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 滴

孔子病重。子路为他祈祷上
苍。孔子问子路有无此事。子路
说有，还给孔子念了祷文。

孔子说，大可不必，因为我“祷
之久矣”。“祷之久矣”的意思是，他
此生的一言一行，都是向上苍的祈
祷。他对上苍有的只是无须报偿
的持久的忠诚。怀有这种忠诚之
心的人，不必等到需要报偿时才采
摘 芳 草 、献 祭 祈 祷 。 他 行 到 每 一
处，采到的每一朵花，都是献祭，都
是祈祷。

曾子病重，他在弥留之际对弟
子们说：“你们看看我的脚，看看我
的手，看看它们有没有破损。我一
生如《诗》所云，‘战战兢兢，如临深
渊，如履薄冰，辛苦地守护生命，使
之免遭败坏。从今以后，我就可以
解脱了。”

曾 子 几 乎 不 曾 谈 论 死 后 世
界。但他确乎把此世生活看成艰
难的跋涉。他得艰难跋涉，才能守
住生命。守住生命，不只是活着、
生存着，还要让生命免遭败坏。因
为这生命似乎并不完全属于他，他
只是暂时照料。他的艰辛照料，是
向某个看不见的归处致敬。

——摘自《读者》

祈祷与跋涉

□□ 杨无锐杨无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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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办发行

有些人的生活，是由一个个“等”字
串联而成的。

等一个人。这个人，可能是亲人，或
许是挚友，也或许是另一半。那个人为
什么还不到来？单是这个念头，就足以
让人的脑海里，生出千万种奇奇怪怪的
白日梦，其中可能是忧伤，可能是暗喜，
也可能是惊悚。

对这样一个人的等待，往往伴随着
对现状的否定。为什么非要等这个人？
没有这个人的现状，无疑是欠缺的，令人
无法从心底生出满足来。唯有等到这个
人进入自己的生命，日子才算圆满。于
是，就开始了漫长且充满悬念的等待。

等一件事。会让人心生期待的事，
大多是好事。比如一个人在人生的长河
里，忙忙碌碌地奋斗了漫长时间，可越接
近目标，心中就越容易按捺不住地生出
等待来。等一件事，也是等一个结果，来给
自己长期以来的努力画上圆满的句号。

若这样的结果未能如约而至呢？当
事人的心中，难免患得患失，郁郁寡欢。
这样的等待，其实有着另一层潜台词。
没有结果，未获肯定，那之前的种种努力
与奋斗，都是徒劳的。唯有等来了结果
与肯定，人生才算值得。

一个人的生活里，若是有了太多的
等待，往往背负的包袱也就重了。人生，

看似是自己的，实则难自主。快乐不再
是任由自己做主的招之即来的东西。相
反，自己的人生快乐与否、值不值得，取
决于各种无法预知结果的等待。

可见，等待有时源于不自足。因为
觉得生命有欠缺，需要由另一个人来填
满。或者，自己无法从努力的过程中，从
挥汗如雨的奋斗中，挖掘出专属自己的
快乐，反而将这样的快乐寄托在外界的
肯定上。于是，便有了饱含不确定性的
等待。

有时，比起等待，不等的过程或许更
值得我们品味。

——摘自《肥东晚报》

□ 郭华悦

不等

生 活

“着力即差”，是苏东坡临终时
的遗言。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凡
事太过用力就落了下乘。

我们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动作
太过用力，就会僵硬、笨拙，不连
贯、不流畅。跳舞，你太用力，舞姿
就难以行云流水；滑冰，你太用力，
身体就难以行动自如；穿针，你太
用力，手就会因颤抖而难以把线穿
进针眼。

动作不能太用力，心也不能太
用力。动作太用力，会弄巧成拙；
心太用力，会事与愿违。一个人心
太用力，就是心念太盛、贪欲太强，
一个不知满足的人永远得不到满
足，一个贪图享乐的人往往难以得
到幸福。

你看，自然界的一切，不刻意、
不强求、不急迫：花，就那样自然地
开；草，就那样自然地长；风，就那
样 自 然 地 吹 ；水 ，就 那 样 自 然 地
流。不做作、不造势，不着痕迹，行
云流水，浑然天成。

人应该从自然界中悟到点什
么，让自己“自然”的成分多一些，
努力去克服自身什么都想“着力”
一番的贪婪。

——摘自《思维与智慧》

着力即差

□ 明月

□ 刘荒田

沉睡的良心

社 会

马克·吐温为“理想生活”列了三个
条件：真诚的朋友，美好的书籍，沉睡的
良心。前两个好理解，最后一个值得讨
论。为何在令人向往的幸福日子里，良
心最好“沉睡”呢？如此说来，良心作为
私人品德的守护者，公序良俗的看门人，
不可能全知全能，永不下岗，全天候地执
行任务。

如果遇到以下状况，它会猛地惊醒，
走上哨位：遭遇抉择。比如，路上遇到一
个老人倒在地上，车站发现扒手把手伸

进别人的口袋，马路旁边一个没了手脚
的人在乞讨。

如果你认为第一个案例是碰瓷；第
二个案例太复杂，高声呼喊虽可引起注
意，但会把祸水引向自己，遭扒手的同伙
报复；第三个案例，你认定乞讨者是伪装
的，于是你掉头不顾，“良心”按兵不动。

或者，你什么也没想，就见义勇为，
良心成为可贵的本能，以上二者，都不会
制造内心的不安。

问题是我们未能免俗，老在“两可”

“两难”间举棋不定，怕上当，又怕受警醒
着的良心谴责，天人交战，难免吃苦头。

不能不省悟，良心如果“沉睡”，实在
是福气，这一状况意味着，内心拥有至为
难得的平静、平衡。没有战争，坦克的履
带干净，火箭的发射架沉默。没有辗转
反侧，安眠药瓶的盖子没动。没有犯罪，
牢狱冷冷清清。

所谓“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
不惊”，这“心”就是因自信而酣眠的良心。

——摘自《羊城晚报》

□ 许锋

说履

文 苑

履，有走的意思。走，靠双脚，故需
要“立脚点”。踩到地上，走得稳——也
要分什么地，石子路，硌脚，泥泞路，会深
一脚浅一脚；踩到虚浮之处，整个身体摇
摇晃晃；踩到悬崖绝壁上，胆战心惊；踩
到半空——踩着空气，那是孙猴子才能
游刃有余的事情。

青年人走路，要走得稳并不容易，路
边的风景太多，由不得不看，一分神，容
易跌倒；老年人走路，要走得稳更不容
易，走了一辈子，满以为熟门熟路，绝不
会犯错误，一大意，脚下一滑。

路，有马路，有人生路。前者，人天
天要走，看得见，摸得着。后者，人也要
天天走，看不见，摸不着，心里要有。心
里有，脚下便有，大步流星，面向未来。
怕的是心里无，有的心里荒芜，尽长荒
草；有的心里阴暗，眼里无光；有的心无
斗志，得过且过。

脚下有路的人，找得到家；心里有路
的人，找得到故乡。能将两条路合二为
一的人，找得到远方。

自然，到达远方，不大容易。一个人
行稳致远，靠的不是运气，是“稳”，“稳”

靠什么？德。无德之人无友，无友，便无
助，无助，便无爱，无爱，四面楚歌，寸步
难行。

故人生在世，首要立德，立德树人，
不是虚话。

德之基，为履。履，是践行。履之前
提，为德。有德之人，家是温暖的港湾，故
乡是一根红头绳，远方富有无限的诗意。

一个人，去得了远方，说明他得道多
助；回得去故乡，说明他没有忘本；回得
去家，说明他心里坦荡。

——摘自《广州日报》

“对谁都是朋友，实质对谁都不是朋
友。”这是亚里士多德对于朋友的论断。
看后我一惊，多年前我甚是得意，手机通
讯录有几千个联系人，每天应酬要跑好
几场，全国各地皆有朋友接待。于是，就
与人家吹嘘自己胜友如云。看了亚里士
多德的话后才明白，我那些所谓的朋友
本不是什么真正的朋友，而是一场风吹
易散的虚荣。那些年里，我在热热闹闹、
言不及义的朋友圈里失去很多。

德谟克里特说：“连一个高尚朋友都
没有的人，是不值得活着的。”这倒是大
实话，没有谁不想有个高尚的朋友，但自

己不高尚怎么能有高尚的朋友呢？
人在年少时所接触的人，决定着一

生的走向和学习。如何与“好孩子”玩，
而摒弃“坏孩子”，是一生的必修课。这
也是孔子“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
的道理。人对环境的改造不容易，但环
境对人的影响很容易。每个人的成功，都
是因为他身边有一群优秀的人，每个人的
堕落也是因为他身边有一群堕落的人。

一个孩子在上中学的时候是形成
“三观”的关键节点，这个时候如果被人
带坏，麻烦就大了。但中学的“三观”除
了受家长、老师和社会的左右外，小学时

候的观念和教育也是极其重要的。所
以，与其多花时间给孩子找家教和辅导
班，不如多注意孩子身边的玩伴和朋友。

有观点说，孩子最要好的 6 个同学，
把 分 数 加 起 来 一 平 均 ，就 是 孩 子 的 分
数。孩子身边有几个正能量的朋友和同
学，父母便可减少对孩子的操心。因为
朋友的影响，往往甚于家长的教育。

教会孩子交朋友，对孩子的学习、生
活，乃至长大后的事业发展都有益处。
人的一生是离不开朋友的，如何交朋友
和被朋友交，是决定生命宽度的大事。

——摘自《今晚报》

□ 张建云

朋友之交

家 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