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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辉当孔子遇见老子

德国的下水道景观

珍惜背后说你好话的人

□姚秦川

□汤园林

两年前，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终
于找到了一份还算满意的工作。不
过，最终能不能留下来，还要看我在3
个月试用期内的表现。为了得到这来
之不易的工作，我每天尽心尽力地干
好分内的事情。

当时和我一起进入公司试用的还
有另一个小伙子陈刚。因为我们两个
人只能留下一个，所以，我一直在暗中
和他较劲儿。平时，我刻意和他保持
距离，从没有单独交流过。我知道，在
这个竞争的时代，你只能做得比别人
更好，才有可能很好地生存下去。

有一次，公司让我俩为同一个项

目各拿出一个设计方案，谁的方案优
秀，就采用谁的。为了胜出，我花了3
天时间，将自认为还算满意的方案交
了上去。

第二天，公司开全员大会，一起讨
论我和陈刚方案的优劣。经过对比发
现，我俩的方案各有千秋：陈刚的方案
胜在层层渗透、细节到位，不足之处是
略显中规中矩；我的方案优点是大胆
创新，剑走偏锋，不足之处为预算费用
太高。当天在开完会后，领导并没有
通报最后结果，只是表示，方案要经高
层讨论后确定，两天后再宣布结果。

我的心一直悬着，甚至连陈刚赞

扬我的方案也觉得是虚情假意。
那天下午，我打算去资料室找资

料。刚推开门，我无意中听到里面传
来陈刚的声音，他对公司的一位副总
说：小李给出的方案的确比我的优秀，
我甘拜下风。如果最终公司选择了小
李的方案，我第一个向他表示祝贺。

听了陈刚的话，我还以为自己的耳
朵出了毛病，但那的确是陈刚的声音，他
正在实实在在地赞扬他的竞争对手。
说实话，我听后百感交集，既敬佩他的大
度，也为自己的小肚鸡肠感到羞愧。

最后的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领导在大会上表示，因为我和陈刚的

方案各有秋千，经过综合考虑，希望我
们两人能合作将方案做得更完美。如
果方案最终得到认可，那么，我和陈刚
都将顺利地通过试用期。

那一刻，我和陈刚都长长地舒了
一口气。

经过我和陈刚的共同努力，我们出
色地完成了公司交给的任务。当然，我
们也都顺利地转正，成为公司的正式员
工。那一刻，我向陈刚投去感激的目光。

我始终记得陈刚在背后说我好话
的事儿。当面说你好话的朋友不一定
是真朋友，背后说你好话的朋友，却一
定是值得你一生珍惜的挚友。

早就听说德国的下水道是一道景
观，但当导游带我们参观下水道前，我
心里还是有些忐忑：那里面会不会臭气
熏天？会不会像恐怖电影里那样黑暗？

我们沿着台阶走了几分钟，便到了
下水道世界，一股暖湿气流迎面扑来，
里面一点儿臭味都没有。下水道有四
五米宽，非常洁净，在柔和的灯光下，让
人有一种身处大商场的感觉，偶尔还能
看到维修人员开着作业车在修缮管道。

这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他们怎么能
如此准确地找到需要修缮的管道呢？
导游说：“水务部门有一个闭路电视系
统，昼夜对下水道实施监控，哪里出了

故障，他们一清二楚。有些人进不去的
管道，还有专门的机器人帮忙维修。”

我惊叹于德国人的细心，导游说：
“全德国的下水道总长超过55万公
里，可绕地球14圈，如果不用电脑监
控，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就太大了。”

一路看下去，我发现德国人的细心
体现在方方面面。污水井的铁箅子缝
隙很大，这样更有利于排水，铁箅子下面
还有一个铁篮子，这样能截住树叶、塑料
袋等杂物，避免下水道堵塞。就连排水
系统都分得很细，有紧急排水口和雨水
溢流口，分别分布在几条运河边上，一旦
遇暴雨，就能看情况实施排水。

从下水道出来，我以为参观就此
结束，导游却说：“除了下水道的排水
系统，地面的锁水系统也值得一看，只
有二者结合，才能真正防水。”

德国人到底怎么锁水呢？在导游的
介绍下，我们看到，河边有许多湿地和绿
地，河岸不是用水泥，而是用石块筑成
的，这样有利于生态防洪。就连城市的
人行道、步行街、自行车道等地方，都采
用了透水地砖，可以加速雨水的渗透。

看着这些贴心的设计，很多人都
感叹德国人在下水道上居然肯下如此
大的功夫。导游却说：“罗马不是一天
建成的，德国下水道也经历了200多

年的改进。德国是个水灾频发的国
家，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让德
国人痛定思痛，不断改进下水道，这才
形成了今天完善的下水道管网。”

能够从灾难中汲取教训，从而打
造完善的防御系统，把灾难挡在门外，
这才是人类最理智的选择。难怪下水
道旅游在德国如火如荼。离开德国很
久，我仍时常想起那里的下水道，它确
实能给我们很多启发与警示。

春秋时期，孔子曾问礼于老聃，
即老子。

那时，老子任东周守藏史，相当
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馆长。他博古
通今，知礼乐之源，明道德之要，是名
闻天下的学者。

当时身在鲁国的孔子学无常师，
对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
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他仰慕
老子的博学，于是约上南宫敬叔，千
里迢迢到洛阳拜会老子。两人会晤
后，彻夜长谈，从山水之间到天地万
物，从礼乐之源到为人处世，从人性
莫测到道法自然，见山道山，遇水说
水，把人生哲理化于山水之间。

《史记》载，两人临别时，老子赠
言孔子：“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
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
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
者毋以有己。”老子善意地指出了孔
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
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
人，会给自己带来危险。

回到鲁国，众弟子问道：“先生拜
访老子，可得见乎？”孔子道：“见之！”
弟子问：“老子何样？”孔子道：“鸟，我
知它能飞；鱼，吾知它能游；兽，我知
它能走。走者可用网缚之，游者可用
钩钓之，飞者可用箭取之，至于龙，吾
不知其何以？龙乘风云而上九天
也！吾所见老子也，其犹龙乎？学识

渊深而莫测，志趣高邈而难知；如蛇
之随时屈伸，如龙之应时变化。老
聃，真吾师也！”

可以说，孔子是老子的学生。老
子先于孔子，老子是大象无形，与世
无争，看周朝衰微，丢下官职，准备退
隐山林。他经过函谷关时，关令尹喜
诚恳地请他著书。他便一挥而就，写
下洋洋五千言《道德经》，然后骑青牛
扬长而去，谁也不知其所终。

传说他去了印度，长寿而终，后
人认为他是修道得以养寿。后人敬
仰他的威信和学说，于是有了道教，
教徒尊他为“道祖”，他骑的青牛也成
了道教文化中的一个著名意象，成了
道士神仙的坐骑。

老子与孔子的相逢，是中国文化
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两种思潮的交流
和碰撞，彼此都获益匪浅。

道可道，非常道。想了解老子，
我们除了研读其学说，还可以去鹿邑
城东5公里处的太清宫镇拜谒驰名
中外的太清宫。那里就是老子的诞
生地，也是历朝历代供奉、祭祀老子
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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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从灾难中汲取教训，从而打造完善的防御系
统，把灾难挡在门外，这才是人类最理智的选择。

当面说你好话的朋友不一定是真朋友，背后说你好
话的朋友，却一定是值得你一生珍惜的挚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