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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不幸，是从羡慕别
人开始的。

人家职位升迁，工资提高，人
家有车有房，而且刚刚换了别墅，
人家儿女优秀，考上了北大清华，
人家夫妻恩爱，家业兴旺。只要
看到了人家的好，必然就会以自
己的不好来垫背。也就是拿着自
己的短处与别人的长处比，这样
就会出现人比人该死的结局。

攀比一旦成习惯，自然不快
乐。别人有了自己没有，于是要
努力去拥有，拥有了如果快乐固
然好，最怕是拥有了之后发现别

人又上了新层次，从而又增添烦
恼。更别说有些东西是人穷尽一
生都没办法拥有的。当人们追求
的不是幸福，而是比别人更幸福
时，快乐就要远离我们了。

你只看到了小偷吃肉，没有看
到小偷挨揍。你看到人家的幸福，
你没有看到人家的痛苦，或许别人
的笑颜下，隐藏着更深的烦恼。

我们仰望别人的幸福，总认为
只有自己与不幸为伍，其实，别人何
尝不是这样看你，只是你觉察不到
罢了。当你羡慕别人住着高楼大厦
时，也许瑟缩在墙角的人，正羡慕你

有一座可以遮风的茅屋。当你羡慕
坐在豪华车里，而失意于自己在地
上行走时，也许躺在病床上的人，正
羡慕你还可以自由行走……就像
卞之琳所说的那样：你站在桥上
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
人的梦?人在福中不知福，船在水
中不知流。

你以为你没有的，可能在来
的路上；你以为别人拥有的，也可
能在失去的途中。

所以，不要只羡慕别人表面
的风光无限，也许你拥有的比他

更多，幸福一直都在你身边，只是
你没有发现而已，

其实，谁都是幸福的。只是，
你的幸福，常常感受在别人心
里。弥尔顿说：“意识本身可以把
地域造就成天堂，也能把天堂造
就城地域。”仰望别人的幸福，慨
叹自己的不幸；比较别人的得志，
愤然自己的失意；比较别人的快
乐，放大自己的痛苦。就只能把
自己打入烦恼的地狱。与其在烦
恼里仰望，不如亲手点亮自己的
心灯，知足在当下，活在自己的幸
福里。

在烦恼里仰望幸福在烦恼里仰望幸福
□ 冯天军

人间真情一直都在。一条
充满温情的消息在这座城市里
悄悄扩散开来。

初次看到这条消息，是一
个好友在朋友圈发出来的：“欧
阳，我女儿的同学，安庆一中高
二15班学生，是一位聪明善良
可爱的女孩，很不幸被查出患
有白血病，现急需 B 型血小板
和血浆，如果有 B 型血的爱心
人士愿意献血，请您尽快到
XX 血站与 XXX 联系……”看
到这条消息时，我的心痛了一
下。如花的年龄啊！为啥自己
不是B型血呢？

第二次看到这条消息。是
另一个从不转贴子的朋友转发
的。帖子内容大致相同，是女孩
的老师写的，朋友转发理由备
注：一中高二学生，情况属实。

第三次看到，是一个公众
平台发出来的文章。讲的是欧
阳同学的事牵动了无数爱心人
士的心，各行各业、各地方B型
血的人，都自发赶到医院检查
和登记，自愿留下电话，随时等
待传唤献血。

一条信息，无数陌生的面
孔，带着同一颗充满爱的心，从
四面八方赶来，给孩子献上了
希望的种子。

同样的爱和关怀，在二十
多年前，我也曾切身感受过。

那时，我就读于湾井区
中。我是个患有先天性胆管异
常的患者。当时还没查出来是
什么病，只是一发病就肚子
疼。一疼就如五脏六腑在燃
烧，疼得满地满床乱滚。而初
中三年里，我发病特别频繁。
那时，我的父母远在千里之外
工作，爷爷奶奶年纪也大了，学
校离家又远，家里没人照顾得
到我。我生病时，在身边照顾
我的总是老师和班上的同学。

每次胃疼我便吃不下饭。
班主任王老师便经常熬了粥，
用保温盒送到我的宿舍。为了
照顾我的饮食，我成了王老师
家饭桌上的常客。老师对我的
关爱，早已不再是普通的师生
情谊。于我，她既有师恩，又有
亲情。

在一次久病之后，班上同
学递给我一个信封。信封里是
同年级三个班同学的自发捐
款，一共108元。我知道，这都
是同学们从家长给的伙食费和
零用钱里省下来的。捧着沉甸
甸的信封，我的眼睛湿润了，一
股暖流注入到我灵魂深处，它
将伴我终生。

事隔多年，当年帮过我的
人已少有联系。在一次同学聚
会上，许多熟悉的面孔叫着我
的名字，笑说我是他们共同的
小妹妹。而我却已叫不全他们
的名字，为此，我羞愧自责了许
久。还记得，当年捐款给我的
人员名单，我把它珍藏在自己
的书箱里二十余年，可惜的是，
老家长期无人居住，受潮严
重。上次回娘家翻开看时，纸
张完好，字迹却已无法辩识。

其实我知道，纸上的字看
不看得清已不重要，重要的是
它见证了我在难关之时，有无
数的关爱献给了我。而这份
爱，纯洁、真挚，是没有办法偿
还，也不是一个谢字能表达得
了的。它像一个宝藏深藏于我
的心底，时刻温暖着我，告诫
我，要心存善念，要把爱的力量
一直传递下去。

人间
真情
□ 谭水艳

偶尔看得一本书，名叫《犹太
人智慧全集》，书中通过若干个章
节将犹太人的教育智慧、谈判智
慧、经商智慧、生存智慧、爱情智
慧、生活智慧、处世智慧一一陈
列。通过一个个小故事，让你感受
到犹太人智慧所具有的独特风格，
从而找到犹太人成功的答案。

这其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犹太人的教育智慧。知道犹太人
向来重视教育，但通篇读完后，犹
太人重视教育的程度还是震撼到
我了。

在犹太社会中，流传这样的一
种说法：当父亲和老师同时被海盗
抓走，如果有钱能赎回其中一个人
时，他们会考虑将老师救出来。在
犹太民族，学者比国王伟大。一个
家庭若是能出一位博士则是莫大
的荣耀。在犹太人看来，教师的职
业无比神圣，每个人要像尊重上帝
那样尊重教师。

七十多年前，一个基督教徒想
在街上雇一辆马车。他环顾了一
下四周，发现不远处有一排犹太人
的马车。走近一看，车夫一个没瞧
见，只有马儿在悠闲地吃草。疑惑
之下，他转而问在街上玩耍的小
孩，而小孩的回答让他颇为震惊。
他不相信车夫会去学习，于是就走
到位于街道深处的车夫俱乐部一
探究竟。狭窄的屋子里，所有的车
夫都在学习《塔木德》（《塔木德》在
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伟大的研究，
这是一部汇总了对《圣经》进行解
释和研究的伟大著作，是一部犹太
人作为生活规范的重要书籍）

但是最让我心生感慨的是犹
太人的学以致用，注重知识与实践
相结合，犹太人在孩子学习知识之
前，父母有义务让自己的孩子学习
一些做事的基本知识，犹太人认为
一个连饭都不会做的人是没有资

格做学问的。认为知识比实践重
要的人，是一棵根基浅的小树。认
为实践重于知识的，则是根须充分
扩张的大树，即使是大风吹来也纹
丝不动。不由就联想起我们身边
的一些高材生，只知埋头读书，连
葱白是哪段都分不清楚，以至于到
日后除了读书之外什么也不会。
仅仅是学得了一些对于实践来讲
颇为空洞的知识，大风一吹，一地
碎屑。

犹太人一生好学，以“书的民
族”而著称的犹太人对读书确有一
种爱好。在他们看来，喜爱读书是
一种美德、一种高尚人格的象征，
知识渊博的人备受人的青睐。一
名长期与犹太商人打交道的日本
富商藤田就颇有感触地说过：“犹
太人是‘杂学博士’”。与犹太人进
餐时，他们的话题涉及政治、经济、
历史、体育、娱乐等多个领域，甚至
与商业没有多大关系的东西，比如
说植物的种类、车的构造等知识他
们了解的程度也几近专家水平。
而这些知识不仅丰富了犹太人的
话题和人生，也为犹太人做出正确
判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让我们再看一则体现犹太人
智慧的故事。

一九七四年，美国政府为了清
理给自由女神像翻新而扔下的废
料，向社会广泛招标。但好几个月
过去了，没人应标。就在这时，一
名犹太商人来了，看过自由女神下
堆积如山的铜块、螺丝和木料后，
未提任何条件，当即就签了字。此
举引来大家一片嘲笑，因为在纽
约，垃圾处理有严格规定，一个不
小心就会受到环保组织的起诉。
就在等着看这个犹太人的笑话时，
他的一个又一个点子让所有人大
开眼界。他让人把废铜熔化，铸成
了小的自由女神像；那些水泥块与
木头加工成底座……更绝的是，他
连自由女神像上扫下的灰也没放
过，进行包装后卖给了花店。不到
三个月，他竟让这堆别人眼中的废
料变成了三百五十万美元现金，每
磅铜的价格与他购买时整整翻了
一万倍！这个让纽约乃至世界惊
讶的人就是麦考公司的董事长卡
尔·麦考尔。

知识引导人走向成功，但拥有
知识并不意味着就能获得财富，还
需要我们去思考，去创新。在工作
中，在生活中，无一不是如此。

神奇神奇
的的

智慧智慧
□ 喻云

春水初起，盈盈润润，窗前是
楝树、远山、草地与白云，此时若有
一炉火，再研一纸墨，便是再好不
过了。

找来纸砚笔墨，眼前的人间烟
火被纸上的水墨撑开了，再往近一
点的地方，望见几日前绽放一树的
梅顾自萎了，一只红尾鸲呆落枝
上，清寂安享此刻时光。我打开窗
户，与那一树残梅对看，春风却是
温柔的，轻轻一碰，残瓣纷飞如雪，
如美人偷潸遗下泪痕，有一种盛大
的静美。

清晨，去集市买碗，人群喧嚣，
一个农妇打扮的妇人坐在小板凳
上，面前是一担瓷碗，瓷碗粗糙弯
曲的线条，没有夸张的花纹与刻意
的塑造，却有侘寂的光华与宁静，
越过喧闹与嘈杂，仿佛听见来自器
物的声音，散发着泥土芬芳的气
息，简素而静美。

陪母亲去听一出戏，剧场里锣
鼓喧天，唱词里唱着——人生繁华
如梦渺。那一刻的忧伤，令周遭静
寂得仿佛听见生命呼吸的声音，让
人痴了，醉了，莞尔，不禁要留下动

情的眼泪。而此刻的安静与忧伤，
如写在水上的字，第二笔尚未落
下，第一笔便随之流向远方，独一
无二不可重回。

也许，走到岁月一隅的时空
里，会于一处风景中顿悟安静与
忧伤的美好，正如我在清晨里遇
见的一树枯梅、一担瓷碗、一曲唱
词，它们只在它们的时空里安静
等待，如一朵正当好的花，遇见会
遇到的人。

黄昏时分，独自一人走出居
所，远处灰色的屋檐下绽放着桃红
的花朵，细雨袭来，走进一处寂静
的小巷，屋檐下开着微小的花，一
只蜜蜂扑着纱一样的翅膀在细雨
中飞舞，安静而轻盈。我就这么一
个人立在巷中，在这段沉默无言的
时光里，恍然懂得，生命更深层深
的需要是拥有一颗安静的禅心，去
感知内心真实的情愫。

看米勒的画，不论是耕耘、放
牧、落日与山野，都给人一种安静
的情感，木门、旧窗、乡村、孩童，都
闪烁着斑驳时光的印记，画中人即
使是劳动者的不修边幅，也是心怀
感恩，在生活的重压下，内心还有
一份信仰支撑着，即使生活惨淡凄
凉，神采里却仍然保持着宁静、祥
和、热情与期待，自处于当下的侘
寂时光。

在红尘俗世里，也许，我们总
会在某个独立静止的时空里懂得，
静守一树花开，陪伴一朵花落，找
到最初的自己，安守心中的禅静与
简素，在与心灵的对话中，关注生
命的觉醒，心静在禅间，于生命里
种一朵熠熠生辉的花儿，令烦琐的
日子充满诗情画意。

心静心静
在在

禅间禅间
□ 陈溯

小时候最喜欢听鸟鸣。早晨
一睁开眼，就听得窗外的黄鹂“嘤
嘤”歌唱。

早晨是各种鸟鸣的黄金时
间，那时太阳刚刚升起，万物也刚
从睡梦中惊醒，群鸟们一起飞上
了枝头，在黄鹂的第一声鸣叫中，
拉开了百鸟们的“音乐晨会”。

黄鹂向来是以清脆响亮的嗓
音著称。它在细心地梳理完自己
漂亮的羽毛后，优雅地，骄傲地，
站在了树枝上。它先清了清它那
优美的嗓子后，然后用饱满的，高
昂的，激情的嗓音，“啾啾”鸣叫。

听得黄鹂开幕式的歌声，画
眉赶紧化好妆后，匆匆登场。只
见它身体娇小玲珑，从它那两只
圆溜溜的小眼睛中，绽放出清澈
的光芒来。它把自己的眉线画得
又白又长，以至把整个眼睛都圈
在了白线内，它的这一奇特装束，
惹得大家争相观看。

只见画眉不慌不忙，展开它那
优美抒情的嗓音，“啾啾、啾啾”大声

鸣唱。它的声音犹如银铃般清脆
悦耳。那声音时而缓慢，时而急
促。时而如高山流水，时而似小溪
潺潺。抑扬顿挫，粗中有细，细中有
高。只觉得荡气回肠，又若即若
离。好像虚无缥缈，又一唱三叹，真
是委婉动听，空灵绝妙，乃天外之
音，绕梁三日不绝于耳耶。

喜鹊听得过瘾，便放开了它
那豪爽，热情，奔放的大嗓门，“嘎
嘎嘎嘎、嘎嘎嘎嘎”大声鸣叫。喜
鹊向来大大咧咧，洒脱自在，也最
爱出风头。它总爱站在最高处，
因为它知道，只有站得更高，才能
看得更远，声音也才能传播得更
远。它在树梢上高声讴歌，它向
来是以高音著称。它口吐莲花，
报吉祥安康之音。所以它的叫声
无论是多么响亮，人们都会喜爱
它，喜欢看到它。

嗓音最委婉的莫过于小燕
子，它可是唱情歌的老手，“呢呢
喃喃，啾啾啾啾”。它们喜欢在绿
柳间追逐着穿梭，总是一只在前

边飞，另一只在后面追。一路上
甜言蜜语，卿卿我我，笑声不断，
情歌不断。

那歌声时而高，时而低，时
而嘹亮，时而婉转。那歌声温柔
缠绵，甜美悦耳。歌声悠悠，那
优美的歌声，轻轻洒落在阳光下
的各个角角落落里。使心有灵
犀的人，听到为之动容。因为那
优美的歌声拨动了最柔美的心
弦，洒下了一路深情，和一路幸
福的祝愿。

白头翁、小黄豆鸟、百灵鸟、小
麻雀等听到了歌声后，便你一句，我
一句，一起和鸣，一场盛大的音乐会
开始了。大家和着节拍，拍闪着翅
膀，开开心心，蹦蹦跳跳，奏响了这
场百鸟争鸣的音乐盛会。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鸟儿
们无论多么忙，也要早早起来，来
赴它们的“音乐晨会”。

鸟儿们的歌声不断，它们歌
唱着幸福生活，歌唱着对未来时
光的美好祝愿…… 李永海

百鸟们的“音乐晨会”

生活里，好了还想更好，这是
多数人下意识的逻辑。可若是钻
了牛角尖，事事都要求最好，都得
完美，结果会怎么样？

首先，是集中精力抓主要问
题，还是分散精力，管那些不主要的
问题，会让你的日子过得更好？这
个问题，答案似乎毫无悬念。可结
果，很多人还是选了后者。

若不追求完美，那些无关紧
要的小瑕疵，自然不会进入你的
视野；可若是铁了心，一个劲要求
完美，势必要把多数精力，花在修
复瑕疵上。由此一来，放任大原
则不管，却与小问题较劲，这样能
让日子更好，还是更差？

还有，对于追求完美的人来
说，眼里最容不得的，是什么？

是缺点。优点，那属于完美
的范畴，被认为已经达标，自然不
会再加以关注。因为，还有一大

堆的挑战要应对，哪有闲工夫关
注已经被认为属于完美范畴的优
点？对于你来说，精力必须花在
刀刃上。而这所谓的刀刃，就是
缺点。

这些缺点，是完美的大敌，是
需要被改造的对象。所以，也最
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甚至金
钱。你的眼里，只剩下缺点；生
活，大部分时间里自然也围着缺
点在转。一个人的日子，终日围

着负能量的缺点在转，弃正能量
的优点于不顾。长此以往，结果
会怎么样？

最后，往往会因小失大。
这些“小”，就是被认为的，完

美的对立面。既然要完美，目光
自然集中在不完美的地方。于
是，一个劲发挥鸡蛋里挑骨头的
精神，处处挑自己，也挑别人的毛
病。于是，容易因细节，来否定一
个人；却忽略了生活里，一个人，
或者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是大
原则，而非小细节。

过日子，谈感情，交朋友，拼
工作，道理都是一样的。更多时
候，对一个人而言，最重要的是挖
掘出最大的优点，加以发挥，路才
能越走越宽。而完美这条路，却
恰恰相反，它让你关注的是负能
量，路只会越走越窄，最后成了死
胡同。

宽窄宽窄
人生人生
□ 郭华悦

维根斯坦盖过一栋房子。这不
稀奇，稀奇在他是个哲学家。

一般哲学家都是纸上谈兵，只
会搬动嘴皮和纸笔，营造概念的空
中楼阁。维根斯坦不同，除了哲学
玄虚，还留下了一栋房子。那房子
方方正正，一丝不苟，他亲自设计督
建的，不惜工本（姊姊出钱，房子是
她的），甚至为三公分天花板打掉重
来（所以超出预算许多），只是，没有
人味。

他的设计师法现代派大师艾德
夫. 鲁斯（Adolf Loos）的革命性理
念，去除华丽和装饰，追求简单纯
粹。他要造一栋可为“建筑基型”的
完美建筑，就像他的哲学。

我对维根斯坦的兴趣，不用说，
首先来自他的哲学。他的哲学中心
是语言，而语言便是我的阳光草原，
自然受到吸引。此外他这人古怪，

满是矛盾冲突，迷人也慑人。
我曾试读他的《哲学逻辑论》，

才薄薄一本小书，却总读不完：读
不懂！好像面对甲骨文。终于我
下定决心：非读完不可！结果可
知。再怎么决心，甲骨文就不是白
话文。最近读亚历山大.沃写的传
记《维根斯坦这一家》才发现不懂
那天书的远不止我一人，许多内行
人也不知所云，包括他的老师罗素
和后来给他博士学位的剑桥哲学
家摩尔。

问题在他的哲学语言太致密隐
晦，像经咒。哲学界对他的评价也
很两极，不是大褒就是大贬。《哲学
逻辑论》出版后（他生前就出了这本
哲学著作），他觉得哲学已经没什么
可玩，便丢下了。等再回到哲学路
上，却致力于拆自己的旧屋。《哲学
探究》死后出版，几乎全盘否定前书
论点。正如他后来批评自己设计的
房子是“中规中矩，死气沉沉”。

维根斯坦出身维也纳犹太望
族，有钱有势，家里是上流文化中

心，马勒、布拉姆斯之流进进出出。
他并非天生热爱哲学，对哲学的兴
趣是从工程、数学间接而来的，在撞
见罗素的《数学原理》而爱上哲学前
只读过叔本华。后来进剑桥随罗素
就读，断断续续，终于拿到剑桥的哲
学博士，并在那里教书。

他是个孤僻深沉的人，少有人
真正了解他。傲慢暴躁，又常陷入
极端忧郁，在自杀边缘。有深沉的
宗教感，有时慷慨助人，有时却又相
当无情。他放弃财富，到处流浪，过

着清贫的生活，一度想要出家做僧
侣。此外还做过许多事，譬如军人、
小学教师、园丁。

他最有名的话是：“凡是可以言
说的，便可以说清；而不可言说的，
便应付诸沉默。”他认为道德和宗教
属于不可言说的范畴。他的哲学引
发争议，探讨他的哲学著作非常多，
因此有人说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
哲学家。他的奇特还激发了许多
诗、小说和戏剧，有人说他是“一身
兼僧侣、隐士和技师”。《维根斯坦的
火钳》写他和另一位哲学家波普的
争论，非常精彩。

他的文字简短，像逻辑诗，也像
打禅。有人说与其硬攻，不如靠直
觉。他名气很大，实际影响却小。
一位学者自述治维根斯坦的经验
说：“他的文字带人绕来绕去，真正
跨越的距离很小。”

维根斯坦的房子维根斯坦的房子
□ 陈荣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