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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第一等事？”

随着年纪的增长，王阳明的心越来越野，越
来越让当时的人不能接受。1482年，王阳明的
父亲高中状元在北京获取官职。十一岁的王阳
明和爷爷王天叙从浙江余姚前往北京。途经镇
江时，王天叙被他在镇江的诗友挽留，一行人游
览金山寺。

游玩进入高潮时，有人提议以“金山寺”为名
作诗。大家都在冥思苦想时，王阳明已挥笔而
就，这首诗是这样的：“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
水底天；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

王天叙扬扬得意地把孙子的诗传给众人
看，这些诗友啧啧称奇。但有几人打翻了醋坛
子，议论说，这样的诗歌怎么可能是一个孩子所
作。王天叙显然听到了这样的议论，为了证明
他孙子的确有超人的才华，就让他们给王阳明
命题。

有人就指着金山寺的“蔽月山房”景点说：
“作一首如何？”

有人要拿笔墨纸砚给王阳明，王阳明拒绝
说：“不必。”还未等那人反应过来，他已脱口而
出，“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如月；若有人
眼大如天，还见山高月更圆。”

对诗歌稍有欣赏力的人就能发现，这首诗
语言虽然清新平凡，却呈现了一种非凡的艺术
观念，它的美几乎是浑然天成。

即使那些醋坛子也不得不发自肺腑地称
赞，这真是一首好诗。可王阳明却发出一声青
涩的冷笑，说道：“文章小事，何足挂齿！”

众人大惊。这些人一致认为，王阳明要么
是在玩清高，要么就是疯了，文章怎么是小事？
如果文章是小事，那王阳明心中的大事还能是
什么呢？这个问题在一年后有了答案。

1483年，王阳明在北京的私塾读书。有一天，
他一本正经地问老师：“何谓第一等事？”这话的意
思其实就是问，人生的终极价值到底是什么？

他的老师吃了一惊，从来没有学生问过他
这样的问题。他看了看王阳明，笑笑，又思考了
一会儿，才做出他自认为最完美的回答：“当然
是读书做大官啊。”这在当时的确是标准答案，

正如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发家致富是“第一等事”
一样，明帝国的知识分子们当然是以读朱熹理
学，通过八股考试，进入仕途为毕生理想。

王阳明显然对这个答案不满意，他看着老
师说：“我认为不是这样。”

老师不自然地“哦”了一声：“怎么，你还有
不同的看法？”

王阳明夸张地点头，说：“我以为第一等事
应是读书做圣贤。”

老师目瞪口呆，突然狂笑，然后对着王阳明
摇头：“孩子，你这第一等事可是太高了，哈哈。”

王阳明对老师的讥笑毫无反应，转身离
去。这件事后来传到王华的耳里，王华冷笑。
有一天，他看到王阳明在院子里望天，若有所
思，就笑着问他：“听说你要做圣贤？”

王阳明对父亲点了点头：“当然。”
王华大笑，说：“你把吹牛皮的功夫放到学

业上，该多好。”
王阳明有点恼怒，回问父亲：“圣贤怎么就

做不得，您和我老师都这样取笑我？”
王华收起笑容，质问儿子：“你懂什么叫圣

贤？”
王阳明像背书一样回答：“圣人就是那些为

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
开太平的人。”

王华说：“你虽然把北宋张载这段话背得很
扎实，但我告诉你，这是理想主义者的呓语，你
怎么就当真了！”

王阳明说：“孔子就是这样的圣人。”
王华正色道：“那是千年才出的一位圣人，

你怎么能比？”
王阳明反驳：“大家都是人，怎么不能比？”
的确，孔子出生时也不是圣人，是通过后天

努力把自己锻造成圣人的。按王阳明的见解，
大家都认为圣人不好做，只是因为被圣人的光
环吓唬住了，不敢去做，所以很多人都和圣人失
之交臂。他下定决心，自己绝不可以和圣人失
之交臂。

但是，做圣人的第一步该是什么呢？
明日关注：十五岁的王阳明单枪匹马挑战

蒙古人

“我们被解放了！”

“进藏第一房”是为昌都地区人民解
放委员会（简称“解委会”）的成立大会而
建的。当时，昌都地区有代表性的上层
人士约有两百人，加上部队的干部及工
作人员，预计出席成立大会的人员达三
百人左右。可寻遍昌都，哪里有这么大
的房子可用？

军侦察科科长李奋提出，昌都地处
森林区木材多，可以自己打土坯，抓紧
干，估计一个多月能建起一座可供三百
多人开会的礼堂。王贵说起六十年前盖

“进藏第一房”的经过，“饿着肚子干”的
火热场景仿佛还在眼前。侦察科全体人
员一边开展敌情、进军路线等调查工作，
一边盖房子。王贵笑着说：“一个多月
后，礼堂真的建好了，昌都地区人民解放
委员会的成立大会，就在这里如期举
行。”

就在“土礼堂”初见规模的时候，后
方补给终于运来了，断粮的日子结束
了。这天，司务长兴高采烈地向大家宣
布：“今天一共煮了 110斤大米（只有九
十多人），保证大家能吃得饱！”结果，大
米饭被吃得干干净净。这是战士们饿
了41天后吃的第一顿大米饭。1950年
12月27日，昌都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隆
重召开。会议宣布，废除向人民支派乌
拉差役的旧制度，豁免了1949年以前人
民“欠”旧政府的全部粮、款债，实施免
费医疗，开展兽疫防治，奖励开荒，指导
当地群众兴修水利，扶助工商贸易，发
放无息农业贷种、贷粮，兴办小学，放映
电影及培养民族干部。林田就是在如
此背景下，从十八军康藏筑路工地赶往
昌都的。

在途中的达格村时，林田遇到一个
藏族老乡家在摆酒请客，亲朋好友齐聚
一堂，欢欢乐乐。林田和名叫拉玛的妇
女聊天，她说：“我们被解放了，就像一

匹骡子被从背上卸下了沉重的盐袋子
一样轻松，真不知怎样感谢解放军才好
呀！”

她又讲到家里有两个男人——丈夫
和儿子，解放军渡江以前几次被藏军拉
去支乌拉，当“民兵”。为了不让家里的
两头牲口让“藏巴娃”（指藏军）拉走，只
好赶到高山上躲起来，她在山上看着马，
在树丛露天过夜。“今年过年大不相同
了。如果是以前，哪能这样聚在一起喝
酒快乐。”

3月2日林田一行人到达昌都。
初到昌都，林田住在江边一户藏民

家。房东把最好的房间让给他住，还找
来一个汉族老人做翻译。

林田在昌都九个月，绝大部分时间
是下基层。部队上雪山修路，他也随
部队上雪山，住在战士们的帐篷里，同
战士们一样吃野菜糌粑糊糊，半天采
访，半天到班里和战士们一起开山筑
路。

林田记录了一个连几个班的故事。
五班住在一个藏族老乡家里，房东有个
12岁的小儿子，叫泽鲁。每天战士们一
起床，他就拿小铲子送来一铲炭火，用干
牛粪帮忙把火生好。战士们出早操回来
时，老乡又在火上坐上一罐洗脸水。班
里战士们把泽鲁当成小弟弟。部队送来
的水果和糖，战士们都分给泽鲁一份，还
替他找来一顶军帽。

泽鲁整天围着战士们转。林田每次
跑步回来，一进门泽鲁就接过枪。晚点
名后，一听大门响，泽鲁就赶紧拿松明照
亮让战士们好上楼。过年时他家煮了羊
肉稀饭，首先给战士们送来一大罐。六
班的房东阿白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班
里每个战士的名字他都叫得上来。战士
们帮助他打麦子打到深夜，他送的东西，
战士们不吃，他生气地说：“谁不吃谁稀
稀拉拉（不好）的。”

明日关注：要在“世界屋脊”修路

妈妈是亲友中知名的媒婆，闲来没
事就喜欢替人说媒。她也不图什么，算
是一个小小的爱好吧。

三四年前的一天，她一个姓吴的老
姐妹来到我家，让老妈帮她儿子找个对
象。这吴大妈的儿子外号大牛，我见过
几次，长得人高马大，脾气暴躁还特别
大男子主义，三十好几了，谈过好几个
女朋友却没有一个谈成的。我心想，给
大牛介绍对象压力可不小，但老妈却爽
快地答应了。吴大妈走后，我有点不悦
地对老妈说：“大牛那德行，没有一个女
孩子能和他相处下去的！”妈妈微微一
笑说：“婚姻是要讲搭配的，你就看着
吧！”

此后，老妈不停地帮大牛物色适龄
的女孩子。后来终于找到一个，名叫小
丽，碰巧这小丽曾做过我半个多月的下
属，虽不至于姐妹情深，但我对她也算
略知一二。小丽性格内敛、脾气温和，
说话轻声细语，柔弱得不得了。我当即
反对，我对老妈说：“这哪成？小丽这么
柔弱的姑娘，嫁给那粗暴的大牛可怎么
过日子？”

“瞎说，我不会看错的！”老妈说着
就出去了，去撮合他们见面。下午，老
妈回来后告诉我，双方都很满意。过了
几个月，老妈告诉我，大牛和小丽结婚
了。过了一段时间，我渐渐忘记了这件
事……

前几天，我在商场里闲逛，不经意
地看到一对极不和谐的身影，男的五大
三粗，女的娇小玲珑，他们手拉着手慢
慢逛着，细一看，居然是大牛和小丽！
小丽似乎看中了一件衣服，进店去试穿
了。大牛则闷着个粗嗓门对老板娘

说：“我老婆穿那套应该也好看，两套全买了能便
宜多少呀……”小两口过得幸不幸福，不需要问
了。这么一个长得跟一头牛似的大男人，能够陪
着老婆在商场讨价还价买衣服，足以说明问题
了。

我没有和他们打招呼，但好奇心却一直跟着
我。回家后，我又佩服又纳闷地问老妈：“你怎么能
肯定他们会幸福呢？”

“这就要说到婚姻的搭配了！正因为大牛性格
比较暴躁，所以才给他找个性格温和、个子小巧的
姑娘去配他，如果强势配强势，大牛正好遇到对手

有了用武之地，家里会怎么样也就可想而知
了。像小丽这样的长相、这样的性格，大牛除
了疼爱她，几乎就做不了别的任何事情，连发
个火都发不起来！”讲到这里，妈妈笑笑说：

“其实，大牛结婚后整个人都变了，所有家务
都是他做的，每天下班回来再累都要下厨给
小丽做几个拿手好菜呢……”

太出人意料了！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以
柔克刚？看来老妈还真是个婚姻里的太极高
手呀，难怪她从一开始就信心满满地说，婚姻
是要讲搭配的！

同事请我媳妇化妆
今天同事问我：嫂子从事什么

工作？
我骄傲地回答：美容师！
同事：水平怎么样？
我：相当高，她能够把丑变成

美，而且能够掩盖任何缺陷，给人一
种大方得体的感受，客户没有不满
意的！

同事：我要结婚了，希望能请嫂
子给我未婚妻化妆。

我：真的不行！
同事：放心，价钱不是问题！
我：真的不行！
同事：就这么定了，她上班的地

方在哪？
我：殡仪馆。
童言无忌
●按惯例，家妈会带领孩子一

起收拾玩具，家妈：“宝贝，我们一起
来收积木，让积木回家吧。”小家伙
正色道：“收玩具很累呀！”

●家家和小朋友们在小区里玩
扭扭车时，下起了小雨，于是大家都
躲在屋檐下。其他小朋友又蹬到雨
里去，然后大人出去把小朋友拎回
来。家家在屋檐下看着被拎回来的
小朋友，嘿嘿地傻笑，然后怪腔怪调
地说：“嘿嘿，我没有下去。”

●晚上看书的时候，坐了好半
天的优优突然躺在沙发上，还大声
喊道，“哎呀！”我问：“怎么了？”优
优：“我没有电了。”

●宝宝自告奋勇，表演服务
员。她张罗了笔、纸，站到全家人面
前，一本正经地要求：“点菜、点菜
吧。”“点一个鲍鱼，”我说，“多大的
呀？”这个词对她来说是生疏的，不
过，宝宝似乎驾轻就熟，特别老练、
不慌不忙地答复：“一岁、一岁大的
呀。” (广日)

婚姻是讲搭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