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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丽华

幸福在哪里 ？

试问漫漫红尘中的俗人，你幸福吗？

对于幸福的概念，就像衣服，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尺码。沙漠中的人看到了绿洲，他

感到幸福；饥饿的人看到了面包，他感到幸

福；孤独的老人接到儿女的电话，他感到幸

福……

幸福是什么呢 ？有钱 、有权 、有房 、有

车，也许该幸福了吧？可是，为什么那么多

人坐拥功名利禄，依然愁眉不展？为什么明

星张国荣、作家三毛、韩国总统卢武炫还要

自杀？

为什么捡垃圾的老汉捡到值钱东西，

会开怀而笑？为什么擦鞋的女人们，会边擦

鞋边商量收工后去看露天电影？

当你的土坯房变成了砖瓦房， 你一定

很幸福， 可是当你发现砖瓦房不如小洋楼

时， 你的幸福就消失了， 于是你有了小洋

楼，在别人眼中你是幸福的，可住在漂亮洋

楼里， 你要为贷款焦头烂额时， 你还幸福

吗？

当小房变大房、旧车变新车、初恋变新

欢、 散酒变名酒……幸福却越来越遥不可

及， 你总在拼命地攀登， 可是山外总是有

山，幸福总在那最高的山巅。

其实，幸福也曾无数次伴随我们身边，

饮料开瓶后的中奖、孩子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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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险逃

一场车祸、工资的提级……可是，幸福只那

么一瞬间，你享受“幸福”不到一天，就被山

外的巅峰压迫，而从指间溜走，于是你“不

再幸福”。

现代人物质生活快速提高， 手机、电

脑、名牌衣服应有尽有 ，可现代人却越来

越不幸福 ， 因为还有高房价的楼房 、轿

车、 钻戒等着他们去打拼 ， 于是披星戴

月、绞尽脑汁为“幸福”搏杀。而我的父辈

们，正夕阳下拖着长长的影子漫步林荫 ，

他们没有为 “幸福 ”搏杀 ，而是正在享受

“幸福”。

其实：“幸福”并不吝啬，只要你愿意寻

找它，它会轻而易举地拥抱你。

加班夜晚，放一曲轻松的音乐；小小蜗

居里，点缀一盆艳丽的花朵；闲暇时间，放

下一切去草原跑马。 你可以紧张、 可以拼

搏，但别忘了你还要尽情地欢笑。攀登高峰

的同时，何不采摘几束野花、聆听山雀的鸣

叫、远望群山的秀美？

幸福是一种心境，你认为你有，你就拥

有，你认为你没有，你就没有。没有了幸福，

人生还有什么意义？纵然你金银堆成山、权

势盖过顶，但你没有感到“幸福”，拼搏的一

切又有什么意义？

幸福是一种阅历，是苦尽后的甘甜，是

磨砺后的淡定，看到残疾人，健全的你不该

幸福吗？看到劳燕分飞，你不该为自己家庭

的美满幸福吗？看到别处的地震、战争，你

不该为今天的和平安宁幸福吗？

哪怕你在人生最低谷，也要告诉自己：

纵然我失去一切，只要没有失去“幸福”，我

就是最最富有的。

（据《新华副刊》）

孔融让梨不让言

一个人刚谙世事之时，常会听父母

亲对他们讲起“孔融让梨”的故事。历史

上的孔融从“让梨”到“建安七子”之首，

可谓“名满天下”。一生活得轰轰烈烈，

死得也不同凡响。

孔融这位孔子第二十代世孙的

“大圣之后”，四岁让梨，十岁得见河南

尹李膺，并语惊四座，讥讽了太中大夫

陈炜 。 李膺称赞他说 ： “高明必为伟

器。”十六岁侠义救张俭，又与其兄“一

门争死”，名扬四海，成了当时的俊秀、

大名士。 可他最终是一门皆死了，“下

狱弃市，时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诛。”他

命运之跌宕多舛， 为人们所惋惜和惊

叹。

孔融一家的死让人怜悯涕零，亦使

人深思。 特别是他那对聪明年幼的子

女。“女年七岁，男年九岁，以其幼弱得

全 ，寄它舍 。二子方弈棋 ，融被收而不

动。左右曰：父执而不起，何也？答曰：安

有巢毁而卵不破乎！ 主人有遗肉汁，男

渴而饮之。女曰：今日之祸，岂得久活，

何赖知肉味平？兄号泣而止。或言于曹

操，遂尽杀之。及收至，谓兄曰：若死者

有知 ，得见父母 ，岂非至愿 ！乃延颈就

刑，颜色不变，莫不伤之。”

有人认为，孔融该死，生于乱世，无

用于乱世的本领，名高于实，不知自守，

好虚名，逞口舌之利，喜哗众取宠。孔融

在应答吴使时只顾自己意气风发，对朝

政妄加评议，在吴使面前丧尽了曹魏的

脸面。 被杀也不是什么很冤枉的事情。

有人却认为，孔融生不逢时，要是生在

和平年代，必定是个功成名就、名垂青

史的文学之士。

依鄙人之见， 孔融即使生在今世，

也未必功成名就。正是孔融自己固有的

性格害了他自己，也害了他妻儿。

孔融的性格 ， 四岁让梨时便形成

了 。如果孔融不让梨 ，见利必争 ，那他

长大后就会学会通融、 圆滑， 就会学

会投机取巧、 奉承献媚， 就不会养成

他的这种德行。 他也就不会早期刚走

入仕途时 ，就屡次纠举贪官 ，“陈对罪

恶 ，言无阿绕 ”，得罪了一大批 。就不

会得罪董卓 ，每每忤卓之旨 ，结果使

自己的仕途受挫 ，由虎贲中郎将左迁

为议郎 。就不会顾不得穿朝服即急忙

地见曹操救杨彪 ， 而为自己埋下祸

根 。就不会在建安九年 ，曹操攻下邺

城 ， 曹丕纳袁绍儿媳甄氏为妻时 ，杜

撰古典来讥讽曹操 ，使自己与曹操的

矛盾进一步激烈化 。更不会在曹操下

令禁酒时 ，一连作书加以反对 ，成为

了曹操的死对头 。如果没有这么多的

就不会 ， 曹操就不会置孔融于死地 ，

他妻和子不会跟着他死 。这乃孔融这

一类人之性格使然。

造物主就是这么故意作弄人，塑造

一个人时，总喜欢将“让梨”和“不让言”

的双重性格杂糅在一起，安放在一个人

的身上。一个“让梨”的人，必定是一个

见小利而不争，作风正派之人，必定是

一位正人君子；而一个“不让言”的人，

往往是知识渊博，眼光尖锐，勤思考，刚

正不阿，不事奉承献媚之人，也必定是

一位正人君子。如果一个人“不让梨”，

那这个人很可能是有利必争，而有利必

争，那就不会刚正不阿，也就必定会献

媚奉承，那就会“让言”了。这仿佛放之

人间而皆准。

一个人只能适应社会，很难改变社

会。然而，无论是从孔融聪明的头脑，还

是从孔融高尚的品德上看，他那“高明

必为伟器”之内质，历来都是人们所仰

望和追求的。

（据《海南日报》）

读点“无用之书”

英国大哲学家罗素说：要读点“无用的

书”。

什么是有用的书？《如何炒股》《怎样养

螃蟹》《职场

36

计》《官场厚黑学》《计算机入

门》《营销

108

招》等等，都是有用的书，学了

就能立竿见影。 反之， 不教授基本技能的

书，都属于“无用”的书，如莎士比亚，尼采、

萨特，李白、杜甫，孔孟、老庄，鲁迅、巴金等

等。

人要生存，自然要学一技之长，所以，

一定要读那些有用的书， 但也不能忽略读

那些无用的书，如果只读有用的书，钻进去

出不来， 弄不好就会把自己变成一个挣钱

机器、职场狂人，缺智少识，无情无趣。

为什么要读无用的书呢

?

一是可以养

心。身体需要滋养，心也是需要滋养的，要

靠知识、见地、思维、情趣来涵养，而这些东

西大都来自那些无用的书。学者易中天说：

“读书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谋生的，一种是

谋心的。 谋生的书你去看它， 可以获得利

益，是有用的；谋心的书是无用的，但可养

心，养生之道首在养心。”诚哉斯言！

二是可以怡情。 培根说：“读书足以怡

情、博采、长才。”读无用的书，固不能帮助

升官发财，但可陶冶情操，调节心情，丰富

精神生活。“看三国掉泪， 替古人担忧”，启

我悲情；“看了红楼梦，得了相思病”，引我

多情；孔子读易，韦编三绝，痴情感天动地；

关羽灯下读春秋，真情传为美谈。他们读的

都是无用的书，但却读出喜怒哀乐，读得情

深意切。

三是可以增趣。人贵有趣，趣从何来，

从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来， 从妙趣横生的闲

书中来。不读《红楼梦》，怎能领略爱情悲剧

的凄美，怎能知晓木石之盟的魅力之所在；

不读 《阿

Q

正传 》，又如何知道 “精神胜利

法”的绝妙超群？不读《围城》，怎么领会“围

城里的人想出来，外边的人想进去”的隽语

妙论？

四是可以益智。《论语》， 言简意赅，含

蓄隽永，博大精深，意宏旨远；《史记》是“无

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资治通鉴》能“鉴

前世之兴衰， 考当今之得失”；《容斋随笔》

内容繁富，议论精当，考证确切，这些都是

“无用的书”，是中华民族智慧的凝结，多读

多思多悟，定会让我们变得睿智、聪慧，眼

光如炬。

如今，坊间那些“有用的书”出得太多、

太滥、太俗，且供需两旺，而“无用的书”却

日益受到冷落、排挤，少人问津，再加上日

渐弥漫的浮躁、浅薄、低俗社会风气，使很

多人变得急功近利，目光短浅。因而，很多

有识之士都提出要多读一些 “无用之书”，

虽然这对于矫正不良风气未必收药到病除

之效，至少可以使我们变得安静、祥和，思

想丰富， 谈吐文雅， 像个有教养的现代公

民。

而且“无用之书”其实是可有大用的，

此即庄子“无用之用方为大用”的道理。

（据《解放日报》）

位 置

经常见到这样的情况：几位至交聚会，打电

话问一位尚在路上的迟到客：“到哪儿啦？”这时

候， 电话里会传来一个清晰的方位。 稍有经验

者，会判断出其真实的位置，多半都是该方位相

对靠后一点。

与会者介绍领导 ， 常常将某某长前面的

“副”字去掉，尽管明眼人一看便知，真正的正职

只有一个，但那些被去掉“副”字的，却很乐意这

样被称呼。

谈论某位失败的运动员， 都会提及其最好

成绩，同时拿这成绩跟获胜者的战绩比，再来一

些“如果”之类的话，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证明其

虽败犹荣。

置身大千世界，每个人都有固定位置。而每

个人的每一天，所处的位置又是不一样的。今天

你高高在上，换成几十年前，也许只是市井里不

起眼的小民。今天你是家财万贯的大佬，也许昨

天你还是不名一文的游民。 人都有一种虚荣与

攀比心理，喜欢比上、比好、比胜利，试图在比的

过程中找另类平衡， 在这样的前提下， 有意无

意，总习惯将自己的位置超前，以博取更大范围

的认同。

然而，过于超前的位置，多是有害无益。如

果经过多年的努力， 仍然达不到那个超前的状

态，容易导致心态失衡。如果经常以超前的位置

骗取他人的尊重，结果反而失去起码的信任。对

于摆不正自己位置的人， 命运也始终让他在一

种非正常的位置里迷失。

每个人每一天的位置都处在新的变化中。

无论是身处何种位置，最重要的位置，是当事人

的头脑。如果一直要保持清醒、睿智与冷静，到

位不越位，收放自如，这样的位置就是目标，就

是方向和希望。只有那些认清眼下的位置，并且

在心目中构筑了明天位置的人， 才能拥有充实

和健康的生活。

（据《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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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部连续剧

一直以为， 父爱不能跟母爱

比。可自从父亲走了，时常忆起他

时， 我才意识到父爱是一部连续

剧，一时半会也播不完，只能分集

进行。

父亲唱红脸。小时候，我很淘

气， 父亲打我， 一旁的母亲很心

疼，却不敢求情。父亲的鞭子似乎

没有理由停下来，一鞭接一鞭，直

到我大哭求饶才停， 可他转身对

母亲发无名火。母亲不吭声，只察

看我身上伤不伤得厉害。晚上，我

偷听到父亲在责怪母亲没过来抢

鞭子，让他把我打狠了。母亲说：

“你那么舍得打，我哪敢劝啊？”父

亲说以后对孩子， 就得一个唱红

脸，一个唱白脸。

父亲的尾数。 父亲一向工资

只留点尾数， 其他的都如期交给

母亲。我们兄妹想吃点零食，或琢

磨着买个玩具什么的想要零花

钱，向母亲张口，基本上得不到满

足；可转头向父亲伸手，父亲很给

面子， 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个扁

扁的钱包，打开，抽几张角票块票

递过来。 即使是在一旁虎视眈眈

没开口的孩子， 父亲也绝不像孔

乙己“多乎者不多也”般吝啬，而

是倾囊而出， 见者有份， 皆大欢

喜。父亲的“尾数”也就瓜分掉了。

父亲的加班费。 有一年国庆

节，在县城的父亲没回来，他值班

三天。 没想到， 我被开水烫了双

脚，脚背全是水泡。母亲给父亲打

电话，父亲连夜往家赶，走了几十

里夜路，一进家门，已天亮，他啥

也没说，小心翼翼背起我，往医院

赶。当护士给我吊好点滴瓶后，父

亲才把裤腿卷起， 让护士给消消

毒。此时，我看到父亲的脚皮开肉

绽，手也擦破了皮。原来，父亲摸

黑走路摔了一跤。那次，父亲的加

班费，就成了我的医药费。

父亲盖房。 父亲单位集资建

房， 本来按他的职务可住二层或

三层，可他只选了个一层。一层既

潮湿，又采光不好，他就瞄准可在

屋后加盖两间房， 让他渐渐长大

的闺女有闺房， 儿子也有私人空

间。他一锤定音，与母亲要了暗无

天日的那间卧室。 一住就是一辈

子，永远与舒适的住房失之交臂。

父亲的稿费。 据说父亲写过

一篇回忆录， 收集在家乡的 《文

史》里，得了

50

元稿酬。那是父亲

一生唯一的一笔稿费。 他自己没

享用一分，先给母亲买了一双鞋，

剩下的全给我们交了学费。

父亲出马。 我本可进父亲单

位的，可我执意要外出闯荡，进了

一家电视台做实习记者。 结果不

到一月，我闯祸了，将人家的摄影

机掉进了水里， 打捞上来已是废

品，要承担赔偿。我灰溜溜地回到

家，以为要挨父亲训的，可父亲直

接去给我了了这事。

还有，父亲陪读、父亲兼职、

父亲采药、 父亲的硬道理……原

来父爱那么多， 说不完， 也道不

尽，点点滴滴，连续成集，且集集

关联，牵肠挂肚，就是一部长长的

亲情连续剧，在儿女记忆的荧屏，

反复重播。

（据《北京青年报》）

母爱无声无息

1979

年的冬季，比我小

6

岁的

妹妹还是在妈妈的保护下来到了

人间。我们五个的到来，给她和爸

爸带来了严重的经济负担和生活

负担。母亲是个要强的人，小时候

不管她有多忙、多累，也都会把我

们五个拾掇得干干净净， 利利索

索，即便是带补丁的衣裤，她也都

缝制的板板正正，像模像样。母亲

的手特别的巧， 我们身上穿的毛

衣、 裤子、 鞋垫都是她亲手缝制

的， 当我们姐妹五个一起出门的

时候， 大家都会说：“看人老刘家

的五朵金花 ， 总是那么干净漂

亮”，这些夸奖足以让母亲自豪。

妈妈常在我们面前说：“人穷

不能志短， 我这辈子活的就是口

志气，虽然抚养了你们五个孩子，

但是我和你爸没跟别人借过一分

钱，再苦也没让你们冻着、饿着。”

是啊！ 母亲一生生了我们五个孩

子，如果不是她的精打细算，还有

和父亲的日夜忙碌， 怎能换来我

们五个的温饱和健康成长。

小时候我印象最深的，是妈妈

爸爸领着我们五个姊妹种土豆的

情景，虽然那时我才

12

岁，但是我

也要和爸爸妈妈一起挖地，妹妹们

有的挎着一篮子土豆种往坑里点、

有的往坑里施大粪、 有的浇水、最

小的妹妹用脚将土推到坑里，踩

实。这个活又累又脏又臭，但我们

还是要干， 不然冬天到来的时候，

我们就要饿肚子了。为了能让我们

健康成长，营养得到补充，母亲种

地、喂猪，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

每天一下班，妈妈不但要喂猪、鸡、

兔，还要给我们做饭，大量的家务

劳动，从来没有让妈妈胖起来过。

记得去年我到北京看父母，

一天早晨陪妈妈去买菜， 买完菜

妈妈说

:

“走， 咱出去吃早餐。”我

很吃惊妈妈的做法， 她勤俭了一

辈子，怎么舍得花钱出去吃早餐？

不由得想起十几年前的情景。那

天寒冷的北风夹杂着雪花漫天飞

舞， 我和妈妈买了整整一天的年

货又冷又饿， 我感觉整个人都快

冻僵了，因为我已经参加工作，所

以强烈的要求请妈妈吃点晚饭，

让我尽尽孝心，妈妈死活不去，说

在外面吃多贵， 坚持一会就到家

了。我说吃砂锅便宜，我们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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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钱就能吃饱， 妈妈还在犹豫

的时候，我就把她拉进了砂锅店。

我点了两个砂锅和两碗米

饭，等砂锅上来的时候，妈妈还怪

我点了砂锅牛肉，说能吃饱就行，

还点肉菜干啥，这得花多少钱啊？

话虽这么说， 可是看着妈妈吃起

来的时候那叫一个香啊！ 她还一

个劲地说：“这就是砂锅啊，光听别

人说了，今天尝尝还真挺好吃，这

一锅挺多、挺实惠的，咱们一定都

得吃光了，不能浪费。”听了这样一

席话，我的鼻子酸酸的，如果没有

我们五个， 妈妈也不至于什么都

舍不得吃，什么都舍不得穿啊！她

这一辈子就为我们五姐妹活着

了， 这五个女儿她哪一个都像宝

贝似的护着，谁都舍不得亏待。

吃完饭， 我悄悄付了钱和妈

妈扛着年货往家走， 妈妈还不停

地问多少钱？我说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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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妈妈

说还是有点贵， 其实我花了近

30

元钱。 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欺

骗妈妈，是善意的谎言，是我对妈

妈的爱。

而今，妈妈不在家做饭而是出

去吃早餐，真让我想不通。我和妈

妈来到了驴肉火烧的店里，妈妈给

我点了两个驴肉火烧还有一碗杂

碎汤，我们吃得饱饱的。我要付钱，

妈妈怎么也不肯，说我离家远不能

帮上啥忙

,

说我工资少抚养孩子不

容易， 还说我难得来一趟北京，以

后每天早晨都领我出去吃，这样北

京的小吃就能都尝遍了。

眼泪在我的眼圈里直打转，

无论我们长多大， 无论我们在哪

里，都是妈妈最牵挂的人，妈妈的

爱就是这样无声无息， 流淌在我

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

（据《黑龙江日报》）

古诗中的快乐儿童

近日读到唐代诗人胡令能的一

首儿童诗，题为《小儿垂钓》。诗云：

“蓬头稚子学垂纶， 侧坐莓苔草映

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

人。”一个“蓬头稚子”，斜身在野草

中钓鱼。路人向他招手问路，他却怕

惊动了鱼儿而不敢回应。 诗中没有

绚丽的色彩，没有刻意的雕饰，但却

似一枝出水的芙蓉， 在平淡浅易的

叙述中， 透露出惟妙的纯真和无限

的童趣。

这很容易使人想起杜牧的 《清

明》：“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

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

花村。”这个牧童，更像个小雷锋。“欲

断魂”的路人刚一提问，他就热情相

答，并且用手指明“杏花村”的方向。

唐代的吕岩（吕洞宾），也写过

一首 《牧童》：“草铺横野六七里，笛

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

脱蓑衣卧月明。”宽阔的田野，悠扬

的笛声，辛劳的牧童放牧归来，吃过

了饭连蓑衣都来不及脱， 就倒在地

上呼呼大睡。只有那皎洁的月光，静

静地洒在他的身上。

而清代诗人袁枚所写的 《牧

童》，又与众不同。一个夏日的午后，

袁枚去拜访朋友，忽然远处传来一阵

欢快嘹亮的歌声。定睛一看，原来是

一个头戴斗笠、身穿短褂、骑着黄牛

的牧童在高声唱着《放牛歌》。袁枚正

听得如醉，突然歌声戛然而止。原来

牧童发现了树上的知了，并熟练地爬

上牛背，踮起脚尖，小手伸向一旁粗

壮的树干。而机灵的知了，却“嗖”地

一声飞走了。袁枚见状，哈哈大笑。回

家后即赋诗一首：“牧童骑黄牛，歌声

震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

相对而言，白居易的《池上》，则

更为妙趣横生：“小娃撑小艇， 偷采

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池塘中一个个的大莲蓬，清香诱人。

一个小孩儿禁不住诱惑， 偷偷地撑

着小船去摘了几个又赶紧划了回

来。 但他还不懂得怎样隐藏自己的

踪迹，自以为谁都不知道；可是小船

驶过， 水面的绿色浮萍分出了一道

明显的水线。小主人公天真活泼、又

淘气又可爱的顽童形象， 也就栩栩

如生，跃然纸上。

清代诗人高鼎的《村居》，描绘

的则是另一番景象：“草长莺飞二月

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

早，忙趁东风放纸鸢。”草长莺飞，杨

柳轻扬，正是一派大好春光。放了学

的儿童们，纷纷跑回家里拿出风筝，

趁着东风放上天空。这样的春天，让

孩子们陶醉，也让大人们向往。

在我的印象中，古代写儿童诗最

多的是宋时的杨万里。其中流传最广

的是《舟过安仁》：“一叶渔船两小童，

收篙停棹坐船中。 怪生无雨都张伞，

不是遮头是使风。”还有《宿新市徐公

店》：“篱落疏疏一径深， 树头花落未

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

处寻。”黄色的蝴蝶，淹没在黄色的菜

花中。令急走的儿童，茫然不知所措。

关于儿童的词句， 我知道的只

有南宋词人辛弃疾的 《清平乐·村

居》：“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

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

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

赖，溪头卧剥莲蓬。”大的小孩在工

作，小的小孩在玩耍。一句“最喜小

儿无赖”，把父母之爱，儿女之欢，都

尽在其中。

苏轼说：“无官一身轻， 有子万

事足。” 老舍讲：“小孩是哥伦布，把

人带到新大陆。” 天真无邪的儿童，

不仅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快乐， 而且

带来了希望。

（据《解放日报》）

知足无烦恼

笔者居住的大院里有一个废品收购

点， 一对来自河北农村的夫妇常年在那里

收废品。要说这对夫妇还真是辛苦，一年四

季不停歇，风里来雨里去；哪家招呼他们，

他们立马就到哪家去，哪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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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没电梯也

跑上跑下。日子一长，接触多了，大家都相

互熟悉了，都说“这两口子是好人”。

有次与他们聊天得知， 这对夫妇家里

有两个孩子，男孩在上大学，女孩读初中，

老家虽有点地由老人种些庄稼， 但主要收

入是靠他们来挣。 平日里夫妇二人省吃俭

用，过得去就行，从不讲究。问其天天这么

干累不累？他们笑笑说：“惯了，我们能在这

儿干很不错了。”

大都市的生活色彩斑斓，吃的、用的、

玩的往往都领先潮流， 但他们不曾为之动

心； 城市人遇到节假日全家或聚餐或外出

游玩，他们也不曾盲目自惭，相反倒是在相

遇时主动打个招呼。他们心静如水，只是整

天默默地劳作。

莫非他们没有一点想法？不是，他们如

同常人一样有想法，也有期盼，那就是愿孩

子完成学业、早日成家。这一点从他们的眼

里就能看出来，每每说到孩子，两口子总是

流露出欣喜、期盼的目光。

看得出来，他们很知足。正是这种知足

的心境支撑着他们常年不辞辛苦地劳作、

支撑着他们能在大都市里有一立足之地。

都说人人身上都有闪光点， 在这夫妇俩身

上的闪光点就是他们这种知足的心境。

这种知足的心境看似简单， 但要真正

做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 君不见有的

人已达小康，但还“得陇望蜀”希冀有更多

的钱财；有的人已是处级干部，整天还挖空

心思想弄个局座当当。不满足、不知足，致

使一些人心绪烦躁、跃跃欲试，把本来挺好

的日子过得一团糟。

细细想来，这又是何必呢？人与人之间

各自的情况不同，遇到什么情况就要接受、

就要知足。时下有些人烦恼多多，有时搞得

寝食难安， 原因之一就是这种不知足给闹

的。而有些人整天乐呵呵、无烦恼，不是因

为腰包里的钱多得不得了、 也不是官做得

很大，只是有那种知足的心态使然。

当然，如此说来不是让人甘于平庸、不

思进取， 而是说在人生道路上特别在物质

生活方面，不要那么欲火旺盛、想法多多。

人活于世，有大房子住、有豪华车开、有美

味佳肴伺候固然好， 但也要从自己的实际

情况出发。再说了，人要生活，每天不过是

三顿饭、一张床，有了这些也该知足了。倘

若超出了自己的实际情况， 每天总是心存

非分之想、且又实现不了，带来的只能是烦

恼、苦闷。

“知足无烦恼，布衣乐终身”，这是一句

戏文， 但它却向人们道出了一个有益的人

生哲理。人生路漫漫，知足的心态、和谐的

心境、愉快的心情，比什么都重要。有个富

人患病在床， 他说：“现在我才感到钱的无

能为力， 我那时不知足挣那么多钱有何用

啊！” 此话不失为切肤之痛后吐的真言。人

们当玩味之、反思之。

(

据《广州日报》

)

方法对了吗

从前有个穷人，长年为国王做事。他干活十

分卖力，由于操劳过度，变得骨瘦如柴。国王见

他面黄肌瘦，动了怜悯之心，便赐给他一头死骆

驼。穷人欣喜万分，把骆驼运回家后，立即找来

一把刀，动手剥皮。那把刀没用几下就钝了，楼

上有一块磨刀石，他就先上楼去磨刀，然后下楼

剥皮。没多久，刀口又变钝了，他又上楼去磨刀，

再下来干活。如此上下往返，跑了几趟后，他已

累得气喘如牛，心想这样不行，得想办法把骆驼

和磨刀石放在一起才好。于是，他找来一根结实

的绳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笨重的骆驼

吊上了楼，这样磨刀就方便多了。旁人见状，无

不嘲笑。（《百喻经·就楼磨刀喻》）

只要把磨刀石拿到楼下， 问题就能轻松解

决， 他偏偏选择了最笨的办法。 花了很大的力

气， 却收获甚微， 这是用打老虎的力气去拍苍

蝇。 由此也不难看出， 此人为何会一生穷困潦

倒。一个人不怕吃苦受累，当然是优秀品格，如

果是自讨苦吃，就另当别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有千万种，总有一种是最简单方便的，如何才能

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这就需要智慧。

在一堂化学课上， 老师拿出两种白色粉末

状物体，告诉学生分别是盐和糖，然后问学生，

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它们区分开来？ 学生们用尽

平生所学，努力开动脑筋，答案五花八门：先将

样本溶于水，给水加热，出现结晶的是盐，全部

蒸发掉的是糖；用火灼烧样本，熔化的是糖，发

糊且有咸焦味的是盐；用手指碾揉潮湿的样本，

发黏的是糖，散开的是盐；把样本分别放入锅里

爆炒，熔化的是糖，劈啪作响的是盐；请蚂蚁帮

忙，被蚂蚁包围的是糖，不受欢迎的是盐；把手

指割破，撒上样本，痛的是盐，不痛的是糖。最后

两种方法已经极具想象力了，不过仍是“上楼磨

刀”，费大力气办小事。老师演示了最简单的方

法：用嘴去尝，咸的是盐，甜的是糖。

佛法有八万四千个法门， 这里的数字并非

确指，而是告诉世人，修行的方法有无数种。条

条道路通罗马，有抄近路提前到达的，有多走了

冤枉路正朝目标靠近的， 免不了也会有走上岔

道迷路的。曾看到一位朋友的

QQ

签名：“人生就

像便秘， 明明已经很努力了， 出来的却只是个

屁。”很冷的幽默，透出万般无奈，我觉得他已经

迷路。不错，你是很努力，可是在你抱怨之前，是

否认真先检讨过自己，方法都对了吗？

（据《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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