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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三教同源

儒 家 的 中 心 思 想 是
啥？仁义。佛家的最高目
标是啥？虚无。道家的终
生追求是啥？清静。看似
玄乎的不得了，其实根本不
是那回事。清朝文人钱泳
《履园丛话》总结道：“今秀
才何尝讲仁义？和尚何尝
说虚无？道士何尝爱清
静？惟利之一字，实是三教
同源。”看看眼下大学里的
教授或寺庙里的和尚，跟从
前有啥两样？

328.蝎子太守

雍正初年，有一位官员
朝见皇上，不意帽中钻进一
只蝎子，咋弄也弄不出不
来，反被蝎子咬了一口，疼
得涕泪交加。雍正皇帝看
他表情奇怪，问其缘故。这
人叩头瞎编说：“臣忽然想
起先皇帝康熙深仁厚德，臣
家两代受恩，故涕泪交集
也。”雍正曰：“此人尚有良
心。”任命他做了某地太
守。后人称之为“蝎子太
守”。

329.微者无也

清代高考，准考证须描
述考生相貌。有一年，胡希
吕先生巡视江苏考务，常熟
县有一位考生准考证上填
有“微须（略有胡须）”，被拒
入考场。胡先生解释说：

“微者，无也（微须就是无
须，你为啥有胡子）。”考生
反问道：“孔子微服过宋，难
道是脱得精光？”胡先生想
想也是，只好让考生入场。

330.圣德厚重

桓玄是东晋的大将军
兼宰相，大权在握仍嫌不过
瘾，干脆逼着晋安帝下台，
自己做了皇帝。估计桓玄
身宽体胖，登基那天，一下
子竟把御座坐塌了。时任
中央办公厅主任（侍中）殷
仲文见新任皇帝十分尴尬，
马上拍马屁说：“圣德深厚，
不能载（皇上您德高望重，
御座承受不了）。”一席话说
得桓玄龙心大悦。

331.眼观六路

刘穆之是东晋末年有
名的政治家，官至尚书左仆
射（国务院总理）。史书记
载：“刘穆之总朝政，内外咨
禀，盈阶满室，目览辞讼，手
答笺书，耳行听受，口并酬
应，不相参涉。”大意是说，
刘总理办公室连台阶上都
摆着各部门的请示报告。
刘总理眼睛看着文件，挥笔
写着批复，耳朵听着汇报，
还不耽误与人交谈。

（老白）

一个文友妹妹喜欢给我打
电话，她热爱文字，舍不得放
弃，但每次聊到写东西这个话
题，她总是不停地叹息，说孩子
小需要照顾。工作太忙，在外
面累了一天，回家总想早点休
息。到了周末，收拾完家务，又
想好好放松一下，哪有时间看
书，哪有时间写字？

我承认她说的都是事实，
一个在职场打拼的女人，总是
身兼多重角色，员工、妻子、母
亲和女儿等等，每个角色都不
轻松，要做些自己喜欢的事，的
确不容易，想找个偷懒的借口，
却是轻而易举。

我不由想起曾经在网上看
到的一则新闻：一个小伙子因
一起事故身体瘫痪，只有头会
转动，他不向命运屈服，用嘴咬
着筷子敲击键盘写出精美文
章。

那照片让我震撼：一个原
本应该生龙活虎的男孩，安静
地躺在床上，嘴里紧紧地叼着
一根筷子，吃力地敲打着键
盘。我们正常人打出 100 个
字，也许他也打不了 10个字，
可他硬是用这种不屈的姿势，
敲开了写作的大门。

配在照片下的那段文字，
更令人揪心：小伙子是某航空
工业管理学院的大学生。大二
那年暑假，他在自家房顶上帮
助父母晒豆子，不慎从3米多
高的房顶上栽了下来。经医院
全力抢救，虽然保住了性命，但
因高位截瘫，脖子以下再也不
能动弹。

小伙子不愿连累家人，他
想到了死，可四肢不能动，死也
死不成。这时，有好心的护士
和同学给他送来电脑，父亲做
了简单的支架来固定键盘，每
次打字时，家人把筷子放到他
嘴里，他用牙齿咬住，一下一下

“捣击”键盘。开始总是捣不
准，筷头也总是滑动，口腔都被
筷子戳烂了。父母心疼地站在
床前，筷子掉地上了，给他捡起
放到嘴里，牙齿咬得痛了，叫他
歇会儿再练。

他就这样坚持着，终于可
以熟练地打字和上网了。后
来，有家市级报纸刊登了他的
一篇短文，备受鼓舞的他，从此
一发不可收拾，至今已在北京
晚报、羊城晚报等全国30多家
报纸发表散文、随笔等 80 余
篇，10余万字。

这张照片被放到一家论坛
上，好多文友在下面评论，纷纷
表示“感动”和“敬佩”。

是啊，我们坐在电脑前，可
以十指如飞地敲击键盘时，有
人连一根可以活动的手指也没
有，却写出了那么多精美的文
章。相比之下，我们那点小挫
折算得了什么，又有什么理由
不继续努力呢？

从今天开始，不给自己找
借口，就是最大的进步。

感恩是人的天性，是与生俱
来的善良和淳朴。感恩是人性格
中的亮点，是生活中的常态。每
个初生的婴儿，都会发出嘹亮的
哭声，他不是惊惧世界，不是畏怕
苦难，而是知道母亲养育他的辛
苦而发出回应和安慰。相信每个
母亲听到孩子的第一声啼哭，都
会感到疲倦至极后的欣慰，感受
到做母亲的幸福和伟大，这是感
恩的力量，在母子之间自然激荡。

中国有句老话叫“滴水之恩
必当涌泉相报”，以形象的比喻来
说明感恩，以量化的形式来形容
感恩。施恩无大小，滴水之恩是
恩，倾力相助是恩，花费金钱牺牲
性命的恩情也是恩，都同样值得
称颂。恩情有很多种，养育之恩，
知遇之恩，启蒙之恩，授业之恩，
一饭之恩，雨泽之恩，救命之恩，
这些恩情都是弥足珍贵的，值得
永远铭记和回报。世上所有恩情
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很多爱交织
在一起形成的人间大爱。恩情不

一定是物质的，不一定是可见的，
给予物质上的帮助是恩，给与精
神上的鼓励也是恩，伸手相扶是
恩，雨露滋润也是恩。阳光的恩
情是照耀，树木的恩情是遮挡，大
地的恩情是承载，空气的恩情最
容易被忽视，却是世间万物最不
可或缺的生存必备。

我们同样还有一句老话叫
“施恩不求报”，这是从施恩者的
角度来说的，施恩的人不一定是
圣人君子，但必定是心怀善念的
人。善念就像一株植物，茁壮生
长在心中，当遇到有人需要帮助
的时候，善念便会开花，便会发出
醉人的芬芳。善念之花像所有的
花朵一样，并不需要回报，不会要
求你闻了香味之后送上几枚硬币
或者几斤粮食，只要你能够将芬
芳传播就行。施恩虽不求报，但
没有人愿意这种善念到此戛然而
止，从人类万物广义上来讲，施恩
还是求报的，求得发扬光大，这样
人类的善念才能累积，才能越来

越广泛，让更多的人受益。
感恩不是诗，找几个汉字押

个韵，表达一下内心的感情是浮
浅；感恩不是歌，或高亢或悠扬，
深情吟唱的感恩只会让人脸红；
感恩不是口号，举着拳头，声嘶
力竭地呼喊，即使地动山摇，也
掩饰不了其空洞和乏味；感恩更
不是几句漂亮话，话说得再漂
亮，也难挡虚情假意，以上这些
感恩都是浅薄而可笑的。感恩
真的不是仅仅说句感谢，不是永
远记住某人名字，不是要用多少
财物进行回报。感恩其实很简
单，你在接受施恩的同时，也把
恩情布施下去，自己既是个受恩
者，同时也是个施恩者。只有当
感恩遇到感恩，全人类都是感恩
的人，又都是在接受恩惠的人，
才能把感恩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才能让感恩的火焰烧掉诸如自
私、狭隘、妒忌等人类心理病菌，
才能让人类的情感永远健康永远
坦荡。

感恩是人性的亮点

不给自己
找借口

□张晓奔（河北巨鹿）

现在生活节奏很快，有时候
我感到自己像一个不停旋转的陀
螺，似乎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整
个人陷在忙碌的漩涡中。但现在
无论多忙，我总要挤点时间去陪
陪我的儿子、妻子和母亲。这在
以前是很难的事，而现在我却从
中体会到了这“三陪”的幸福。

儿子已上高三，学习压力陡
然增大。可过去的日子，我下班
后仍习惯在外面应酬。有一天我
喝完酒回家，已到夜晚十点，我要
睡觉，可儿子的作业还没做完。
我一时火大，大声责问他今晚忙
什么。儿子像一个吓坏的小鹿，
惊恐地看着我不知所措。原来儿
子碰到了几个难题，在等我回来
解决。可我已是半醉，云游九天
了，哪还能看清题目？第二天当
儿子带着没做完的作业去学校
时，酒醒的我感到了深深的忏
悔。是啊，妻子的工作很忙，忙得
顾不了家，而我呢，每天晚上在外
面忙那些无聊的应酬，难得有时
间在家里陪孩子。每次见了孩
子，我问的就是作业做好了吗，考
试得了几分，排在第几名，怎么考
得这么差呢，别人怎么就比你考
得好呢。有一次，老师让儿子写
一篇关于爸爸的作文，儿子写道：

“我最讨厌的就是他总问我这些
一千遍的问题，我希望他不要总
是往外跑，晚上别把我一个人扔
在家，希望他能够回家陪陪我！”
那一刻，我突然对孩子有了歉意，
是啊，儿子从小到大，我常把他独
自留在空荡荡的家里，他怎能不
孤单？正是儿子的这篇作文，让
我有了悔疚。现在，只要一下班
回家，我就会陪儿子一起复习功
课，家里又有了书香的味道。

妻子在单位总有忙不完的
事，她的情绪也总是起起伏伏。
一天我刚下班，她在我耳边又开
始唠叨，我没好气地向她发了火：

“是不是闲着无事想吵架？”见我
挑衅，她躲在一角偷偷抹泪。我
突然感到自己的粗暴无理。是
啊，妻子情绪不佳，想找我说说
话，可我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安慰
的话，我甚至连听她唠叨的耐心
也没有，更不用说陪她逛街、散步
了。自此以后，每天傍晚，我就牵
着她的手，陪她出去散散步、解解
闷。这种散步，是一种没有目的
地闲逛，有时候是到熙熙攘攘的
菜市场，看大妈和菜贩还价斗嘴；
有时候到桥头的夜市，看小媳妇
们怎样挑选针头线脑；有时候到
市区的广场，看伴着音乐翩翩起

舞的大妈大婶……现在我喜欢这
样陪着她没有目的地走，边走边
看，边走边谈，妻子很快从坏情绪
中走了出来，再苦再累也没有了
唠叨。

我的母亲今年70岁了，因为
不肯进城，她一直和乡下的二哥
住在一起。过去，母亲是不用陪
的，这几年，许是父亲去世的缘
故，母亲的脾气越来越大。那天，
二哥给我打电话说，一点小事情，
稍不如意，她也会发出火来。可
在我印象中，母亲不是这样的。
过去的母亲，全然不像二哥说的
这样。假日里，我决定回老家和
她好好谈谈。让我意外的是，当
母亲听说我要陪她好好谈谈，她
的脸上突然溢满了光彩。她问了
我最近工作生活情况，孩子学习
可好，工资拿到了多少，然后就是
村头张大爷去世、李二黑娶媳妇
的村里琐事，没想到，母亲一说起
来就唠叨个没完。我突然明白了
母亲火气大的原因。

其实，人到中年，多挤点时间
陪陪孩子、妻子和母亲，回家做好

“三陪”，并不是一件难事，难的是
我们太容易忽略亲人的感受，总
习惯以自我为中心，而忽视了家
人的需要和幸福。

回家做“三陪”

□谢祺相（江苏淮安）

□钱永广（安徽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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