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悟经典，开启智慧，学习圣贤立德、立
功、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
譬如今日生”；银川三首，意味深长，我们需要
在一滴芬芳里，安放灵魂……

生命的本质就是周而复始。
每一分钟，从第一秒到最后一秒；每一小

时，从第一分钟到最后一分钟；每天，从天亮到
天黑；每个月，从月初到月末；每年，从年头到年
尾…… 都是一个个“轮回”，一个个周而复始。

人的一生就是从一个大开头到一个大结
尾。这个大开头、大结尾中间，包括很多的小
开头和小结尾。

我们会发现，有的人就是通过一个又一个
的周而复始，可以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我到哪里去”的生命课题，明确“我可以为别人
做些什么，可以为这个世界带来什么”，并且有
了大进展，取得了大结果。但是有的人，仅仅
是周而复始。

生命开启的密码，就在一个个看似平凡的
周而复始之中。

怎么能从周而复始中拿到结果？回答这个
问题，还是要回到那个”轮回”——那一个个圆圈。

这个圆圈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就是一个周
而复始。可以在纸上画出一个圆上的一个
点，问自己，此刻，我在这里，这是起点，还是
终点？

是起点，也是终点。因为，这同一个点包
括了几个点，或者说，从侧面来看，它看似只是
一个点，但实际上它是无数个点的重合，实际
上是无数个循环。

循环的次数是多少？取决于什么？
我们不妨以年龄来算。假设一个人的寿

命是 80岁，那么这个人有 80个“点”，但真正的
起点不是从第一个点开始的——真正的第一
个点，是从那个人“觉醒”的那一年开始的。

没有“觉醒”之前，虽然过了一圈又一圈，
可是根本就没有起点和终点。

不妨问问自己，你的“觉醒之年”，是哪一
年？有的人已经颇有年岁，但是，面对这个问
题，他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这个点，是起点，也是一个终点。它的起
点对你来说是你的“觉醒之年”，它的终点又是
什么时候呢？

有人说，是离开人世的那一天，而答案是，
是此生仍有明确“觉知”的那一年，是还想通过
不懈努力提升自我认知的那一年。

用这个数字，减去你的“觉醒之年”的数
字，就是你有多少个可以用来实现自我的“圆
圈”，也就是那个有实质意义的“轮回”。

这个数字是多少？我们会发现，这个数
字，其实并不多。这个数字如何使用，考验的
是我们的内在智慧。

曾国藩被近代很多知名人士效仿、推
崇，他被世人认为是做到了“立德、立功、立
言”的一个完美人物，其家族也历经多代而
不衰。曾国藩曾将《了凡四训》列为子侄必
读的人生智慧书。据说曾国藩读完这本书
后，充满敬畏，将自己的名号改为“涤生”。
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这本书中
袁黄先生“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
种，譬如今日生”之意。

《了凡四训》又名“了凡训子书”“训子
言”“了凡诫子文”等，是袁了凡撰写的一部
具有劝善性质的家训著作。全书包括“立命
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四
篇，分别来自袁了凡不同时期的著作。其
中，“立命之学”是他晚年为训诫儿子而作
的《立命篇》，“改过之法”与“积善之方”是
他早年著作《祈嗣真诠》中的两篇“改过第
一”和“积善第二”，而“谦德之效”则取自他
晚年所作的“谦虚利中”。书中袁了凡现身
说法，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结合大量真实生
动的事例，告诫子孙命运可以通过自身的
努力而改变，要行善积德，勇于改过。文章
篇幅短小，但是寓理内涵深刻，百年来传诵
不衰。

《了凡四训》第一篇讲的是了凡先生由
被动认命到主动改命的转变，而改命的前提
是要先立命，故本篇名为“立命之学”。第
二篇教导世人改过有三个层次，分别是从事
上改、从理上改、从心上改，同时告诉世人
要真正改过须发“三心”，分别为：耻心、畏
心、勇心，因此本篇名为“改过之法”。第三
篇通过列举大量事例，阐述“积善之家，必
有余庆”的道理，对于何谓真善、至善做了
充分的论述说明，并将善行分门别类一一展

开论述，故本篇名为“积善之方”。最后一
篇告诫世人要谦虚谨慎，恭敬卑下，虚己待
人，并列举事例加以论证，因此本篇定为

“谦德之效”。
《了凡四训》是一本值得世人反复阅读

的人生智慧书，不仅让人百读不厌，而且越读
越有味道，该书从儒道释三个角度，讲述了袁
黄先生改造命运的故事，受到后世学者的广
泛推崇。学习这部经典，可以开启诸多人生
智慧，在此分享个人三点感悟，愿助开启世人
智慧起抛砖引玉之用。

感悟一：愚者认命、庸者拼命、智者改
命。父辈常告诫我们：命里只有八分米，走
遍天下不满升。也经常听到身边的朋友说
一句口头禅：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
强求。有人将我们传统的命运观总结为：一
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命”确实
很重要，但“命”又让很多人无可奈何，所以
有人不禁感叹：一切皆是命，半点不由人。
但是读懂《了凡四训》以后，世人就会发现，
原来命运不仅是可以改变的，而且是可以越
改越好的，我命由我不由天。

感悟二：要将命运向好的方面去改变，
就要努力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个人
道德修养，开启人生智慧。《弟子规》里说：
无心非，名为错；有心非，名为恶。改造命
运首先应该断恶，要真正能够做到“勿以恶
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即所谓“诸恶
莫作、众善奉行”；在此基础上再去学习如
何改过。《了凡四训》教给我们非常实用的
改过方法，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并且落实到
工作生活待人处事中，真正做到知行合
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古之君子，其过
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

仰之。世人不愿意去改正过错，大多是拖
沓和畏难退缩的缘故，所以我们一定要生
发勇猛之心，对待小的过错，就像肉里有
刺，要赶快剔除；而对待大的过错，就像被
毒蛇咬了指头，要赶快斩断手指，不能有丝
毫迟疑。

感悟三：不要做物质和欲望的奴隶，要
领悟舍得的辩证法，懂得德本财末、舍财作
福的道理，即所谓：舍得舍得，不舍不得，有
舍才有得，大舍大得，小舍小得。《太上感应
篇》里说：取非义之财者，譬如漏脯救饥、鸩
酒止渴，非不暂饱，死亦及之。《大学》也有类
似的劝谏：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
者，亦悖而出。众所周知：德不配位，必有灾
殃；正向的激励就是厚德才能载物。这些都
告诉我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财可以分为
吉财和凶财，凶财凶入必凶出，不仅这些财
保不住，而且还可能伴随杀身之祸，或者牢
狱之灾。所以我们一定要对因果抱持足够
的敬畏之心，不要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
深信“善恶到头终有报”的因果法则，以一种
乐天知命的达观心态对待进退荣辱，甘于平
凡，却决不甘心平庸。

最后用一个小故事来结束此篇分享和
感悟。春秋时期的公仪休曾任鲁国宰相，特
别喜欢吃鱼，很多人争相买鱼相送，他一概
不予接受，家人不解其原因何在，公仪休就
说出了一番与现代辩证思维完全吻合的人
生智慧，正因为喜欢吃鱼，所以才不能接受，
如果一时接受了，虽然眼前暂时能吃上鱼，
但可能将来永远都不再有鱼吃，只要不随意
接受别人送的鱼，就不会因为迁就别人而违
背法律招致罢免，才能保证只要想吃鱼就随
时能吃到鱼。

感悟经典 开启智慧
——读《了凡四训》有感

□ 悟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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绽放 缪谷瑛

冬天来临，屋外天寒地冻、万物萧条，晚
间的散步也取消了，宅在温暖的家中翻一翻
书架上的古诗书，看看古人的冬夜都发生了
哪些故事！

说起冬夜围炉读诗，最应景当数白居
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
雪，能饮一杯无？”（《问刘十九》）新酿的米酒
泛着绿泡，芳香扑鼻，小泥炉正烧得通红；傍
晚天色阴沉将要下雪，诗人围炉而坐，叩问
来访友人，能否与我共饮一杯？诗中蕴含着
浓浓的生活气息和挚友情谊，构成一幅有声
有色、有形有态、有情有义的图画，没有任何
雕琢，妙章信手拈来。

无独有偶，宋代杜耒描写的《寒夜》：“寒
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
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冬夜来了客人，
诗人以茶当酒，吩咐小童煮茗，火苗蹿红的
火炉上，水在壶里沸腾，烘得屋里暖融融
的。窗前月光和平日里一样清亮，只是窗下

几枝蜡梅幽幽地绽放，芳香袭人。同样是雅
兴，冬夜拥炉品茗清谈，窗前月下赏梅，围炉
温暖、茶水清香、友情深长。

山野的农家，在大雪飘飘的日子里会有
怎样的夜景呢？“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
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逢雪宿芙蓉山
主人》）诗人刘长卿艰辛跋涉后寄宿山庄，暮
色中的青山遥远苍茫、村舍清白贫寒，诗人
愈发感觉到冬夜的寒冷寂静；夜来一声“犬
吠”划破山村的宁静，原来是主人雪夜归
来。与上两首诗的小资情调不同，诗人用凝
练的诗笔描绘出山野农家的冬日夜景，苍
山、白屋、犬吠、风雪，交织成章，勾画出一幅
寒寂清冷、动静相宜的风雪夜归图。

锦衣玉食的皇宫，冬夜会发生神奇的
故事呢？武则天冬游御花园，看见蜡梅盛
开，诗兴大发，写了一首催花诗《腊日宣诏
幸上苑》，“明朝游上苑，火速报春知。花须
连夜发，莫待晓风吹。”于是百花连夜齐放，

春天似乎也提前到来。唯有牡丹迟迟不
开，武则天震怒，命宫人燃炭火烧炙枝梗，
牡丹方才开放。于是下旨将牡丹逐出长
安，移植东都洛阳，以示惩罚，洛阳因此成
为牡丹之乡。

边塞诗人卢纶《和张仆射塞下曲》，描写
的边关雪夜，又是另一番场景，“月黑雁飞
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
刀。”夜静月黑，雁群高飞，单于趁黑夜悄悄
地逃窜。我军正要带领轻骑兵去追赶，大雪
纷飞落满了身上的弓刀。诗歌短短 20个字，
饱含大量信息，虽然没有直接写激烈的战斗
场面，却激发读者用想象力去领悟诗的丰富
意境，在头脑中涌现出一幅金戈铁马的战争
场面来，顿觉一股豪迈之情扑面而来。

冬天的夜晚，关掉电视、放下手机，去诗
书中会会古人，看他们怎样度过漫漫长夜，
品味他们古朴诗意的生活故事和情趣，心中
充满温暖和敬意。

冬夜诗话
□ 杨春云

在闽宁镇
给我们讲解的这个女子
眉清，目秀，看不出
是曾经来自贫穷落后的西海固
她质朴温润的话语里，浓缩着
一个时代的秘密

她从干沙滩，讲到金沙滩
她从贫瘠的土地，讲到移民新村
她从遥远的福建，讲到当下的闽

宁镇
她从自己，讲到中国
她从生存，讲到生活……

看得出，从田间到车间，再到
直播间，她和那些
枸杞、红枣、葡萄们一样，正经

历着
从未有过的
幸福的
脱胎换骨般的变化：从爱，到热爱

芬 芳
——银川葡萄酒小传

必 须 是 贺 兰 山 ，必 须 是 海 拔
3556 米的

贺兰山，必须是贺兰山东麓……
必须是黄河，必须是黄河浸润了
千百年的银川平原……
必须是北纬37到39度，必须是
酝酿了 21亿年的土地，必须是 21

亿年土地上
大片大片的葡萄园……
必须是春天开出的第一朵花的馨

香，必须是
秋天收获的第一缕甜……
必须是浓烈的阳光，必须是
清澈的星辰……
必须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必须是
一个人坚持不懈的梦想……
必须是银川的，必须是宁夏的，必

须是
中国的，必须是世界的……
必须是时光小心翼翼地窖藏，必

须是
一个人永恒的热爱……
必须是我用亲人般的声音，喊出

它的小名——
美贺、嘉地、志辉源石、银色高地……
断行
必须是芬芳，必须是芬芳之后的
沉醉，必须是沉醉之后的
千回百转、意味深长……哦，必

须是

初恋一般的怦然心动——
我们都需要，在一滴芬芳里，安

放灵魂

银川的云
或许是因为银川的天太蓝了，才

显得
银川的云这么白，是那种处女般
纯洁的白，似乎一个深情的目光
就可以弹破

当然，你也可以反过来说，或许是
因为

银川的云太白了，银川的天
才这么蓝，是那种一往情深的
蓝，让你想起没有人相信的初恋

我只能说，有一种天，叫银川蓝
有一种云，叫银川白：如果有一天
一朵银川的云想你了，便会有一场雨
在你头顶落下来……无论你在何

处，它都会
亮晶晶地，把你找到

作者简介：敕勒川，原名王建军，
1967年出生，宁夏作家协会会员，著
有诗集《细微的热爱》《我在人间，挺
好的》。

银川三首
□ 敕勒川

清人刘献廷一句“随遇而
安，斯真隐矣”，刻画了古代隐士
顺应环境、与世无争的形象。如
今，有的人将“随遇而安”视为圭
臬，随俗浮沉，心安理得地在原
地踏步，在我看来，这是以“随遇
而安”为借口，来敷衍人生道路
上的荆棘坎坷。真正的随遇而
安，是竭尽所能之后的不强求，
而非两手一摊的不作为。

很多时候，人生不该时时随
遇而安，更应该是“随遇不安”。
只有不安的人才会最大限度地
挖掘自己的潜能，充分施展自己
才华和可能性，实现人生价值。
骏马面前无沟壑，怂人面前全是
坎。浪里行舟方显英雄本色，时
间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的人。

海伦·凯勒，19个月时生的
一场大病，让她成为一个又聋
又哑又盲的孩子，按一般人的
理解，能解决基本生活问题已
是相当不易，但是，海伦却克服
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障碍，以优
异的成绩毕业于哈佛大学德克
利夫学院，成为一个学识渊博，
掌握英、法、德、拉丁、希腊五种
语言的著名作家和教育家。正
是有这一颗不屈不挠、“随遇不

安”的心支撑着她 87年艰辛的抗争，最终创
造了新的人生历程。

永远不要降低自己的标准去适应环境，因
为没有一件事比“追求一个更好的自己”更有
成就感。采铜在《精进：如何成为一个很厉害
的人》中说：“一个成熟的人，他的标准来自他
的内心，而大多数人，却受环境所左右。对自
己的标准会不由自主地降低以适应这个环境，
减少自身与环境的冲突，在一个低标准下，自
觉‘满意’地度过每一天。”

牛津大学心理学教授贝克哈斯曾做过一
个有名的实验：用人工方法孵化出一只天鹅，
他把这只天鹅雏放进家鹅群。半年后，家鹅群
里的天鹅连离开地面的能力都没有。生活在家
鹅群中的天鹅，因为身边的同伴都不会飞，所以
在它的潜意识里，它也不会飞。我们很可能就
是那只生活在不会飞的环境中的天鹅，不奋力
突围，即便再有天赋，也终究会“泯然众人矣”。

如果满足于“小富则安”的环境，就是温水
煮青蛙，未老先衰，暮气沉沉。不再蓄满锐气，
不再棱角分明，心理期许一退再退，“超然”心
态取代了本应意气风发的心灵。

如果一味追求随遇而安，实则难“安”。我
们与世无争，我们祈求幸福、快乐，然而这
一切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无论小到一个人
还是大到一个国家，一味地追求安乐，恰恰
得不到安乐。一味地退让、妥协只能导致
别人得寸进尺，古人说“居安当思危”，诚不
我欺。

随
遇
而
安
，不
是
﹃
两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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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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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住的小区附近，有一条热闹非凡的小
街。每天，有很多推着小车卖菜的、卖肉的、卖水
果的、卖馒头的、卖夹馍的，还有修鞋补锅的，叫
卖声，吆喝声，此起彼伏，充盈着整个小街。

小街的尽头，有一个很小很小的摊位，是一
个修鞋的大爷。听人讲，大爷修鞋有些年份了，
在我未搬进小区之前，他就在那里修鞋已有十几
年了，而我住进小区也快十年了。大爷每天修鞋
非常准时，像人们正常上班下班一样，每天早晨，
他都准时地来到街边，按时摆好摊子，轻轻地放
下木板凳，摆上修鞋用的架子，然后熟练地打开
工具袋，等待前来修鞋的人们。不论是刮风还是
下雨，不论是严寒还是酷暑，他都不迟到，也不提
前收摊，很像一个模范的工人。

不知是他的技术好，还是他的人缘佳，只要
他一坐下，找他修鞋的人就走了上来，他一干就
是一天，除了中午吃个便饭之外，他总是忙得停
不下手，累得直不起腰。上线三元，换底五元，擦
油一元……他童叟无欺，也不偷奸耍滑。一元，
五角，三角，两元，人们给的钱，他也不讨价还价，
一天下来，也有几十元进账，他脸上总洋溢着幸
福微笑。城市里，袅袅晨雾，圆圆落日，模糊了他
的春夏秋冬，大爷就这样重复着简单的日历，几
十年如一日，靠修鞋，或许能增加一点收入，改变
他的境况？

修鞋对我们农村长大的孩子来说，并不陌
生。家人每每要修鞋子，大多让我代劳，反正顺
路，顺便可以和那位大爷搭搭讪，我倒是挺乐
意。我想，人与人之间只要有交流的愿望，即便
没有语言也可以达到某种程度的沟通。就这样，
我有机会知道了那修鞋大爷的情况。

大爷告诉我，他来自乡下，到市里已经三十
多年了，早已习惯了这里的生活。他的老伴在十
年前就去世了，一个儿子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
工作，也在北京安家落户了。儿子多次请求他放
弃修鞋，到北京去享福，他都不愿去。他说：“工
作就是人生的价值，能为别人做点什么，能自力
更生，这是他最快乐、最幸福的心愿。”我的心不
禁一颤，多好的老人呀！我仔细地看了看他的
手，那是一双扎满了布条、沾满了油污而且变了
形的手；我又看了看他的脸，高高的颧骨上架着
一副老花镜，堆满皱纹的脸上总是挂着幸福的微
笑。我心里暗暗地赞叹：幸福，这就是他追求的
幸福！

他淳朴而实在，却是幸福的哲学。他每天的
生意都那么好，似乎总有修不完的鞋。难道，是
他的技术好，还是他不锱铢必较？修鞋的功夫，
聪明的人也许学一阵子就掌握了，而做人的艺
术，却是一辈子都学不完的啊！这个修鞋的大爷
不知修过多少双鞋子，一针一线，一锤一挑，他都
是那么娴熟。无论男女老少，再破的鞋子他都能
修得几乎看不出痕迹，再硬的鞋底他都能自如地
飞针穿线，那个功夫，简直就是魔术表演。

我突然想起一句话——生命因他而沧桑，精
神因他而高迈。街边修鞋的大爷，虽然很普通甚
至卑微，但他的内心深处对生活的无限热爱，令
人敬佩。我很想为他写点什么，问了很多人，但
都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

街边修鞋的大爷
□ 张广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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