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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关头，孙正义决定对董
事会的反对不管不顾，坚持拿出 1
亿日元资金建立起了数据网。孙
正义就是这样的人，他不会背叛
自己认准的事！除却数据网，孙
正义还创办了新的杂志，是关于
购物指南的《TAG》。

然而，让人大失所望的事情
发生了，这本新的杂志根本卖不出
去，甚至无人问津，为此，孙正义加
大了广告宣传，不只做电视广告，
就连电车的吊环上也贴满了广告，
却始终无法把《TAG》的销售额提
上来，公司只好再借贷 1亿日元的
资金弥补亏损。半年的时间，公司
全体上下出谋划策伤破脑筋，仍然
无法改善杂志业绩。孙正义只好
决定停刊，并主动承担起所有的责
任。到此时，孙正义亏欠债务已有
10亿日元之巨！

此时的孙正义，不得不站在
一 个 高 度 上 认 真 审 视 自 己 的 企
业 ，他 发 现 了 一 个 严 肃 的 问 题 。
曾经在整个软银崛起过程中立下
过汗马功劳的出版部，现在竟亏
损 2 亿多日元，成为亏损最为厉
害的部门！公司面临着极为困难
的处境，孙正义再也不能等闲视

之，到底哪儿出了问题？
孙正义迅速召开了公司内

部会议，就各部门盈亏情况以及
未来调整对策展开商讨。出乎孙
正义意料的是，会议上以大森康
彦为首的董事会全体成员竟然都
表示裁掉出版部，他们认为出版
部已经完全成为软银的累赘，难
再有所成绩，理当撤销。然而这
样的事情对于孙正义而言是无论
如何都办不到的，他对此坚定地
表态道：“我开会是让大家商量出
版部未来的发展之路，不是来听
这些的！”

孙正义越说越激动：“出版
部绝不可以撤销！它是我们自己
满腔热血地建立起来的，它花费
了我们太多的精力和热情，现在
又 怎 么 能 眼 睁 睁 看 着 它 被 遗 弃
呢？”

孙正义脑海里又浮现起当
初自己从零开始投入出版业时的
情景，曾经努力得来的结果怎么
忍心让它付诸流水呢？现在仅仅
是面临一些困难而已，况且这种
困难应该也不是无法解决的。他
始终有这样一种信念：数字信息
化时代即将到来，而正因此，出版

部更加不能丢下，因为出版业才
是信息传播的最重要的途径！

“我们要在出版部内部进行
改革，找出问题并加以修正，问题
一定是出在管理方法上的！”孙正
义接着再次重申自己的观点，“无
论如何不能放弃出版部！”

话说回来，孙正义这回也真
正感受到了来自债务的压力，10
亿日元啊，虽然一次次对自己说：

“不就是 10 亿日元吗，赚回来不
就得了？”然而又何曾真的有那么
容易？

孙正义仿佛又回到在伯克
利 上 学 时 候 研 究 专 利 发 明 的 时
代，天天想赚钱的点子。可是，他
现在心里一片烦乱，三天苦思冥
想后，仍旧没有一点头绪。

其实早在 1982 年的时候，日
本的中曾根康弘内阁曾进行过一
次临时答辩，主要一项举措就是
把日本的国有铁路、日本电信电
话公社实现民营化。其中的日本
电信电话公社在三年后的 1985年
成功变身为日本电信电话股份公
司（NTT）。孙正义意识到这项重
要的改革必然会造生出不小的商
机来。

新的改革必然会带来新的
产业动荡，顺应着改革的潮流，新
电电集团诞生了，这是一家旗下
包括第二电电、日本电信、日本高
速通信等的大民营公司，它的崛
起，直接颠覆了电信行业 NTT 一
家独大的场面。

就在这个时候，孙正义遇到
了又一位生命中的贵人——新日

本工贩的大久保秀夫。
大久保秀夫也是一个历经

坎坷的人，他曾经想当律师，却遭
到屡次的失败，后来决心转行投
身商界，创立了新日本工贩公司，
经营电话机、传真机等的销售生
意。其实孙正义和大久保秀夫一
直有着生意上的往来，只不过两
人之前从未见过面而已，大久保
秀夫的新日本工贩一直从孙正义
的软银购买软件。

两人的初次见面颇具戏剧
性。起初约好在新日本工贩位于
东京涩谷的总公司见面，孙正义
因为堵车迟到了将近 40 分钟，所
以给大久保秀夫的第一印象就是
时间观念差。而孙正义来到之后
单刀直入的说话方式更是令对方
大感吃惊。他说：“希望贵公司继
续在软银购买软件。”

孙正义顿了顿，继续说道：
“大久保先生，现在是属于你我的
时代，只有咱们互相信赖互相依
存，才能把握好这大好的时机，干
出一番事业来啊！”孙正义简洁但
有力的话语使得大久保秀夫感觉
精神一振，先前由于迟到而对孙
正义产生的消极印象全然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赏识与佩服。
大久保秀夫觉得孙正义有胆识、
有魄力，心里自然有了好感。

与此同时，孙正义秉持着一
定要使软银出版部扭亏为盈的信
念，自己出马担任了出版部的部
长，事无巨细地狠抓起出版部里
的事务。

这时出版部的基本情况是：
除 了 由 桥 本 五 郎 负 责 主 办 的 杂
志《Oh！PC》有所盈余，还有另
外 一 本 收 支 几 乎 平 衡 的 杂 志 以
外 ，剩 下 的 六 本 全 部 大 幅 亏 损 。
孙正义当着全体出版部的成员说
道：“大家好好考虑考虑问题究竟
出在哪里，要是亏损的问题得不
到解决，只能停刊了！”

“咱们办企业不就是为了盈
利吗？可是现在呢？赤字问题无
法消除的话，也只能裁人了。”孙
正义的一番话使得全体员工不寒
而栗。

桥本五郎无法接受孙正义
裁人的观点，情绪激动地回应道：

“大家都在卖力地工作，至于问题
出在哪儿，现在大家谁都不清楚，
可是所有人都是兢兢业业，谁也
没有偷奸耍滑，我实在不能接受

你裁员的命令！”
桥本五郎的回答也使得孙正

义微微震惊，因为在他以往的印
象里，桥本五郎是一个唯命是从埋
头苦干的角色，现在看样子确实是
对自己裁员的观点有所不满。

“ 好 家 伙 ，还 有 点 儿 脾 气
啊。”孙正义心想，并且对桥本五
郎有了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

“你说得对，从我病愈出院
回来，我也看到了大家的努力，现
在出版部成了这副光景，难道我
乐意吗？出版部就像我自己的孩
子一样，你明白吗？有哪个父亲
会讨厌自己的孩子呢？”

“如果说你把出版部当孩子
看待，我又如何没把《Oh！PC》当
孩子看呢？”

桥本五郎说完这句话后便转
身招呼了其他员工一起向外走去，
孙正义是一个识大体的人，他知道
大伙都是在气头上，况且都是为了
出版部好才这样激烈地争辩，他马
上说道：“大家等一等，咱们今天是
商量解决问题的方法，又不是来吵
架的啊。是我态度不好，
我 向 你 们 道 歉 ，对 不 起
了，咱还得好好商量。” 35

连连 载载

最近与朋友在一起谈些人情世故方面
的内容。两天来，这两句话常常在我耳边响
起：第一句，用来形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
话，叫“人走茶凉”；另一句，用来形容人际关
系亲近适度的话，叫“距离产生美”。我想这
两句话，常常与人们生活交往息息相关，若
有个正确的认识，生活就会减少烦恼，人与
人之间也就增加美感。

人走茶凉的事很多，不论在官场、生意场
上还是在日常的生活里都会遇到的。比如有
些领导在职的时候，单位给他配了车和专职
司机，当时应该说跟司机是工作关系。而退
休后，办些事情什么的，还习惯叫原来的司机，
次数多了难免引起司机的抱怨和大家的议
论。有的说不应该，也有的听到议论却说人
走茶凉。不同的声音，反映出不同的看法。
仔细一想，人走茶凉是很正常的，你已经不在
位了，人家凭什么还一直听你招呼，影响他的
工作不说，其他退下来的领导怎么看？如果
纷纷效仿，单位岂不乱套了。另外还要理解
一点，当你寻求帮助、别人面露难色的时候，你
要从客观条件和自身问题找原因。不能动不
动就说，人走茶凉，你得宽容。退一步讲，人走
茶不凉，凭什么让别人给你一直热着？因认
识上的错位，你累，别人也累。人走茶凉，这是
人生经常要面对的问题，人走茶不凉，显然不
符合客观规律。南宋诗人张孝祥有句诗：“世
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也就是说，对世
态炎凉、人情世故等世道悟出个所以然来，不
管遇到什么情况，心里都会悠然自得。

距离产生美这个话题，人们交往就好比
种树一样，树与树之间要有合理的间距，太
密枝叶相挨，盘根错节，上夺阳光，下争水
肥，最后都生长不好。人们生活中的许多事
情或明或暗地要求大家讲求距离，如人与人
之间走动得太少容易疏远，久而久之情谊淡
漠；而走得太近，也会像两棵挨得太近的树
一样相互排斥矛盾百出。在人的交往过程
中，许多成功和失败，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
要想得到一个朋友，你就去走近他；要想失
去一个朋友，你就无止境地靠近他。孔子主
张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应保持一定的距离，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说的就是
人们亲近与距离要适度的道理。汉朝韩婴
在《韩诗外传》中说：“与人以实，虽疏必密；
与人以虚，虽戚必疏。”意思是人们之间不在
于走得多近，而在于走得诚实。这个世界，
唯一最熟悉的人，只能是自己，无论与你什
么关系的人，在交往中过于密切并在对方跟
前一览无余，都是人生极大的忌讳。人类的
所有美感除了真诚感、实在感外，归根是那
种陌生感和遥远感，距离产生美。

不会的地方问老师，这是常识。老师知道的，自然
会讲给学生，比如 当年的孔子，收了学生的“束修”，老
人家对自己喜欢的、拿手的问题，还是很乐意回答的。

有一位叫林放的学生问“礼”的根本是什么，
孔子不但详细解释，还充分肯定林放问得好，夸他
一句“大哉问”。

那么，问的问题老师也不懂，怎么办呢？骂学
生。孔子就是这么干的。

挨“圣人”的骂，那个学生一定不好吧？
不是的。那位叫樊迟的学生，也在七十二贤，

按现在的说法，属于优秀学生。不但学习好，还掌
握了六艺中的“御”——赶马车的技术。

《论语》中记载，有一天，孔子就坐在樊迟赶的
马车上。老先生刚给一个学生讲过什么是“孝”，有
点儿兴奋，主动给樊迟说，孟孙问我什么是孝，我回
答他两个字：“无违”。

“‘无违’是什么意思呀？”因为樊迟听孔子讲
过，孝就是“色难”，现在又来个“无违”，樊迟不理
解，就问孔子。

孔子说：“父母活着的时候，要按礼侍奉他们；
父母去世后，要按礼埋葬他们、祭祀他们。”孔子这
样的回答，把问题的根本又归结于“礼”，讲“礼”是
孔子的强项。孔子虽然没有像对夸林放一样来一
句“大哉问”，对樊迟的这个问题还是相当满意的。

然而，还是这个樊迟，很想让老师教他怎么种庄
稼，去问孔子，老人家来了一句：“吾不如老农。”樊迟没
看出老师有点儿生气，想着老师可能没种过庄稼，但

说不定会种菜，就向老师请教种菜，孔子又来了一句：
“吾不如老圃。”读到这里，不知樊同学怎么想，我是被
孔子感动了，真是一位好老师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
不知。是知也。”教学生要做到，老人家自己先做到了，
孔子太伟大了，也太谦虚了。樊迟虽然没学到种庄稼
种菜的知识，但又一次见识了老师的谦虚，还是很满
足的，他走了，应该是高高兴兴地走了。

“小人也。”樊迟前脚出门，孔子就骂上了。樊
迟想不到，我也不理解，老师会骂学生是“小人”。
不会弄错吧？论语的确就是这么写的。这让我感
到困惑：如果孔子真的不懂种菜种庄稼，直说自己
不知道不就结了，如果他真的认为樊迟不问“礼”而
问“稼”问“圃”这样的问题很傻，当面讲给樊迟，他
也应该会接受的，那样多好啊。当面一套，背后又
一套，这不是圣人应有的作风啊。

《论语》是孔子的学生和学生的学生整理的，应
该没有经过孔子的审阅，否则，这话一定会删去。
然而，樊迟是应该参与其事的，因为他比孔子小 46
岁，在孔子的七十二贤中，算是年轻的了。还有一
点，就是在马车上的对话，只有他们两个，那些话，
樊迟不说，别人就不知道，所以说，樊迟应该参与了

《论语》的编写。如果是这样，樊迟是认可孔子对自
己的评价的。但是，为什么不当着樊迟的面把话讲
清楚呢？以至白纸黑字，传了 2000多年，成了铁证。

我想，孔子说自己不如老农、不如老圃不是真心
话。孔子的爷爷为避难从宋国跑到鲁国，算是个移
民吧，又从小就没了父亲，成长的道路应该很艰辛，

用他自己的话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这些“鄙
事”里，少不了种粮食种菜，以解决温饱问题。对于

“人家咋着咱咋着”的庄稼活，以孔子的聪明，学会两
手应该不成问题。孔子并没有小看农民。对那两位
合伙种田（耦耕）的长沮、桀溺，虽然对孔子说了一些
讽刺话，但孔子还是表现出对他们的相当尊重。怎
么说，“农家”也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呀。

作为一个很有声望的老师，孔子不会把孩子连
同洗澡水一起泼出去，他解释了樊迟挨骂的原因：

“在上位者只要重视礼，老百姓就不敢不敬畏；在上
位者只要重视义，老百姓就不敢不服从；在上位的
人只要重视信，老百姓就不敢不用真心实情来对待
你。要是做到这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就会背着自
己的小孩来投奔，哪里用得着自己去种庄稼呢？”原
来只要讲究礼义忠信，就什么都有了，用不着去学
习种地种菜。樊迟的挨骂，是因为他的问题触动了
儒家唯我独尊的思想，他问了不该问的问题。按现
在的说法，跨了专业了。

提个跨专业的问题就要挨骂？是，骂还是轻
的。到了汉武帝，听信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意见，在教育中，把儒家以外的所有专业都砍了，
从那以后的 2000多年，很少有人问稼问圃了，对于一
个农业大国，真是不可思议。有了天灾人祸，总有人
背着孩子四处逃难，不过不是到那些所谓的“上好礼，
上好义，上好信”的理想国（这些地方根本就没有）。为
了活命，他们选择了投奔那些农业发达，懂得“稼”，懂得

“圃”，收成好的地方——吃饭总是最重要的。

济水，四渎走失的一个孩子

三伏三现的济水，你是四渎走失的一个孩子。
总让人想起潋滟的河水。想起摇曳的芦苇。一

株芦苇，就是一阕婉约的小令。丹顶鹤，在河边悠闲
地散步。脚步想怎么慢就怎么慢。水鸟的翅膀，接连
划伤几朵浪花。一千朵白莲开在河心，开成一大片莲
叶田田的诗句，被时光悄悄摘下，珍藏。

总让人想起地穴式草房。想起石斧，弓箭，鱼
骨钩。女人们穿着兽皮裙，裸露着背，跳着原始的
舞蹈。她们丰沛的乳汁，正滴入婴儿的唇。

男人在丛林里，打猎。与随时降临的危险，对
视。时间如同流水，发出苍凉的涛声。古老的太
阳，照耀着大地上奔忙的头颅和四肢。

济水之滨，泥土的气息，一浪高过一浪。谷穗在
大风中成长。无数金黄的光芒，喷薄而出。

我看见，谁的汗水洒进了田里。谁用结满老茧
的双手，紧握这一生的植物。我听见，古老的陶罐
里，不老的泉水在飞。

“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是谁，
在济水岸边深情踏歌？她芬芳的歌声，划破水气迷蒙
的夜空。在玉川大地，为济水，写下浪漫的爱情。

就着这歌声，济水，身姿曼妙的济水，却在一天
天消瘦。最终，只留下几个地名，在历史里闪动。

如今，济渎庙的香火，依然旺盛。深彻的龙池，
高耸的封祀碑，仍在为我们奉上济水千年的高洁以
及万古悠悠的源头。

香岩寺

一道白光，从天而降。
大佛身披彩云脚踩莲花，从九万里红尘之外，

飘然来到。

暮鼓敲着斜阳，一朵一朵，在香岩峰顶次第开放。
梵音簌簌而下，像一粒粒清澈的鸟鸣，擦过我的额头。

大佛高坐峰巅。慈目，从香客的头顶穿过。看
天下熙熙天下攘攘。看苦与乐、爱与恨的因果轮
回。看枯枯荣荣。看色色空空。

大雄殿里。佛乐的缕缕清音，如潮水般洒
落。一炷香明明暗暗，袅娜着万物之间的是非因
缘。蒲团空着，木鱼也空着，好像许多事情刚刚从
身边过去，或者没有来临。

走近，大佛在那里。离开，大佛依然在那里。
在走近和离开之间，我们仿佛走过了平庸的一生。

一棵棵古树，令人仰望

苍茫。幽远。深邃。静默。
在济源，一棵棵古树，令人仰望。
从远古时代，到汉、唐、明、清，一棵棵树就站在

这里。站成了一部浩瀚的编年史。
济渎庙的将军柏，枝头浮动着汉代的明月。阳

台宫的龙凤柏，叶间漏下唐诗的神韵。大明寺里的
梭罗树，至今仍记起宋金对峙的战火。不老泉边的
银杏树，在淡看两千年前的风云。

一棵枣树死了，它仰望过的天空活着。一棵柿树
死了，他沐浴过的蟒河活着。一棵荆木死了，它扎根的
王屋山活着。一棵桑树死了，它托举着的奉仙观活着。

死去的只是时间。树绿色的梦，依然在那一根

根梁柱上，活着。
不管是几百年，还是几千年。不管是皂荚树，

还是红豆杉。从它们安静的身影里，我们都能嗅到
生命的清香。

在这种清香里，打坐。
我们能依稀看到，古树繁茂的春天。

东沟村的月亮

从王屋山的南坡下来，忽然听到了哗哗的水声。
是一条河，叫青萝河。像一个女孩的名字。
顺着弯弯绕绕的河水，往下游走。大大小小的

的棕色石，在河水中起伏。本来石头也是流动的，
不知谁喊了一声停，就成了现在的姿势。

潺潺流动的青萝河，真美。青青的芦苇，扭动
着腰肢。嬉闹的水草，荡着涟漪。钻天杨的树梢，
挑起一轮夕阳。一位老农，扛一把锄头，从山道上
缓步而下。他的脚边，一丛野菊花，开得正艳。

不知不觉，就进了一个山村。东沟村。
房屋很老了。黄土垛成的墙，木格子窗户，蓝

瓦苫的房顶。瓦上有深绿的苔藓。一棵棵瓦松，在
秋风中，颤动。

屋 檐 下 ，悬 着 几 串 老 玉 米 。 两 只 羊 卧 在 山 墙
边，反刍。霜畦吐寒菜，雨气和人烟。这莫非就是
岑参早年隐居的东溪居？

晚饭后，坐在千年皂荚树下，喝茶。用大号瓷
碗，喝卢仝的七碗茶。

喝着喝着，归巢的小鸟，就收了声。一条狗，叫
了好一阵子，才把东沟村的夜叫黑。

一切都显得安静。只有脚下的青萝河，还哗哗响着。
山中的寒气上来了。冻得皂荚树上的一轮秋

月，愈加皎洁。

这是一本教我们“慢下来”的图画书，也是让孩子理解“相对”的美妙启蒙。
在龟兔赛跑的故事中，小兔子领教了乌龟“慢也可以赢”的厉害。那

么这一次，在这样一个慢得超出了想象的国度里，小兔子又会领略到什
么呢？最快的火车要 1个月才到，点完菜 3个小时还没上，电影要演 11个
小时，100 亿年前的伟大古迹——透过所有这些慢得出奇的表象，我们会
有什么样的发现？书中的图画色调淡雅，运用了单一的彩色——黄色来
绘制，营造一种柔和、简洁、放松的氛围。平整的对称结构，地平线的大
量运用，给人一种空旷、缓慢的空间感。

这首先是一本大人应该认真去读的图画书。当我们大人心急火燎
地生活，对孩子是很难做到“慢下来”的，而孩子们又生活在大人主宰的
国度里。认真想想看，乌龟国其实也是孩子们的国度。每个孩子都是一
只小乌龟，他们不是慢，只是有自己的生长节奏。只有在这样的节奏里，
他们才会有更多的发现、更多的感受，更充分地领略自己的人生风景。

灯下漫笔

墨 棣

圣人的错骂

王 剑

济源，济源

新书架

王 宁

《到乌龟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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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闲品

茶凉与距离

舞台

为了学到更好的艺术，他不惜
远渡重洋出国求学，百老汇、红磨坊
等音乐之都留下过足迹。他的理想
是登上世界最高音乐殿堂。十年过
去了，他无功而返。回乡途中，却碰
到有外国人向他打听爷爷的住处
——原来是维也纳金色大厅来请爷
爷去表演马头琴。他突然明白：自
己的世界很大，舞台却很小。

明星妈妈

她从小没吃过妈妈一口奶。妈
妈曾是舞台上耀眼的明星、十几家著
名内衣品牌的代言人。为防止身体
变形，妈妈生下她后不用母乳喂养。
她从别人那里知道这些后，负气离家
出走并在外安家。多年后，妈妈寿
终，她才返回故里。收拾妈妈遗物
时，她意外发现了两样东西：一对义
乳和一张早期乳腺癌诊断书。

事实

幼儿园里正排演一部舞台剧。
一位扮演母鹿的母亲家长提出异议：
落后的小鹿倒在猎人枪下，母鹿回来
寻找也中弹倒下…这显然有悖事
实。幼教有些不服：我这作品得过奖
的！看着老师涨红的年轻脸庞，母亲
家长说：如果你做了妈妈，一定会同
意我的修改——母鹿装作受伤掩护
小鹿离开，自己被猎人射中……

违禁品

妮妮去参加偶像 Audy 的演唱
会，却被保安拦在门外，说检测出她
身上藏有金属违禁品。争执间，一个
刚下车的丽服女人走过来，近前时，
竟是 Audy！喜欢我的歌吗？喜欢！
今晚和我上台同唱一首歌好吗？妮
妮大惊，含泪点点头。Audy 牵着妮
妮的手走进场馆，附耳对妮妮说：知
道吗？我和你一样，也带着助听器。

越狱

为了日夜思念的母亲，他成功越
狱。他还有资本，可带母亲远走高
飞。连夜奔波到家，娘不在。他趁黑
在戏台下寻着娘。娘不看他，说，看
戏吧。戏台上演的《三娘教子》……
戏煞了，他热着脸说，娘我走了。娘
递过来一个油布包，里面是一卷油烙
馍。他们来过电话了，娘说。他走
后，娘去后台酬谢戏班子。

悟空

小祥从学校回来闷闷不乐，妈
问了半天，他才噘着嘴说：同学们都
说我姐是孙悟空！妈笑了：傻孩子，
人家跟你开玩笑呢！你姐咋会是孙
悟空呢？小祥从城里回来闷闷不
乐，妈问了半天，他才黑着脸说：我
姐就是孙悟空，我看见她围着根铁
棍跳舞呢！妈听完愣了半天，许久，
才撩起衣襟偷偷擦了下眼睛。

枪

他冲进去时，疑犯一家正在为
孩子过生日。孩子先看见他，欢叫：
叔叔，这是送给我的吗？他一愣，瞄
了眼手中枪，旋即答道：对对，送给
你的礼物。不过，子弹被我忘在商
店了，我这就去拿！他安排队友到
门外守候，自己飞奔到超市，买了把
仿真玩具枪……退休后，回想多年
前的这个故事，他颇为自得。

表演

妈妈带小明去新开放的野生动
物园。有马戏看吗？小明兴奋地问
妈 妈 。 有 ，一 定 有 ！ 妈 妈 肯 定 地
说。同动物们见面了——游客们被
关在厚重的铁笼子里，从轨道的一
端缓缓出场。望着近在咫尺的大型
猛兽，笼中人有的惊惧，有的欢叫，
表情丰富，神态各异。狮子老虎们
或坐或卧，悠然自得地看着表演。

滴水藏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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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香灼

天山之恋（摄影） 吴建国

淮上喜会梁州故人（书法） 李业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