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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文公重耳是春秋五霸之一，他
使晋国成为霸主，是经历了一番艰难
曲折的历程的，开始，他受到父亲的
宠妃骊姬的陷害，被迫逃出晋国，在
许多国家流浪，经历了 19年的磨难，
增长了见识，积累了经验，开阔了眼
界，更重要的是磨炼了他的性格。公
元前 636 年，由于晋国发生内乱，没
有了国君，重耳结束了在外国流亡的
生活，在秦国的护送下回到了晋国，
当了国君，这就是晋文公。

晋文公回国后，雄心勃勃，想成
就一番大事业，就开始训练他的百
姓。两年以后，晋文公认为差不多
了，便准备用他的百姓称霸诸侯。子
犯曾经跟他在外流浪，是一个十分有
见识的人，他劝阻说：“百姓虽经过训
练，但还不懂得什么是义，还没能各
安其位，不能用。”晋文公听了他的这
一番话，觉得很有道理，他便想办法
让百姓懂得义。

正在这时，周朝发生了“昭叔之
难”。昭叔是周惠王的儿子，他的母
亲是惠后，昭叔还有个哥哥，是太子，
即后来的周襄王。惠王想立昭叔为
太子，但还没来得及便死亡，昭叔便
逃到齐国。襄王即位后，将昭叔接回
来。然而昭叔回国后，又与襄王的王
后乱搞。襄王知道后，便将王后废
掉。这下触怒了王后的娘家，他们派
兵讨伐周朝，周襄王便逃到了郑国。
周朝在当时名义上还是各诸侯国的

宗主国，虽然有名无实，但各诸侯国
毕竟还得尊重它。

于是晋文公决定帮助周襄王返
回周朝，其主要的目的是用此事教
育晋国的百姓，让他们懂得什么是
义。他派出左右两军，右军攻杀昭
叔，左军往郑国迎接周襄王返国。
周襄王为表彰晋文公的功劳，待之
以殊礼。晋文公推辞说：“这是臣下
分内之事。”晋文公用他的实际行动
告诉他的百姓，对上尽忠就是义。
他的这一举动对他自己的声誉产生
了很好的影响，使得百姓愿意向他
尽忠。

他在帮助襄王返国后，又回国致
力于造福百姓，使百姓安居乐业。他
认为这回可以役用百姓了。不料，子
犯又出来阻拦，他说：“百姓虽然懂得
了义，但还不知道信是怎么回事，还
不能使用。”

于是，晋文公又想方设法让百姓
懂得信。他率领军队攻打原国，命令
士兵们携带 3 天口粮。军队围困原
国整整 3 天，士兵们携带 3 天的粮食
全部吃完了，而原国还未投降。晋文
公就下令退兵。正当晋国刚退兵时，
派出的间谍从城里出来报告说：“原
国已经支持不住，准备投降。”晋文公
说：“初带 3 天军粮，就是准备攻打 3
天，如今已下令退兵，就应该说话算
数。如果不退兵，即使攻下了原国，
也不能取信于人，如果没有了信用，

百姓也就失去庇护。得失相比哪个
多呢？”晋文公故意利用打原国来教
育百姓，让他们知道什么是信，以此
来树立自己的威。结果，国内民风大
变，凡事以信为本，做买卖不求暴利，
不贪不骗，民皆信实。

做到了这些后，晋文公又问子
犯：“这回行了吧？”子犯回答：“还不
行。百姓虽知信、义，还不知道什么
是礼，还没有养成恭敬的习惯。”

于是，晋文公又让百姓在知礼方
面做出了努力。他举行盛大的阅兵
仪式，每个环节都依照军礼执行，使
百姓看到了什么是礼仪。又设立专
门执行社会秩序的官员来规定百官
的等级职责，使百姓知道对什么官行
什么礼。不仅如此，人们还知道了根
据礼来判断一件事的是非曲直。这一
次，晋文公没有去问子犯，子犯却主动
地找到晋文公，说：“民力可用矣！民
心可用矣！”于是，晋文公开始伐曹国，
攻卫国，取得齐国之地，解救宋国之
围，大败楚军于城濮，遂成为春秋五霸
之一。

孔子在《论语》中讲过，“去兵、去
食、不去礼”，足以见礼仪对一个人的
重要性。对一个国家政治的重要
性。晋文公称王春秋五霸之一，其根
本原因就在于以义、信、礼治民治
国。义是治民治国的基本原则；信则
是保证政令畅通的根本原则；而礼则
是建立社会秩序的必不可少的行为
方式。三者结合为一体，就会无往而
不胜。晋文公治国治民的经验，不仅
对于现在，即使是对于将来，也必然
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摘自《报刊文摘》

李敖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说，
自己将来老得动不了时，要到海南岛
找一个偏僻的所在去终老一生。主持
人问，让人陪着你吗？李敖说，不用人
陪，老婆、女儿都不用，我就自己去。
我不让人照顾，也不想让人看到我老
态龙钟的样子。

说这话时，李敖已年过七旬。在
一般人的眼中，这个岁数已是典型的
老人，但李敖自己不这么认为，别人似
乎也不这样认为。李敖跟人斗了一辈
子，其强悍风格有目共睹，70 岁了还
在指点江山，拔剑四顾。他的自信绝
无仅有。谁知他也有怕的东西，那就
是怕老。

又想到了三毛。一个浪漫、唯美，
又带点神秘的女人，在生活最平静的
时候，她莫名其妙用一条丝袜结束了
自己的生命。那一年，她48岁。有一
种猜测说，三毛承受不了年老，她只好
以这种方式逃避。

还有邓丽君。那样一个纯情、缠
绵悱恻的女子，暴病而亡，让多少人为
之惋惜。但正因如此，她的形象永远
定格在那一刻。如果她安然活到现
在，你能接受一个满脸皱纹、白发苍苍
的邓丽君吗？你能想象一个老太太的
缠绵悱恻吗？

对于李敖，强悍已经浸入他的骨
髓，与他连为一体，他就是强悍的代名

词。而步履蹒跚的软弱，自然是强悍
的大敌。他接受不了自己的不强悍；
三毛何尝不是如此，或许，她也不是怕
老，她是怕自己不再浪漫。

强壮、浪漫、幽怨、缠绵，都是跟年
轻联系在一起的。一些人沉浸其中，
纠结于此，难以自拔。

但你看看琼瑶，不是也日渐变老
了吗？她的小说，她自身感人至深的
爱情故事，却并没有老去；席慕容年过
六旬，她那美丽的诗句、哀愁的情怀，
至今读来七里飘香。没有人因为琼瑶
年老，而去笑话她那小说中的真情。
席慕容的诗歌，也没有因为作者的年
老而萧瑟发黄。他们自然坦然地老
去，如同春夏秋冬的轮回，被我们无声
地接受了。

年轻是一道心结，也是很多人心
中的一道坎儿，其实一迈脚就跨过去
了。有些人却宁可倒下，也不迈脚。

摘自《新阅读》

三国时，即使在武将中，杨阜也算
得上一个狠角色。

杨阜本是一个文官，在凉州任参
军。马超攻击陇上诸郡，各郡纷纷望
风而降，只有杨阜驻守的冀城苦苦支
撑，面对万余人的连番强攻，杨阜率领
宗族子弟千余人固守了八个多月，因
救兵迟迟不到，刺史、太守不顾杨阜的
苦谏，举城投降。深以为耻的杨阜独
自逃出，联合大舅哥姜叙、南安赵衢、
安定梁宽等起兵反马，双方在卤城激
战。杨阜率本家兄弟八人与马超大
战，马超在武将中绝对属于重量级，两
方交战基本不在一个级别，杨阜兄弟
七人都战死在马超的枪下，杨阜也“身
被五创”，浑身犹如血人，却犹然死战
不退，作风之强悍，连勇猛如马超者也
不禁心惊。

杨阜虽因重伤被救下战场，但在
他的感召下，各郡奋起反抗，马超一败
涂地，逃入西川，陇右完全收复，实现
了曹操亲征都没能达到的目的。听说
杨阜的事迹，曹操不由惊叹：“实在贤
能！实在贤能！有良史记录忠义，是
不会忘记你的节义的。”

杨阜一战成名，全国人民都知道
了这个书生的生猛，钦佩的同时，也都
有了几分忌惮。不久，他再次让人领
教了他的厉害。

骠骑将军曹洪驻军西蜀边界，一

次打了胜仗后摆宴庆祝，杨阜时任武
都太守，应邀出席。曹将军兴致勃发，
席间命舞女跳舞助兴，她们个个靓丽
登场，浑身上下仅披一层薄如蝉翼的
轻纱，踏鼓歌舞，看得在场的人如醉如
痴，哄闹调笑之声四起。正在大家兴
致盎然之时，一个声音如炸雷般响
起。只见杨阜怒不可遏，直指曹洪，厉
声斥责道：“男女有别，这是国家的大
节，怎么能在大庭广众面前让女人裸
露形体！即使夏桀、商纣的败乱，也不
及如此。”说罢，愤然离席。宴席顿时
一片混乱，曹洪尴尬无比，急忙让舞女
退下，请杨阜还座。酒宴继续进行，却
再无一人敢大声喧哗。

杨阜所以令人侧目，是因为曹洪
不仅是曹操的心腹爱将，还是他的本
家兄弟，绝对的嫡系中的嫡系，他竟敢
当众训斥，胆儿可真够肥的。不过看
过后来发生的事，人们才知道，这不过
是小巫见大巫。

魏明帝时，杨阜被提拔到中央工
作，离开了战事频繁的边塞，他生猛的
作风却一点儿也没减。有一天，魏明
帝召见群臣时穿了一件便服，戴着绣
帽，身着半袖的浅色缎面上衣，像是一
个吊儿郎当的纨绔子弟。杨阜一见，
立刻走上前问道：“陛下您这是什么礼
仪的服装呢？”弄得皇帝无话可答，只
得转身回宫换工作服去了，此后不着

正装出场，不敢见这位杨大人。
明帝喜欢美色，时不时地就来次

“选美”，充实后宫，时间长了，宫里的
美女人满为患，连住的地方都成了问
题。于是杨阜上书要求让那些失宠的
宫人出宫，为了做到有理有据，他把御
府吏召来，询问后宫人数。御府吏的
保密意识很强，回答说：“这是秘密，
不能泄露。”杨阜大怒，当即下令打了
他一百棍，还训斥说：“国家从不把九
卿排在国家机密之外，难道还有让小
吏知道的秘密，而不让九卿知道？”明
帝闻讯后为之心惊，对这位老兄更加
敬畏。

这并不算完。明帝的爱女夭折，
要亲自送葬，他反对；明帝想出去打
猎，放松放松，他劝阻；明帝想修宫殿，
享受享受，他不让。总之一句话，皇帝
家的事没有他不管的。史载，杨阜“敢
抗疏”，“疏”就是给皇帝的报告，“奏
疏”是与皇帝讨论问题，“抗疏”就是反
对皇帝的意见。杨阜在批评皇帝时，
从不掖着藏着，公开、透明，不怕地儿
大，不怕人多，弄得皇帝一边为他的赤
诚感动，一边又为他的直白头疼。

本是一介书生，杨阜为什么会如
此生猛呢？他年轻时就立下了“以天
下为己任”的远大志向，这让他时时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不计得失，不避生死，只想做大
事，不想做大官，只为报国安民，“澄
清天下”。

勇气来自信仰，无畏源自担当，当
一个人背负起沉甸甸的责任，世界上
还有什么东西能让他觉得可怕呢？

摘自《天津日报》

无畏源自担当
清风慕竹

很多人一直以为，陶渊明辞官归
隐以后，就揭不开锅，还要去讨饭。梁
启超甚至说他“不过庐山底下一位赤
贫的农民，实在穷得可怜”，“真是穷到
彻骨，常常没有饭吃”。

其实，陶渊明的祖辈已仕宦三世，
是浔阳的名门望族。陶渊明出生后，
虽家境中落，但也是“百足之虫，死而
不僵”，陶家仍不失为有家产田业的官
宦门庭。归田后，诗人的居住地可考
的就有上京闲居、园田居和南村等处；
田庄别业则有西畴、南亩等处，远不止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归田初，陶渊明在家是饮酒赋诗，
琴书自娱，过着舒适的文人闲居生
活。50岁以后，由于连年遭受自然灾
害，再加上战祸绵延，境遇确已大不如
当初。然而，他仍能“既耕亦已种，时
还读我书”，“常著文章以自娱”，也不
是一位赤贫的农民。

陶渊明晚年的《乞食》诗被很多人
看成是陶渊明沦为乞丐、行乞讨饭的
重要证据。但清人陶必铨指出，这是
借韩信乞食的故事以起兴，故题曰《乞
食》，不一定真有此事。而且《乞食》是
诗人晚年遭灾时所作，并非反映其平

时的生活状况。诗人写此诗的意旨，
主要是让子孙后代了解他在贫困的情
况下如何励志苦节。

陶渊明的晚年，与有“五斗米”俸禄
收入的时期相比，生活状况是有变化
的。但晚年的他，除农业收入之外，另
有教授生徒的酬资，还有显贵的馈赠。
至于故人赏趣，新知相邀，饭局一直不
少，诗人资助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所
以，鲁迅先生断言：“纵使陶公不事生
产，但有人送酒，亦尚未孤寂人也。”

陶渊明确实叙说过自己的清贫景
况，并写有相当多的叹“贫”、“苦寒”的
句子，但他的“穷”，其实只是比起祖辈
来要“穷”，晚年比起前半生要“穷”，比
起门阀世族的巨富来是“穷”，而绝非
一贫如洗。与真正的贫农相比，他富
裕多了。

摘自《文史月刊》

陶渊明的小康生活
许莉莉

晋文公最锋利的“兵器”

汉文帝刘恒登基伊始，曾做了一
件让人瞠目结舌的事情：在国库储存
房后方修一条光滑的路坡。这种劳
民伤财之举立即引来群臣的不满和
非议。虽有不少大臣前来谏言，刘恒
不以为然，依然我行我素，大张旗鼓
进行修坡。

历时 20 多天，坡儿修好了。刘
恒亲自带着群臣前来庆贺竣工典
礼。在群臣面前，刘恒语惊四座：“今
天朕把这条刚修好的坡命名为‘功德
坡’。现在，我宣布，把国库仓储后门

打开，赏赐各位爱臣到仓储里搬运国
绢，能搬多少赏赐多少。各位爱臣搬
运国绢必须从这条‘功德坡’经过，以
示庆贺。 ”皇帝颁布这条振奋人心
的圣旨，群臣呼应。刘恒宣布完，离
开“功德坡”，回皇宫了。

皇帝离开，群臣更是有恃无恐，
仓储门打开，大家争先恐后拥进仓储
内争抢国绢。不到半天，几间仓储国
绢被洗劫一空，“功德坡”狼藉一片。

掌灯的时候，刘恒在御书房等待
太医交差。三位太医陆续到来，呈递

当天病案记录。
原来，在搬运国绢中，有的大臣

搬得太多，急匆匆走在又陡又滑的
“功德坡”上，有不少大臣摔伤了胳膊
和腿，还有闪腰的，岔气的……

刘恒仔细看了大臣们的伤情记
录，脸上露出微笑。

翌日早朝时，刘恒宣布了革职大
臣的名单。

退朝后，一密臣不解，问刘恒为
何无缘无故革了那些大臣的职。刘
恒笑着回答：“有的大臣为了国绢居
然摔得骨折，贪婪没有节制，他日必
因此生变故，非朕可信之人! ”

原来，刘恒修这条“功德坡”是
另有目的的，就是考核群臣贪欲度的
坡度。

摘自《做人与处世》

“功德坡”察群臣
张振旭

卡什拉大街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
州。卡什拉18号住的主人名叫汉斯，
是一名电脑工程师。他有一个儿子，
今年 7 岁了，名叫小约翰。小约翰上
小学二年级，学校离家有20多分钟的
路程。

每天早上，小约翰上学时，汉斯就
会像变魔术似的，站在家门口，将自己
打扮成一只唐老鸭或者是米老鼠、超
人、蜘蛛侠……他用这种独特的方式，
送儿子去上学。

儿子看到爸爸这种打扮，常常抿
嘴一笑，转身向学校走去。看到儿子
嘴角露出的那一丝笑容，装扮成唐老
鸭的父亲更加兴奋地手舞足蹈起来。

下午放学时，汉斯又打扮成憨态
可掬的米老鼠站在家门口，迎接着儿
子回家。小约翰看到爸爸这样打扮，
嘴角又露出一丝笑容，这笑容稍纵即
逝。但是，看到这一丝笑容，汉斯更加
兴高采烈地手舞足蹈起来。儿子脸上
绽放出的那缕笑容，对于汉斯来说，就
是天下最美丽的花朵。

小约翰是一名自闭症儿童，当小
约翰 3 岁时，汉斯得知小约翰得了自
闭症，一下子惊呆了。他带着小约翰
跑了美国许多医院，结果都治不好小
约翰的这种病症。他感到很痛苦、很
不幸。

医生无奈地告诉汉斯，任何药物

都无法治愈小约翰的病，要治好小约
翰的病，只能用爱，才能使他渐渐走出
孤独、封闭的世界。而 10 岁之前，是
治愈小约翰的最佳时期。

听了医生的话，汉斯的眼前一亮，
他仿佛看到那跳动着希望的火焰。他
擦去眼角的泪痕，将儿子紧紧地搂在
怀里，喃喃地说道，孩子，让我们一起
努力，去拥抱这个美丽的世界。

从此，汉斯成为小约翰最好的伙
伴，他陪约翰玩耍、旅游、说话、看书、
讲故事、看电视……尽管他很辛苦、很
疲惫，小约翰对外界的反应还是那么
迟缓，甚至无动于衷，但是汉斯一点也
不气馁。

小约翰上学了，他别出心裁，每天
站在家门口，扮成各种卡通形象，迎送
小约翰上学、放学。无论刮风下雨、电
闪雷鸣，汉斯都会准时站在家门口。
他那憨态可掬，惟妙惟肖的滑稽动作，
令小约翰从开始的熟视无睹，到定眼
细看，再到会心一笑，这一点一滴的变
化，在汉斯眼里就像是巨大的成功，他
的心里比吃了蜜还甜。

渐渐地，卡什拉大街18号门口的
卡通形象，成为卡什拉大街的一景。
终于，人们得知这个父亲的一番良苦
用心后，都被他的这种深情父爱深深
地打动了。

有一天清晨，汉斯在门口扮成

一只活泼可爱的唐老鸭时，他突然
发现旁边多了一个米老鼠，也在那
手舞足蹈。

小约翰出门时，他惊讶地看到了
两个卡通动物在那里手舞足蹈，脸上
立刻露出惊喜的神色。他走上前去，
轻轻拥抱了那个米老鼠，嘴里连连说
道，谢谢！谢谢！米老鼠弯下腰，给了
他一个吻。他又走到唐老鸭跟前，轻
轻地拥抱了一下，嘴里连连说道，谢
谢！谢谢！唐老鸭弯下腰，也给了他
一个吻。

一直走出很远，小约翰回过头去，
发现两个可爱的卡通动物，还在不停
地又蹦又跳，向他挥手、致意！

下午放学回来，在很远的地方，
小约翰就看到家门口的唐老鸭和米
老鼠，不，他发现旁边还有一个超人，
他们在那又蹦又跳，向他表示欢迎
呢。小约翰兴奋地张开双臂向他们
飞快地跑来，嘴里还高声地喊道，谢
谢！谢谢唐老鸭！谢谢米老鼠！谢
谢超人！

渐渐地，小约翰发现家门口的卡
通人物越来越多，这些卡通人物好像
是在列队表演，向他表现出绵绵不绝
的关爱和友情，他那封闭的心灵一天
一天地打开了。小约翰的自闭症已基
本痊愈了，这是个奇迹。

汉斯将约翰紧紧地搂在怀里，眼
睛里噙满了泪水。他哽咽地说道，是
爱，是爱的守望，让约翰变成了一个健
康、正常的孩子。那些可爱的卡通人
物的扮演者，都是我的街坊、我的邻
里，他们都是约翰最亲的亲人。

摘自《意林》

卡什拉18号的守望
李良旭

公园的樱花，开得烂漫迷人、灼
灼其华。

赏花的游客，享有着一份无与伦
比的美丽。但有的孩子却渴望拥有
这份美丽，折一根花枝欢天喜地地抱
在怀里。很快，枝上的花蔫了，失去
了娇艳。孩子没能拥有美丽。

电影里的男主角查尔斯，喜欢独
来独往旅行，天马行空，常常在非洲
无际的森林里搭一顶帐篷和自然为
伍，与动物为邻。

在一次去非洲丛林的途中，他借
宿在非洲部落边缘的格丽家。格丽
来自英国，在此地经营一家农场。

宾主在晚餐桌上交谈甚欢，大有
“相见恨晚”之意，心底不自禁地播下
一粒蠢蠢欲动的爱的种子。

然而，这爱，未能阻止查尔斯计
划的行程。翌日，天一亮，他就上路
了。也许，老天有成人之美，他进入
丛林小道没多久，便下起了倾盆大

雨。密密的雨线中，他一抬头，格丽
立在他的马车前，请他“回家去”。

大雨下了三天，仿佛天赐的蜜
月。他们卿卿我我，浓情蜜意，坐卧
不离。

一番热烈缠绵后，格丽希望查尔
斯留在自己身边。查尔斯说，自己深
爱格丽，保证常常来陪伴她，但不能
留下。

女人，生来就像一只美丽的小
鸟，希望朝夕晨昏依偎在一个心爱
的、温暖的怀抱中。为此，格丽气愤
地赶走了查尔斯。

一年后，一场大火烧毁了格丽的
农场，一无所有的她，决定回英国。

没想到，她临走的前夕，查尔斯
突然出现，一如凭空而降的大鹏，给
心爱的女人以踏实、坚强的依靠。
并表示要帮助格丽重建昔日的一
切。格丽心灰意冷地说：“我不需要
你的帮助！除非你和我结婚。让我

拥有你。”
查尔斯犹豫良久，答应了这个要

求。但有一个条件：必须先飞回华达
利州处理一些私人事务，三天后，来
接格丽。

然而，第四天的中午，格丽翘首
以盼等来的却是查尔斯飞机失事的
噩耗……

多年后，独身的格丽把自己和查
尔斯的美丽爱情故事，写成了一本畅
销小说《走出非洲》。接受采访时，有
人问她，长久思念一个人的滋味，孤
不孤独？

她说：“我的心灵和生活都很丰
沛。因为我一直享有查尔斯的爱情。”

有时，爱，就像美丽、迷人的樱
花，不可拥有，只能享有。

正像睿智的蔡康永所说：“享有”
比“拥有”贵重。我们“享有”空气，但
无法“拥有”空气；我们“享有”阳光，
但无法“拥有”太阳。同样的，我们享
有友情亲情，但没办法也不该想“拥
有”那个友人、亲人；我们也享有爱
情，但没办法，也不该想“拥有”那个
爱人。就享有吧，“享有”比“拥有”贵
重多了。

摘自《文苑》

翻开一本杂志，上面有一个栏目
叫做“心贵族”。看过“心贵族”里面
的几篇文章，不由会心一笑，多么诗
意自得的“心贵族”！心贵族，顾名思
义，就是心灵的贵族。心贵族，与物
质无关，与地位无关，不关显赫，不关
豪奢，而是一种心灵的丰盈富足。心
贵族，心灵自由、高贵，是一种灵魂超
脱于世俗之上的诗意栖居。

穿越时空的迷雾，依稀可以看到
很多“心贵族”的生活轨迹，可以听到
他们诗意心灵的放歌，嗅到他们思维
之花的芬芳。他们在自己的心灵牧
场上，闲云野鹤一般散淡自由，或是
采菊种豆，或是把酒对月，或是闲看
流云清风，或是弹奏高山流水，笑看
人世繁华，坚守属于自己的一份宁
静，享受属于自己的一份心灵盛宴。
陶渊明，王维，还包括梭罗等等，他们
的诗样人生，让我们向往。

他们留给这个世界最宝贵的精
神财富，不管贫困还是富有，他们
始终把心灵的安适和丰盈作为生
活的目标，不给心灵上枷锁，不被

名利牵绊脚步，追寻内心的愿望，
一生满足逍遥，实在可以算得上

“心贵族”。
如今社会，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

多彩。各种欲望纷纷入侵，名和利的
追逐更加激烈，搅乱了人心的平静。
君不见，豪宅、名车、服饰等，纷纷打
出“贵族”的招牌，吸引人的眼球。人
人向往贵族，以为贵族就是独享广厦
千万间，贵族就是宝马雕车香满路，
贵族就是金樽清酒玉盘珍馐。可是，
物质的奢侈，并不能带来心灵的富
足。相反，物质的过度享受，只会让
人更加空虚。

乱象纷纭中，心灵容易迷失，找
不到一条回归自己内心的路径。我
周围有的人，因为生活富有，在赌
场、歌厅等娱乐场所频频留恋，游戏
人生。连他们自己都说，回过头看
看自己过的日子，简直就是挥霍生
命。他们是物质上的贵族，精神上
的乞丐。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个
“心贵族”。我们真正需要的物质财

富并不是很多。别人有豪宅，我们可
以在自己的蜗居里，经营一份雅致和
温馨。在蜗居的阳台上养几盆花，每
天早上给花浇浇水，看到晨光照进窗
子，会觉得每一天的生活都充满阳
光。别人出门有宝马，我们骑自行
车，可以随意去附近“微旅行”。蹬着
车子，吹着清风，迎着阳光，在山水间
走一走，感受自然之趣，在大自然中
放飞心情，无比畅快。别人满身名
牌，珠光宝气，我们布衣淡妆，更有一
种天然之美。别人用珠宝首饰装饰
自己，我们用书籍和艺术装饰自己。
读读书，听听音乐，练练书法，修炼自
己的气质，还可以从中获得心灵的愉
悦，得到艺术的熏陶。腹有诗书气自
华，等到有一天青春不再，我们依然
可以优雅从容地老去。

“心贵族”不是无欲无求，不思进
取，更不是阿 Q 式的自我满足，精神
胜利法。心贵族，我们追求的更多，
更有价值。我们常说，人应该有点追
求，我们追求的，是如何让心灵更愉
悦更舒适，活出生命的价值。别人的
生活，我们不会去羡慕嫉妒怨恨，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做自己喜
欢的“心贵族”，自得其乐。

做一个“心贵族”，物质简单，心
灵富有。

摘自《深圳晚报》

简简单单“心贵族”
马亚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