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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人类最伟大的一个发现，将来！大概从人
类会思考开始，这个词或者这个词的前蒙眬词，就出
现在人的脑子里，在前面，在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在
闭上眼睛会去的地方，于是有了这个词：将来。那是
比终点更远的终极之处。因此，那里被描绘成天堂，
随着天堂，也就有了地狱，于是有了上帝，有了神灵
与魔界，也有了理想社会，有了世界大同，有了乌托
邦。将来是人类最重要的发明，也是人类最重要的
遗产，正因为这样，我们一代接着一代朝前走着。于
是我想，也许是因为人站立行走的结果，也许是因为
人在身体的最高部位头部生长着眼睛，也许是因为
人的眼睛生长在朝前的方向，于是有了将来。将来，
是长在头上的那双朝前张望的眼睛所盼望看到的新
的地平线。

最爱说这个词的是哪种人？两种人，孩子和
政治家。孩子来到这个世界，最早的觉醒就是自
己会长大，自己会生活在将来。他眼下一无所有，
没有知识，没有生存能力，没有地位也没有人把他
的话当真。我将来要！我将来会！我将来能够！
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会让人们承认，他就是将来，
他会长大成人，也可能会成为这个世界的拥有
者。政治家也爱说将来，说将来的政治家，一般来
说是还没有掌握世界的时候，但他正因为没有掌
握权力，因此两手空空的他握着的就是将来。当

政治家得到了权力，他就没有办法继续用有关将
来的所有高谈阔论赢得选民的支持。这就是重要
的政治命运。政治家们在将来这个题目下，可以
大做文章，民生、民主、民族以及国家前途，等等，
好像发行债券，说得越多，将来需要兑现的越多。
这就是孩子与政治家的区别，都可以拿将来说事，
孩子怎么说，都不必当真，而如果政治家信口雌黄
不认真兑现有关“将来”的承诺，那他就是一个高
叫“狼来了”的说谎者！

神学家们没有政治家的这种现实窘迫，台下言说
与台上行动的因果。神学家们的将来，都不是这辈子
的事情，描述的大多是来世的情形。将来就是来世。
今生的烦恼与痛苦，来世的幸福与欢乐，这当然会是
每个人都将考虑的问题。因果报应，末日审判，天堂
地狱，将来支持着整个的宗教大厦。至今还没有人声
称他是从来世回来的人，在这个只发售单程客票的世

界，对将来的所有想象力，维系着神学家们的衣钵。
其实在这个体系，出相入将，前台后台，起点终点，合
而为一，佛教中说叫轮回，只是当归来者重新出现之
前，会喝忘川之水，这样一切都圆满了。

现实的世俗生活与神学的将来，有着矛盾与冲
突。在未明了的将来与现实的生活之间，我们找到了
一个可以看到的“将来”，那就是儿女。有关传宗接代
的理念，有关香火的习俗，都是在未知的将来和可把
握的将来之间，人们趋利避害的选择。不孝有三，无
后为大，无后，就是没有将来！现在的丁克家庭，是现
实主义的新选择，他们否定了儿女等于将来的传统观
念，在精神层面上的反叛：上帝是我，天堂是家，幸福
就是现实的享受加上不问将来！

对于科学家来讲，将来是一根接力棒，回答一个
最直接的问题：我们从何处来，又到何处去？我们最
早知道从猿到人，再一步知道猿是生物进化的结果，
我们的源头是草履虫，是淮南虫；再进一步我们知道
地球怎么来的，地球所在的太阳系是怎么来的，太阳
系所在的银河系，最后是宇宙大爆炸的形成过程。从
怎么来的这个起点出发，起点距我们越来越远，同时，
从地球不是平的而是圆球，人们向将来走去，走向月
球，走出太阳系，走得越来越远，只好借光年来丈量我
们的新目光——通过仪器所看到的“将来”，目光前所
未有的远大啊！

我就没听哪个人说过“我喜欢
应酬”的，这有点像我们很少听有人
说“我喜欢当经理”、“喜欢钱”、“我
喜欢漂亮女人”。

我们从字面上就能看出，应酬
不是个靓词儿。酬的第一本意就是
劝酒，后来又有了用财物报答别人
的意思，如酬劳、酬谢、酬金、报酬。

那么把酬字前边加上了一个

“应”字，就让“酬”的行为显得那么
的不情愿，又无奈。但为了达到某种
目的，又不得不做的事，只好“应付”
的同时再酬之以酒了。

其实，如今的更多应酬倒不是
“自己家”的事情，而是集体行为、商
务活动。给自己老爸 80 大寿摆酒，
别人来祝贺的是应酬，对自家人就
不再是应酬了吧。

活在人世间，身是符号化，身
不由己的事儿比随心所欲的事儿要
多，人家在你婚丧嫁娶的时候应酬
过你，你就得在人家也需要捧场的
时候去应酬。不求你“真心实意”只
求你“彬彬有礼”还不行吗？

谁要是觉得应酬是浪费时间，
消费精力，那你完全可以拒绝，压根
儿就不和别人玩儿，万事不求人。可
这样的人我还真没见有几个。应酬
不能没有，应酬也不能太多。

事实上，如今的应酬没人讨
厌，有应酬就是有身份，谁的应酬
多，谁的事业兴旺，谁的应酬级别
高，谁的符号大。嘴上说没办法，这
些天应酬太多了，其实那是“自我表
扬”，说明我是“非常繁忙”的。如果
这些人真的没了应酬，那就像吸毒

的断了“白粉”，他们会难受死的。
应酬为什么在一些人的生活

中有如此魅力呢？这是因为出入星
级酒店，喝好酒抽名烟，品山珍佳
肴，吃生猛海鲜，有人围前绕后，奉
献春风般的笑脸，又无需破费自己
一个铜板，何乐而不为。还有组织支
持的理论根据，“这不是应酬，是接
待。”接待是工作。接待了还远远不

够，还要有“下一个节目”才行。地域
不同、风俗不同、文化不同，节目的
内容也就不同，这些都是应酬。这样
的日子对于有些人就是“幸福得像
花一样”的生活了。所以，他们怕职
务被边缘化，从此没了应酬。

有了应酬的身份资格，就可以
有相互应酬的机会。我的一个朋
友还是一个虚职的文联主席，从
进入腊月开始，不算接待外省的
客人，就本埠的应酬，几乎天天三
局，早茶、午宴、晚宴都有应酬。不
过，这样大帮轰似的应酬，你要是
打个招呼有些不去也没关系。彼
此都理解。但在我所认识的人中，
我就没见过几个人因讨厌应酬而
不去的。

应酬无聊，可没了应酬，闲着
没事做的人不是更无聊吗，于是就
选择了用小无聊打发大无聊。躲避
应酬的人，是因为他躲避之后有更
重要的事情要干，这个重要的事情
与他一定是更有兴趣，更重要。做起
来的兴致胜于应酬，他就不去应酬
了。可这件事是什么呢？是发明创
造？是著书立说？是忧国忧民？这样
的人有，可有多少呢？

这是一部婚恋题材的长篇小
说：白小羽是一位自由撰稿人，丈
夫是公务员，他们决定先立业，后
要孩子。公公婆婆的房子因为学
区好，租金高，他们把房子租了出
去，暂时搬到儿子家来住，平静的
生活因为公公婆婆的介入而被打
破，矛盾、冲突一再升级，两个人的
感情也在一系列的家庭矛盾中变
得支离破碎。终于有一天，白小羽
再也无法忍受婆婆的霸道、公公的狭隘

而离家出走，相爱的两个人因为
公婆的介入导致离婚。但是，当
两个人办完手续真正分手以后，
冷静下来的白小羽才明白丈夫
在自己心目中占据着怎样重要
的位置，如果抛开外在的一切干
扰，他们内心其实仍然相爱。而
公婆也在儿子离婚之后，才想起
儿媳的种种好处来。故事的结
局虽然圆满，却依然带着伤感：

曾经破碎的感情真的能恢复如初吗？

男人们在一起“聊点正经的”，最引以为豪的恐怕就是对老
婆的责任。所以不免会常常听到这样的感慨：你说，我起早贪
黑加班加点工作，为了谁？你说，我风里来雨里去职场内外兼
修，为了谁？自然，言外之意，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自己
的老婆能过上人人羡慕的生活？

不过，对老婆负责，男人们可是有言在先的。不论是恋爱
时，你紧握着她的双手放在自己胸前，虔诚地对她“许一个美
好的未来”；还是婚礼上，你面对放心不下的岳父母，表决心地
宣告“我会让她幸福的”——这个责任，男人们日后都是要兑
现的。关键是，你想让老婆过上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说起来，A君到现在似乎都想不明白。A君原来在公司当职
员的时候，他们的生活虽然清苦，可倒也幸福。三更半夜回

家，打开那温暖家门的是老婆，把热腾腾的饭菜端上餐桌的是
老婆，就这样老婆脸上总是挂着满足的笑容。没几年，A君当上
了部门经理，经过奋斗自行车换成了小轿车，告别了“蜗居”
住进了复式小楼，老婆也“被”辞了自己那份不疼不痒的工
作，过上了全职太太的富贵生活。现在的情况是，每次A君从外
地打电话回去，听到的总是老婆不热不冷的相同的一句话：你
一个月都不着家，要再多的钱有什么用？

钱多了，当然自己喜欢什么尽可随心所欲，看上一款价格
不菲的包，自己犹豫都不用犹豫，二话不说刷了卡就走。可偏
偏A君的老婆时常怀念为了一件不过百元的裙子，夫妻俩和店老
板唇枪舌战的过去——那种两个人并肩作战、心往一处使的感
觉，如今在她看来才是真实的生活。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前几年热播的一部电视连续剧。豪门少
爷金燕西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把寒门小女冷清秋娶回家。锦绣生
活并没有让清秋感到幸福，相反她常常为燕西阔绰奢靡的行为
感到担心，最后两个人走向婚姻背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恰恰是
燕西根本就没有弄清楚，他给老婆的生活是不是清秋想要的。
这也是一开始，就在观众预料之中的事——追求清秋的时候，
是燕西用浪漫俘虏了她的心；清秋挥泪走出金家的那一刻，她
看到只是燕西在纸醉金迷中那张不再生动的脸。

所以，你想让老婆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并不是一相情愿的事
情。尤其，在你有能力足够给予家庭、给予老婆物质生活的同时，
还要想一想老婆到底想要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比如A君要明白，在
为家庭争得富裕的同时，老婆渴望更多的是两个人生活里的相依相
靠；比如燕西要清楚，夫贵妻荣固然好，锦衣玉食里还得有诗意的
生活。

男人为家为老婆努力没有错，因为这是你身为男人的责任。
如果，你还深深地爱着老婆的话，那就不妨和老婆共同回忆一下
恋爱时，你是靠什么赢得她的芳心，以至于让她矢志不渝嫁给
你、跟着你。如今生活好了，老婆想要的，你是不是还懂得？

也许只是两个人饭后散步时的牵手，也许只是两个人一起
读一本书后的感受交流……

房地产开发商，是一个现代名称。但古
人也有居住的问题，也需要“不动产”，所以在
漫长的中国古代，也存在房地产开发。汉唐
首都长安和北宋都城开封，房地产业曾经很
发达。宋人编著的《太平广记》里，记载有唐代
人窦乂（yi）成功开发“房地产”的事。窦乂是
陕西扶风县人，家世显赫，其伯父和舅父都是
唐朝的高官，窦乂却从小对经商有浓厚兴趣，
视子贡为自己的偶
像。唐德宗建中元
年，长安西南角有十
几亩荒地，成了倾倒
垃圾污水的场所，窦
乂却从中发现了商
机，掏三万文钱买了下来，用破砖烂瓦填平后
盖起29间房子，租赁给商人做商铺。这里很
快热闹起来，变成一块商业圈，人曰“窦家
店”。窦乂日收租金几千文，很快收回了成本，
赚得盆满钵满。窦乂堪称中国房地产开发商
之“鼻祖”。

北宋时期，开封是世界最大的城市，商贸
空前繁荣，人员往来密集，居住问题突出，一些
达官贵人为了捞取利益的最大化，纷纷在开
封买地建房广置产业，除了自家居住之外，多
余部分用来出租。《资治通鉴》里披露，不少皇
亲国戚兼营房产开发，连权高位重的三朝元
老夏竦，也投资建造商铺，其中的暴利可想而

知了。古代的房地产开发不同于今日的是：
一般只出租、不出售。但朝廷专属的建设机
构除外，他们在修建宫殿、城墙之后，就转型为
中央财政“搞创收”，由朝廷划拨给他们大片地
皮，盖住宅建商铺，盖好了卖给或赁给市民。
当然，由于“僧多粥少”的缘故，寸土寸金的开
封房价自然贵得出奇，不但普通人望而却步，
连一些名人雅士都难以承受得起，只好当起

“房奴”。
名列“唐宋八大

家”之首的大文豪苏
轼，当了多年的正部
级“京官”，应该“不差
钱”的，却无缘在京城

拥有自己的“不动产”，更甭说花园别墅的“豪
宅”了。他儿子在开封结婚时，东坡居士没钱
为他购置新房，最后借一位好友的房子才把
喜事办了。当然这也从侧面证明了东坡先生
是廉洁自律的“清官”。苏轼胞弟苏辙，也是从
政多年的“官员作家”，也买不起房，有他的自
嘲诗为证：“我生发半白，四海无尺椽”、“我老
未有宅，诸子以为言”。另一位大名人欧阳修，
在朝廷为官久矣，历任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
知政事等要职，也是一族，他曾向友人致函诉
苦：“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僦古屋，卑
陋杂里闾”，可见他长年蛰居在一条小胡同里，
是个“租房族”。

答：我有同感。如果在两代人
不生活在一起的情况下，作为儿
女，平时给老人打个电话问候一
声，或者星期天带些礼物去看望看
望老人。说说话，吃吃饭，聊聊
天，会非常融洽。

可是一旦老人没有能力独自生
活、而和子女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矛盾就会多起来，就会出现许多磕
磕绊绊、甚至发生争执的事情。因为
两代人生活年代和环境不同，所形成
的生活观念、生活方式也会不一样。
作为晚辈，就可能牺牲自己的生活习
惯，去迎合、顺从老人。我就有亲身的
体会。

我父亲去世后，母亲和我一起生
活，我们之间也经常发生争执。不怕
你笑话，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母
亲在家上厕所时，总是把卫生纸扔到
马桶外。我说了她好多次都不管用，
有时候让我又生气又无奈。我和她辩
论吧，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家事无理。
要是让她一个人生活，
她又觉得孤独，我也不
忍心，周围邻居也会埋
怨做儿女的不孝顺，弄
得我常常进退两难。你
想，老是这样磕磕绊绊
下去，心情不好，生活
质量不就下降了吗？

问：我也有类似
的体会。我的母亲总是
舍不得吃，舍不得喝，
节约得不得了。和她生
气不值得，可是又看不
下去，也是经常争吵。
吵完了还是原样，我行
我素。谁也改变不了谁，不知道怎么
办才好。

答：可是，我也曾站在老年人的
角度上想过，老人活到今天，精气神
差了，变得比较固执，没办法改变他
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改变自己去适
应老人，顺着老人的心思和心意，她
想怎样就怎样吧。老人的平安和健康
就是子女的幸福。

有时候，我想过日子其实就是
“磨日子”，就是磨自己的定力，练自
己的胸怀。这样一想，就豁然开朗了。
于是，再遇到母亲把卫生纸扔到马桶
外面的情况时，我就自己捡起来扔进
马桶，不和她争论，学会自己处理。我
这样做其实是为了息事宁人，减少矛
盾。

由此我得出一个深刻体会：人生
不是只有对与错那样简单，人很多时
候是生活在对与错之间。人的生活中
有很多无奈。

问：如果不和老人生活在一起，
没有身临其境，恐怕就不会有这个深
切的体会吧？

答：我想是的。所以，儿女们容
易拥有一颗“孝心”，却不容易做到

“孝行”；容易做到“孝”，不容易做到
“顺”。和老人一起生活，子女一定要
努力做到“忍”。“忍”不是忍气吞声，
而是当时忍下一口气，不和老人争
吵，而后再和她慢慢讲道理。

不过，在孝顺父母这一点上，古
人的定力和胸怀比现代人强。

问：举个例子。
答：先说古代《二十四孝图》的

“第一孝”，讲的是“孝感动天”的故
事。

舜是传说中的远古帝王，五帝之
一，史称虞舜。相传他的父亲瞽叟和
继母、还有异母的弟弟象，多次想
害死舜。有一次，他们让舜去修补
谷仓的仓顶，而他们自己则从谷仓
下纵火。舜急中生智，顺手拿了两
个斗笠从谷仓顶上跳下来，才得以
逃脱。

后来，他们又让舜去掘井，瞽
叟和象则在地面上往井下扔土填
井。聪明的舜又掘地道逃了出来。

事 后 ， 舜 毫 不 嫉
恨，仍然对父亲十
分恭顺，对弟弟也
依旧爱护。

问：舜以德报
怨，那应当是有大
胸怀之人了？

答：不错。凡
是 有 大 胸 怀 之 人 ，
自有苍天帮忙。

舜的孝行感动
了天地，天地总是
处 处 想 办 法 帮 助
他 。 舜 在 厉 山 耕
种 ， 大 象 替 他 耕

地，鸟代他锄草。这也正应了那句
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人做事，
天在看。神也在帮忙。”

后来，帝尧听说舜非常孝顺，
有处理政事的才干，就把两个女儿娥
皇和女英嫁给了他。经过多年观察和
考验，帝尧又选定舜做他的继承人。舜
登天子位后，去看望父亲，仍然恭恭敬
敬，并封异母的弟弟象为诸侯。

民间至孝的例子，那更是数不
胜数。

比如说“卧冰求鲤”。讲的是晋
朝一个叫王祥的孝子，生母早丧。
继母朱氏多次在他父亲面前说他的
坏话，使他失去父爱。而当父母患
病时，王祥却衣不解带，昼夜侍
候。天寒地冻时节，继母想吃活鲤
鱼，王祥便解开衣服卧在冰上，将
冰融化，从冰冷的水里捞上活蹦乱
跳的鲤鱼给继母吃。

南宋大理学家朱熹，是中国历
史上继孔子之后最有影响的思想
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也是遵从孝
道 的 典 型 。 朱 熹 活 了 71
岁，有 50 多年都是在奉母
治学中度过的。 8

这时，龙老板才发现，薛万才
站在自己的前面，他终于明白是什
么事了。

“误会，各位大爷，实在是误
会。”

很快，账房送来了九块大洋。
“混账，怎么就这一点？”龙老

板骂了手下人一顿，“薛先生家里
有事，给他二十块工钱，另外，再
拿一百块钱来给各位大爷买水喝。”

手下人领命去了，立刻把钱拿
来了。

接过钱，一个举着斧头的头目
说：“龙老板，我们的规矩，是不
见血不回的，今天，你倒还识相，
我们就给你留个小纪念，让你将来
无论走遍天涯海角，都不会忘记我
们安徽人。”他的话刚说完，几个手
下立刻冲上前去，抓住龙老板。

“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
那几个人没理他，麻利地将他

按倒在地，按住了他的一只手。有
个持斧头的人用斧头的一个尖角轻
轻一剁，龙老板的一截小手指头被
剁了下来……

“悍匪”王亚樵
王 亚 樵 在 上

海，除去组织“安徽
旅沪劳工工会”，用
斧头砍开世界外，依
然积极地从事革命活
动，反对军阀，反对
封建势力。

二次革命失败
后，孙万乘亡命上
海。王亚樵的手下得
到消息，坚决主张杀
孙报仇。

孙万乘在柏文
蔚任安徽督军后，最先通电取消庐
州军政分府，拥护柏回皖主政。后
来，他的庐州军被改编为国民军十
五师，孙出任师长。民国元年二
月，师部移驻芜湖。二次革命失
败，柏文蔚出走，倪嗣冲督皖，排
斥异己，孙万乘只好流亡。

王亚樵觉得，孙万乘当初带兵
围杀自己，一是因为形势混乱；二
是他手下的一部分人系原清朝官
吏，借刀杀人。现在，大家都是革
命同志，有什么误会不能摆到桌面
上来解释开呢？

其他的人听了王亚樵的话，都
觉得有道理，态度都改变了。

王亚樵亲自来到孙万乘住的旅
馆，将孙万乘请到酒店，摆酒为他
压惊。临别时，王亚樵又让手下拿
出两千块钱，给孙万乘，以便渡过
难关。

这件事，一时间在全国革命党
人中传为佳话。柏文蔚听说后，称
赞王亚樵是“豪胜侠骨，慷慨君
子”。

1916 年 5 月 ， 在 柏 文 蔚 的 引
见下，王亚樵来到上海环龙路 44

号晋谒孙中山先生。这是他平生
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先生，聆听了
他的教诲，十分激动。从中山先
生的话里，他深深认识到，不打
倒军阀，不扫清封建余孽，就不
可 能 统 一 中 国 ， 不 可 能 抵 御 外
侮。从此，他反军阀反封建的斗
争更加坚决了。

1917 年，北洋军阀段祺瑞左右
北京军政大权，反对国民党。当
时，孙中山已经下野，在上海号召
党内外人士反对段祺瑞。

王亚樵当时正活跃于孙中山身
边，见段祺瑞等人倒行逆施，十分
义愤，上书孙中山，建议派志士携
炸弹轰炸北京政府，杀死段祺瑞，
夺取政权，重整民国，发展党务。
他的这一偏激之见，当即遭到了孙
中山先生的批评。

“解决革命之问题，应以武装力
量彻底推翻其组织，不在于杀死某
一个或几个人。”

王亚樵认为孙中山的理论正
确，但杀死几个人也同样是革命的

方式方法，不能排
除。所以，此后的岁
月里，王亚樵一直从
事暗杀活动。可是，
他在暗地里制造炸弹
时，竟不慎被炸弹炸
伤，只好休息养伤一
段时间。

这期间，王亚
樵又结识了老同盟会
员韩恢。韩恢系江苏
人，对当时的江苏督
军李纯称霸江苏、穷
兵黩武十分看不惯。
他号召国民党内的一

班有识之士，共同反对李纯，实行
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王亚樵对于韩恢的为人，十分
钦佩，对于他的主张也积极响应，
就同徐州人胡抱一一起追随韩恢到
江苏苏北洪泽湖一带组织军事力量。

李纯听说此事，十分气愤，立
刻在上海的《新闻报》和《申报》
上发布通缉令：

“查动乱分子韩恢、王亚樵结伙
离沪，图谋不轨，欲行暴动，各地
军警应予严加防范，一见行踪，立
刻缉拿，格杀勿论！”

结果，韩恢在淮阴被军警捉
住，解到南京，李纯将其杀害。

王亚樵只好逃回安徽，在合肥
磨店集暂且隐身。

不久，王亚樵又悄悄地回到上
海，继续从事反对李纯的活动。

江苏省的士绅，都希望李纯能
早走，还政于苏人。听说李纯当了
苏、皖、赣巡阅使，便发出通电，
请他早日移驻九江和当涂。

就在众人的齐声痛骂声
中，李纯突然死了。他是在
卧室里中枪弹而亡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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