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凡是人凡是人，，皆須愛皆須愛；；
天同覆天同覆，，地同載地同載。。

聪明跟智慧有何不同聪明跟智慧有何不同??

据说左宗棠很喜欢下围
棋，其属僚皆非其对手。

有一次，左宗棠出征途
中，看见有一茅舍，横梁上
挂着匾额「天下第一棋手」，
左宗棠不服，入内与茅舍主
人连弈三盘。

主人三盘皆输，左宗棠
笑道：「你可以将此匾额卸
下了！」

随后，左宗棠自信满满，
兴高采烈的走了。

过没多久，左宗
棠班师回朝，又路过
此处，左宗棠又好奇
的找到这间茅舍，赫

然仍见「天下第一棋手」匾
额 仍 未 拆 下 ，左 宗 棠 又 入
内，与主人再下了三盘。

这次，左宗棠三盘皆输。
左宗棠大感讶异，问茅

舍主人何故？
主人答：「上回，您有任

务在身，要率兵打仗，我不
能挫您的锐气；

现今，您已得胜归来，我
当 然 全 力 以 赴 ，当 仁 不 让
啦！」

世间真正的高手，是能
胜，而不一定要胜，有谦让
别人的胸襟；

能赢，而不一定要赢，有
善解人意的意愿，生活又何
尝不是如此呢？

聪明不一定有智慧，但
是智慧一定包括聪明；聪明
的人得失心重，有智慧的人
则勇于舍得。

真正的耳聪是能听到心声，
真正的目明是能透视心灵。

看 到 ，不 等 于 看 见；看
见，不等于看清；看清，不等
于看懂；看懂，不等于看透；
看透，不等于看开。

易解：
只要是人，就是同类，不分族群、人种、宗教信仰，皆

须相亲相爱。同是天地所生万物滋长的，应该不分你我，
互助合作，才能维持这个共生共荣的生命共同体。

白日地中出白日地中出，，
黄河天外来黄河天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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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的历史汤的历史

【出处】唐·张蠙《登单于台》
【注释】地中出：一轮白日，跌出地平线。

“宁可食无肉，不可
食 无 汤 ”，由 此 可 见 ，
“汤”已成为中华饮食文
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汤是指将食物或药
物主要以煎煮去渣取汁
的方式制成的液体。

我 国 最 早 的 医 书

《灵枢经·邪客篇》中就
有 治 疗 目 不 瞑 的 半 夏
汤 ，晋 代 皇 甫 谧 撰 写 的
《针 灸 甲 乙 经》自 序 中
“ 伊 尹 …… 撰 用 神 农 本
草，以为汤液”的记载，
说明我国早在商周时代
已开始应用汤液。汉代

张仲景著《伤寒论》一书
中 113 个 方 ，就 有 95 个
方 是 汤 液 ，可 见 汤 液 在
汉代就很盛行了。

汤属流质，能很快被
胃肠吸收和利用，使血液
稀释、血管扩张，进而促
进 血 液 循 环 ，改 善 心 、
肝、胆、胰和肾脏功能，
刺激内分泌。不同的汤，
具有不同的养生保健功
能。明代戏剧理论家李
渔认为，靠汤下饭，咽菜
还 在 其 次 ，重 要 是 养 生

“养生之法，食贵能消；
饭 得 羹 而 即 消 ，其 理 易
见，故善养生者，吃饭不
可无羹”。

一般看来，一种食物
的养分经过煨炖，大都能
溶于汤中，这跟煎熬草药
如 出 一 辙 ，因 此 显 得 珍
贵。宋人黄庭坚、苏东坡
爱 喝 一 种“ 养 生 长 松
汤”，说是:“一饮须教百
年千岁”。大学者朱熹则
爱喝一种“罗汉汤”，称
“从遣山僧煮罗汉，未妨

分我一杯汤”。
还有一种“仙茅汤”，

被道士们视为喝之成仙
的灵物，连范成大在江西
玉虚观喝过后也说:“白
云 堆 里 仙 茅 飞 ，
香味芳辛胜五
芝 ”。 在 我 国
还流传着这样
一句谚语：“一
天 一 碗 汤 ，神
仙都不当。”人
们对汤的钟爱
可见一斑。

阿凡提一位打猎的朋友打猎回来，带给阿凡
提一只兔子。阿凡提很高兴，拿兔子做成菜，请
他吃了一顿晚饭。

不到一个礼拜，那打猎的又来了，敲阿凡提
的门。

"谁呀？〞阿凡提问。
“我呀，上回送免子来的你那位朋友呀。”打

猎的回答。
阿凡提拿兔子汤又招待了那位朋友一晚上。
一个礼拜以后，有那么五六个人，说：“咱们

结识结识阿凡提去。”他们就找阿凡提来了。
阿凡提问他们：“你们是谁呀？”“我们是送

你兔子的你那位朋友的朋友。
"哦好，好！”阿凡提拿汤茶也招待了他们。
一个礼拜之后，阿凡提门上又来了八九个人。
阿 凡 提 问 他 们 都 是 些 谁 ，他 们 回 答 说 ：“我

们是送你免子的那位朋友的朋友的朋友。
“那很好，很好。”阿凡提彬彬有礼地欢迎。
把这班客人让进了屋，阿凡提就给他们端来

了一碗泥水。
“这是啥？吃的？”客人很诧异。
”这个呀！“阿凡提说，“就是我那朋友送来

的免子的汤的汤的汤.“

兔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