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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先读为快

受皇上赏识亦须付出成
本。北宋宰相卢多逊曾深受
宋太祖信任。卢宰相嘱咐宫
中：皇上欲取啥书，须提前通
知卢。只要皇上欲读之书，卢
多逊都提前阅读。有时皇上
索书太急，卢氏只好通宵达旦
先期阅读。如此一来，皇上谈
及书中之人或事，卢多逊都能
对答如流，尽显其知识面极其
广博。后来，卢氏因过失流放
海南。

323.事事小心

清朝雍正治下，遍布耳
目，王公大臣都小心翼翼。王
云锦时任翰林院修撰（主管党
史办），一天早朝回家后，与几
位朋友打扑克（叶子戏）。打
了几盘，发现少了一张牌，咋
也找不到，只好聚在一起饮
酒。次日入朝，雍正皇帝问王
云锦：“昨天回家忙啥了？”王
据实以对。皇上挺满意，从袖
中取出一张牌说：“这张牌还
你吧！”

324.拜佛打佛

康熙初年，翰林院编修、
无锡人华亦祥随皇上赴北京
香山礼佛。当时香山有一位
禅师德高望重，康熙规规矩矩
上前施礼，此僧坦然接受。华
亦祥忍怒未发，待皇上走出寺
院，华氏返身持杖痛殴此僧并
骂曰：“尔何人，敢受天子拜
耶！”高僧曰：“皇上不是拜我，
是拜佛。”华氏亦曰：“我不是
打你，是打佛！”

325.油菜花开

康 熙 二 十 三 年（1684
年），皇上首次南巡至苏州，政
府机构办公依旧，没有组织欢
迎仪式，只是由巡抚汤斌陪同
皇上走访了几家百姓，游览了
拙政园。此后，康熙南巡当地
都会组织欢迎活动，皇上没再
阻止。康熙三十八年（1699
年），皇上第三次南巡，看到遍
地油菜花开，于是下轿至田旁
摘下一枝问：“此为何花？何
用？”陪同人员答曰：“油菜花，
打油用。”

326.怨声载道

乾隆年间，江苏巡抚陈文
恭严禁妇女入寺烧香，结果苏
州城外人烟稀少，轿夫、船家、
挑夫无以谋生。胡文伯管辖
苏州期间，禁开戏馆，结果怨
声载道。当时苏州城中戏馆
有数十家，养活百姓达数万人
之多。

烧香、看戏并不犯法，禁
之何益？当时有人写诗云：人
言荡子销金窟，我道贫民觅食
乡。 （老白）

对于当今的低头族，《悉达
多》不过是一本旧书。上世纪六
十年代曾经让美国的年轻人着
迷，那毕竟是半个世纪前的事
了。前些日子，儿子把它推荐给
我，没想到一打开就放不下，每
一卷都有惊喜。在人生的秋末
冬初，我终于明白张中行先生不
买书不存书的缘由——他自己
已经成为一座图书馆了。而我
近年的不读书，虽不是因为学富
五车，也是满目黄叶似旧识。《悉
达多》却让人耳目一新，又陌生
又熟悉。对于我这个老旧滑丝
的钢笔帽儿，更多的是清理和整
合，凸凹之间，丝丝入扣……

“人必须找到自我之内的源
泉，人必须拥有它，其他的一切
只是探索——是弯路与错误。”
每一个用心灵行走的人都会认
同这个观点。

“没有一个人能消除那永恒
的饥渴。”这实在是高估了芸芸
众生。活在当下，大家乐此不疲
地玩着钱和权的游戏，除了争抢
各色花帽，我们之中还有谁在心
灵的寂静中止不住地渴求生命
的真相和活着的意义？

“世界充满辛酸，生命即是
苦痛。”这是一句大实话，这本书
就是想借主人公悉达多穷其一
生不知疲倦地追寻，来解答生命
的意义，找到最终消除辛酸与苦
痛的方法。

悉达多是婆罗门贵族子弟
中的佼佼者，他为了寻找生命的
终极真相离家出走，成为苦修的
沙门，忍饥挨饿，任凭烈日暴晒，
雨雪淋浇。他匍匐在荆棘丛中，
试图弃绝自我，化为苍鹰，化为
石头，化为豺的尸体，借此逃脱
自我并融于万事万物、万千形态
之中。可结果并没有如愿以偿，
因为人只要一息尚存，就不可能
逃离自我。即便是佛祖达摩，也
不可能真正普度众生，“因为佛
陀的智慧和秘密（他了悟的瞬
间）不可传授，人必须要经验自
身”。

深知其中味的悉达多再次
投身滚滚红尘，凭借他学到的看
家本领——思想，等待，斋戒，在
世俗社会里如鱼得水。他师从
伽摩拉，经她介绍和提点，悉达
多结识了大商人伽摩湿瓦弥，饱
尝了爱情、财富和成功人士能够

享有的一切。可抵挡不住日复
一日的腐蚀和消磨，他从置身高
岸看浊流的灵魂高贵者，堕落到
放浪形骸、随波逐流的行尸走
肉，一旦清醒过来，便对自己产
生了极度的厌倦和恶心。悉达
多在痛苦与惊惧中落荒而逃，恨
不得杀死自己。就在他决定投
河的瞬间，清修时代的信仰拯救
了他。沉寂多日的灵魂之鸟开
始歌唱，心中泉源苏醒，悉达多
得以涅槃重生。

经历了尘俗生活的空虚与疯
狂，悉达多久久思索着自身的变化
——一个苦苦追寻人生真义的青
年变得老朽而丑陋，这让他彻底醒
悟，决心跟随得道高人老船夫学习
撑船，成为摆渡人。熬过与心爱之
人的死别，熬过与儿子的生离，悉
达多学会了倾听并听懂了河水的
话语，用一颗宁静的心灵，一种期
盼而又宽容的心境去倾听。滴水
入海，瞬间便是永恒。

赫尔曼·黑塞是诺贝尔文学
奖得主，他在这本书里融会了佛
教与道教等东方文化的精华，借
悉达多穷其一生地求索，寻求到
了消除痛苦与辛酸的人生奥义：

一个人必须深入自己的最深处，
才能抵达一种无止息的平安，一
种无懈可击的宁静。

记得多年前我曾经说过：一
个人的理想境界就是像麦子一
样活着，像大杨树一样活着。但
我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可
至少会有小麦在野、杨树在风的
时刻。哪怕一次次抵达，一次次
滑落，也要一次又一次地努力。
即便一次又一次被击败，也要在
对诸事万物的穿越中拥有幡然
醒悟的时日，让这一束束短暂的
天光青山丽水一样照亮我们的
生命。

超越是非善恶，活成一块大
石头，这个观点我不敢苟同。如
果没有了对真与善与天道大美的
深情，人的心灵不可能汩汩流淌，
遍历百川，开出温暖市井红尘的
花朵。

总之，对于风中落叶一样滚
来滚去不知所往的人来说，《悉达
多》最大的好，是让潜心读它的人
沉静下来，得以逃脱生命循环的
繁重与折磨，看见了青山夕阳，听
见了河水流动，闻见了百事万物
自带的芳香……

现如今都讲究自己的圈子，
比如：亲戚朋友，邻居老乡，同学
同事，这些都能组成一个圈子。
如果你没有圈子的话，说明你混
得不行，人缘不好，社会交际能
力太差了，甚至也可以说是一种
没有本事的表现。

所以，很多人生存的状态
就是在不停地扩大自己的圈
子，以此满足个人的利益。有
的人一直在苦苦追求圈子，或
者以加入某圈子为荣；有的人
费尽心力寻找入圈之门却无法
如愿，便郁郁寡欢一筹莫展；有
的人则主动出击，建立起了自
己的圈子。我有时在想，有了
一大帮朋友就够了，何必让一
种所谓的形式，把大家“圈”起
来呢？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属于

什么圈子，或者说自己需要什
么样的圈子，我只知道，人生能
得几知己便足矣。

很多人一直都在努力打造
各种圈子，就是有所图，比如共
同的爱好，共同的利益，或者共
同的目标。圈子是需要经营
的，但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圈子里面有机会，但也需要成
本，你不但要付出金钱和时间，
还要付出大量的精力。有圈子
你就会有压力，圈子多了，变大
了，生活的半径就越大，由此花
费的精力也就越多，真正属于
自己的空间就越小。如果你全
身心地打造“圈子”，就会发现
忙忙碌碌换来的是疲惫不堪，
最终也会失去自己。

圈子是一种非常势利的群

体，更多的时候，圈子是根据你
的能力划分的，你是什么样的
人，有什么样的地位，你才会进
入什么样的圈子里，差得太多，
你是无法融进去的。只有自己
优秀了，那些优秀的人才会自
然而然地来结交；自己成功了，
才能真正融入成功人的群体。
所谓圈子，很多时候是一种“交
换关系”。如果自己拥有的资
源不够多、你自身的条件不够
好，身处的“圈子”就会慢慢消
失。所以，不必把心思总是用
于如何建立圈子上，专心经营
自己，把自己修炼成一个优秀
的人，一个有价值的人，一个独
立的人，比什么都重要。

圈子也是有风险的，你加
入了这个圈子，可能你就要放

弃另一个。进入一个圈子，有
时候，还要站队，圈子里面也分
派系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
是西风压倒东风。你会从圈子
里获取你想得到的，圈子可以
得到共同的利益，但圈子一旦
破了，你也会被牵连，有人拉你
一把，同时你也会因为圈子被
别人踹上一脚。

平素喜欢交朋友，但对于
圈子，我是一直不敢有“非分”
之想的，我怕圈子，因为有了圈
子后，我怕被“圈”了进去。当
我们不自觉地进入圈子时，应
该多问问自己：“我到底是在做
什么，我想要的是什么？”朋友
无圈，有朋友就够了，不必再拉
一个圈，朋友可以交很多，圈子
还是应该要适时远离的。

好书《悉达多》
□曲令敏（河南平顶山）

朋友无圈
□张宏宇（江苏徐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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