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一直喜欢一句话：“谁升起，谁就
是太阳。”因此，“在苍茫的暮色里，加紧
脚步赶路”。

伦敦郊外的海格特公墓东端，安葬
着哲学巨匠马克思。他的墓碑上刻着他
最著名的两句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
起来”与“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
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让我深
受触动的是第二句，人什么时候都不能
坐而论道，而应该立即行动，只有如此，
你的人生才会真正开始改变。常常想到
命运。我坚信，如果你不通过自己的双
手选择命运，命运一定会轻而易举地选
择你，而这个命运一定是你最不想要的。

一家媒体请我回答一个问题：“假如
有来生，你打算干什么？”我回答：“我喜
欢今生选择的事业，还有很多我没有做
好，假如有来生，我会继续做。”记者对我
说：“鲁老师，这个问题我们计划采访 300
位当代中国各个领域的精英人物，迄今
接受采访的对象中，您是唯一一位希望
重操旧业，其他人几乎都希望改弦易辙。”
舞台再大，你不上场，终究你也是观众。
想法再好，你不动手，不过是空中楼阁。

鲁迅留给许广平的遗嘱共 7句话，其
中第 6句是：“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

当真。”鲁迅看穿了人世，世界上有多少
人，把别人随意的应许当真，并寄予厚望
等待奇迹发生啊。值得托付的只有你自
己，拯救自己的只有自己。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贫穷的人很可
怜，或者职务卑微的人很可怜，或者生活
在穷乡僻壤没有见过世面的人很可怜。
但是，现在，这些观点基本都被颠覆了。
就如《庄子》中的话“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也”，世界上没有可怜的人，只有自己认
为 自 己 可 怜 的 人 ，才 是 真 正 让 人 可 怜
的。人性的高峰是什么？是无私的善
良，是崇高的德行。

我曾经以为，所有的过往都会随着
岁月而渐渐烟消云散。但是，现在我发
现，恰恰相反，所有的过往都被时间尘封
进一个叫回忆的老屋，它们都成为时光
的原料被长久而精心地打磨，最后大都
变成了一颗颗晶莹剔透的智慧珍珠。

友谊是人生中的一条直线，一旦开
始，不仅仅没有回头路，伴随着生命可以
无限延长，而且会越来越醇厚而深邃，没
齿难忘。但是，友谊又极其脆弱，一旦出
现丝毫的分歧与裂痕，就再也难以弥补
修复，最终分道扬镳，成为陌路。又想到
对手。我坚信，你人生中最强大最坚韧

的力量，一定是你所遇到的最强大的对
手给你的。一个脆弱的对手，只会让你
产生盲目的自信；一个强大的对手，才会
激励你不断超越自我，不断走向强大。

大多数人都是有梦想的，此生壮志
未酬，就渴望来生换一种活法。对于我
做的事，我从来都没有自我怀疑过；不论
遇见多少困难，更从来都没有灰心过。
我始终坚信，我的事都会做成，而眼下还
没有成，是自己的努力还不够。

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高低，有一个
重要的标志，就是看每一个人做出自我
牺牲的行为能力。但是，很多人却往往
相反，认为个性的无限自由和张扬是社
会文明的成熟。很多伟大的建树，几乎
都来自于长期默默无闻的寂寞坚持。一
个伟大的权威，不是从崇拜权威，而是从
蔑视权威开始的。我们改变不了世界，
但是，改变自己谁都可以做到，只是大多
数人总是墨守成规、缺乏自信。人们通
常对自己的意志和潜力估计不足，所以
很多时候优柔寡断、犹豫不决。其实，人
的生命犹如坚硬的燧石，束之高阁精心
珍藏就会渐渐枯萎、百无一用，而越是打
击碰撞反而越会火花四溅、光彩照人。

——摘自做人与处世》

谁升起，谁就是太阳

□ 鲁先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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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尔曼·黑塞

我在这寂静、贫穷的村庄里唯一的
小旅馆住下来。只有我一个客人，一直
住到深秋时节。我本想只在这里做短暂
的休息，然后再横过瑞士，去见识一下异
国风光。可是在那高原上有风，空气非
常清澄，我再也舍不得离开了。高高的
山谷那边松树成林，另一边则是光秃秃
的岩石。白天我坐在太阳照射得到的岩
石上，或是坐在流水淙淙的山涧旁打发
时光，涧水的声音在夜里响遍了整个山
村。最初几天我如同啜饮清凉饮料般地
享受寂静，没有人注视我，没有人对我表
示好奇与同情，我自由自在得如同一只
高高在上的鸟，不久就把我的痛苦与病
态的嫉妒，都忘得一干二净了。我有时
为了不能深入到山中去，不能攀登那陌
生的山谷与阿尔卑斯山，不能走过那危
险的山路而难过。不过我是非常愉快
的，因为经过几个月的体验与刺激之后，
寂静如同一座安全的城堡包围着我，我
又找回了那已被扰乱了的心灵，也认识
到我身体上的弱点，如果没有快活的心

情，那就要变得灰心而绝望了。
在山上的那几个星期，可以说是我

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我呼吸的是清澄
的空气，啜饮的是冰凉的溪水，看到群羊
在峭坡上放牧，由梦幻般恬静的黑发牧
人伴随。不时听见风暴扫过山谷，看见
雾与云迎面而来。我注视在岩石隙缝中
长出来的花朵，纤细而苍劲，另外还有许
许多多美丽的青苔。在晴朗的日子里，
我喜欢爬到山上去，一直爬到对面的山
顶，眺望那蓝天下美丽如画的群山景色，
以 及 白 雪 皑 皑 ，闪 烁 着 耀 眼 银 色 的 田
野。在靠近小径的一处地方，有一泓小
泉，水流潺潺，在晴朗的日子里，总可以
看到有成百的蓝色小蝴蝶，停在泉上啜
饮。小蝴蝶并不怕我的脚步，要是我同
它们开玩笑，它们就扇起薄绢般的小翅
膀，在我周围飞舞。自从我知道有小蝴
蝶之后，只在有太阳的日子我才走那条
路。每次都可以看见成群的蓝蝴蝶，像
是举行什么庆典似的。

——摘自《生命之歌》

黄霸是西汉名臣，在地方为政时政
绩突出。他关心百姓，制定安民条款，规
劝黎民遵章守法，就连家常琐事也考虑
得周到得体。一番治理之下，工作很快
见了成效，当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汉宣帝见黄霸将地方治理得如此
之好，认为让他只在地方任职实在大材
小用，便动了提拔之念。于是，他先征召
黄霸担任太子太傅，后迁升他为御史大
夫，直到丞相。然而，黄霸当上丞相后，
依然像在地方任职一样，关注琐碎事务，
比如男女不同路、子弟当尽孝等。如此
思路之下，他在丞相任上自然政绩平
平。《资治通鉴》评价：“霸材长于治民，及
为丞相，功名损于治郡。”

清 代 有 位 学 子 叫 惠 士 奇 ，才 高 八
斗、学富五车，考取举人、中了进士，被任
命为广东学政。这个职位很容易腐败，
但惠士奇“校士公明，一文不取”。时任
两广总督杨琳对他特别欣赏，上奏雍正
皇帝：“臣遍历各省，所遇学臣中，仅见者
有此清操特出之员。”

雍正深感清廉人才难得，试图让惠
士奇担任更重要的行政官职。但他没有
立即这么做，而是向杨琳进一步了解：

“惠士奇观其人，吏治可以用得否？”杨琳
如实回奏：“惠士奇未做过临民之官，臣
与之共事三年，观其作用，惟有衡文乃其
所长，恐非吏治之长材也。”雍正一听，就
让他继续做广东学政，将其调回京师后，
也是继续用其所长，任命他为专管文史
方面的翰林院侍讲学士，后来又任命他
担任侍读学士。惠士奇在这个岗位上兢
兢业业，颇有建树。

——摘自《北京日报》

人 生

□ 罗振宇

做事就像做药

最近，我和一名搞医药的专家
聊天，我问了他一个问题：“一个药
上市之前，有所谓的一期临床试
验、二期临床试验、三期临床试验，
这都有啥区别呢？这一、二、三期
是怎么划分的呢？”

他说：“从表面上看，是试验规
模不一样，人数越来越多。但这不
是重点，重点是每一期药物临床试
验的核心目标不一样。”

一期临床试验主要是看药物
的危害性，就是这个药会不会产生
很大的副作用。二期临床试验虽
然也关注危害性，但重点是看疗
效。三期临床试验，主要是看它的
稳定性。简单地说，就是一种药物
对一部分人有效，那对其他人是不
是也有效？

你看，医药行业长期积累下来
的这套经验，对我们也有用。做一
件事，最常见的思考角度就是：它
有没有用？实际上，你得再多考虑
两个维度，就是它的危害性和稳定
性：它有没有害处？它能不能长期
有用？假如能够这样思考，你会发
现，很多看起来很有用的东西，你
也不敢用了。

——摘自《广州日报》

□ 丰子恺

没有人来打扰，只要一只安安
静静的小猫为伴。小窗内外回荡
着一股静谧，那么深，那么静，连本
来在窗棂上爬着的甲虫，也不敢轻
易挪动脚步，只怕那么一动，会亵
渎了自然的和谐。

就在这么一个了无一事的夏
日黄昏，不赶得淌汗，也不做活，没
有像镣铐般的烦琐问题锢住脑袋，
什么都不想，只全神融入淡淡的斜
晖里。拿着生绡白纨扇，有一下没
一下地扇动。其实，不一定要扇
的，因为并不热，不知道那是为了
静，还是有一丝晚凉。

在闲静中，唯一在动的是那如
玉的扇和手。

——摘自《牡丹晚报》

手弄生绡白纨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