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韩青

本性就是你的天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性，就像花一
样，你是什么花就老老实实地开什么花。
如果你本是玫瑰，却非要开牡丹花，不但
空想一场，而且白白浪费了大好时光和精
力，甚至连自己的花期都错过了。所以，
一个人最好的状态就是顺乎自己的本性。

对此，林语堂先生有过切身的感受。
当年，他曾被邀请到武汉革命政府当外交
部秘书长，当了半年后，他死活不当了，这
也是他一生中仅有的一次官场生涯。之
后，他的确再也没有参过政。他说：“顺乎
本性，就是身在天堂。”看来，他的本性就
是适合做一个文人。

一个人也只有守住本性，才能有所为。
当年，狄德罗的父亲希望他成为天主教
士，学法律或学医，但他没有屈从于父亲
的安排，毅然选择了文学，最终成为法国
启蒙文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如果
当初他没有守住自己的本性，那么他也无
非就成了一个普通的教士、律师或医生，

世界文学史上就会少了一位文化巨匠。
可是，很多人却不能始终如一地将本

性持守到底。开始时，本性盎然，生机勃
勃，可是，经过一段时间后，那本性就枯萎
了。明朝的宰相严嵩就属于这种情况。
当年，他参加京师殿试，中二甲第二名，因
此被选为翰林庶吉士。几年后，他因母亲
去世而辞职回家守孝三年。但守孝期过
后，他并没有回朝，理由是“奸人当道，在
下不堪与之为伍！”他口中的奸人指的是
当时皇帝的红人——钱宁和江彬。显然，
在那时，他还是一个正直、善良的才子。
后来他进京任国子监祭酒。渐渐地，一点
点地失去了自己的本性，成为一个奸臣。
如果他能守住自己的本性，也就不会祸国
殃民，为后人所不齿。

当然，一个人的本性能不能守得住，
取决于他的定力。哲学家西塞罗说：“我
们用软弱、逸乐、闲适、怠惰、懒散腐蚀了
我们的心灵。”如果我们不为其所动，那么

我们的定力就会击败这些家伙，同时，也
不会让自己成为别人的影子或俘虏。画
家朱德庸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橱窗
人”——这样的人，衣食住行都是为了让
别人看的，他的所思所想都是以别人的眼
光为唯一标准。说白了，这样的人，已经
失去了自我，当然，也失去了自己的本性。

而要想保持定力，就必须超然物外，
对外在的东西淡泊待之。《祖堂集》中记
载：慧明很容易受世俗观念影响，师父慧
能发现这一点之后，就告诉他学佛的秘密
在于要尊重自己的本来面目，不要因为外
在的东西而改变自己。而本来面目在佛
教中就是本性的意思。其实，不仅学佛这
样，做人也是如此。要知道，那些花花绿
绿再迷人，也不是你生命的构成部分。

我很喜欢《离骚》中的一句话：“用君
之心，行君之事。”意思是说，一个人要依
从自己的本性做事，只有这样，才能把该
做的事做到极致，否则只能勉强完成甚至

会把它搞砸。要知道，乱来从来就没有未
来。这让我想到伊索笔下的那头驴，它想
和狗一样得到主人的宠爱，可是当它把前
腿搁在主人的肩膀上时，得到的却是一顿
棍打，而狗却得到了主人的爱抚。这就告
诉我们：依从自己的本性，做适合自己做
的事，适合别人的未必适合你。

再说，什么时候该做什么，这有规律
可循。张潮说：“春听鸟声，夏听蝉声，秋
听虫声，冬听雪声；白昼听棋声，月下听箫
声，山中听松风声，水际听欸乃声；方不虚
此生耳。”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本性，只有
以我们的本性来照应它们的本性，才会两
情 相 悦 。 这 也 是 我 们 与 万 物 之 间 的 默
契。多么美好呀！

可见，本性在，天堂就在。因为，本性
就是你的天堂。我们常说，境由心造。不
错，一切外在的美好，其源头往往都是我
们的本性。

——摘自《思维与智慧》

看电视访谈，刘墉大学时谈了女
朋友，因为刘墉家庭条件不好，女友家
里十分反对。刘墉鼓动女友偷偷从家
里偷出户口本，大学就登记结婚。当刘
墉自己有女儿了，他居然会对着坐在怀
里的女儿叹气：小丫头，别像你妈妈当
初那么没良心，被坏小子给拐走了。

多么奇妙的反转，如同完成了一
场命运的轮回。

看余纯顺的传记，他一个人独自
进入西藏时，他的父亲为他定制好手推
车，最初几年的经费，也都是由老人筹
措。老人把退休金拿出来，又帮人修东
西赚钱。他对儿子说：“你一个人闯西
藏还不算壮举，要有我的加入。”父子双
双破世界纪录，老人居然陪着儿子走了
几千里路。

我常常在想，老人为什么要这样
做？他是真的要打破世界纪录，还是不
放心刚刚和前妻离婚，要实现一项壮举
证明自己的余纯顺？

曾经看过一个案例，新婚丈夫不
断从岳父母那里借钱，借到 100 多万
时，因赌博进了监狱。许多人嘲笑那对
白发苍苍的老人，老人只是长叹：我只
是希望我给钱多一点，他能对我女儿好
一点。那宝贝女儿，成了丈夫手中的人
质，让那老人倾尽所有。

每个被爱的人都是人质，每个爱
人的人都在付出赎金，赎到最后，把自
己也赎了进去。亲情如此，爱情又何尝
不是这样。

看徐志摩的传记，写《再别康桥》
时，他即将告别恋人林徽因，回到家乡
和原配张幼仪离婚。“那河畔的金柳，是
夕阳中的新娘，”他一定是怀着对爱人
的无限柔情离开，“挥一挥衣袖，不带走
一片云彩”，人虽然走了，但心却留在了
美丽的恋人身边。

这几年，总是漂泊在他乡，每次离
开，都将行李一点点地放进去。总是抱
怨自己粗心，因为总会落下东西。其
实，现在交通发达，一本书，一个杯子，
用快递很快就邮寄到了。就算带全了，
都能用得上吗？那心里的失落感，就是
所谓的乡愁吗？

在外地的时间越长，竟有些茫然，
到底哪里是家乡？算一算，自己在外地
的时间竟然比在家乡久得多，故乡的朋
友也疏离了，城市面貌也日新月异，竟
也生出了陌生感。到底何处是来，何处
是往，哪里才是我的故乡？

故乡是什么，所有的故乡都是从
异乡转变而来，故乡是祖先流浪的最后
一站，而我们只不过是继续了祖先的足
迹。

这样想着，竟也觉得自己太无情，
不都说，水是故乡甜吗？

许多朋友在外地结婚生子，只是
偶尔逢年过节探亲。等到有了孩子，那
幼小的孩童，竟很难适应故乡那陌生的
环境。等到家乡的亲人也逐渐离世，竟
再也没有回去的心思。也有很多父母，
等到儿女的工作稳定，将家乡的房子卖
掉，追随着儿女的足迹，到一个陌生的
城市生活。作家刘墉在有了条件之后，
将岳父岳母接到身边。他对着还未长
大的女儿说：真羡慕你的姥姥姥爷，可
以一睁眼就看到自己的女儿。

吾心安处是故乡，突然间明白，你
的爱在哪里，你的故乡就在哪里。你的
生命可能随着恨而停止，却一定会因为
爱而漂泊，即使人不漂泊，心也随着爱
漂泊。无论是父母之爱，夫妻之爱，还
是事业之爱。爱的漂泊，无穷无尽，无
止无休。只要活着就有爱，只要爱就注
定了漂泊。

——摘自《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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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华悦

两三样最好

生 活

一只青蛙决定要成为全世
界最漂亮的青蛙，于是她每天都
努力去圆这个梦。

开始的时候，她每天都要花
很长的时间揽镜自照，寻找她渴
望的真理。有时候她好像找到
了 真 理 ，有 时 候 却 好 像 没 有 找
到，这得由当时的情绪决定。一
直到她厌倦了这件事，并把镜子
藏在棺材里为止。

最后她想到，唯一能肯定自
己的存在价值的方法是，了解别
人对自己的看法。于是她开始
梳头，穿衣服和脱衣服（当她觉
得再没什么别的招数时），以便
了解别人是否能认同她是一只
真正的青蛙。

有一天，她终于了解到别人
最欣赏她的地方是她的身体，特
别是她的青蛙腿。于是她开始
做跳跃运动，以便拥有越来越漂
亮的青蛙腿，同时她感到所有的
人都在为她喝彩鼓掌。

她继续努力着，只要能变成
一只真正的青蛙，她愿意做任何
的事情。一次，她让其他的人拉
扯她的腿，那些人竟啃起她的青
蛙腿来。这时，这只青蛙痛心地
听到人们一边啃一边说道：“这
只青蛙味道真好，简直跟鸡没什
么两样！”

——摘自《青海晚报》

最漂亮的青蛙

□ 奥古斯托·蒙特罗索

点 滴

一样美食，要得人喜欢，就不能太简
单纯粹。

简简单单的一样食材，小巧之趣是
有了，偶一食之，也未尝不能令舌尖惊
艳。但若是长年累月，难免觉出有些单
薄，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但若是太繁复了
呢？也令人心生腻烦。种种食材，种种程
序，最后而成的所谓佳肴，容易成了“四不
像”。费时费力，最后还不讨好。

两三样最好，既不至于单薄，又不会
繁琐。就像一碗茶泡饭，说简单不简单，
说复杂也不复杂。一壶茶，一碗饭，互相
融汇，于舌尖上奏响了交响曲。

饭是冷的，粒粒分明；茶是烫的，水
汽氤氲。滚烫的茶水，冲入冷却的饭中，
肆意流淌，用自己的温度，将米饭温暖得
妥妥帖帖。桌上一小碟酱菜，半个切开的
咸鸭蛋。这么一来，就能令执筷之人，心
中生出对日子的真诚感激。

一个人，也就像一碗茶泡饭。
多了，成了一群人，呼呼喝喝，喧喧

闹闹。最后，谁主谁次，分不清；谁亲谁
疏，顾此失彼。看似热热闹闹，可鸟兽散
后，难免令人心生腻烦。少了，形单影只，
成了孤家寡人，也容易陷入消沉。两三个
最好，不至于吵吵闹闹，也没有独对明月，
对影成三人的孤清。就像一碗茶泡饭，融
冷热于一碗，才是最好。

茶泡饭的妙处，还在于将雅与俗，融
为一炉。茶香袅袅，是雅；柴米油盐，是
俗。一碗茶泡饭中，雅俗兼具。有茶香可
供清心，有饭香可供果腹。茶饭入肚，解
饥，醒脑，整个人都舒服了起来。

而一个人，要让人称妙，得人喜欢，
同样也得如此。一味精心装饰自己，滴水
不漏，难免令人望而却步，觉得虚假如海
市蜃楼；可若是全然不讲究，种种丑相随
意展露人前，同样让人避之唯恐不及。

雅怡情，这是一个人，愿意接近另一
个人的方向；俗接地气，这是两个人，能长
长久久情谊不变的根基。少了一样，结局
恐怕都不容乐观。过日子，就如一碗茶泡
饭，简简单单，两三样最好。

——摘自《西安日报》

爱的漂泊爱的漂泊
□□ 李姗姗李姗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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