闻，讲荷兰男子皮特为了会
女网友飞到长沙，这个痴情男子蜗居机场十余日，
等待网友出现，等啊等，女网友没有出现，结果自己
病重住了院。很感人的故事。不过，这位荷兰男子两
年前也飞到过长沙找女网友，找的还不是这次始终
未露面的女主。这故事开始有些乱了。

突然想起了一句歌词：“谁把谁当了真，套路
玩得深……”

一

最近重读《包法利夫人》，不同年龄读此书，
有不同感触。用今天的话来说，《包法利夫人》中
的罗道耳弗是一等一的撩妹高手，他在农业展览
会上引诱包法利夫人爱玛一章，堪称文学史上的
经典。作者福楼拜把两人约会地点放在喧嚣庸俗
的农业展览会上，煞费苦心：官员喋喋不休而又
枯燥无趣的讲话，正是爱玛极其厌恶、渴望摆脱
的婚后生活的折射，而罗道耳弗乘虚而入的甜言
蜜语，在此背景下让爱玛怦然心动。

罗道耳弗是个擅长玩套路的花花公子，但是
套路玩得深，也就成功隐藏了花花公子的真身，
化为情圣。他是个聊天高手，知道爱玛厌恶且渴
望区别于身边的一群蠢夫愚妇，所以他一句话就
把爱玛的注意力吸引了过来：“怎么！难道你不知
道，有人无时无刻不在苦恼？他们一时需要梦想，
一时需要行动，一时需要最纯洁的热情，一时需
要最疯狂的欢乐，人就这样来来去去，过着形形
色色的荒唐、怪诞的生活。”

爱玛听了这段话，“于是她看着他，就像一个人
打量一个到过奇土异方的旅客一样”，明显被打动
了，她是一个善良的颇有姿色(这是罗道耳弗看上
她的唯一原因)的外省女人，整天想着体验浪漫小
说中的桥段，而她的丈夫根本不能满足她这方面
的需求。罗道耳弗太了解这类女子了，于是他继
续发动攻势，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没有朋友、没人
关心、郁闷到极点的可怜虫。他说只要能得到一个
真心相待他的人，他将克服一切困难，去达到目的。
他们一同谈到内地的庸俗，生活的窒闷，理想的毁
灭……

福楼拜的小说以真实与细致描摹著称。在后
来的创作谈中，福楼拜透露，他花了整整三个月
时间，来写罗道耳弗与爱玛在农业展览会上的会
面，可见推敲程度。在书中，娴熟地玩了一番套路
后，罗道耳弗成功了，他“握住她的手，她没有抽回
手去。”但这只是开始。

罗道耳弗是个高手，深谙欲擒故纵、欲迎还
拒之道。农业展览会成功引诱之后，他没有像一
个急色鬼那样第二天就跑上门去找美女，而是让
美女足足等了六个星期。但六个星期后的黄昏时
分，他上门拜访，杀伤力却是无穷的。他继续满嘴
情话兼谎话，告诉爱玛，他是那么爱她，但因为她
是有夫之妇，他又那么忧伤，甚至想离开此地来
排遣相思之苦。

他套路如此深，她怎不会动真情？
在福楼拜笔下，爱玛是个在修道院接受教育

的平民女孩，她读了大量的恋爱小说，眼里只有
爱情，以为自己为爱所生，把自己蒙蔽于对爱情
的幻想之中，她以为罗道尔弗是她的白马王子，
却没想到这是个爱情骗子。在持续三年的偷情之
后，骗子厌倦了她的身体，给她写了一封分手
信，故意在信纸上滴上一滴水冒充眼泪。他不
要她了，还让她继续沉浸在爱的幻想中，痛不
欲生。

这套路确实玩得深，只是她傻得当了真。

二

福楼拜花了将近 5 年时间创作《包法利夫
人》，小说结尾时，他伏桌痛哭，以致昏厥倒地。佣
人救醒他，问他碰上了什么伤心事，福楼拜哽咽着
说：“包法利夫人死了！”

《包法利夫人》这本书取材于当年一起真实的
乡村医生夫人因奸情败露服毒自杀事件，这是在
生活中很常见的桃色故事，并未脱离中外文学史
上司空见惯的痴情女子负心郎模式，但福楼拜无
疑将自己的情感与思考灌输到主人公身上，爱玛
也因此超越了寻常的通奸偷情女子，成为文学史
上不朽的艺术形象。她让人看到了人类悲剧的一
个根源：浪漫想象与平庸现实之间的反差，在西
方，甚至一个名词叫“包法利主义”，即“人所具有
的把自己设想成另一个样子的能力”——— 这个定
义，对于今天那些在网上追着富豪公子喊“老公”
的姑娘，是不是仍然很贴切？

小说中，爱玛最终因为看清了她所幻想的爱情
之本质而绝望服毒自杀，她的悲剧在于，她认为自
己是特别的，也将遇到特别的只适合她的那个人那
份爱情，所谓“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但事实往往如此残酷：想象是想象，现实是现实。

罗道耳弗这样的套路高手，就是抓住了女人
的错觉，精心设计，一击而中。

套路玩得深，个个是人精，换言之，深谙人性
弱点，知道步步设局、适时突破。比如《水浒传》第
二十四回“王婆贪贿说风情，郓哥不忿闹茶肆”，心
理大师王婆为了十两银子，教唆西门庆勾搭潘金
莲，十个步骤，环环相扣。

不同的套路，但有共同的规律，就是找准人性
弱点，精准一击，目标无论是男是女，均无法避开。
古代专门有玩“仙人跳”的骗子团伙，为寂寞的年
轻男女量身打造陷阱，宋朝《武林旧事》上记载：
“有所谓‘美人局’，以娼优为姬妾，诱引少年为事。”
说的是骗子们找个妓女扮成良家眷属，诱人入彀，
届时“捉奸”，以讹财方式“私了”。更高明的套路也
有，明代万历末年，有个已故工部尚书的儿子徐大
少爷和其继母同居京城，属于土豪一族，被一伙骗
子看中。骗子找了个美貌妓女，先租个大宅院装门
面。接着，有“媒婆”上徐府说亲，诡称女方乃郑贵
妃的侄女。徐公子和继母听说可同皇亲结缡，喜不
自胜。继母随媒人去“郑府”，见到了“郑夫人”和
“郑小姐”，还看到府上从“管家”到“执事”，一应俱
全，真以为是皇亲国戚，自个儿攀上高枝，结果徐
家被骗走“聘礼”无数，连徐公子住在扬州原籍的
伯父，亦被这些人以侄儿名义诓走玉狮一双、白银
500 两。到了“娶亲”之日，好戏也到终场之时，迎
亲的人欢天喜地上门，却发现“郑府”一夜之间人
去楼空。事后徐家报官，反复追查，杳无音讯。

此类套路，直至今日仍然引无数傻子竞折腰，
比如固定套路的“富婆求子”骗局，老掉牙的把戏
了，却让一些荷尔蒙过剩但智商跟不上的“精壮男
子”，纷纷赔大钱做春梦。当然，受骗的也不仅仅是
男性，曾有报道称，远在西非的尼日利亚，有一群
活跃于网络的“爱情骗子”，专门骗亚洲女子。根据
警方调查，这些骗子的套路是：通过社交网站物色
猎物，再转移至网上聊天室，骗子们设有一些能够
哄女人开心的经典对白，这些对白根据不同时段，
如初识、熟络及相恋期的需求而专门设计，等到受
害者对网络爱情骗子产生感情后，就掉入不法分
子设下的爱情陷阱。这些受害者一般从陷入爱情
到付出金钱，始终不曾见过对方。

只能说，从古代到今天，套路越玩越深，而人
对自我对他人对爱情对欲望的错觉，却还是没有
改进。

三

其实，真正聪明的男女，意乱情迷时，也会中
了对方的套路——— 此刻，是悲剧还是佳话，就取决
于对方是玩套路还是动真情了。

“动情”二字，一直很奥妙，电影《新方世玉》
中，方世玉他爹方德只要念一首诗：“美人卷珠帘，
深坐蹙娥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方世玉他
娘苗翠花便会触电般浑身颤抖情不自禁——— 即使
已经到了要做婆婆的年龄。这首诗是李白写的《怨

情》，被誉为千年撩妹第一绝句。如果用现代科
学理论来分析，那就是苗翠花听到《怨情》诗时，
体内多巴胺迅速分泌，顿时陷入热恋时的癫狂
状态，无法控制自我。

科学有时是挺无趣的，比如多巴胺理论揭
示了爱情的秘密：这种激素控制了人类的爱情，
让人甜蜜至眩晕，“情人眼里出西施”，无法意识
到对方的缺点，但多巴胺不可能一直分泌下去，
否则人的小心脏怎么受得了？最多三四年，多巴
胺减少消失，人的激情也消退了，所以，从科学
角度来讲，“七年之痒”不如“四年之痒”更精确。

从这个角度来讲，当《包法利夫人》中的罗
道耳弗跟爱玛分手的时候，爱玛看到带着泪痕
(伪造的)的分手信时，“她恍惚又看见他，听他
说话，两只胳膊还搂住她。心在胸脯里跳得像大
杠子使劲撞城门一样，不但不匀，而且一次紧似
一次”，可见，她体内的多巴胺分泌，还是源源不
断的状态。可怜的女人。

但科学有时候也让人很困惑，根据多巴胺
分泌理论，被贴上道德标签的一些男人女人，就
个体而言，动情与套路往往是混合在一起的，玩
套路的人也有动情时刻，而动情的人也会玩些
套路。比如，送花是追求的标配环节，常能看到
土豪青年动不动送上 999朵玫瑰的新闻，但即
使送上 999 朵，也不一定能抱美人归。相比之
下，李敖送花就很会玩套路了，他在自己的书中
毫无讳言自己的恋爱绝技，比如送花，女朋友
18 岁，他只送 17 朵玫瑰，然后在卡片写着“另
外一朵就是你”。效果一流。

众所周知，李敖是风流才子。当年，44岁的
李敖第一次见到 26岁的胡因梦后，就展开了对
她的追求，请她喝咖啡，带她去参观自己的十万
册藏书，在她瞠目结舌之际，强吻。很娴熟的套
路啊。很快，他俩结婚了，很快，他俩又离婚
了——— 这段婚姻只维持了 115 天。

胡因梦当年是个大美人，李敖为什么舍得
将她离弃？或者说，风流才子的多巴胺分泌周期
比常人更短，来时汹涌澎湃，去时消退无痕，他
们所追求的是一种猛烈的来得快去得也快的
爱，比如历史上以情圣著称的拜伦，他不断开始
新的爱情，每次恋爱，他都全力以赴，激情四溢，
死去活来。这个伟大的浪漫派诗人，只活了 36
年，但他的多巴胺分泌量，却相当于寻常人几辈
子的积累。

或许，像拜伦这样的人，是女人最渴望也最
害怕的，他有真情，又懂套路，会让你跟他一起
熊熊燃烧，然后……你烧成了灰烬，而他拍灭身
上的火苗，几乎毫发未损地离开了，找新人酝酿
下一次焚身似火，是不是有点像《笑傲江湖》里
的“吸星大法”？吸尽了你身上的多巴胺，他满满
盛着，几乎要溢出来，带着迷人的笑容，潇潇洒
洒，走向下一个对象。

四

所幸，作家不是化学家，他们才不管什么多
巴胺呢，仍然按照他们的方式他们的理解来写
爱情，奇妙的美好的不可捉摸的让人误以为能
够持续一生的爱情，或者能够挽回的爱情。英国
作家毛姆以上世纪军阀混战时的中国为背景，
写过一部小说《面纱》，跟《包法利夫人》一样，也
是一个讲医生妻子出轨的故事：伦敦大龄姑娘
吉蒂匆匆嫁给了沉默寡言的医生沃特，双双来
到香港，丈夫并不浪漫，又潜心工作，孤独的吉
蒂和迷人的已婚男子查理发生了婚外情。沃特
发现后，悔恨交加，又心有不甘，为了报复，也为
了重振自己的生活，决心孤注一掷，于是带着吉

蒂远走中国霍乱肆虐的偏远城镇，协助当地控
制疫区的疫情。在陌生之地经受生死考验时，
沃特和吉蒂终于可以相互敞开心扉，但就在他
俩日渐亲密的时候，沃特却染上了霍乱死
去……

毛姆在《面纱》中，有这么一段话，写出了他
对爱情的困惑：“我从来都无法得知，人们究竟
为什么会爱上另一个人。我猜也许我们的心上
都有一个缺口，它是个空洞，呼呼地往灵魂里灌
着刺骨的寒风，所以我们急切地需要一个正好
形状的心来填上它，就算你是太阳一样完美的
正圆形，可是我心里的缺口，或许却恰恰是个歪
歪扭扭的锯齿形，所以你填不了。”

是的，一个人要爱上另外一个人，确实是机
缘巧合的事。在《面纱》中，吉蒂直至丈夫死亡，
也没有真正爱上他，尽管已经懂得欣赏他丰富
的内涵和深沉的爱。毛姆是个冷静甚至残酷的
书写者，他不愿意带来皆大欢喜的结局，更喜欢
他所认为的真实的人性，真实的爱情。

不管是《包法利夫人》还是《面纱》，老实沉
默的头戴绿帽子的丈夫，却是真正爱着妻子的
那个人。包法利医生对妻子一直很包容，发现妻
子出轨后，他伤心极了，却认为“错的是命”，在
妻子死后，也抑郁而终。而《面纱》中，有一段丈
夫说给妻子的话，不亚于香港电影《河东狮吼》
中“从现在开始，你只许对我一个人好……”那
段著名的台词。

可惜，这样真情的好丈夫，却不是妻子偏偏
为之着迷的套路。

包法利夫人临终前，对丈夫满怀愧疚，最后
一句话是：“你是好人。”她还是没有说：“我爱你。”

五

对男人而言，“好人”并不是一个理想的词汇。
女人的套路往往如此：英雄救美了，但是这位英
雄实在不对胃口，得到的回答往往是：“您是好人，
小女子无以回报，只能下辈子做牛做马伺奉壮士
了。”假如很对胃口，则是另一种回答：“您是好人，
小女子无以回报，只好以身相许了……”

但是，在一个木讷善良的好人与一个套路
精通的浪子之间，女人到底会怎么选择？很多人
为了追逐心中的爱，宁愿做那扑向火焰的飞蛾；
也有人在累觉不爱之后，找个好人嫁了，不再奢
求幸福，只求人生沉静，但真的如此吗？号称十
八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新爱洛伊丝》，女主
角朱莉屈从于父亲的压力，并未嫁给自己深爱
的青年圣普乐，而跟比自己大 20多岁的沃尔玛
先生结婚了，她不幸吗？恰恰相反，虽然没有激
情之爱，但她与宽厚的丈夫和两个儿子的生活
也非常幸福。这本小说作者是卢梭，写的是
“理性灌溉下的爱情之花”，深刻影响了欧洲文
化。

有一句关于多巴胺的名言是：“当多巴胺风
起云涌的时候，我们狂热地爱与被爱着，尽情享
受爱的甜蜜；当多巴胺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坦
然处之，仍然为爱奉献与努力，不离不弃。”这是
很理想的状态。只是并非所有男女，都能达到这
种理想状态，或者从“风起云涌”到“风平浪静”
时，已换了对象。

在今天，“爱情”仍然不是一个沦落尘埃的
话题，虽然套路玩得深的老手比比皆是，但对真
情的渴望者也从来不是少数，只愿这样的组合，
让这个世界有丰富的八卦而又不失动人的佳
话：玩套路的高手，彼此相逢，相爱相杀，惺惺相
惜；而真情者能在一起，体验纯粹的源自内心的
爱，享受多巴胺的激情喷发。

你动真情有几分，他玩套路有几深时时空空走走廊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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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句关于多巴胺的名
言是：“当多巴胺风起云涌的
时候，我们狂热地爱与被爱
着，尽情享受爱的甜蜜；当多
巴胺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坦
然处之，仍然为爱奉献与努
力，不离不弃。”在今天，“爱
情”仍然不是一个沦落尘埃的
话题，虽然套路玩得深的老手
比比皆是，但对真情的渴望者
也从来不是少数

漳州示禁碑：穿越时空教化族人 300 年

“ “先人树立的标杆，通过
自身示范作用影响后人的一
言一行。”洪坑村戴氏后人提
起示禁碑感慨道。碑上提到的
不许犯尊欺弱、窃取物件及房
前公共空地；不许架棚作厕、
起盖小屋等禁约，和当今法律
法规不谋而合。示禁碑像族里
德高望重的前辈一般，时刻鞭
策着族人。族人们肯受碑文立
下的规矩约束，大多能明白是
非，知晓对错，避免了许多不
必要的纠纷

李国锋

驻村干部意外发现示禁碑

“你知道吗？一块近 300年前的示禁碑居然能
打破时空穿越而来，至今仍然约束着族人们。”近
期，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天宝镇驻村干部纪委书
记陈艺泉对我说，他们纪委在收集具有本土特色
的传统家规家训、乡规民约过程中，意外发现了这
块示禁碑，不禁引起兴趣，决定择日访之。

春日迟迟，卉木萋萋。笔者在驻村干部镇纪委
书记陈艺泉的带领下，顺着迤逦迢迢的九龙江水
悠然而西，来到巍峨连绵的天宝大山。

山脚下，有这么一处古村落，平实而不失凝
重，灵动而又内敛，历经数百载，伴随着村民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这就是天宝镇洪坑村。

这块示禁碑镶嵌在芗城区天宝镇洪坑村一古
厝的外壁上，高 80 厘米、宽约 40 厘米，碑额上镌
刻“鸿湖社会禁牌”六个金色大字，并书“康熙五十
七年戊戌仲春吉旦公立石”，距今 298年。

碑文字迹清晰，内容详细，是一座保存完好的
清康熙禁碑，共计 104字。碑文是：“公立禁约各宜
恪遵，如或故违小则会行罚，大则呈官究治，所有
约条开列于后，族人不许犯尊欺弱、窃取物件;前
埕不许架棚、作厕、栽植果木;湖墘不许开井、筑
园、起盖小屋;湖内不许私渔放鸭、混取泥土;康熙
五十七年戊戌仲春吉旦公立石。”

据洪坑村村民戴大万描述，原来村中圆应楼
前的湖泊碧波荡漾，大小鱼儿畅游其中，曾有村民
见鱼儿肥美，私自捕捞解馋，被村里人发现后，处
以罚款，并被要求在宗祠内叩拜祖先反省，承诺不
再犯。这是示禁碑约束村民的先例。

“直到今天，我们也都很自发地保护环境。”嫁

到洪坑村的老奶奶柯厝花一边泡着功夫茶一边很
自豪地说。

笔者在洪坑村走访了一大圈，感觉环境确实
比其他村庄来得整洁。

示禁碑影响下的戴氏家族

“先人树立的标杆，通过自身示范作用影响后
人的一言一行。”洪坑村戴氏后人提起示禁碑感慨
道。

碑上提到的不许犯尊欺弱、窃取物件及房前
公共空地；不许架棚作厕、起盖小屋等禁约，和当
今法律法规不谋而合。

无规矩不成方圆。示禁碑像族里德高望重的
前辈一般，时刻鞭策着族人。

时代变迁，洪坑村祖祖辈辈们的日常生活一
点点改变，有人新生，有人逝去，唯一不变的是深
入族人骨髓的乡风民俗，成了族人们心中的敬畏。

族人们肯受碑文立下的规矩约束，大多能明
白是非，知晓对错，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纠纷，从
而更好地投身到生产、生活中去。

在中国，耕读传家是许多古老村落的传统，出
身中原后迁徙到洪坑的戴氏族人，更是深知耕读
对于家族发展传承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他们
眼中，便是把“守规矩、务农致仕”作为维系宗族兴
衰的首要因素，劝诫后人勤勉待之。

洪坑戴氏族人心怀敬畏，勤勉耕读，在他们致
力于用汗水与智慧改变人生的同时，命运也眷顾
着这些辛劳朴实的人们。洪坑村戴氏族人勤勉务
农，诚信经商，最终换取了巨大的回报，化作了鸿
湖大屋的雕梁画栋和村中道路的青砖石板。

当然，也不乏考取功名，清正为民的受百姓爱
戴的好官。戴盼就是其中一位，他日夜苦读考中进
士，任河南长垣县县令，公正廉明，造福一方。据

说，当时长垣县某乡里有一个恶霸，三年前无故打
伤一人致残，又砸坏一户酒家，可官府都不敢查
办。戴盼到任后，对恶霸晓之以理，恶霸自甘认罪
服从。积压三年的案子，竟在这短短几天得到解
决。乡民称其为“戴青天”，自发为他建造了一座生
祠。

值得一提的还有戴玑。清朝顺治、康熙年间，
戴氏后人戴玑担任湖广按察司佥事，他谨记祖训，
刚到任便清剿湖盗水寇，安抚百姓，便民利商。后
驻守柳州，戴玑不仅平息土著叛乱，还为民免除苛
捐杂役。在平定耿精忠叛乱时，戴玑父子更是身先
士卒，奋勇平叛，先后为国捐躯，令后世敬仰。

近现代戴氏家族也是人才辈出，在砖仔埕大

厝，更是一门三兄弟，皆为著名专家学者。其中
长兄戴尔宾是著名桥梁专家，二弟戴迈伦为经
济学家，三弟戴文赛是著名天文学家。此三兄弟
尤以三弟戴文赛成就最为显著。1994年 5月，
一颗由中国人发现的小行星被国际小行星命名
委员会确认，以中国天文学家戴文赛的名字命
名为“戴文赛星”。

据资料考证，从隋末戴伯岳带兵佐唐为官，
到清末的 1200多年间，在漳州的戴氏家族共有
307 人入仕。

提起这些，戴氏族人们常常归功于示禁碑
的约束力。从小就心怀敬畏，遵守法纪，成长以
后化作干事创业、清明守正的内生动力。

“在示禁碑的影响下，我们族人的文明水平
都普遍得到了提高。据记载，从民国时期到解放
初期，我们鲜有作奸犯科的人员，几乎没有村民
蹲过监狱，家家户户大门都敞开着，夜不闭户。”
老人戴清港饶有兴致地说道：“不得不提的是，
当年国民党来抓壮丁的时候，到我们村就特别
头疼，因为我们村民互帮互助，非常团结，到了
这个家，就跑那家，他们根本抓不到人。”
可见，示禁碑的意义非凡，它有效地提升了

洪坑村戴氏族人的整体文明程度。戴氏后人出
了如此多的栋梁之材，也就不难理解了。

示禁碑何以拥有强大生命力

“直到现在，我们也经常带领我们的孩子去
看示禁碑，让他们感受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
老村民戴大万说道。

老人对示禁碑敬畏有加。那么，洪坑村的年
轻一代对它有什么样的理解呢？带着这样的疑
问，笔者特地采访了洪坑村的年轻人。“鸿湖社
会禁牌所列条约是古时鸿湖社先贤根据当时的

乡情制定的，时至今日依然是我们洪坑村族人
的村规民约，而其中‘族人不许犯尊、欺弱、窃取
物件’等条款对我们村民尤其是年轻人仍然发
挥着极具教化意义的作用。”洪坑村新一代年轻
人戴溪金说。

一块示禁碑，为何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村
民近 300年？

笔者走访了漳州市政协海峡文史资料馆馆
长江焕明，他说，示禁碑镌刻的内容都是禁条或
禁示。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官方出的禁告，考
虑纸难以长期保存，便刻禁条在石碑上，以作长
期警示。另一类是民间的禁示，不像官方强势，
加入民主的成分，有约制的特点，又称禁约。它
是村民的族人、有威望的家长商议后共同制定
下来，要求村民共同遵守;其中还有一类禁示以
族规形式存在，要求同族人共同遵守，隐含祖辈
的信仰。为了方便百姓查看，古来示禁碑多出现
在宗祠、庙里、胡同内等人口聚集的地方。

洪坑村的这块示禁碑，属乡规民约，对象是
洪坑村村民，又因该村同戴氏宗亲，该禁碑成了
族规，因此可以传承至今。

现实的案例里，常常有一个人的贪婪腐败，
导致一个家族没落。如果每一个家族都有一块
“示禁碑”，每一个人心里都有来自家族的约束，
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也许，这就是中央纪委
提出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汲取
家规家风、乡规民约中的精华，扬真抑假、扬善
抑恶、扬美抑丑，移风易俗，推动社会风气持续
好转”的原因所在吧。

族风孕育着家风，家风则是作风的一个缩
影。族风清，家风正，则作风也歪不到哪里去。洪
坑村的示禁碑如一位饱经沧桑的睿智老者，刻着
时光的印迹，矗立在村民的心中，从古时穿越而
来，带着一身的正能量，时时刻刻影响着人们。

▲荷兰男子皮特在病房。照照片片来来自自网网络络

▲《包法利夫人》电影剧照。 照照片片来来自自网网络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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