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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感而万物生，这是中国古代
哲学的重要范畴。万物皆由交合化生
而来，有形万物产生新的个体，天地与
自然界万事万物都包罗于阴阳五行当
中。《黄帝内经素问》（简称《素问》）中
讲：“天有阴阳，地有阴阳，动静相召，
上下相邻，阴阳相错，而变有生。”在六
微旨大论中说：“天气下降，气流于地，
地气上升，气腾于天，故高下相召，升
降相应。相召、相邻、相错、相应，都是
指阴阳之相应互感召交合，是万物产
生变化的根源。”

天分星宿，地列山川，天象与地形
同日月星辰有着密切的联系。上有天
河，下有江河，长江黄河就是天地间的
一大血脉。人生在天地间，天人合
一。人体与天地相应，如天有阴阳，人
有夫妻，天有日月，人有二目，左太阳，
右月亮；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
行，金木水火土；人有五脏，心肝脾肺
肾。天干为十，人有十指；地支十二，
应人十二经络；天地间有山川河流、花
草树木，对应人骨骼血脉毛发。天地
万物都在对应人体的存在。一年冬至
一阳生，夏至一阴生，一日之内，子半
而阳生，午半而阴生。子时一阳发动
起肾而上交于心，降心火而下交于
肾。从中医的子午流注法来针灸、用
药，足以说明人体的气机升降是建立
在阴阳消长转化的基础上，用五行流
动生克制化法，达到阴阳平衡，人才不
会生病。

在《素问》中天地人一体，概括为：
五行、五方、五色、五味、五气、五脏、五
体，用以上对应人生。从五行、五方、
五色、五脏看对应关系进行阐述：东方
属木，青色对应人体肝，性为怒，因此
怒伤肝，酸入肝，不怒、不气，五行流通
肝病自愈；南方属火，在人为心，色红，
情为喜，喜伤心，喜极而成为失心疯，
古代“范进中举”即为一例，喜报而疯，
不可过热，热则心烦气躁；西方为金，
白色，在人为肺，情志为忧，忧伤肺，肺
恶寒，寒则病至；北方为水，在人为肾，
情态为恐，恐伤肾，在天为寒，肾受到
伤害，就从膀胱表现出来，于是便有屁
滚尿流之说，或吓得尿裤子的说辞；中
央为土，在体为脾胃，脾胃是人体的后
勤部，脾为阴土，胃为阳土，一个是消
化输送，一个是储藏之仓。

要健康，一要注意饮食，二要活动
筋骨，三要情绪不激动，遇事不惊不
恐，不气不怒，提得起，放得下，还要注
意五劳所伤，不能久坐，久坐伤肉，久
视伤血，久卧伤气，久立伤肾，久行伤
筋。

因此，我们要从阴阳五行四时的
变化适应季节，不论衣食住行，顺从适
应，就不会生病，就如内经所讲：“知其
道者，法于阴阳，合于术数，饮食有节，
起居有律，不妄劳作，故能神与行居，
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所以，我们要
重视阴阳五行、五厅、五脏、十二宫对
人体的关系，还要修善积德，孝父母，
爱夫妻，以身作则，教育子女，和睦邻
里，除去怒、恨、怨、恼烦，才能免去祸
灾，健康身体。

宇宙大磁场与人体小磁场相互作
用，方向、方位五行功能一样，环境与
人体互为一体，天、地、人三和，顺吉避
凶，顺进逆止。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相
处，扶正祛邪，五行相生，人们才能平
安幸福，健康长寿。

作为一个有修养者，要具备较高
的道德，应具有天的博大、地的宽广、
雷的胆量、风的和蔼、水的谦虚、火的
热烈、山的意志、泽的洋溢，重道修德，
既不能骄傲自大，又不能斤斤计较，这
也是每一个走向成功者的基本准则。

走在依山傍水，清隽灵秀的束河
古镇，那错落有致的房屋，古老的油漆
木板门面，斑驳的青石巷子，无一不在
诉说着岁月留给它的沧桑与厚重，或
许每一块青石板下都藏着一个遥远而
神秘的故事。女儿说：“如此浪漫的意
境，陪在身边的似乎不应该是妈妈。”
我笑说：“你可以在若干年后，让你的
男朋友陪你再来一次。”女儿说：“到时
再来，一定要好好地住上一段，匆匆忙
忙，实在是辜负了此等美景。”是啊，如
此安静的古朴镇子，时间仿佛已静止，
走马观花一游，实在是对它的一种亵
渎。

走进一间茶吧，温暖、安静的老
歌，极其符合我的心境，许是老了，总
是喜欢一些怀旧的东西。我的思绪在
怀旧的旋律中飘飞，直至心碎。我仿
佛看到自己是那个坐在马车上的旧式
女子，穿着云南特有的民族服饰，一路

经过小镇，惊艳了我的心上人。古镇
的万古风情，飘摇的红灯笼和阳光，桥
下的流水和植物，都是那么的迷人，虽
然有着淡淡的忧伤。

女儿忽然说：“妈妈，如果能在这
镇上过一生，也挺好的。”真的好吗？
丽江的女子，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还沿
袭着“母系氏族”的习惯，不过我相信
自己能行，活了这么多年，从来也不是
男人的附庸。音乐声声，浮云悠悠。
哪一双手，是那预约的温情？哪一双
眼，是明眸善睐的知音？不去想，尽量
不去想，雁过寒潭，雁过而潭不留影。
此情此景，怎么不让人留恋沉醉？

如果不是时间的缘故，真想就这
样坐下，一直聆听，直到夕阳西下，直
到暮霭沉沉，直到曲终人散…… 然而
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梦境再美，我
们也无法将这份美好永远抓牢，我们
还是要回到现实中，导游在一遍遍催

促了。也许美好的总是有遗憾的吧，
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懂得留白才是美
的真谛。

人的知识永远是不完备的。他无
法知道一个地区或是一个时代，是否
就是空间和时间的全部。在这个意义
上讲，我们每个人都是井底之蛙，所不
同的只是栖息的这口井的直径大小而
已。每个人也都是可怜的夏虫，不可
语冰。于是，我们天生需要旅行。生
为夏虫是我们的宿命，但不是我们的
过错。在夏虫短暂的生涯中，我们可
以和命运做一个商量。尽可能地把这
口井掘得口径大一些，把时间和地理
的尺度拉得伸展一些。就算终于不可
能看到冰，夏虫也力所能及地面对无
瑕的水和渐渐刺骨的秋风，想象一下
冰的透明清澈与痛彻心扉的寒冷。

旅行，首先是一场体能的马拉
松，你需要提前做很多准备。依我片
面的经验，旅行的要紧物件有三种。
第一，当然是时间。人们常常以为旅
行最重要的前提是钱，于是就把攒钱
当成旅行的先决条件。其实，没有钱
或是只有少量的钱，也可以旅行。关
于这一点，只要你耐心搜集，就会找
到很多省钱的秘籍。如果把一个人
比作一辆车，驱动我们前行的汽油，
并不是金钱，而是时间。这个道理极
其简单，你的时间消耗完了，你任何
事都干不成了，还奢谈什么呢？或者
说，那时的旅行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地
心了。

第二种物件，就是放下忧愁。忧
愁是旅行的致命杀手，人无远虑，乃可
出行。忧愁是有分量的，一两忧愁可
以化作万朵秤砣，绊得你跌跌撞撞鼻
青脸肿。最常见的忧愁来自这样的思
维：把这笔旅游的钱省下来可以买多
少斤米，过多长时间丰衣足食的家常
日子。将满足口腹之欲的时间当作计
量单位，是曾经有用现在却不必坚定
的习惯。很多中国人一遇到新奇又需

要破费的事儿，马上把它折算成米面
开销，用粮食做万变不离其宗的度量
衡。积谷防饥本是美德，可什么事都
提到危及生命安全的高度来考虑，活
着就成了负担。谁若一意孤行去旅
行，就咒你将来基本的生存都要打折，
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流落街头……别怪
我说得凄惶，如果你打算做一些比较
破费的旅行，你一定会听到这一类的
谆谆告诫。迅即把诸事折合成大米
的计算公式，来自温饱没有满足的农
耕时代遗留下来的精神创伤。如果
你一定要把所有的钱，都攒起来用于
防患于未然，这是你的自由，别人无
法干涉。可你要明白，身体的生理机
能满足之后，就不必一味地再纠结于
脏腑。总是由着身体自言自语地说
那些饥饱的事儿，你就灭掉了自己去
看世界的可能性，一辈子只能在肚子
画出的半径中度过。这样的人生，在
温饱还没有解决的往昔，是不得已而
为之，甚至可能成为能优先活下来的
王牌。在今天，就有时过境迁过于迂
腐之感了。

第三种事儿，是活在身体的此时
此刻。此话怎讲？当下身体不错，就
可以出发，抬腿走就是，不必终日琢
磨以后心力衰竭的呕血和罹患癌症
的剧痛。我琢磨着自己还有能力挣
出些许以后治病的费用，我相信国家
的社会保障机制会越来越好。我捏
捏自己的胳膊腿，觉得它们尚能禁得
住摔打，目前爬高下低风餐露宿不在
话下。若我以后真是得了多少万元
人民币也医不好的重症，从容赴死就
是了，临死前想想自己身手矫健耳聪
目明时，也曾有过一番随心所欲的游
历，奄奄一息时的情绪，也许是自豪。

我是渐渐老迈的汽车，油料所剩
已然不多。我要精打细算，小心翼翼

地驱动它赶路。生命本是宇宙中的
一瓣微薄的睡莲，终有偃旗息鼓闭合
的那一天。在这之前，我一定要抓紧
时间，去看看这四野无序的大地，去
会一会英辈们残留下的废墟。

终于决定迈开脚步了，很多人有
个习惯，出远门之前，先拿出纸笔，把
自己要带的东西都一一列出……

所有这些，都十分必要。可有一
样东西，无论你到哪里，都不可须臾
离开。那就是——你可记得带上自
己的灵魂？

据说古老的印第安人有个习惯，
当他们的身体移动得太快的时候，会
停下脚步，安营扎寨，耐心等待自己
的灵魂前来追赶。有人说是三天一
停，有人说是七天一停，总之，人不能
一味走下去，要驻扎在行程的空隙
中，和灵魂会合。灵魂似乎是个身负
重担或是手脚不利落的弱者，慢吞吞
地经常掉队。你走得快了，它就跟不
上趟。我觉得此说法最有意义的部
分，是证明在旅行中，我们的身体和灵
魂是不同步的，是分离分裂的。而一
次绝佳的旅行，自然是身体和灵魂高
度协调一致，生死相依。

出发时，悄声提醒，背囊里务必
记得安放下你的灵魂。它轻到没有
一丝分量，也不占一寸地方，但重要
性远胜过 GPS。饥饿时是你的面包，
危机时助你涉险过关。

你欢歌笑语时，它也无声扮出
欢颜。你捶胸顿足时，它也滴泪悲
愤……灵魂就算不能像烛火一样照
耀着我们的行程，起码也要同甘共
苦地跟在后面，不离不弃，不能干三
天停一天地磨洋工。否则，我们就
是一具飘飘荡荡的躯壳在蹒跚，敲
一敲，发出空洞的回音，仿佛千年前
枯萎的胡杨。

灵魂

□毕淑敏

束河古镇情 □梁秋红

五行与
人生随谈

□李桂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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