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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一位亲戚的丧礼，死
者的儿媳最悲痛。哭诉中，方
知她觉得实在对不住逝去的公
公，十多年来，自己不尽孝老之
责，连丈夫尽孝也被她横加指
责。为了儿子家庭和睦，老人
只好独居旧房，靠捡些废品和
儿子偷偷给的钱物度日。

死者生前常来我家串门，
他向我诉了不少苦。一次，他
儿子买回两条鲤鱼，煮熟后就
切开半条送给老父。儿媳回
来，见有一条鱼儿不全，立刻意
识到是丈夫送给了公公，便钻
进公公房间，毫不留情地抢过
装有鱼的碗就往门外摔，公公
老泪纵横，三天不吃不喝险些
丧命。之后儿子再也不敢明着
给父亲送吃送喝了，只在背地
偷偷给些钱物。老父拄着拐杖
独自买菜做饭。不少人给这个
儿媳做思想工作，终无功而
返。公公去世后，儿媳才突然
良心发现，悲痛欲绝。

相形之下，我倍重亲情，
坚持厚养薄葬。我上有兄下
有弟，且都成家立业，父母年
迈需我们尽赡养义务，兄弟间
却因此有矛盾。我虽在单位
上班，收入却不多。哥弟做生
意，经济倒挺宽裕，可他们却
为赡养父母的事推来推去。

我提出母亲由我独自承担，父
亲由哥弟轮流照顾，他们这才
同意。可不出两年，问题就来
了，他们对父亲这瞧不顺眼那
看不顺眼，动不动就指责、辱
骂。父亲难过之极就往我家
跑，父亲哭诉，我心痛不已：父
亲把我们拉扯大，也老了，需
我们负起责任，为他们撑起一
片天，年少夫妻老来伴，父母
老了怕孤独，非常需要心灵慰
藉，而我们却人为让他们成

“牛郎积女”，真过意不去啊！
想到这些，我便决心再多吃些

亏也要让老爸过来生活，哥弟
知道后很高兴。父亲随我生
活，又能与老妈团圆，生活很
愉快。尽管这样，哥弟也没能
按要求兑现老人赡养费，我想
论理，又觉不妥，担心父母知
道后怕我们兄弟闹矛盾，心情
肯定不会好。就这样，父亲便
跟随我生活了二十多年直到85
岁去世。父亲的去世，哥弟悲
痛欲绝，提出厚葬父亲，我不同
意。我收入不多，但父亲生前
我尽到了责任。老人在世不理
睬，死了硬要装孝心，没意义。

哥弟无奈只好简单送走了父
亲。之后，哥弟或许懂得了亲
情的宝贵，也开始常来探望健
在的母亲了。

是的，亲情无价。拥有时，
我们却不懂珍惜，一旦失去了
便难以挽回了，儿女与父母间
的亲情更是如此。父母养大
了儿女，自己也开始慢慢走到
了人生尽头，子女若不及时尽
尊老养老责任，待他们去世了
才良心发现，再悲痛也无可挽
回了，只有独自默默承受良心
的谴责。

《世说新语》有“王戎识
李”的故事：王戎七岁时和小
朋友们一起玩耍，看见路边
有棵李子树结了很多李子，
枝条都被压弯了。小朋友们
竞相跑去摘，只有王戎没有
动。路人问他为什么不去，
他回答说：“树长在路边还有
这么多，李子一定是苦的。”
其他小孩子摘来一尝，果然
是这样。

李子树果实累累立路旁，
如此诱人如此芬芳，在这群小
朋友路过之前，还有很多人路
过。大多数人都看见了这满
树的李子，大多数人刚看见满

树的李子也曾欣喜若狂踊跃
争先，但是，因为李子是苦的，
大多数人最终“浅尝辄止”，因
此这满树的李子，在人来人往
的 路 边 才 能 得 以“ 硕 果 累
累”。没有尝到“苦果”的王
戎，不是未卜先知，不是无师
自通，其实不过是善于发现、
能够尊重“大多数人的聪明”！

通常人们会认为大多数人
的见识和选择很平庸。比如，
我们厌恶“从众”，喜欢“出
众”；比如，王安石的《伤仲永》
就说过不学习的神童方仲永：
最终落得“泯然众人矣”。

中年 以 后 重 读《世 说 新

语》才知道，“王戎识李”虽然
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故事，本
意却不是讲王戎比其他的小
朋友更聪明，而是讲王戎懂
得“大多数人的做法才是聪
明的”。《世说新语》没有把这
个故事放进“识鉴”类，也没
有归入“捷悟”类，而只是收
入做人“雅量”的一种，想来，

“见李不动”，是一种思考的
理性与智慧，更是一种建立
在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基础之
上、关于做人关于境界的修
养、雅量——试想，一点蝇头
小利当前，有人争先恐后不
管 不 顾 丑 态 百 出 心 里 像 抓

猫，有人是非在胸利害明了
岿然不动波澜不惊，谁更美
也更有风度呢？

“见李不动”，犹“见利不
动”。“利”字当头，请尊重大多
数人的聪明，而不必亲自撞一
回南墙才肯罢休。当大多数
人因为看透看清因为切身教
训而选择“不动”，我因为“大
多数人选择不动”而“不动”，
这样的“从众”，未必不是一种
智慧，也未必不是一种境界。
这样，或许会错过一枚“苦李
子”，却能享受到从容的风度、
不争的淡定、不被卷入裹挟的
安宁。

727.因袭旧俗

元帝国风雨飘摇之际，也有
人反思其中之原因。公元 1355
年元月，有大臣上疏元顺帝说：

“蒙古人是朝廷的中坚力量，应
该教之以礼。入主中原这些年
来，蒙古人拒绝汉族文化，沿袭
旧俗，家中死了人不守丧；父亲、
叔父、兄长死了，就将继母、婶婶、
嫂子收为己有……这些都会让后
世笑话。建议改革旧俗，行之以
礼。”元顺帝根本听不进去。

728.朱氏出山

公元1355年二月，起义军首
领刘福通眼看元军势力渐微，在
安徽亳州立韩林儿为皇帝，国号
为宋。接着又是建皇宫，又是自
任宰相，热热闹闹，视元朝皇帝跟
不存在一样。这期间，各地义军
独占一方，元朝政府对江南官吏
的任命无法执行，官员既没法赴
任，也没法调动。同年六月，又一
支义军揭竿而起，朱元璋头一次
出现在史书上。

729.上都被焚

都以为元上都（内蒙古锡林
郭勒）是元朝皇帝的老家，肯定固
若金汤，谁知道不堪一击。公元
1358 年十二月，以关先生、破头
潘为首的一股叛军出其不意，攻
破了元上都的城池，一把火烧了
皇宫，然后向沈阳方向流窜。从
此，元朝皇帝再也无法回到元上
都游玩。公元1359年十二月，另
一股起义军首领陈友谅以江州

（江西九江）为首都，立徐寿辉为
皇帝，号称汉王。不久，陈友谅杀
徐寿辉，自称皇帝，国号大汉。

730.内忧外患

元朝皇帝内外交困。公元
1360年底，拥有重兵的阳翟王阿
鲁辉帖木儿致信元顺帝：“我现在
屯兵于元大都（北京）附近。祖宗
把国家交给你，现在你弄得国土
丢失了大半；你若把国玺交给我，
看我怎么扭转眼下的局面！”元顺
帝回复：“谁当皇帝是老天定的，
你有胆就来试试！”遂命令枢密院
院长秃坚帖木儿率部队反击，结
果秃坚大败，干脆率残部跑到元
上都（内蒙古境内）去了。

731.痴迷佛法

公元1363年元月，四川以明
玉珍为首领的起义军建立大夏王
朝，明玉珍自任皇帝。与此同时，
元顺帝忙着调解蒙古将领之间的
纠纷；皇太子则埋头于佛法，整天
跟西藏和高丽的僧侣们交谈甚
欢。皇太子对周围人说：“俺老师
李好文先生教我儒学好多年，我
依旧弄不明白；跟高僧们谈论佛
法，一晚上啥都想通了。”

732.倭寇骚扰

元朝政府手忙脚乱之际，日
本人也趁机兴风作浪，不停地骚
扰东南沿海。公元1363年八月，
倭寇侵扰蓬州（今广东汕头境
内），守将刘暹奋起反击，将其击
溃。内地起义军之间也不消停，
同年八月，朱元璋的部队与号称
大汉的陈友谅部队交战，朱元璋
大获全胜，陈友谅战死。

（老白）

——与同学相约找安一峰医疗美容

活动内容：
◆两人同行，一人免单（凭本人学生证或准考证）

◆NC雾眉580元送手护 ◆正品玻尿酸惊爆价 799元
◆美瞳线380元送手护 ◆冰点脱毛五折优惠

活动期间进店均有精美礼品相送
活动时间：2017年6月15日-7月15日

地址：平顶山市中兴路与曙光街交叉口金健医院四楼 美丽热线：0375-2210666

珍惜亲情
□陶绍教（广西鹿寨）

“从众”的聪明
□张渤宁（湖北武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