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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长大就老了
■文/成龙 朱墨

知行合一王阳明
■文/度阴山

大把大把地花钱

直到今天，我身上的现金永远是五六
万。一是因为人穷惯了之后，有现金就觉
得有安全感。在香港的时候，钱包里面永
远保持10万港币，在美国就是三四万美金，
在北京就是保持人民币1万元，主要是我的钱
包人民币1万元就塞满了，如果塞得下，我也
会放人民币10万元；二是我不习惯用信用
卡。以前用信用卡不像现在这么简单，你
刷完之后就给你随便一签，那时候是要填
写一个完整的表格，什么名字啊地址啊还
有各种英文的内容，我一看就怕了。

美国人平时最多带 50美金在身上，
其他都是用信用卡的，看我这个阵势都会
吓住，可是谁让我不会填表呢？以后名气
越来越大了，很多人都知道我是谁了，刷
卡也就没那么麻烦了。现在我的信用卡
就是没有名字的，我不在卡片背面签字，
都是空的，反正大家都会相信我。

我喜欢热闹，任何时候吃饭都是一大
群人。房祖名好像还跟他的朋友讲过，说
自己从小到大就没有一家三口吃一顿饭
的印象，全部都是跟一群人。十几年前，
我每年请人吃饭大概就要花掉 1600 多
万。那时候经常有世界各地的朋友来香
港，我肯定会带着大家吃饭，吃完之后就
去卡拉OK唱歌，去夜总会喝酒，带朋友们
玩就要玩得尽兴，平均一天五六万是跑不
掉的。

有那么一年，我下定决心要省钱。每
天就跟朋友们说，今天就不跟你们吃饭
了。大家就说好啊，就各自撤了。结果大
家一走，我不知道该干什么了，就回公司
一个人剪剪片子啊，找一些事情做啊，以
为过了很久，一看表，时间还那么早。那
一年过得好辛苦啊，最后算一算，吃饭的
钱省了 800 多万。我就跟自己说，何必

呢？干吗这么委屈自己呢？打那之后就
再也不省了。

有一阵在北京，几家常去的餐厅吃烦
了，同事带我去一个越南小馆，我们七个
人点了一堆，最后结账是700多块，我说，

“好便宜啊！”
大家就说，大哥，这样一个小馆子700

多块哪里便宜。我就想自己平时请大家
吃饭，哪一顿都要好几万，也不看账单，就
直接签字。平时只要我晚上去会所跟人
开会，每天也都会请那里的工作人员吃宵
夜。这些都算我账上，怪不得娇姐曾经跟
我的朋友开玩笑，就希望我多开工，进了
剧组天天拍戏，不仅把请人吃饭的钱省下
来，还能够赚钱。

我喜欢送人礼物，答应要送谁什么都
会记得很清楚。十多年前，我想做一批自
己品牌的皮衣。从2000年开始，设计了
一年多，用最好的羊羔皮，在香港找不到
合适的地方做，就拿去日本做，当时做完
大概6000块港币一件，算是很贵了。那
批衣服做得很好，每一件都有编号和签
名，我就不舍得随便送人，而且送这个不
送那个，就会得罪人，所以我就决定一定
要送给特别的人。

刚好那段时间我到伦敦，看到羽毛球
队总教练李永波，当时大家都在赌拿了五
连冠要怎么样，我说我也加入，不用五连
冠，三连冠就每人送一件皮衣。结果最后
他们就拿了五连冠。我说话要算话，当时
他们在深圳参加一个活动，我就把皮衣全
部拿过去送给他们，自己也穿上，跟他们
一起上台唱《真心英雄》。

从没钱到有钱，从乱花钱到做慈善，
我也在一路成长。我不介意别人说我没文
化、暴发户，我自己也确实有过那样的阶
段，但现在懂得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了。

明日关注：当年我是怎么花钱的？

为什么是王阳明？

宿命论者认为，王阳明创建心学是苍天
注定的，因为他就不是凡人，有四件事可以证
明。

第一件事，王阳明在1472年出生前，他的
祖母梦到神仙从空中垂直降落，把怀中一个
婴儿交给他祖母，并且说，此子将来必能光大
你家门庭。他祖母从梦中醒来，王阳明降临
人间。为了纪念神仙乘云雾送子这个梦，王
阳明的爷爷王天叙给他起名为“王云”。第二
件事，王阳明直到四岁还不能讲话。有个和
尚就对他爷爷说：“好个孩儿，可惜道破。”他
爷爷王天叙猛然想起“王云”的“云”字，恍然
大悟，这是道破了天机啊，于是马上把的名字
由“王云”改成“王守仁”（王阳明是他成人后
自己取的号）。第三件事，1482年，王阳明在
镇江府金山寺的禅房里看到一位圆寂的和尚
和自己特别像，墙上的诗歌暗示，王阳明就是
这位和尚的转世。第四件事，1483年他和父
亲在北京城走路，一个道士对他父亲说，你这
孩子能跨灶（超越父亲）。他父亲很疑惑，我
已经是状元了，他难道是状元中的状元？道
士说，这正是此子奇异之处。

还有人说，王阳明天生睿智，但人类历史
上天生睿智的人太多。在王阳明身边就有湛
若水，在他之前，还有陈白沙。有人说，他始
终有成圣之志。但娄谅也有，陈白沙更有，
几乎所有的儒家思想家都有成圣之志。有
人说，王阳明多年以来积累了儒释道诸子
等百家知识，但陈白沙的知识积累比他要深
厚十倍，陈白沙十几岁就悟透佛道二教，而他
三十岁时才通佛道。最后，有人说，王阳明所
以创建心学，是因为经历了一次严酷的放逐
洗礼。

的确，人类历史上一个永恒的定律是：任
何一位伟大的圣贤都要经历过一番非比寻常
的困苦环境。摩西被放逐渺无人迹的沙漠，

才有了《摩西十诫》；耶稣在颠沛流离的传道
中悟得大道；穆罕默德在放逐地创建了伊斯
兰教；释迦牟尼放弃了王子养尊处优的生活，
到深山老林中度过艰苦的岁月，创建佛教。
这几个人的成功似乎告诉了我们一个人生哲
理：不经风雨，就不能见彩虹，逆境使人成长，
让人成熟。

但身处逆境就一定能有所作为吗？从古
到今，死在逆境中的人不胜枚举，何谈成就！

那么，到底为什么是王阳明？
至少一个因素必不可少。王阳明出身书

香门第，他本人衣食无忧，这让他有充足的条
件随心所欲。我们很容易就注意到一个问
题：但凡哲学家，出身贫苦的极少。

实际上，这种“事后追溯”意义并不大。
正如我们走在路上看到一起车祸，“事后追
溯”就是，我们马上思考自己怎么会看到这起
车祸的。你肯定能找到理由，如果你有耐心
追溯，就会发现在你出生的那一刻已注定了
你会看到这场车祸。

虽然王阳明具备的那些要素很重要，也
许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王阳明在“悟道”之前反
复琢磨的那两个问题：一个是朱熹的“格物致
知”，另一个则是圣人如何从困境中超越出
来。如果非要给“为什么是王阳明”安一个看
上去标准的答案，那么这个答案就应该在两
个问题里，它就是：圣人肯定不像朱熹所说的
去外面寻找存活下去的真理。用排除法，不
去外面找，自然就在心里找。所以，他修改了
朱熹对“格物致知”的解释。

于是，王阳明心学的宗旨无非就是，我们
心里的良知是应对万事万物的法宝，无须去
外部寻求任何帮助。

不过我们与其费力不讨好地寻找他创建
心学的能量，不如用心来学习如何获得这种
能量。这应该是王阳明的心愿，也应该是我
们的终身追求。

明日关注：新的朋友和新的敌人

大约在2008年的时候，网上
出现了一个叫“一起翻拍父母年
轻时候的照片”的活动，这个活
动影响不算大，大约有400多名
网友参加，发起人姓范，他发起
这个活动是为了和大家一起回
味父母年轻时的那个年代，提醒
同龄人珍惜青春。

但这个活动却取得了另一
个效果，就是从父母青春的照片
中，年轻的一代，开始检讨自己，
在物质丰富的时代，他们认为父
母在精神世界更为富有。“我们
这个时代的照片，太虚情假意”，

“器材的普及让记录和表达都显
得泛滥，硬盘里有太多照片，但
日后可能却找不出一张经典
的”。因此，这个微小的活动，居
然引起了多家媒体的报道。

到2010年7月，“咱妈她是个
美女，咱爸他是个帅哥”突然蹿
红，发起人只是一个普通网友。

这个活动到现在仍有网友参加，
晒出爸妈年轻时的照片。发起人
说，“当我看到自己母亲16岁的照
片时，就萌生了发起这个活动的念
头。在我们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一
定认为自己的妈妈是世界上最美
的妈妈，自己的爸爸也是最帅的
爸爸，现在也一样。因为我们都
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父母。”

和两年前“致青春”相比，这
次活动的发起人并不想让人们
去感叹“纯真年代已逝”，因为，

“一切的美好纯真和幸福都在回
忆里……所以，希望各位都不要去
伤感。珍惜现在，趁父母还在，好
好地孝敬他们，就像小时候一样，
大声告诉他们我们有多么爱他
们，告诉他们：在我们眼里，她永
远都是世界上最美的妈妈，他永
远都是世界上最帅的爸爸。”

不过，看照片不可能没有感
慨，父母的青春年华让大家都百

感交集。网友“小月”总结道：
“以前觉得长辈很老土，看了这
些照片后才发觉，自己玩的一切
父辈们其实早就玩过了，只是没
有告诉我们。可能我们处在了
一个资讯爆炸的年代，拍个照片
恨不得立即让全宇宙知道，但爆
炸本身又迅速把一切刷新掉。
反而是父辈们压箱底的陈年相
片，被我们翻出来，发出一个又
一个惊叹，而此时的父亲母亲，
笑而不语。”

晒照片多少是为了“显摆”，
而收获的赞美也让发照片的人
感到，那些平日看起来沉默寡言
的父亲、母亲，20多岁的时候，也
同样是那个时代的潮人。“他们
也曾年轻，我们也将老去。希望
三十年后，在这里也能看到咱儿
子闺女传咱们的照片，让我们的
模样也这样静静地存在于一个
角落里。” （成商）

我的父亲母亲 他们当年爱着的模样
爱情在任何时候都可

以被看见，它可以是一首
诗、一封信、一张照片、一首
歌曲……

有没有去翻过父母年轻
时的照片，或漂亮、或英俊，
让你自愧不如？有没有去打
听父母当年的爱情，一封又
一封的书信，流淌着的笔迹，
还能映出甜美？一代人有一
代人的表达方式，当年相爱
的两个人，相馆里拍张合影
就满足，如今的情侣须穿最
美婚纱摆齐POSE。

那时候爱上一个人不是
因为你有车有房，而是那天
下午阳光很好，你穿了一件
白衬衫。

“这辈子遇见你爸好像是上
天安排好的。”妈妈现在说起与爸
爸的姻缘，就像是回到了少女时
代。“1979年初，知识青年大返城
时，我被招工进了县建行。头天
体检完，第二天便到地区财贸干
校参加新员工上岗前培训。当我
挑着行李到培训学员所住的宿舍
楼下时，抬头第一个见到的人就
是你爸。”说到这儿，妈妈眼中闪
过一道我从未见过的神采，“你爸
当时倚在走廊的栏杆上，乌黑的
头发，好看的发型，那张刚刮过胡
子、轮廓分明的脸庞分外白皙。
蓝白相间的海魂衫，雪白的回力
球鞋。”妈妈意犹未尽继续她的怀
旧，“从见到你爸的那一刻起，我
就想，这个帅小伙，就是我的白马
王子。”

我的爸妈相识于1983年。那年
爸爸技校毕业到妈妈单位实习。爸
爸对妈妈一见钟情，随后展开猛烈的
爱情攻势。妈妈喜欢照相，爸爸就投
其所好，找朋友借来照相、冲洗的一
整套行头。每当星期天，天气晴好，
爸爸就邀请妈妈和她的那帮姐妹上
公园拍照。湘潭的大小公园都留有
她们的倩影。

他们的第一张合影，就是那时在
湘潭雨湖公园拍的。照片上的爸爸
略显紧张，手紧紧抓着妈妈的肩膀。
他们身后的夹竹桃开得很灿烂，一如
这两张年轻朝气的脸。

那时，天空是那么蓝，白云是那
么美。

在很多家庭里，常常都存放有许
多老照片。似乎我们每一人的成长
历程，都与摄影有脱不了的干系。

故事1

“这个帅小伙，就是我
的白马王子”

他们身后的夹竹桃开
得很灿烂

咱妈她是个美女，咱爸他是个帅哥故事2 故事3

“咱妈她是个美女，咱爸他是个帅哥”
活动中网友晒出父母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