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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王阳明
（5） ■文/张小康■文/度阴山

格物致知

王阳明大喜过望，把他在道教方面的造
诣和盘托出。道士一面听着一面频繁地点
头，这更激起了王阳明的表现欲。两人就那
么畅谈，直到东方发白，毫无倦意。

道士适时地止住王阳明的滔滔不绝，问
道：“你好像不是本地人，来此何干？”

王阳明“啊呀”一声，他总算想起来到南
昌是为了结婚，而洞房花烛夜就在昨天。他
跳了起来，和道士告别，很有些依依不舍的样
子。

道士却意味深长地对他说：“以后要保
重，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下一次我们见面，
你的人生将迎来转折点。”

王阳明对道士的讳莫如深不感兴趣，因
为凡是道士都有这样的怪癖，他只是问：“何
时能再见？”

道士笑了笑，伸出两根手指说：“二十年
后。”

王阳明向道士拜别，急如星火地跑回了
他老岳父诸养和的家。诸养和与他的家人和
下人们一夜无眠，新郎失踪几乎让诸养和绕
柱狂走。当王阳明气喘吁吁地出现在大门口
时，诸养和惊喜交集，王阳明不停地道歉。诸
养和也顾不上追问王阳明去了哪里、做了什
么，他现在只知道，这个女婿应该把新婚之夜
该做的事补上。

新婚之夜的失踪告诉我们的信息是：王
阳明对任何一件事只要痴迷起来，就会倾注
十二分的精力，这种使人震惊的热情让他在
每个领域都可以成为专家级人物。

戏剧性的新婚之夜失踪事件后，王阳明
又做了一件高度戏剧化的事——格竹子。它
是王阳明人生中最有趣味，同时也是王阳明
本人最苦闷的一件事，而起因则是王阳明和
大儒娄谅的见面。

1489年秋天，第一片黄叶飘落地面时，王
阳明带着他的老婆诸女士离开南昌回老家浙
江余姚。途经广信（江西上饶）时，他舍筏登

岸，拜访了居住在此的大理学家娄谅。娄谅
是吴与弼的高徒，喜欢佛道二家思想，深谙理
学三昧，善于静坐，并把静坐当成是步入理学
殿堂的敲门砖。

王阳明来拜访他时，他正在给他的弟子们
讲课，场面很大，足有几百人。王阳明确信自
己找到了真人，并希望娄谅能和他单独交谈。

这个时候的王阳明虽然也读了朱熹的很
多书，和大多数人一样都是应景，并未深钻。
他来向娄谅请教朱熹理学，实际上还是想得
到如何成为圣贤的答案。

他问娄谅：“如何做圣贤？”
娄谅自信满满地回答：“圣人是可以靠后

天学习而获取的。”
王阳明满心欢喜，因为这正是他一直以

来的认识。他问娄谅：“为万世开太平是不是
通往圣贤之路的捷径？”

娄谅大摇其头，险些把脑袋摇了下来，
说：“不是，绝对不是。你说的为万世开太平
是‘外王’，只有先‘内圣’了才能‘外王’。所
以要成为圣人，必须锻造自己，然后才能去做
圣人做的事。”

王阳明再问：“怎样才能成为内圣的人
呢？”

娄谅一字一字地回答：“格物致知。”
这是朱熹理学的治学方法，也是成为圣人

的方法：人在面对自己所不知的物时，要通过各
种方式（实践或书本知识）来把它搞明白。搞
明白一切事物的道理后，你就是圣人了。

王阳明表示谨遵娄谅教诲。娄谅告诉
他，人生要绝对严肃。王阳明回到浙江余姚
后就把从前嘻嘻哈哈的习气一举荡涤干净，
变成了不苟言笑的谦谦君子。娄谅又告诉
他，要刻苦读朱熹经典。王阳明回到余姚后
就苦读朱熹注解的“四书”。别人读“四书”只
是为了应付考试，王阳明却真是向里狠钻，不
但钻朱熹，还钻各种各样的理学大师们的著
作。娄谅还告诉他，一草一木都有道理，必须
要去格出来，王阳明于是就去格竹子了。

明日关注：王阳明格竹子事件

悬崖上测量数据

绕行至雅鲁藏布江，沿岸气候温
和，农产品种类丰富。从则拉宗往西的
竹麦村西去不远，是河谷地段。那里峡
谷悬崖多，牛、马、羊都不能从峡谷通
过。旧地图上这段雅鲁藏布江都是用
虚线绘出的。为了探索这段长约30公
里、人迹罕至的地段，指导员杨士举、余
炯和几位技术干部轻装走峡谷，其余人
员和牛马避开峡谷，走高山。

过竹麦不远，江面变窄，只有二三
十米，河床落差大，江流湍急，两岸全是
悬崖绝壁，羊肠小路也断了。唯一的路
是不知何年何人在悬岩上架了几段不
在一个水平高度上的独木栈道。高低
栈道连接处，有独木梯连通，只能一个
人单向在栈道上手扶悬崖绝壁一步一
步向前挪。另有一段路是在陡达五十
多度的光溜溜大石岩上凿有许多类似
脚印的浅坑，是通行要道。

这“要道”二十多米长，年代久了，
光滑的浅坑变成和脚板大小相近的斜
槽，而脚下一百多米是波涛汹涌的江
水，抬头望不见崖顶。只见随行的藏民
脱了鞋，轻巧而迅速地从斜槽上走过去
了。余炯未脱皮鞋在他的后面走，刚走
了几步，两脚便倒换不过来，不能前进，
也不能后退；硬鞋底在斜槽里打滑，双
脚挤在一个斜槽里发抖，随时都有掉进
江里的可能。正在这时，翻译洛隆泽看
见了，他大声呼喊藏民赶快搭手，他在
后面扶着，余炯这才一步一步胆战心惊
地过了斜槽。后面的队员见状，纷纷脱
去鞋，由藏民搀扶，一个接一个小心翼
翼地慢慢走过。大家站在原地大喘气，
惊魂未定，颇感后怕。

在测量和设计桥位时，测量队要根
据不同的条件，采用不同的方法。有时
在河面上架一道溜索，在溜索上系一块

木板，把人系在木板上测量河床的断面
和流速。有时是要把自己“悬挂”在悬
崖上。林作高和叶祖镕测量一处江水
中的纵断，手拉着系有铁锤的绳子，一
连在悬崖上卧伏数小时。从悬崖上下
来时，他们被太阳晒得头发昏，口渴得
连唾沫都吐不出来了。

一年多的踏勘途中，往往经过的地
方几十里路都没有人烟。余炯的队伍
睡过帐篷、民房、寺庙，也睡过岩穴、牛
棚、马厩。

从沙汀沿怒江北岸东去，有一段长
七十公里迂回曲折、人烟稀少的河谷。
江边两岸多系鸡爪地形和悬崖陡壁。
这天傍晚，他们来到江边山腰平地上的
丁根村。村里的头人和一些长者在村
口迎接他们，安排队员们在村里喇嘛寺
的客房歇息。

测量队已数月没有用酥油炒菜煮
茶了，翻译便托头人帮忙买点酥油。第
二天清晨，头人手托一个盘子，挨门挨
户地收酥油。半小时后，头人带着十几
个人到测量队，盘子里托着一块大约三
斤重的酥油，他面带惧色地说：“我们村
子人很少，牛也不多，这一点酥油是全
村百姓的敬意，太少了，请原谅。”

翻译把三块银元交给头人，对他
说：“谢谢乡亲们，我们是共产党的队
伍，买了酥油一定要付钱。”不料，这头
人却直往后退，不敢收银元。他担心解
放军嫌酥油少，给他找麻烦。余炯再三
讲明政策，最后，一位九十来岁的老人
代头人接过银元，双手捧着银元举到额
前，老泪纵横地说：“每次藏军经过这
里，不是抢夺摊派，就是烧杀，拿去的东
西从来不给分文。想不到会有你们这
样好的队伍。”

太阳缓缓升起，队员们又上路了。
村里的人扶老携幼到村口相送。

明日关注：制服“拦路虎”

我家先生周伯伯已经退休，
平时也不算一个爱赶潮流的人，
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到了这个时
候，他突然成了一位狂热的网购
达人。

记得三四年前的一天，我下
班回家，一进门就发现家里气氛
不同寻常，周伯伯异常欣喜地对
我说：“我在网上给你买了一件秋
衣！”我还没有从诧异中醒过来，
他就得意扬扬地说道，老友梁春
晓现在在阿里巴巴任职，阿里巴
巴是怎样的一个网购平台，上面
有好几亿个商家，好几百亿的商
品在上面卖。

就从那天起，我们家那位快
满60岁的周伯伯的网购生涯开始
了。那段时间我只要开车进出大
门，都会听到门卫大喊：“有你们家
的包裹！”那都是些什么东西啊！
一会儿是门铃，一会儿是电脑散
热架，周伯伯对这些小东西特别
中意，每次都买好几个拿来送人。

周伯伯在网上也买大件。女
儿家的所有电器全是他在网上搞
定的。最近他还在网上给女儿买
了苹果6，给自己买了三星S6，给
老妈买了三星 S5。只是他也有
失手的地方，最近常听他叫唤“糟
了，我买的港版S6好多软件无法
卸载，很耗电，电池一会儿就没电
了！”但网购达人周伯伯还是表
示，如果汽车4S店开到网上，他
的下一辆车一定在网上买。

（成商）

这些老人太厉害 下手网购比你我还凶

说到老年人，现在的年轻
人大多一脸鄙夷的表情：哎哟，
古板，老土，完全跟不上节奏。

其实呢？随着五六十岁新
老年的加入，现在新潮老人多
得很！只是他们每天都忙于自
己的乐子，没时间来反驳我们
这些“视野只有巴掌大一块”的
年轻人而已。

就说现在最盛行的网购，
老人们一个个也生猛得很。你
以为网购于他们是“害人”，殊
不知他们于网购却是“达人”。

说起我家的网购达人，竟然轮
不到我，而是我爸，一个六十多岁
的常被喊作“大爷”的人。

几年前，我刚开始淘宝时，他
还不明白网购是怎么回事，作为一
名传统而谨慎的老者，他总提醒
我：网上假货多，不要上当受骗
了！对我买回来的东西也是一副
质疑的态度：这都是什么东西嘛！

所以我也不清楚他到底是在
什么时候和网购结缘的。刚开始
学习时，他还经常咨询我，不知道
要怎么货比三家，也不知道如何筛
选。久而久之，竟自己摸索成了淘
宝忠实粉丝。

第一次给外孙买东西，是一辆
儿童滑板车，发现比商场便宜一半
后，我爸毅然决然地开始了网购之
路。家里常见的画面，就是他端坐
在电脑前，或捧着手机，投入地浏
览着淘宝页面。有一次，外孙的乌
龟玩偶丢了，我爸干脆地说：“没关
系！我给你在网上买一个！”于是，
几天之后，一个一模一样的乌龟送
到。现在我儿子也学精了，想要什
么就跑到外公面前说：“外公，你快
去网上给我买嘛。”

我爸还喜欢在网上买自己的
东西，便宜，是最主要的原因。所
以他经常买一些49元的运动鞋、30
多元的内衣套装回来。不过他的
体验是“很不错”、“很舒服”、“划得
着”，我们也不管他。购物这件事
吧，自己觉得开心就好。

小姨今年 57 岁，淘得一手好
宝。光这一项技能，就能把她亲
姐——我妈甩个十万八千里。

我是某年春节时发现小姨的
淘宝功力的。春节去小姨家玩，
忽然发现她家的零食全都升级换
代了。桌上的零食有种万国博览
会的丰富感，什么新疆巴旦木、泰
国椰子片、马来西亚芒果干……
产地之远，品类之多，在茶几上全
摆齐了。

很快，我就发现零食只是小姨
淘回来的小儿科。清明我妈回老
家扫墓，回来那晚跟我通话，内容
如下：你不是也经常淘宝吗？你小
姨在网上买了个双驱拖把，比我在
商场买的好用多了，轻巧还便宜，
你也去买一个嘛……买个拖把并

不稀奇，最让我惊讶的是我妈主动
让我淘宝的态度。她不是那个提
网购就色变，对网店产品一百个不
放心，坚决抵制我在网上购物的母
后大人么？

后来我搜索“双驱”“拖把”这
两个关键词，发现淘宝上岂止双驱
拖把，连四驱拖把都有了。只好给
小姨打电话，请教是哪家店的产
品。没想到小姨一副大包大揽的
架势，让我把邮寄地址给她，很快
一个双驱拖把就到了我家。自那
以后，我妈就和小姨结成了网购联
盟。我妈不会网购不要紧，只管嘱
咐她妹：“你发现什么好货都告诉
我一声，一起买。”这以后，我家的
网购产品渐渐多了起来，蚕丝被、
榨汁机、洗衣液……还有一款煮粥

用的“早餐神器”。
小姨以前的同事、小区里的阿

姨，都把她当作网购达人，请她帮
忙下单。

小姨的网购产品随着购买经
验的攀升也越来越贵越来越多，小
到茶几上的零嘴、大到抽油烟机、
燃气灶，甚至还买过一个冰柜。那
个冰柜花了她 800 元，卖家在北
京，走了好多天物流才到小姨家，
然后又给当地物流支付了几十元，
才搬到她三楼的家里。小姨一点
不嫌麻烦，神气地表态：“总比在商
场买便宜。”

网购多年，小姨自称已经有些
审美疲劳，“吃的用的，需要的不需
要的，都买过了，现在好像都没啥
子可以买的了。”

儿子想买东西就喊外公：
“快去网上给我买”

小到零食大到冰柜 网购得都审美疲劳了

女儿家的所有电器
全是周伯伯在网上搞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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