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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会好吗

背诵其实并不重要

大地下有一张床

如今“马甲”多

坊间纪事

时尚辞典

知食分子

强词有理

借咸白鳞鱼

纸 上 博 客

山 居

心灵小品

□ 本 议

我老家那一带，过去招待贵重客人有
四大件菜不可少，即鸡鱼肉蛋。鸡，就是把
它剁成块，撒一层白面粉，用生鸡蛋液包一
包，放到油锅里炸一炸，再加料炖出来，不
用盘子盛而是用碗盛，碗底下还放上垫头，
显得盛得多，场面好看；鱼，就是把半个手
巴掌大的一块咸白鳞鱼，用生鸡蛋液包一
包，放到油锅里炸熟，盛到大盘里，鸡蛋包
得厚厚的显得大方好看；肉，就是把猪肉剁
成馅子，放上白面用手搓成丸子，包上鸡蛋
炸熟，再加料炖，也像鸡肉一样用碗盛着；
蛋，就是用韭菜或大葱炒鸡蛋，用盘子盛
着。

有了这四大件菜就称得上是大席桌，
就是现在说的丰盛宴席。坐宴席还有个规
矩，什么菜都可以随便吃，吃完了可以再
加，唯独咸白鳞鱼不能吃，只能吃上面包得
那层鸡蛋。因为我们那里淡水鱼上不了桌，
只有咸白鳞鱼能招待客人，这么一来咸白
鳞鱼价格也贵了，一般农户买不起。没有咸
白鳞鱼的人家，家中来了客人就到有咸白
鳞鱼的人家借，用完再原封不动送还回去。
如果把咸白鳞鱼块破坏了，就没法还给人
家，只能照一条鱼的价赔偿，上宴席的人都
知道这个规矩。

咸白鳞鱼，是把鲜白鳞鱼用海盐腌泡
而成，鱼肉白里透红，细腻中透亮，经过爆
炸后，咸中飘着香味，香味中含着咸味，是
可口的佳肴。储存咸白鳞鱼是很有讲究的，
把咸白鳞鱼切成方块，放到盛花生油的罐
子里，用的时候拿出来，把生鸡蛋打破撒
上，放到油锅里煎熟，招待完客人，把上面
的鸡蛋层面轻轻扒干净，不能把鱼鳞破坏
了，再放回花生油罐子，不管放多长时间，
不会变质。

那时，在农村还兴请未进门的儿媳过
六月，即度夏，没有结婚之前的这段时间，
遇上阴历六月，男方家派人到女方家去，把
未进门的媳妇叫到家里来过六月。这一个
月虽然不长，但对一般户来说度日如年，因
为没过门的媳妇属于“顶级人物”，需要好菜
好饭地招待，找个儿媳妇不容易，都生怕未
进门的媳妇不满意出岔子。有的农户家里
穷，为了招待好未进门的儿媳，只好四邻八
舍地借这借那，借咸白鳞鱼就是其中之一。

未进门的媳妇到未来婆家过六月也有
差异，有的人理解未来婆家的难处，住上个
十天八日就主动回去了，碰上不理解的人
过得时间长，男方还说不出嘴让她走。俺村
上有一户人家就碰上这么一档子事，未进
门的媳妇来过六月，不但吃得很挑剔，住的
时间还长，从邻居家借来的咸白鳞鱼，反复
回锅煎了好几次，未进门的媳妇还没走。一
天夜里，盛咸白鳞鱼的盘子没有盖结实，让
自家的猫把咸白鳞鱼块偷偷叼走了，第二

天家里人一看借来的咸白鳞鱼块没有了，
着急了，到处找，最后在院子里柴禾垛旁边
的猫窝里找到了那条咸白鳞鱼，只剩骨头，
鱼肉被猫吃得一干二净，气得主人把猫狠
狠打了一顿，打得猫好几天蹲在大门外不
敢进家门。

在我老家还有个传统，正月初二是嫁
出去的闺女回娘家的日子。父母亲这边要
备一些上席的菜肴招待女婿，还要叫上有
头面的人陪，一定要给足女婿面子。有一
年，村上有户姓赵的人家设宴招待上门来
的女婿，并把本家族有头面的人物叫来作
陪，场面气氛很浓。席桌上的菜肴也很丰
盛，除了四大件，还有一些辅助菜，七盘八
碗摆满了桌，温得热乎的地瓜干白酒，斟满
每一个人面前摆放的三钱酒盅子，欢迎酒，
感谢酒，祝福酒，平安酒，事业酒，你来我
往，三下五除二，把女婿喝得飘飘然，竟把
席桌上的规矩忘了，拿起筷子把盘子里那
块咸白鳞鱼叉破了，并夹了块肉放到嘴里，
对大家说：“好香，都来一块吧。”老丈人一
看，连忙用手拍着腿说：“完了，这下可完
了，我拿什么还给人家！”女婿带着醉意说：

“我都来了三个年头了，每年都是这条咸白
鳞鱼，这次不吃掉，明年还是这条鱼。”弄得
老丈人哭笑不得。

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习俗，虽然我
老家拿咸白鳞鱼招待客人是很高的档次，
但是海边并不把咸白鳞鱼当回事。我有幸
在成家的年龄时，找了一个海边的媳妇。有
一年春节前，我第一次去媳妇娘家认门。未
来的岳母知道我是山里人，做了各种各样
的海鱼给我吃，其中就有咸白鳞鱼，且盘子
里不是放了一块，而是放了满满一盘，也没
有用鸡蛋包。我对老人家说了我老家的缘
故，她说：“海边人吃的是鲜活鱼，特别是吃
那些骨刺少的鱼，像鲅鱼、刀鱼、狗鱼、偏口
鱼等，不大爱吃咸鱼，咸白鳞鱼更是很少
吃。既然你们那里喜欢咸白鳞鱼，走的时候
多带点回去。”我走的时候，岳母果然用黄
帆布提包装满了一包咸白鳞鱼。我把这一
帆布包咸白鳞鱼拿回家去，父亲既高兴又
惊讶，他说：“我活到这个年纪第一次见到
这么多咸白鳞鱼。”老人家当作宝贝似的储
存起来，恐怕四邻八舍的人知道了来借。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改革开放让国
家富裕了，老百姓的日子也好过了。吃的胃
口，不仅是城里人调高了，乡下人也调高
了。过去不愿吃的东西现在想吃了，过去想
吃的东西现在不愿意吃了。

世事变迁，借咸白鳞鱼的事，在我老家
也渐渐成为历史了。

□ 李 晓

爷爷61岁那年，有一天木匠
张麻子背着木箱，乐颠乐颠来到
我家，奶奶给张麻子首先端上一
碗红糖水煮的荷包蛋。张麻子一
口一个鸡蛋，我站在一旁流着口
水。爷爷当年给我励志的“心灵
鸡汤”就是：“孙子啊，长大了
拜张麻子为师，学门手艺，有饭
吃！”

那是半年前，我家屋后山梁
上，一棵高大的楠木树在斧头猛
劈下，哗啦一声倒地，那声音让
人心悸，就像一个魁梧的人，遽
然倒地。我看见，树的刀口上，
还浸出汁液，那是树身体里淌出
的血。这棵楠木树，有30多年
了，是爷爷从60多公里外一个叫
乌龟岭的洼地，把它搬到这个叫
马耳坡的山梁，栽在了水井旁，
楠木树生长的地方，土地要湿
润。

楠木树长得有好几米高时，
爷爷常常一个人上山梁，抱住
那棵树，把胸口贴近树身，喃
喃自语。秋天，落叶簌簌，爷
爷的头上，落了一层。爷爷65
岁那年，向全家人宣布，这棵
楠木树，将作为他的寿木。奶
奶端着玉米羹的土碗，微微颤
抖了一下。

我看见张麻子用墨斗眯着
一只眼画墨线，再用刨子刨平
木料。 照着我爷爷的身 板比
试，两天后，棺材做成了，那
时，夕阳如血被远山一点一点
吞下去。当晚，爷爷和张麻子
大碗喝我老家高粱酿的高粱
酒，张麻子恭恭敬敬给我爷爷
敬酒说：“祝你寿比南山啊！”
爷爷哈哈大笑：“我哪里活得过
南山，或许连你也活不过啊。”
张麻子弯下腰，给我爷爷点燃烟
笑眯眯地说，你太客气了。

棺材后来被上了黑漆，摆在
堂屋中央，显得阴森森的。半夜
我起来小解，路过堂屋，走一
步，回头一步，总感觉棺材里突
然之间钻出一个人来抱住我，往
无尽的黑暗里拖去。有个夏夜，
我经过堂屋，竟听见棺材里传出
了呼噜声，我吓得瘫软下去。我
虚弱地伏在墙上，拼尽了全身力
气喊出声：“鬼……有鬼！”棺

材里探出一个头，是我爷爷，爷
爷从棺材里爬出来，一把抱住全
身发抖的我说，孙子啊，我还没
死，就吓得你这样了，爷爷真做
了鬼，也不会吓你的，爷爷会一
直保佑着你的。原来，是爷爷觉
得床铺上睡着发热，索性就到棺
材里睡觉了。

爷爷真是一个对死亡达观的
人。有好多次，我看见他在黑棺
里午睡，或爱抚地摸着棺木，目
光越来越慈祥，说话也越来越小
声。在他70岁寿辰那天，爷爷领
着客人参观堂屋里的棺材，笑呵
呵地说，这个，就是我的床，我
今后在土里睡觉的地方。

爷爷的话，一语成谶，他真
没活过张麻子，张麻子还比他大
半年多。

我爷爷是1973年走的。我爷
爷从乡里卫生院被抬了回来，爷
爷说，死，还是要死在家里床
上。爷爷走的那天下午，他艰难
地比画着手指头，奶奶跟了爷爷
一辈子，还是她明白我爷爷的意
思，爷爷想喝一碗红糖水。爷爷
一小口一小口地吞下糖水，在那
张我爷爷和奶奶当年新婚的床
上，爷爷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奶
奶说，爷爷走以前，还歪过头
来，望了床外边的棺材最后一
眼。

那天黄昏，一只乌鸦呀呀呀
叫着，从老屋上空飞过。

我看见，爷爷被抬进了棺材
里，为讨生活佝偻了一生的他，
终于在棺材里睡直了腰板。

13年前，我爷爷的土坟要迁
移，老家山梁不远处，要修一个
山顶上的机场。我陪着几个亲
人，把爷爷的棺材里从土里刨
了出来，棺材早已经腐烂成一
堆朽木，还剩下泛着白光的头
盖骨，一排牙齿稀稀落落留在
头盖骨上 ，像是在尖利地呼
喊。

我和亲人们一起跪下，我开
口 说 ： “爷爷，打扰您睡觉
了……”哭声在山梁的风中颤动
着。后来，亲人们为爷爷买了一
个骨灰盒，把残缺的几块骨头装
了进去。

爷爷在大地里的床，就这样
在山河沧桑中变成了一个坚硬的
盒子。

□ 一 沁

雁声南，秋意深，当皮肤上
流过秋寒之时，无端想起了王维
的“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
来。在深秋的山间，又有溪水在
旁，心灵该是怎样的沉稳啊。

年轻时看到一本介绍美国的
书，说是穷人住在城市里，富人
住在乡下，那时感到好笑。甚至
怀疑作者也许因为进不了城，便
有“酸葡萄”思维之嫌。

后来看余秋雨先生的《山居
笔记》，见“山居”二字，以为
他也像陈忠实写《白鹿原》那样
躲到偏僻的小山村去了。谁知看
了该书的“小引”，竟对山居十
分羡慕起来。他在“小引”里
说：“1992年深秋，我在香港沙
田的一个山坡上闲住。推窗出
去，一半是绿树织成的山壁，一
半是迷迷蒙蒙的海湾，……为
此，我常常离开城市，长途跋
涉，借山水风物与历史精魂默默
对话，寻找自己在辽阔的时间和
空间中的生命坐标，把自己抓
住。”

后来听朋友说那沙田是九龙
半岛上一个好去处，是九龙城
区北边一处靠 山 面海的 别 墅
区，非荒村野山也。余光中也
住过那里，还写了篇《沙田山
居》美文，两“余”所绘之景色
略同。

原籍我们家乡的一位著名音
乐家，他在我乡的老宅要拆迁，
我曾随当地文化站的主任一起陪
那位老前辈去和老宅告别。记得
老宅有前后两进，灰瓦平房，石
板明堂，旧瓮水缸，墙边的花坛
里植着些花木，我为这样的老宅
拆迁叫屈，老前辈更是连那间布
满灰尘的厨房都细细看了，甚至
用手摸了摸灶台。

第二年，文化站主任叫我一
起去看已经装修完毕的音乐家山
居，于是乘她的车到太白山麓
去。山下小村，河湾环绕，是村
民们的一片整齐的新房，大抵每
座两层，灰瓦粉墙。中有一座新
房，颇为醒目，就是音乐家之新
居了。牙黄色外墙，坡顶，三
层，北面还有车库。沿墙根种植

杂树细竹。“居不可以无竹。”
主任解释说。迈上台阶，进了门
楼，一楼客厅放一架台式钢琴。
二楼是卧室及书房，光亮的书架
上横叠着满满的书籍。三楼放着
木凉床、有个椭圆镜子的梳妆
台、旧木箱和旧皮箱，这些物件
背后深藏的家庭故事我是无法知
晓了，只感到住室舒适，窗外苍
翠的山景扑眼而来，人便如日日
居于画中。后来听说那老前辈感
慨：“我一辈子也没住过这么好
的房子。”房子、环境、还是可
以坦然安放的心灵？

我曾参观过朋友老黄的养鹿
场。他的养鹿场也是建在山坡
上。几列平房簇拥着一幢小洋
楼。老黄当过军人，转业后养起
鹿来。他说在东北接触到鹿，这
便是他事业的启发。梅花鹿淡赭
色的皮毛上有梅花一样的白斑，
大胆地在客人的手掌里叼草吃，
还挺起杈桠的鹿角精神地和来访
的客人合影。有鹿为伴，他的山
居当不会寂寞。

我的一位街坊，也居住在山
中。他年轻时因为在工厂干活，
肺部吸进了金属粉末，医生说没
办法。后来在山里承包了一块
地，养起鸡来，常常开着三轮电
瓶车到菜场出售鸡蛋。现在本土
鸡蛋是很有威信的，收入是不用
说了。奇怪的是他不但肺部好
了，而且身体强壮，他说山中空
气真好。

我还有同事退休后住在山
中，山麓有菜场，出行又有车，
生活很方便。前年，本市一中年
散文作家发我一信云：“近在乡
下老家建一屋，备用。”妙甚，
羡极。从此君发表的文章看，此
人住过出租房、朝西的街面房，
后来肯定是不错的居室，却还在
乡下建一屋。“备用”，何时
用？何用？令人遐思无尽。

夜间，枕边遥闻马路车声隆
隆 ，我不禁想： “住到山中
去！”想想而已，到山中去静思
人生，我没这个条件。不过，我
为山中人庆幸。从鄙夷之词“山
里人”，到文雅之称“山居”，
历史何前倨而后恭也？大山不知
会发笑乎！

□ 刘绍义

“马甲”一词，早已走红网络，如
今的网民，谁没有几个“马甲”。穿
着“马甲”上网，可以进退自如。
“马甲”既是身份的象征，也是分身
的护身符。

“马甲”源自传统的服饰。它是
由古代兵士穿的裲裆甲发展而来的，
我们在影视剧中常常看到，古代兵士
穿的盔甲，前后各一片，往头上一
套，用来在战斗中保护自身。这与现
在网络上的“马甲”有异曲同工之
处。“马甲”还有一种意思，就是马
的护身甲——— 铠甲，披在战马身上，
用来保护战马，湖北荆门包山一带出
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皮马甲，是现存
最早的实物马甲。这样看来，马的铠
甲也与现在网民身上的“马甲”一
样，是起保护作用的。

在古代，马甲作为一种服饰，虽
然没有袖子，但仍然受到人们的喜
爱，因为它穿起来方便，行起来自
由，动起来利索。又因为它适合人们
骑在马身上穿着，所以就叫做“马
甲”了。

马甲在魏晋时期称“裲裆”，隋
朝叫“ 半臂” ， 元代叫“ 对襟马
甲”，明朝称“比甲”，到了清代又

叫“罩甲”了，就是罩在衣服的外
面，年纪稍大的人都还有印象，清朝
的人特别是清朝的八旗子弟常常在长
袍外面套件马甲，非常潇洒时髦，所
谓的长袍马褂就是如此。这说明“马
甲”在古代就是一种时尚的东西，为
人们所推崇。

但网络“马甲”的流行，并非因
为古代的时髦，大概源自赵本山2000
年的春晚表演吧。他说，老虎追赶一
条水蛇到池塘边，水蛇钻入水中后，
恰巧一只乌龟钻出来，老虎逮住乌龟
得意洋洋地说：“别以为换了件马甲
我就不认识你了。”这个小品与清人
所著《笑林广记》的一则笑话非常相
似：“一耗鼠在阴沟内钻出，近视者
倪视良久，曰：‘咦！一个穿貂裘的
大老官。’鼠见人遂缩入。少刻，又
一大龟从洞内爬出，近视曰：‘你穿
貂袄的主儿才得进去，又差出个披甲
兵儿来了。’”

“马甲”一词如今为广大网民熟
悉并广泛应用。人们以此来指代替
身，“马甲”成了网友在同一网站
中，除了常用名之外的用户名。也就
是说，在网络空间里，网友出于各自
的目的，在某一论坛、网站会注册很
多用户名，这些用户名都算是常用用
户名的“马甲”。

□ 安立志

我国的教育方式，有死记硬背的传统。
在旧时代，背“三字经”，背“弟子规”；在“文
革”中，背“语录”，背“老三篇”，要求“铭记
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
这几年又有一些地方要求人们死记硬背，
不过，这次背诵的却是核心价值观。顷见一
则报道，10月下旬，某省文明委对某市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组织模拟测评，因为该
市某小学三名学生背不出核心价值观的24
个字，决定对校长全市通报批评。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价值观的形成，
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价值观虽然具有相对
的稳定性，世事沧桑，百年巨变，价值观也
不会一成不变。“文革”结束，改革伊始，拨
乱反正，百废待兴，重建政治、经济、文化，
成为当时的当务之急。30多年来，我国经
济已是世界第二经济体，政治上也已开始
依法治国。然而，在思想文化领域，仍然面
临诸多问题。或曰经济多元必然价值多
元，或曰社会转型必然泥沙俱下，或曰国
门大开必然飞进蚊蝇。毋庸讳言，在我们

这个缺乏宗教传统的国家里，这些年，人
们普遍感到信仰缺失、文化庸俗、道德沦
落，整个社会充斥着金钱至上、拜金主义
的铜臭之气，颇有“人心不古，世风浇漓”
之感。当此之际，重新构建国家和民族的
价值体系，当然十分必要。从2006年提出
四句话的核心价值体系，到2012年公布24
个字的核心价值观，这个过程经历了6年；
从一些媒体猛烈批判普世价值，到习总书
记在美国提出共同价值，这其中也是曲折
坎坷。从根本上说，价值观是民族精神、民
族文化、民族情感的凝结与结晶，它的形
成反映了历史的、文化的、人性的积淀。官
方的提倡与推行是重要的，然而，民间的
凝聚与共识更是不可替代。从这一意义上
说，一些地方官员的强制背诵，其效果并
不值得期待。

众所周知，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是分层
次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
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
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
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在我国，
一些官员存在着居高临下的惯性，无论刚

性的法律，还是柔性的道德，似乎都是为
了治百姓，甚至“反腐倡廉”也要从百姓做
起。一些地方要求小学生背诵核心价值
观，正是这种思路的延续。在一些官员眼
里，核心价值观也要从百姓、从学生抓起。
核心价值观不仅是对公民的要求，也是且
更是对政府（官员）的要求。人们难以想
象，一个普通百姓如何实现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的价值目标？一个小学生如何体
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取向？在
我们这个一向“以国为尊”“以吏为师”的
国家里，如果国家始终坚持“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的价值目标，如果社会（主要
是官员）始终坚持“自由、平等、公正、法
治”的价值取向，那么，公民个人遵循“爱
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准则，也就自
然会体现出雁阵效应。当然，广大民众了
解核心价值观自有其必要性，这是保障公
民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题中应有之义。
然而，在一些地方，无视核心价值观的不
同层次，国家与社会放弃自己的使命与责
任，把形成核心价值观单纯作为普通民众
的义务，要求百姓背诵如流，烂熟于心，显

然是不着边际的。
由于经济成分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

化，我国社会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取向也呈
现出多元化的格局。这不仅为社会存在决
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所说明，也是我国
社会生活的实际状况。国家提出核心价值
观，一方面，代表着国家对于核心的、主流
的价值观的提倡与推行，另一方面，也说
明客观上存在着非核心、非主流的价值
观。客观说来，人们对于核心价值观的理
解也并不完全一致，比如民主问题，就存
在着“西方式民主”与“中国式民主”的分
歧；比如法治问题，也存在着“刀制”（法
制）与“水治”（法治）的差异。由于价值观
形成于人们的精神、心灵与情感领域，它
的形成，有赖于较长过程的引导与培育，
这是一个“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过
程。它既不同于意识形态，更不是国家法
律，简单地采取硬性的、强制的方式去灌
输，即使人们对24个字出口成诵，倒背如
流，也并不说明核心价值观已经形成，甚
至适得其反，功半事倍。由此可见，传播和
形成核心价值观，背诵其实并不重要。

□ 李海燕

最近坏消息特别集中，远方有对无
辜者的杀戮，近处有滑坡、爆炸，身边有
雾霾……这样的情况下谈论食物，会显得
特别的没心没肺。其实，即使是“宁肯疮流
脓不让嘴受穷”的变态级吃货，也有伤心
得什么也吃不下的时候。

是时候谈论一点精神层面的东西，来
喂养一下饥饿的灵魂了。

从远方的杀戮说起吧。据报道，那些
在浪漫的花都举枪屠杀无辜百姓的凶手，
在动手之时，嘴里居然高喊着“为了叙利
亚、为了……”以信仰为名进行的杀戮，在
我的眼中，有着翻倍的无耻和残忍。本来，
对信仰这件事，我没有什么发言权，我并
未深入了解过世上的各种信仰，也无偏
见，相反，对有坚定信仰的人还十分尊敬
和佩服。但从我读过的一点书和知道的一
点世事来看，信仰如果脱离了理性和慈悲
这两样东西，简直比世界上任何的坏东西
都危险。

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中专章讨
论过理性和信仰的关系。首先，他承认有
信仰是好的，全无信仰的人往往不堪信
任，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无信仰无价值

观的人正给社会制造麻烦，谁也不能视而
不见。但是，任何一种信仰，如果被滥用，
都可以成为打人的棍子、迫害别人的工
具。狂信会导致偏执和不理智。王小波列
举了一篇歌词，很有点说明意义：跨过
大海，尸浮海面，/跨过高山，尸横遍
野，/为天皇捐躯，/视死如归。这是一
首日本军歌的歌词，从中不难看出，对
天皇的狂信导致了最不理智的死亡欲
望。一位正常的有良知的人，对歌中唱
到的风景，除了痛心疾首，不应再有其
他评价。

另一位指出信仰和慈悲的关系的
人，是我喜爱的博尔赫斯，他在《恶棍
列传·双梦记》里提出过这样的问题：灵
魂可以不要慈悲仅凭信仰就进入天堂吗？
不能！没有慈悲的信仰最易沦为魔鬼的仆
人。更直接的说法是，没有慈悲的宗教几
乎可以直接定义为邪教。因此，对那些不
爱惜他人生命也不爱惜自己生命，不理
性、不慈悲的所谓信仰，我只觉得荒谬、残
忍又绝望。

微信圈里的文艺青年从前最爱说，人
生不仅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现
在远方有的是杀戮，眼前却被雾霾笼罩，
几乎连苟且也要瞧不见了。这对生命的刺

激并不亚于远方的杀戮，因为它会让你咳
得不光是肺，连心都要碎了。

于是，人们忙着调侃现状，忙着痛斥
为政者，仿佛人人都是受害者，人人都是
无辜的，人人都有权利指责别人。其实，着
急贪求，这人类的的卑微，见诸己身否？戾
气残暴，这是人类的丑陋，见诸己心否？歆
羡报怨，这人类的无用，见诸己性否？少有
人问，少有人答。

这个世界会好吗？这是最后的儒者梁
漱溟在临终前的世纪之问。对社会，他认
为经济生活分散了人心，而组联了人身。
政治形成集团抗争，划分此疆彼界。今日
世界问题之形成由于西方文化。要避免人
类之毁灭只有转向中国文化。中国问题之
陷于今日局面正为盲目学西洋之结果。
欲把僵局化归缓和而达于统一，必须矫
正划界限与用武力之两点错误，而超脱于
世界两大壁垒则为其入手。对人本身，梁
漱溟认为，要解决的问题分三个层面，人
和社会、人和人、人和自身。

梁先生指出的人类的病症和解决社
会问题的药方，不知道是否有用。就像对
待作恶者，在宽恕和惩罚之间，也不易掌
握适当的尺度。只好把不朽的荣耀归于
神，让他手中握着无限宽恕和无限惩罚两

把钥匙。
远方和眼前都那么无望，活着的人们

要怎样呢？活无立锥、死无葬身吗？一个一
直号称谨慎的乐观主义者的人，怎么能允
许自己如此绝望？于是，我也在朋友圈
写下如下的话：天气好的时候，要喝一
壶好茶，虚度一段清香四溢的柔软时
光；天气不好的时候，更要喝一壶好
茶，拯救一下阴郁苍茫的心境。一壶老
白茶，三两支闲花，背景音乐是“雨纷
纷，旧故里草木深……烟花易冷、人事
易分……”紧紧捧着手心里的半盏热
茶 ， 不去管风起玉尘砂 、 门外即天
涯……

就像在这个薄情的世界温情地活着，
自知自己写下的话有股浓浓的鸡汤味儿。
要是诗人卡佛就会这样写：

这一生你得到了
你想要的吗，即使这样？
我得到了。
那你想要什么？
叫我自己亲爱的，感觉自己
在这个世上被爱。
卡佛的诗，更像一杯冷冷的冰水。

寒冬已至，如果可以，还是放下冰水，
来一碗热热的鸡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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