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陈鲁民陈鲁民

平庸的权利

报载，父亲和上高中的儿子拌嘴。父
亲嫌儿子不努力，期末没考好，说你这样
下去会平庸一辈子。谁知儿子毫不示弱，
当即回嘴：“平庸咋了？平庸招谁惹谁
了？平庸也是人生的权利！”

我觉着这孩子说得没错，因为我也是
一个平庸的人。与那些杰出者相比，也会
自惭形秽，但冷静下来想想，我这样活着
也挺不错，舒适自然，波澜不惊。平庸是
一种权利，平庸的人虽与世无争，不愿拔
尖，只要能自食其力，自得其乐，把他那一
亩三分地收拾好，又不拖累他人，不危害
社会，就无可指责。其实，看看我们的周
围，绝大多数人都是在这样生活的，他们
默默无闻，不声不响，工作一般，收入一
般，见识一般，生活质量一般，像一棵小草
一样平凡无奇。

人生在世，歧路多多。追求卓越，是
一种选择；甘于平庸，也是一种选择。二
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各得其所。追求卓

越，固然可以成为王石、俞敏洪、雷军那样
的商界巨子，可以成为莫言、刘翔、张艺谋
那样的文体明星，可以成为屠呦呦、钱学
森、袁隆平那样的科学巨匠，但毕竟成功
的概率很小，用万里挑一来说也不算夸
张。而甘于平庸，则会成为像我和周围的
许多平民百姓一样，多如恒河沙数，虽无
声无息，不惊不奇，对社会进步起到的作
用微乎其微，但也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没
有我们这些人形成的巨大塔座，就不可能
有高耸如云的塔尖。

曾有一首流行很广的歌曲《小草》：
“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
的小草，从不寂寞，从不烦恼，你看我的伙
伴遍及天涯海角。”据说是因为不够励志，
甘于平庸，落后于时代，如今已很少有人
唱起。而取而代之的是《我的未来不是
梦》《飞得更高》之类的励志歌曲。但整来
整去，到末了，还是“小草”居多，“飞人”偏
少。原因很简单，决定一个人是否平庸，

除了个人选择，还有社会选择。能力、水
平、机遇、环境，都有相当的话语权，不是
你不想平庸就能不平庸的。

成熟的社会，不会老在讨论平庸与否
的问题，更不会强迫他人不平庸，推崇人
人都遵从自己的内心选择。你可以不甘
平庸，但不能要求人家和你一样；你可以
写心灵鸡汤启发别人不平庸，但不要奢望
你的文章有多大作用。汉光武帝刘秀选
择面南称帝，他的同学严子陵选择垂钓山
野；山涛选择出世做官，同为竹林七贤的
嵇康选择入世隐居；杜鲁门选择当美国总
统，他的哥哥选择做一个种土豆的农夫。
前者享受杰出人物的荣耀，后者享受平静
生活的乐趣，幸福指数不一定就比前者
低。孰优孰劣，孰高孰下，只有他们自己
知道。

理智的父母，也不会强制自己的子女
去选择某种生活模式。学者龙应台在《亲
爱的安德烈》一书里记下了这样一段对

话。儿子：“妈妈，你要清楚地接受一个事
实，就是你有一个极其平庸的儿子。我几
乎可以确定我不太可能有爸爸的成就，更
不可能有你的成就。我可能会变成一个
很普通的人，有很普通的学历，很普通的
职业，不太有钱，也没有名，是一个最最平
庸的人。你会失望吗？”妈妈：“儿子，对我
最重要的，不是你有否成就，而是你是否
快乐。”

不知道有多少妈妈会像龙应台那样
坦然豁达地接受孩子平庸的事实。但现
实就是这样残酷，不论你是否愿意接受，
根据统计，无论如何，整个社会只有不超
过 5%的精英；85%的学生会是十分普通、
平庸的；还有 10%的孩子因为种种原因，
甚至会成为接受救济的群体。

平庸是我们的权利，请尊重这种权
利。你可以出将入相，功成名就；我也可
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摘自《青年文摘》

看到林清玄在《清欢玄想》里说“苦瓜
本质就是苦的”时，脑海里跳出来的第一
印象就是佛家所说人生七苦：生、老、病、
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

林清玄一直是我喜欢的作家，喜欢他
如风过草地般平顺悠然的叙述方式，还有
他书中无所不在充溢小道理的禅境。

他说：“在棚架的苦瓜，放在富豪的餐
宴，与鱼翅燕窝同席；或放在穷人的饭桌，
与咸菜豆腐共枕，滋味都是一样的苦！”

在我读书时一直想不通为什么“生、
老、病、死”都是苦的。老可叹，病可怜，还
有死亡的悲哀，这些在感觉上都可以是苦
的，但是为什么“生”之一字却排得苦之第
一呢？生，才有阳光蓝天白云，才有笑容
感动和自由；生，才能感受快乐，得到幸
福。生，就是活着，活着即得所有，明明是
丰盈充实的一个字，怎么会是苦的呢？

直到随着岁月更迭，在生命中浸润了
一段年华后，才明白甘瓜苦蒂，苦中惜福，
苦尽甘来之意。

生命就像苦瓜，无论如何新鲜通透脆
嫩，都改变不了本质上的苦。与此同时，
它所坚持的，最终也能成就它。中国所流
传的美食，不论在高档饭店或路边排档，
都有着它的一席之地。像每个生命，无论
多么平凡普通，总有人为其牵肠挂肚。

犹记得自己初尝苦瓜时，只一口就眉
毛鼻子皱起，实在想不到世间还有这么苦
的菜。辣椒有火热的余香，青菜有柔和的
口感，黄瓜浑身都水润清爽，那苦瓜呢，为
什么它身为一道菜却让自己这么苦？

“不为有益之事，何以悦有涯之生？”
有对比，才有感受：不知苦瓜的苦，怎

知米饭的醇香；没有一次独自跋涉，沉默
的风景又怎能刻骨铭心；没有憎恶嫌恶，
又怎知爱与惜的可贵与难得？

苦瓜之苦的珍贵又在于它更懂得如
何衬出生命滋味的曼妙。世间路长，悲喜
杂陈，滋味本就多样。除却苦涩，还有芬
芳的梦想，火辣的自由，甜蜜的爱。

有选择，就有得到，就有失去。就如
苦瓜的苦味正映衬出它的清爽一样，深扎
地下在黑暗处无声忙碌的根须，也始终知
道自己的选择能成就另一部分完全和根
不同的自己：有叶，有花，有阳光，有微风，
还有欣赏的目光和驻足。

“如果人生只是千古中的一瞬，苦、
集、灭、道，也是无分别的事！”

如果时间永恒，流逝的是我们，那我
们和一季苦瓜一秋草木又有多大分别呢？
希望、奋斗、枯萎、逝去，而所有一切，最终
又以另一种方式，得到延续，得到新生。

愿行走在世间与时间缝隙里的我们，
“每个人都能每一餐吃得香，每一晚睡得
甜，随时随地都笑得出来。”

合上手里这本《清欢玄想》前，再次打
开放了书签作标记的页码，再细读一遍这
用心的良言。他说：“一个生命就是一个
旅店，在人生旅途中，要诚挚地珍惜，要深
深地疼爱；要努力地追寻，也要保持静观；
要有所敬畏，也要有所无惧。愿你旅途顺
利，平安无恙！”

——摘自《思维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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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兵

上山路下山路

文 苑

在藏族聚居区，随处可见藏族
阿妈和阿爸右手摇着转经筒，左手
拨着佛珠，嘴里念念有词。

一游客问藏族老阿妈：“你们
经年累月一直摇着转经筒，拨着佛
珠，念着经，希望得到什么呢？”

老阿妈睁开微闭的双眼，看着
游客，缓缓地答道：“不希望得到
什么。”

游客惊讶地问：“那你们为什
么还要这么做呢？”

老阿妈说：“我们希望失去点
东西。”

游客更为惊讶：“希望失去点
什么呢？”

“希望失去贪、嗔和怒。”
其实，我们大都认为，做什么

时一定要得到什么，比如，睡觉是
为了得到更好的体力和精神的恢
复，读书是为了获得知识和修养。
但是，做什么也可以是为了失去，
比如，藏族老阿妈的失去，其实亦
是一种得到，这才是人生至高无上
的境界啊！

——摘自《洛阳日报》

为了失去

□ 夏殷棕

点 滴

上山路和下山路其实是一条路，但因
方向不同，走路的人也便有了不同的感触。

上山路上，人要抬头。山顶有花有
果，也有风有雨，一个人只有昂着头，才能
遥望山顶的美好风景，才能拥有愈挫愈强
的勇气和悬悬而望的理想。一条拾级而
上的路需要一个昂首挺胸的人。下山路
上，人要低头。下山之前，已有了登临巅峰
的收获满满，下山路上，一个人只有低下头
来，才能看清自己脚下的路，才能更真切地
感受自己曾走过的路。下山路是回归路，
回归起点，亦是回归初心。

人的一生，极少有坦途安然，那些起起
伏伏，不就是走过一条条上山路和下山路
吗？少年时喜上山登临，中年时思下山回
顾，及至垂垂老矣，上山下山都没了力气，
才看清上山的起点与下山的终点看似重合
一处，实则却是有距离的。那距离，便是心
中所想与脚下所在，便是懂与不懂，便是知
与不知，便是这长长短短的一生。表面看
来，上山路的起点就是下山路的终点，但人
们往往只记住了起点而忘记了终点。只因
起点处踌躇满志意气风发，而终点处寂静
寂寞无人喝彩。事实上，起点与终点都有
各自的使命。上山时放飞自己，下山后找
回自己。那座上山时在头顶下山时在脚下
的山，就是生活的虚饰与本真吧，而那个时
而攀登时而沉落的人，就是真实的命运吧。

没有上过山的人不知山顶的绝美与
孤独，没有下过山的人也不会知晓山底的
厚实与从容，只有上过山也下过山，只有将
一条路的起点与终点互换，才能看清一条
路的全部，才能明白行路人的真实内心。

当形式上的上山路与下山路渐渐模糊
淡化，实质化的事物便浮现了出来，那是人
生的方向与目标，亦是生命的品性和质量。

——摘自《思维与智慧》

手机 APP大部分是用不到的，
只是更新时点一下增加快感。微
信联系人大部分是不怎么联系的，
只 是 偶 尔 点 个 赞 以 证 明 我 还 健
在。电脑里搜集来的资料大部分
是用不到的，只是放在那里等硬盘
空间不够的时候慢慢删除。

因为恐慌，所以会占有更多。
因为成长，所以会明白很多东西或
人不过是萍水相逢。

——摘自《意林》

因为恐慌，所以占有

□ 琢磨先生

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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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端艳郭端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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