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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内心的海有多深

都说“女人心，海底针”，怎么

男人心也跟海扯上关系了？ 男人

的胸怀倒是经常被用大海来形

容，可是，今天想和大家讨论的，

不是海的宽阔和辽远， 而是它的

深邃与幽静。与“海底针”一样的

女人心相比， 深似海的男人心更

值得说道。

一年多前读到一本歌手写的

书，可能称呼他歌手不太合适，说

是创作人更贴近他的身份。 现在

想来， 这根本就是一本不知所云

的书，那些细腻的心思，那些游移

不定的文字， 那些情绪波澜下藏

着的激烈情感，都让我联想到海。

海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 ，象

征着远方，意味着流浪，充满着想

象， 我在年轻时也写过许多关于

海的文字， 甚至在一篇关于海的

散文写完后， 都还没见过真正的

海是什么样子， 但这有什么奇怪

呢？少年脑海里单是对海的想象，

就足够他们写的了。

海是不属于某些中年男人

的。在海滩上，他们要么扭着肥硕

的腰，在海水里笨拙地扑腾，要么

披着浴巾， 在沙滩椅上不怀好意

地打量如过江之鲫的清凉美女 。

这样的时刻， 谁还会面向大海眺

望远方， 谁还能装出一副忧愁的

样子？ 如果这时候再把男人形容

成一片海，那也是一片浑浊的海、

疲惫的海以及叹息的海了。

可总还是有一些男人， 是忘

记不了海的。比如那个创作人，他

用文字掩藏着内心， 同时也用文

字打开了一条通往他内心大海的

通道，在这条通道里，海藻丛生，

涛声阵阵，鱼虾扰眼，搞不好就迷

了路。当男人们变得不再单纯、开

始难懂起来的时候， 他就成一片

海了， 可以让女人这艘船安静地

停泊，也可能让这艘船颠簸不停。

男人到了大叔的年龄，往往会

不经意间流露出和蔼可亲的样子，

貌似很宽容，显得很从容，但这只

是表面现象，只是被风轻拂着的大

海表面，在他的内心深处，风暴一

直在酝酿且永远不会停止。许多男

人的一生，他们内心深处的海变成

了死海，是因为他们让那场风暴平

息了， 也有的男人爆发了出来，那

将是极具破坏力的事情。

海有浅海和深海之分， 但在

表面上看来， 它们却是没有多大

区别的。男人也是，你能分清一个

男人内心的海有多深吗。 这是一

件有难度的工作。 有的女人和男

人相处了几年十几年， 都不会抵

达他内心的深海， 至于那片深海

里是充满冷意还是充满暖意 ，她

是无从知晓的。

男人拥有一片深海， 当然不

是用来养鱼的，更多时候，那里用

来盛放一个曾经的自己，忧郁的、

脆弱的、梦想的自己。他们甚至自

己都不知晓有这么一个地方 ，只

是在需要的时候， 在合适的时间

或空间里，让自己慢慢沉下去，一

直沉到海底，在那儿呼吸、沉睡或

审视自己。这个过程是茫然的、不

自知的，但醒来之后，他会有些许

与平时不一样的改变，那是因为，

它刚从海底穿越回来。

既然是海底， 难免会沉淀些

什么，一些旧相片，一段录影带，

一首歌之类，有的人少一些，零零

星星一点，有的人多一些，像个杂

货铺。在海底，一切都很安静，那

些存在于是也成了永恒。 不要指

望他们会将这些打捞上来， 这些

以记忆形态存储的东西， 不是泰

坦尼克，没有打捞的价值。

对于男人内心的海， 女人其

实不必担忧， 一般男人心里的海

都比较浅。深海不是没有，但很罕

见，女人如遇到，请谨慎航行。

（据《中国青年报》）

四十岁与生活和解

那天跟闺密谈到自己的近

况， 说平时日子里总是被一股一

股的抑郁突袭，好生烦恼。她一语

道破天机 ：“你不会是更年期了

吧。”我惊跳：“刚四十，开玩笑吧，

看那些香港四十岁的女明星们还

少女一样呢。不会不会 ！”但心里

知道那还是“很会”的。好在我是

一个豁达的人，也就“惊”了一小

会儿，便坦然了。

掐指算来， 如果人能活到八

十岁的话，过了四十，当然就要慢

慢地走下坡路了。好在，人真正到

了四十岁的时候，对这个“老”字，

已经不那么大惊小怪了。

看这个世界，眼睛竟然开始有

一点“花”。但那双心灵的眼睛，经

过这四十年的擦洗，总算是越来越

清晰了。慢慢地发现，很多事情，竟

然都不是你最初理解的那个样子。

小时候， 不费多大力气功课

就能名列前茅。久而久之，以为自

己很“聪明”。希望自己长大后做

一个科学家，穿着白大褂，拿着试

管晃啊晃的。 晃的是什么并不重

要， 重要的是那个令人艳羡的身

份。后来科学家自是没有做成，且

那种自以为的 “聪明” 像一个活

物， 寄居在我的身体里， 不肯安

分， 拼命塞给我一个我不愿接受

的礼物：痛苦。活在人群里，不要

说堕入社会底层， 不能脱颖而出

对我来说都是煎熬。

人聪明了， 难道不是得到好

日子比别人容易些吗？不是。聪明

是干什么用的？ 难道不是上帝造

你的时候心情好， 顺手给了你这

样一份给力的礼物吗？

“是让你解决难题时使的 。”

我的一位“聪慧”的女同学，在经

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 很笃

定地得出了这个结论。 聪明真是

靠不住的。环顾四周，那些比自己

聪明的，活得都比自己累；那些不

如自己聪明的，个个惬意轻松。

从小给自己的定位便是 “卓

尔不群 ”， 对自己一直是有要求

的。但到了四十岁的时候才发现：

那些“励志”的故事，不一定能原

样拷贝在自己身上。 尽管你把自

己能把握的那部分做到了极致 ，

但对于这个自然、 这个社会的整

体秩序而言， 我们了解的远没有

我们想象的那样多。

有一个故事， 讲一个算命先

生告诉客人： 你在四十岁之前的

人生很不顺。客人想：原来四十岁

之后才有希望呀。 结果算命先生

说：四十岁之后你就习惯了。

是的，我也习惯了。在四十岁

的时候， 已经顺利地跟生活达成

了和解。 我不会矫情地讲平平淡

淡才是真， 也不再不顾一切代价

去追求卓越。 我愿意慢慢地接近

生活的“真相”。无论怎样的人生，

真正决定我们每一个个体质量

的，是面对它时不同的态度而已。

不再把人区分为 “好人 ”和

“坏人”。每一个人，长成今天这个

样子，除了自己要负的责任，还有

他背后那股我们永远不能全部看

清的暗流：童年的经历、生存的群

体、所得的荣誉、所受的创伤……

我们甚至不敢断定这一切所占的

比例到底有多大。 对某些不受欢

迎的人，生出的是“悲哀”，或者是

“悲悯”。如果让人自己选择，谁也

不愿意自己长成那个样子。

年龄越长， 才发现自己懂得

的比自己想象的要少。 生活就像

那头大象，我们在黑暗中摸啊摸，

永远不敢说自己已经摸到了整体

的轮廓。但如果我们够用心，也许

可以无限接近那个“真相”。

娇艳的春花是美， 那静静飘

落的秋叶也是美。年轻是美，衰老

同样是美。一个自自然然的人，本

就应该活成一棵迎风摇摆的小

草，或者一棵静默的大树。在花开

花落、日月更替中，尽享生命的百

般滋味，并去接近那个“真相”。

（据《广州日报》）

天地君亲师

———趣谈对联中的尊师重教

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 古人在庙堂奉祀

的牌位上写着 “天地君亲

师”，老师占有一席；荀子将

“君师”并称，认为“国将兴，

必贵师而重傅。”韩愈说：“举

世不师，故道益离”，认为只

有尊师重道， 整个社会才能

按照 “道统” 的方向顺利发

展；苏轼说：“斯文有传，学者

有师”，阐述了教师对于发展

文化、 培养人才具有重要的

作用。儒家经典《白虎通义》

特别强调：“人有三尊， 君父

师是也。” 教师被列入与君、

父共同受尊敬的行列。 而这

种尊师重教的美德在历代的

对联里也闪现着灼灼之光。

书院尊师联

书院是我国私学教育发

展的高级形态，它既为社会培

养了很多人才，也对中国封建

社会中后期的教育发展产生

了一定的影响。儒家先师先贤

在书院享有相当高的地位。大

的书院里有道南祠、 依庸堂、

体圣堂、崇贤堂，甚至还有礼

圣殿、大成殿，俨然就是一座

小孔庙。随处悬挂的楹联也极

力烘托了这种师道尊严的气

氛。如山西灵石修身书院牌坊

联：“春风化雨恩浩荡；身教名

传德崇隆。”南京尊经书院联：

“立德立言立功，士先立志；有

猷有为有守，学必有师。”这些

联语高度强调了教师传授知

识的恩德和职能。

不少书院楹联具有这样

的特点， 其中含有尊师的典

故。如明万历二十二年，由巡

抚许孚远创建的福州共学书

院中的道南翼统祠有联：“坛

上弦歌思孔壁； 阶前雪色映

程门。”登封嵩阳书院立雪堂

有联：“九转金丹， 虚夸妙药

求方士；程门立雪，还似菁莪

育俊英。”这两副楹联都包含

有“程门立雪”的典故，其出

自 《宋史·杨时传》。“程门立

雪”与“子贡尊师”、“张良拜

师”、“魏照尊师”、“李世民教

子尊师”、“陆佃千里求师”、

“宋濂冒雪访师”等被后人引

申为尊师重道的范例。

长沙岳麓书院自北宋开

宝九年（

976

）正式创立以来，

历经宋、元、明、清各代，至清

光绪二十九年（

1903

）改为湖

南高等学堂， 尔后相继改为

湖南高等师范学校、 湖南公

立工业专门学校，

1926

年正

式定名湖南大学。历时千年，

弦歌不绝， 故世称 “千年学

府”。其讲堂侧门有一联：“陟

此峰颠，看湖浪湘波，总是源

头活水；拜兹堂上，仰贤关圣

域，无非心地严师。”贤关，进

仕途之门径。圣域，圣人之境

界。 明确指出要进入贤关圣

域，惟有经过“严师”导引。

文庙尊师联

春秋时的孔子， 被尊称

为“大成至圣先师”，是教育

界的祖师爷， 就连天下至尊

的皇帝，对其也要顶礼膜拜。

尊师重教不仅在民间百姓、

学生、士大夫中形成风尚，上

层统治阶级也是大力提倡，

并身体力行， 做出表率。当

然，统治阶级尊师在于重道，

即维护封建纲常伦理和统治

秩序。祭祀孔子，是历代朝廷

典章制度的重要内容， 也是

帝王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各

地都建有文庙或孔庙对他供

奉， 其中许多楹联也弘扬了

尊师重教的传统理念。 如河

北正定文庙大成殿是五代时

期的建筑， 刻有门联：“万世

尊崇称至圣； 千秋景仰奉先

师。”安徽舒城文庙大成殿有

联：“集群圣大成， 纵进化大

同，无非圣教；立万世师表，

仰尊严师道， 永育世人。”安

徽宿松县文庙大成殿悬联：

“欲洁风骚贻后代；愿存礼乐

事先生。”湖北公安县文庙悬

联：“何谓先师？立言语，论政

事，修文学，尚德行，因材以

施教；是为至圣，系《易辞》，

著 《春秋 》，删 《毛师 》，正礼

乐，斐然而成章。”

山西灵石县静升镇文庙

左殿悬联：“颜子四勿， 孟子

四端，君子修身树德参本；圣

人三省，贤人三鉴，庶人向善

从义敦行。”“颜子四勿” 是：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

勿言， 非礼勿动”；“孟子四

端” 是：“恻隐之心， 仁之端

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

让之心， 礼之端也； 是非之

心，智之端也。”孟子认为恻

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情

感是仁义礼智的萌芽， 仁义

礼智即来自这四种情感，故

称四端。“圣人三省”： 曾子

曰：“吾日三省吾身。 为人谋

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

乎 ？ 传不习乎 ？”； “贤人三

鉴”：荀悦《申鉴》载：“君子有

三鉴，鉴乎古，鉴乎人，鉴乎

镜。”唐太宗进一步阐释：“人

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古为

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

明得失。”此联具体树立起向

先师学习的几个标杆， 进一

步深化了尊师的思想内涵。

现代尊师联

著名散文家朱自清先生

在清华大学任教多年，

51

岁

时积劳成疾不幸逝世， 许德

珩为他撰写了一副挽联：“教

书三十年，一面教，一面学，

向时代学，向青年学，生能如

斯，君诚健者；生存五一载，

愈艰苦，愈奋斗，与丑恶斗，

与暴力斗，死而后已，我哭斯

人。”此联概括了朱自清一生

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不向

恶势力低头的高洁品格。

现代人创作的许多楹联

中也表现了尊师重教主题。

如“一片赤诚两鬓白发，三十

年殚精竭虑， 送走青春无数

岁月；百株粉笔千颗银烛，亿

万字忘食废寝， 迎来桃李满

园芬芳。” 有赞颂语文老师

的：“妙笔生辉作文本上洒心

血； 忠诚可鉴心灵深处勤耕

耘。”有称颂数学老师的：“指

数函数， 对数函数， 三角函

数， 数数含辛茹苦； 平行直

线，交叉直线，异面直线，线

线意切情深。”有表扬理化老

师的：“量杯量筒怎能量老师

情意； 曲尺直尺何可测先生

胸怀。” 还有一联构思奇巧，

“镶嵌”一到十数字，详尽表

现了教师的勤奋辛苦、 敬业

爱岗：“一支粉笔两袖清风，

三尺讲台四季晴雨， 加上五

脏六腑七嘴八舌九思十想，

教必有方， 滴滴汗水诚滋桃

李满天下； 十卷诗赋九章勾

股，八索文思七纬地理，连同

六艺五经四书三字两雅一

心，诲人不倦，点点心血勤育

英才泽神州。”此联虽然近似

文字游戏， 但寄托了人们对

教师职业的崇高敬意。

（据《西安晚报》）

点亮心灵之灯

我每次伸手扭亮床头那盏还飘

散清悠降香的黄花梨台灯，我凝视着

这香气依旧，色泽深沉的台灯，眼睛

忽然湿润了。那如烟的往事有如潮水

一般汹涌而来，无尽的悲伤像浓雾一

样弥漫了我整个身心。

那是五年前， 我刚到乡下支教。

一天下午下课了， 学生们都回了家，

校园里空荡荡的， 只有校园里的树

木，风一吹，树叶飘飘然的在空中飞

舞，旋落，宛如我的心情，一半明快，

一半迷茫。

夕阳的余晖，慢慢地蹭透了安谧

的校园，操场、校舍、树木、小径……

一切都笼罩着凄迷的调子，带着些凉

薄的意味。独有一圃菊花的清香又飘

起，蓊蓊郁郁地开了一片花海，吹响

了秋日的讴歌。

散步在小径上的老女人是谁呢？

裹着个大披肩，腿脚好像有些不大利

索，但身材娇小，慈眉善目，她的眼睛

闪动着光芒，嘴角泛着微笑，从容而

淡定，绛色的夕阳映照着她苍白的面

庞，露出一丝的红润。晚风清拂，飘动

着她的头发也飘动着她的衣裳，轻盈

惬意，汇成了一曲无声的旋律！

她是谁呢？在做什么呢 ？只见她

频频弯腰，好像在拾些什么？哦，原来

在拾校园里的纸屑。她不像是学校的

清洁工人啊，她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独坐在夕阳里 ， 在朦胧的光影

中，我的心智却被眼前的这个女人牵

引着，奇怪，在这个偏远的山村，竟然

有这样优雅的女人，而且从温柔的笑

容中感受到热爱生活的味道，像秋日

一样的明净，充实。

带着这团迷惑，我询问了学校的

一些老教师，原来她是老知青，因为

是个读书人， 被派来学校当老师，但

她身体单薄，时常生病，村里的人们

都纷纷向她伸出了援助之手，在那个

特别困难的岁月里，都尽量从口里省

下一个鸡蛋，一块猪肉让孩子们给她

送去，村里有位老中医也时常开些中

药为她调养身子骨，村民们以这种淳

朴的爱哺育着她，她也是用细腻的爱

心点亮着村里每一个孩子，除了用她

渊博的知识，乐观的信念，去教育和

感染她的学生们，还把仅有的一点补

贴都给孩子们买学习用品了，教育出

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学生。

时光流转

,

岁月轮换，她接到了回

城的通知， 孩子们和村民们含着眼泪

送一段又一段的山路， 她边走边坚定

地说：“孩子们，乡亲们，我的心属于这

儿， 这儿是我永远的牵挂， 我会回来

的。”当时只是以为她那是安慰孩子们

和村民们的话，哪知，她一退休，为了

当年的那个诺言， 为了当年孩子们期

盼的眼神，为了心中那份永远的牵挂，

她竟然抛开大城市优越的生活， 又回

到我们这个小山村的学校里义务为孩

子们教书， 还默默地用她微薄退休金

资助几个家庭困难的孩子上学……

就在这一刻，我深刻的感知到了

什么是生命中的追求和奉献。

周末我常常煲汤 ， 一个人喝不

完，就送一半到她那里去，暮色渐蓝

的窗口，我看见她正专注地侧着耳朵

聆听着什么， 脸上有种奇异的微笑，

“听”， 我听了一会儿，“什么？”“花开

的声音啊！”

原来，房后有个小花园，是她来了

以后稍微做了修整， 种满了各种各样

的花：太阳花、月季、海棠、幽兰、菊花，

还有一大挂的绿萝，在她精心护理下，

有许多花开得烂漫多姿。“我为什么听

不到呢？” 帮她缠毛线， 我自言自语。

“是啊！孩子，”她慈爱地拍了拍我的脸

颊，“粗心的人会失去许多乐趣的———

一个人能听到花开的声音是十分幸福

的，因为花开的那一刹那，会最充分地

绽放内秀和外表， 会给你带来一份难

得的惊喜和感动！”她一边织着小孩子

的袜子，一边笑着说。她的藤椅旁边放

着各种各样的毛线， 织好了送给班里

的学生，小孩子最怕脚丫子着凉，她说

闲着也是闲着。她优雅织袜子的姿态，

是多么祥和静美啊。

渐渐的，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

了， 她的脸色也一天比一天苍白。但

她还是那样的每天都给孩子们上课，

每个月都去邮局汇生活费给村里两

个贫困的大学生，捐款给绿色希望工

程……有一天下着雨，她执意要去看

望村里五保户胡奶奶， 我开车送她，

“天这么冷，又下着雨，改日再去不行

吗？”“孩子，我以前在村里插队时，村

里的乡亲们尽管家里穷，还是经常拿

出家里的东西帮助我， 有一年冬天，

胡奶奶来学校送鸡蛋给我时，见我穿

得少，就直接把身上刚买的大衣脱下

给我穿上，并说：天气冷了，别冻着。

一个人远离家人来到我们这个偏远

的山村，在生活方面有什么困难和我

讲。就是这件事情改变了我的一生的

看法，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接受

别人的帮助， 就要把爱心传递下去，

用自己的行动来帮助那些学习、生活

上需要帮助的人。胡奶奶的腿严重风

湿，我每隔两天都准时去为老人做针

灸理疗，减轻老人的痛苦。当年回城

是因为年迈的父母还需要我的照顾，

现在我身体虽然不好，但我想在我有

生之年， 多为村里的人做些事情。看

到孩子们学有所成，见到乡亲们日子

一天比一天好，我好幸福。”幸福感洋

溢在她苍白的脸上，也从心底画出美

丽的幽静之弧，又在幽静中蕴含无数

昼夜对孩子们无尽的牵挂。她的这种

幸福感，是深度的，是由内而外的一

种欢愉，是付出耕耘的一种收获。

这时，整个天空一片蔚蓝 。天上

只有一朵云，鸟儿在鸣啭，大白鹅高

昂着脖子欢快的叫着， 狗儿没有吠

叫，温驯地摇尾站着。孩子们长着鬓

毛的小脑袋，个个兴冲冲从院里飞快

地跑来，扑进她的怀里，她从兜里拿

出许多糖果慈祥地递给孩子们，一会

儿亲亲这个，一会儿抱抱那个。圆脸

的少妇从窗子里探出头来，看到我们

的到来， 笑了：“胡奶奶以为今天下

雨，您不会来了呢。”我随着她走进一

间小屋子，只见黝黑、精瘦的老人躺

在床边，花白头发上系着一条绣着黎

锦图案的小红点儿头巾，头巾下是已

经失去神采的眼睛，但老人的眼睛有

礼貌的笑着，布满皱纹的脸上堆着笑

容，像一朵花儿。

一天，夜很深，也很静。浅浅的月

光流进了校园， 风轻轻地梳理着树

枝，我刚从小镇归来，就听到她病重

的消息，急忙跑到她的屋子。只见她

还是那样优雅的躺在床上看着书，我

担忧地望着她，她微笑地拉着我坐在

她的身边：“我知道你会来的， 你看，

月儿还是那么明亮妩媚；花儿还是那

么静静的绽放……还有可爱的孩子

们欢乐的笑声， 因为有了这一切，我

每一天的心海都会有阳光暖照，用纯

洁的心去把爱传递给每一个需要帮

助的人。你会传递下去吗？”我潸然泪

下，心阵阵悸痛的连忙点头。她指着

书桌上的台灯说：“这是一盏心灵之

灯，一位老教师送给我的，是一个热

爱生活，献出自己热心的人，短暂的

一生如骄阳之壮烈。 现在传送于你，

虽然这盏灯很普通，但它微弱的灯光

可以渗透这黑夜，给莫测的黑夜添生

了眼睛———黑夜中闪烁的眼睛，希望

这双眼睛， 在你我他有限的生命里，

点亮心灵，点亮爱的方向。”一连几天，

我都在心底重温着“点亮心灵，点亮爱

的方向”这句话，想着她一生所做的点

点滴滴，我的心灵好像一湖清波，澄明

地映出了我生命的未来： 这是一盏心

灵的灯，点亮了我的方向，也点亮爱的

方向，把她的爱传递下去，帮助每一

个需要帮助的人，无论在海角还是在

天涯，只要有光的地方，就能幸福地

回忆起生命中美好的情景……

（据《海南日报》）

人 才 的 毛 病

众所周知，刘邦能成就伟业，得益

于善于用人。在总结成败得失时，他曾

有一番精辟的论述：“夫运筹策帷帐之

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

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

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

不如韩信 。此三者 ，皆人杰也 ，吾能用

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然而，无论是

以历史还是现实的眼光看，刘邦当时手

下的一帮人，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令人不

舒服的缺点和毛病，尽管“随（随何）陆

（陆贾）无武，绛（周勃）灌（灌婴）无文”，

但刘邦能够知人善任， 不拘一格地使

用，确乎不易。

对刘邦来说，张良的毛病在于 “不

忠”。张良出身韩国贵族，少负才名，有

弟死不葬、毁家纾难、重金购求壮士刺

秦为韩国报仇的壮举。不难想象，他是

不会把刘邦这个出身农门小户且兼具

一身土气和痞气的草莽英雄真正视为

同道的。张良真正追随的是被秦灭国的

韩王成，在韩王成被项羽所杀匡扶韩国

的理想破灭后， 出于为主报仇的义慨，

才投奔了刘邦。 张良对刘邦的忠和敬，

都是很有保留和限度的，即使在助其成

就帝业后，也是远离繁杂政务，与刘邦

保持一种疏离态度。 萧何也有毛病，就

是名望过高。当时，萧何坐镇关中，征发

兵卒，运送粮草，供应汉军；侍奉太子，

制定法令规章，建立宗庙秩序。有关事

项每次报呈刘邦，刘邦总是同意，允许

照办。即使来不及报告，萧何也可以根

据具体情况先行执行。 刘邦几次战役，

弃军逃跑，当时萧何若稍有二心，便可

置刘邦于死地。 可刘邦就是用人不疑，

没有半点戒心， 萧何每次都征发关中

兵，补足汉军缺额，刘邦也因此得以重

新振作，多次转危为安。

刘邦手下其他人，多有“不贤”的毛

病，典型的要数韩信和陈平。这两位股

肱之臣，都是从项羽处投奔而来，陈平

更是因在项羽处犯了重罪逃跑来的。此

前，韩信有胯下之辱的懦弱记录，陈平

有 “盗嫂 ”的劣迹 。但刘邦也是委以重

任。及至后来帝业将成，韩信居功自傲，

按兵不动，致使刘邦险些丧命，刘邦也

能不计前嫌，封其为齐王，指挥整个战

局。 陈平被委任为监护三军将校之后，

招致众将非议。刘邦反而提升他为护军

中尉，专门监督诸将。此后，方有陈平为

刘邦“六出奇计”夺取天下的伟业，他也

成为西汉安邦定国的著名谋臣。

成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 。对于

人才的重要性，即使寻常领导也心知肚

明，但为何韩信、陈平在项羽之处得不

到重用？为何古往今来总有“千里马易

得，伯乐难求”的哀叹？为何总有一边人

才闲置一边苦找人才的尴尬呢？原因在

于，对于领导而言，人才除了具有对自

己有用的才能外，他们往往还有“要价”

很高的利益需求，还要有合适的岗位和

条件才能发挥作用。人才往往还有着很

多性格和人品上的缺点， 如自命不凡、

好高骛远、放荡不羁等等，甚至有令时

人世俗难以容忍的怪诞行为。 而且，他

们也不是万能的， 在有一技之长的同

时，其他方面甚至很低能、很糟糕。往往

优点越明显，缺点也越明显。因此，善于

使用人才，不是仅仅具有一般性的认识

就能轻松做到，而是要求领导者必须具

有宏大的容才之量。

俗话说，“越是没有人才的地方，越

是压抑人才的地方。” 相对于人才的毛

病，领导者往往又是有“洁癖”的，在这

样的领导眼里也就没有了人才。一则思

想洁癖，希望别人都能和自己保持同样

的思想观点， 容不得有不同的议论，更

接受不了“异端邪说”。二则权威洁癖，

领导者容易爱面子重威严，难以接受逆

耳忠言，甚至担心别人功高盖主。刘邦

倒是经常被谋臣、部将指责的，有的甚

至言辞很激烈，但他都听进去了，也就

成就了千秋伟业。三则标准洁癖，就是

喜欢用一把尺子量人长短，须知人才并

不是一个模板刻出来的。 项羽也重人

才，但他重的都是和自己一样能征善战

的勇士。 四则道德洁癖，“非我族类，其

心必异”， 总用自己的是非观和价值准

则去审视人，因而那些道德失范、行为

失当、 言语失态的人便早早被打入冷

宫。这一点连刘邦也概莫能外，他一听

说郦食其这样他平生最不喜欢的儒生

来访，干脆泡起脚来，好好地轻薄了他

一回。在有洁癖的领导者面前，人才自

身的毛病往往会被放大。殊不知，在项

羽的败军丛中、枯骨堆里，又有多少如

陈平、韩信的大智大勇者，却被视为草

芥，终生不得所用。

英国管理学家德尼摩提出，凡事都

应有一个可安置的所在，一切都应在它

该在的地方。知人善任才能成就事业。唐

太宗在自己的著作《帝苑》中专门论述了

他的用人之道，“智者取其谋， 愚者取其

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

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主无弃

士，勿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

要想营造人才辈出的局面，还得从领导

者端正心态入手，用非常之道待非常之

人，在识才、用才、护才上多下点功夫。

（据《学习时报》）

人如青苇

水做的植物， 风一拨弄， 即发出窸窣的天

籁。这便是苇，青苇。

城市里看不到苇， 往乡野走， 夏日芦荡深

处，一滴水汽凝结的露珠，像一滴汗珠，从光洁

的苇叶上跌落。

那一年，三碗从乡下来。三碗是外婆的内侄，

从小就没有了爹，想在城里落脚，外婆收留了他。

三碗在城里待了十天，不习惯，要回到乡下。

三碗带我去乡下。 那个靠近黄海边上的小

村庄，四周是大片大片的青苇。三碗的家，房顶

是用苇片盖的，床上是用苇席铺的，门沿挂的是

遮阳、挡蚊虫的苇帘，从里屋往外看，筛下稀疏

的光影。 就是从那时起， 青苇便摇曳着我的童

年。以至于，一晃多少年过去了，我常梦见青苇，

梦见我和三碗，划着船，在荷叶田田的芦苇荡里

穿梭。

芦苇的青，是一种兀自的青。攥一把，一滴

一滴的青汁，沁在手心，有一种香。不知是谁说

过，每个人都是一株思想的芦苇，立在风中梳理

自己，我想起一些人，他们曾站在水边。

一株是孙犁，荷花淀里的那些芦苇，纵使被

割倒了，被捋成一片片，也会在那些水生女人们

的怀里跳跃，不一会儿工夫，“就编成了一大片。

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 也像坐在一片洁白

的云彩上。”

在孙犁笔下，苇是一种韧劲，一种柔美。“大

白皮和大头栽因为色白、高大，多用来织小花边

的炕席；正草因为有骨性，则多用来铺房、填房

碱；白毛子只有漂亮的外形，却只能当柴烧；假

皮织篮捉鱼用。”采浦台的苇，如果贴上标签，制

成凉席，摆到今天的商场、超市里去卖，指不定

有不少“苇丝”。

一株是汪曾祺，《沙家浜》里的苇叶，在春来

茶馆的窗后忽隐忽现。其实在写《受戒》时，汪曾

祺借小和尚明子和农家少女小英子划船经过的

芦苇荡 ，“听见船桨拨水的声音 ：‘哗———许 ！

哗———许！’”汩汩水声，似曾相识。等到若干年

后，贾平凹到常熟一游，不禁感慨唏嘘：“记住了

这片可能是中国最干净的水， 和水中浩浩荡荡

的芦苇。”

还有一株是德富芦花。 名字中嵌入苇的影

子，“带有泥巴的芦根处有小螃蟹在爬着。 在满

潮的时候， 一望无垠的芦花在水上映出倒影”；

“芦间不仅是鲻鱼、虎鱼、虾等愿意栖息的地方，

就是苍鹭、 鹬鸟等也把这里当做隐身之所。”德

富芦花的文字，隔着纸页，是扑面入怀的自然和

乡野气息。

像青苇一样，秉性高洁的文人，擅长白描，

峰岫尽头是白云，笔力穷尽，平淡是真。

有时候， 摇曳的苇岸， 还是一片爱情处女

地。早先看琼瑶剧《在水一方》，“绿草苍苍，白雾

茫茫……”漫天芦花飞絮中，两个相爱的人，追

风嬉戏。当时不免痴想，哪一天，与一个人在苇

丛里携手而行？终不过是一场苇荡春梦。

夏日苇荡有一种遮蔽性， 它契合少年的心

思。乘一叶小舟，穿行在密密的苇丛中，隐韧的

青苇，被船头挤倒，又爬起，一个人的恣肆，只在

他的内心汩汩流淌。

那年秋天，从乡下回来。三碗的来信，接踵

而至， 我念给外婆听：“在我最苦闷、 彷徨的时

候，是您给了我帮助……经人介绍，我认识了邻

村的一个胖姑娘……冬天，要到海边去打苇，挣

些钱，把房子修了，把亲订了，新的生活才刚刚

开始……”三碗就像《人生》中的高加林，又像他

家房前屋后的一株青苇，一个回乡知青，不向命

运低头，又不得不面对现实。

许多人是苇，浸淫在自己的水边。有的人，跻

身密匝匝的芦荡深处，绿浪翻滚，涛声回荡着大

欣喜；有的人，只是孑然一丛，站在浅浅的水边，

那里面，也有鸟儿栖息、做窝带来的简单快乐。

以天空为背景，勾画着旺盛生长姿势。我仿佛

看到，青苇的根，鹰爪般四下里张开，紧攫膏泥。

那年的夏天，我的记忆，满是风中摇曳的青苇。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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