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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RI KAIHUA

张蓓

《论语》是一本以记录春秋
时期思想家、 教育家孔丘言行
为主的书籍， 从记录的称呼和
口气上看，是孔子弟子（包括再
传弟子） 根据自己的记忆或者
传说写下来的，内容涉及政治、
教育、文学、哲学以及立身处世
的道理等多方面。《论语》全书
共计二十篇，每篇包括若干章，
每篇的篇名系后人用那一篇的
第一章第一句开头两个字或三
个字所起， 比如《论语·学而》
《论语·为政》《论语·述而》《论
语·公冶长》等。 换句话说，《论
语》就是一本语录，是 2500 多
年前孔子课堂教学和生活语录
的点点滴滴， 被他的学生用片
片断断的方式记录下来， 然后
汇集编纂成册。

“学而时习之， 不亦说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这
两句耳熟能详的句子是《论语》
的开篇第一章《论语·学而》的
第一句。 孔子一生为教，收弟子
三千余人，得意门生七十二位，
孔子谆谆教导， 希望每一位弟
子都能够做到“学而时习之，不
亦说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
乎！ ”开篇由这两句脍炙人口的

“论语”， 把我引进了儒家孔子
的精神世界。

《论语·子罕》中有“三军可
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这
句话其实在民间流传很广，意

思是说， 一个人的志向至关重
要， 这会决定他一生的成长和
发展方向。 所以孔子在教学的
时候， 有一次让学生们围坐在
一起各自说说自己的理想。 在
《论语·先进》篇里，有一段话完
整地记录了这次“侍坐”：子路、
曾皙、 冉有和公西华侍坐。 子
曰：“以吾一日长乎尔， 毋吾以
也。 居则曰：‘不吾知也！ ’如或
知尓，则何以哉？ ”这里的意思
是孔子很随意地说：“我老了，
没有人肯用我了！ 但是，你们还
年轻， 假如现在有人想了解你
们、重用你们，你们倒是说说，
你们都想做什么呢？ 你们的理
想是什么呢？ ”孔子的这四个学
生中，有人想治理国家，有人想
礼乐兴邦， 有人想做外交场合
彬彬有礼的司仪， 而唯独那个
叫“曾皙”的学生说，他的理想
是到了暮春时节， 穿上新做的
春装，邀上几个朋友，带上一帮
孩子，大家一起去踏春，一起去
沂水中， 把自己洗涤得干干净
净。 然后在沂水旁的舞雩台上，
与天地在一起共同迎接一个蓬
勃季节的来临。

按理其他三位学生的理想
似乎更远大更有说服力一些，
而曾皙所追求的似乎更像是一
种生活的理想。 然而孔子对前
三位学生的理想要么默不做
声，要么只是笑笑，他在听完了
曾皙的话后， 长长地感叹了一
声说：“吾与点（曾皙名‘点’）

也！ ”即是说：“我的想法是和曾
皙一致的！ ” 这就让我很纳闷
了？ 今天的我，该如何理解孔子
所倡导的“理想”的含义呢？ 孔
子的这个观念放在今天这个现
代社会大背景下， 那现代人对
理想的追求是不是就和孔子相
矛盾了呢？ 这是《论语》给我的
一个思考！

诚然，自古中国人有着“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
道德理想。 然《论语》中孔子在
与学生们座谈理想时， 却并不
认为一个人的志向应当越高越
好， 而是要学生真正从自己的
内心做起， 来完善修炼自己内
心的定力与信念以及行为。

曾皙的理想看上去都是些
日常小事， 没有什么惊天动地
的大理想。 但是，曾皙的内心是
完满充盈的， 曾皙是快乐幸福
的。 因为他以自身人格的完善
为前提， 以万物各有其所为理
想。 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不
器。 ”他说一个真正的君子多才
多艺， 从来不是以他的职业素
养谋求到谋个社会职位为最终
目的的，而一定是要以“修身”
为起点， 从人的内心完善为起
点做起。 这就是孔子会点赞曾
皙的理想的缘由吧！

诚哉斯言！ 在匆匆而过的
岁月里， 每个人都有过自己的
理想， 然在周而复始的现实生
活中， 又有多少时间、 多少空
间、 多少精力来让我们实现自

己曾经的理想， 去关注我们自
己内心真正的需要呢？ 更多的
时候， 我们是被自己现实的身
份和社会的角色裹挟着前行，
从而被永久蒙蔽的恰恰是自己
内心的那一个声音。 曾皙的理
想很简单，在大地花开、万物欣
欣向荣之际来安排一个洗涤自
己、亲近自然的仪式，这个仪式
乍看起来似乎没有任何现实实
用意义， 但他却给了自己的内
心一份很妥帖的安顿。 这种安
顿让人可以用一颗敏感的心，
去感知自然节序的变化， 去感
知四时山水，风花雪月。

刚开始读， 我感觉孔子对
理想的阐述似乎不适用于现代
人，但是静下心来想一想，他是
要求人们在实现社会人生大理
想的时候， 要有坚定的内心和
从容的态度， 如此在职业角色
中方能不被职业所摆布， 从而
更有精力提升职业水平。 孔子
强调的是一个人内心的修养，而
决不是让人放弃对社会的责任，
其目的是为了让人更好地服务
社会。 这是多么意味深长啊！

熟读《论语》，在圣贤智慧
的光芒下学习成长， 感知孔子
他把活泼的人生经验、 生命感
悟，穿越时间，穿越空间，传递
到今天， 让我在前行的路上仍
然倍觉温暖。 而他在千古之前，
缄默地微笑，注视着我前行，看
我跨越了几千年之后还能在他
的言语中受益不已……

吴有根

说读书快乐， 可能有些人
不一定赞同。 有人觉得读书烦、
读书苦。 现在小学生天天背着
个沉重的书包，初中生、高中生
也是起早摸黑攻读。 考上大学
读书稍微轻松些了， 可毕业后
却面临着工作难找的境遇，又
要考研攻博，实在有点受不了。

上述的苦，我也自有体会，
当时为跳“农门”，也是读得天
昏地暗，所以读书会点功利性。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富
家不用买良田， 书中自有千钟
粟”“安居不用架高堂， 书中自
有黄金屋” ……正因为有上述
的功利性， 就带来了苦读的成
份。 而我认为读书最有乐趣的

是参加工作以后。
上世纪 80 年代初，大学毕

业后分配到开化。 单位里有一
位喜欢读书又喜欢藏书的同
事，我经常到他那儿借书看，无
意中发现了一本明末清初石成
金写的《快乐天机》一书，我看
了后，爱不释手。 这本书全是写
人需要快乐的心态及如何去获
得快乐的方法， 尤其是写读书
之乐给我影响最深：“天下万事
万物， 一切奇闻， 莫不备载于
书。 诵其语，思其义，学问日深，
道理日新。 愚者因之而智，昧者
因之而明。 日与圣贤对晤，不亦
乐乎？ ”由于喜爱，我用了差不
多两个月的时间把这本书抄了
下来，这样我随时可以翻读。

这本书对我的人生提供了

很大的帮助。
1993 年单位拆旧房子，我

负责基建， 到旧房子楼上去查
看情况，由于长年失修，楼板腐
烂，我从 4 米高的楼上摔下来，
摔坏了身体， 晚上因痛常常失
眠。 失眠时，我就看我的手抄本
《快乐天机》。 我从书中找到了
心灵的慰藉，调整心态，加上锻
炼，身体恢复正常。 现在我扮演
小丑、表演猴棍，自己快乐的同
时也带给别人快乐。

2000年， 我的人生经受了
一次重大的打击， 那种精神上
的痛苦真的不可形容， 几乎摧
毁了我生存的意志。 痛定思痛
后，我又拿起了这本书，仔细地
读，从中找到了精神支柱。 经过
一段时间，我摆脱了痛苦。 2015

年我自己写了本书 《行者快
乐》。 另外我还到机关、学校、部
队、 居委会和企业等进行快乐
演讲， 至今已演讲了 30 余场，
把快乐传播给社会。

其实， 人生本身就是一部
无字之书。 漫漫人生， 光阴似
箭。 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脚踏实
地地撰写人生之书的每一章
节。 如今，现代生活丰富多彩，
物欲充斥着人们的视野， 我们
的心灵更需要文化的浸润和滋
养。 没有阅读的人生是残缺的
人生，学会了读书，就学会了阅
读人生，参悟天地，投入社会。
让读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修
心养性，增知致雅，何乐而不为
呢？

林慧奕

书是有灵魂的生命。“读一
本好书， 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
谈话。 ”在书的世界里，我用目
光与文字交流， 用心灵与高尚
的人相处， 感受墨香的优雅与
方块字的纯洁。读书，让我开启
了人生的另一种旅程！ 面对图
书馆内琳琅满目的书籍， 我缓
缓地迈着脚步， 像欣赏风景一
样，用目光逡巡着书架，择一本
倾心之书于手。

我从排列整齐的书籍中取
下“人民艺术家”老舍的代表作
之一《骆驼祥子》。 出生在农村
的祥子老实憨厚，健壮，坚忍，
独自在军阀混战的社会环境下
当最底层的劳动人民———车
夫。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洋车！这
是祥子内心最真诚的期盼。 可
是，在黑暗无光的旧社会，这仅
仅是个梦，祥子只打拼了半年，
就在兵荒马乱中被逃兵掳走，
失去了洋车只换回三匹骆驼，
买车的梦想给予他力量， 振作
起精神来， 不辞劳苦， 拼命攒
钱。故事情节三起三落，社会的
折腾不但没买上车， 还被狡猾
奸诈的孙侦探洗劫一空， 买车
的梦想又一次破灭。 祥子以畸
形婚姻为代价才得以拉上自己
的车，好景不长，他的妻子虎妞
难产而死， 心爱的女人小福子
也死了。祥子人车两空，他无法
承受生活的大起大落， 自此判
若两人，吃喝嫖赌，自甘堕落。

《骆驼祥子》就像一块极其
诱人的面包， 使我情不自禁地
捧着，一字一句地品尝，咀嚼。
慢慢地， 我咀嚼到了黑暗无光
的封建旧社会的真情实感，书
上的一幕幕如情节跌宕有致的
电影在我的脑海中放映。 蓦然
间，我感觉穿越了时空，经历了
与现实生活完全不同的情感体
验。祥子付出了拼搏的汗水，换
来的却是悲惨的结局， 这是为
什么？因为当时是封建社会，因
为祥子是平凡普通，没钱没势，
老实诚恳， 一生靠双手和力气
吃饭， 连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
的社会底层劳动人民。 对于那
些高官厚禄的人来说， 就像一
只一脚就可以踩死的蚂蚁，毫
不起眼。

现实生活中， 我们就像温
室里的花朵，禁不起风吹雨打。
是父母挑起一切担子， 让我们
吃得饱， 穿得暖， 呵护我们成
长。可是有的人还不知足，过分
地向父母提更高的要求。 细细
品读《骆驼祥子》，我懂得了父
母的艰辛和不易。 我们应该以
父母的角度替父母着想， 他们
是养育我们的长辈， 经历过生
活的磨炼，越过一道道的坎。和
祥子一样在社会上努力打拼，
为的就是一家人能过上更好的
生活。上要照顾年迈的父母，下
要抚养和教育子女， 负担重如
泰山。 社会进步使我们能接受
好的教育条件， 我们应该学会
体谅理解父母， 珍惜现有的一
切，好好学习，报答养育之恩。

以后的日子， 骆驼祥子在
我的心里跳着，拉着三轮车，穿
过风，头顶着烈日，或者暴雨。
我知道， 我的内心是一个没有
风没有雨的温暖居所， 但愿这
个骆驼祥子可以在这继续朝着
目标追赶美好生活， 愿天下的
劳苦大众能有这样一所遮风避
雨的居所。

在圣贤智慧的光芒下学习成长

读书的快乐

穿越之旅

汪礼成 摄
水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