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先秦诸子著作，我心中常存两
个疑惑：

一是后世对诸子多以姓氏敬
称，其著作也多冠以姓氏，为何老子
却例外？既名为“老子”，则人呼其
名，皆有晚辈之感。

二是老子何以成为太上老君，永
享后世香火？

近日，我读《神仙传》，始略有所
悟。《神仙传》中说：“或云，母怀之
七十二年乃生，生时，剖母左腋而
出。生而白首，故谓之老子。”啊，原
来如此。

其实，这是神话，不足为据。不
过，老子真的是一个千古之谜，即使
是正史，对其生平事迹也含糊其词。

从“千古绝唱”的《史记》中，也很难考
究其生卒年月，更无从知道他是怎么
成为太上老君的。

不过，这一切都不重要。人们
尊崇他，说明其自有可敬佩之处。
近日，我再读《道德经》，理解又深
入一层。区区五千言，历经两千多
年，世事更迭，风流云散，多少辉煌
都成为过眼云烟，但重视中国文化
的人对《道德经》的热情似乎有增
无减，后世研究《道德经》的文字如
汗牛充栋，黄老之术的影响深远而
无处不在。

有人说：“如果中国政治家的成
熟，是因儒学的熏陶而有事业心，那
么，其斗争艺术则有赖于老学与道家

的智慧。”这话可谓一语中的。
道，是老子的精神内核，是大智

慧的结晶，是朴素唯物思想的高度
凝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老子是
思辨与智慧的化身，是中国的亚里
士多德，是全人类的释迦牟尼与耶
和华。今天以不同的视角读老子，
我们会惊喜地发现，《道德经》是一
个可以从多层面深入挖掘的宝藏。
无论是治理国家、军事斗争，还是为
人处世、经商谋事，人们都可以从中
找到制胜法宝。

对于人生，老子尤其有他独到的
见解。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大智若
愚、大巧若拙、大器晚成、宠辱不惊、
淡泊宁静、知足不辱、根深蒂固，千里

之行，始于足下；知人者智，自知者
明；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些警
句是老子处世哲学的高度淬炼，几千
年来光彩熠熠，它们是经典中的经
典，精华中的精华。

身处纷繁扰攘的社会，不少人心
浮气躁，抗拒不了诱惑。想守住本
真，挺难！怎么办？那就需要我们在
叩拜太上老君之后，读读《道德经》，
听听老子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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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军
听听老子的教诲

人语与鸟语

感谢那些“曾经”

□苗君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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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更美妙之处在于，我们曾经携手同行过一段路，我们曾经珍
藏过一段共同的记忆，我们曾经拥有过一段美妙岁月。

对鸟，我们把叫声好听、羽毛好看作为选拔标准是无可厚非的；
对人，我们却要“听其言，观其行，看其表，辨其里”，才不至于走眼！

90后的表妹失恋了，在我跟前哭
诉：“我真后悔曾经对他那么好，白白
浪费了感情！”

表妹还是年轻啊，把结果看得那么
重。其实，一个人如果真正爱过，只会感
激那些“曾经”，而不是咬牙切齿地恨。

年轻时，我曾经和长我5岁的男
人相爱。爱上他之前，我的生活没有
规律。自由撰稿人的职业让我没日没
夜地写，熬到凌晨两三点睡，下午三四
点起床。这样的日子过久了，我并没
有觉得有什么不妥，他却坚决阻止我

熬夜，他说：“夜里10点必须睡觉。”他
还以实际行动影响我，以男朋友的身
份要求我，让我逐渐养成了早睡早起
的习惯。

虽然最终我们分手了，但我十分
感激他。现在的我精神状态很好，再
也不像以前那样面容暗淡无光了。
我知道，他让我养成的好习惯，会让
我终生受益，想起他，我只会在心里
感激他。

一位文友给我讲过一件事。因为
共同的爱好，她和本市一个写手成了

好朋友。她们一起看书、一起写稿、一
起逛街，并在QQ上敦促对方好好写
作。不管谁有文章发表，她们都会一
起庆祝。她曾经以为这是值得一生珍
惜的友谊，没想到两人最终闹到形同
路人的地步。

朋友说，失去友情和失去爱情一
样，都是让人痛苦的事儿，但她依然很
感激那个写手朋友。因为是那个朋友
激发了她的潜能，并伴她走过了最艰
难的日子。如今的她，闲暇时仍坚持
写作，逐渐在本地有了名气。

人到中年，我渐渐明白，生活就是
这样：有的事并不是珍惜就能做好的，
就像有的人并不是珍惜就能得到的。
但生命更美妙之处在于，我们曾经携
手同行过一段路，我们曾经珍藏过一
段共同的记忆，我们曾经拥有过一段
美妙岁月，这就足够了。

我真心感谢生命中那些美妙的
“曾经”，因为这些“曾经”的存在，让我
的记忆丰盈充沛，让我的生活更有滋
味，也让我的日子且行且从容。相信
你也是。

受宠的动物，必有其独特的地方，
比如，猫靠的是乖巧、温存，狗靠的是
恋家、忠诚。可是，笼中鸟既不乖巧也
不忠诚，为什么也能受宠呢？

其实，那些受宠的鸟，要么羽毛漂
亮，要么叫声婉转，有的还能说人话，
如“你好”“恭喜发财”之类，这就是它
们受宠的原因。

我们常在公园里看到这样的情景：
养鸟人在聆听鸟儿啾啾鸣唱、欣赏鸟儿
身姿的同时，也在为鸟儿准备丰盛的早
餐；为了使它们免遭惊吓，养鸟人还往
往在鸟笼上套上蓝布。那种无微不至
的关怀，简直像在照顾自己的孩子。

看到这种情景，我常笑养鸟人自
作多情。那鸟叫声婉转也好，羽毛亮

丽也罢，其实都是自身进化、种群繁衍
的需要。一般说来，叫声婉转或羽毛
多彩的鸟是雄鸟，它们凭此吸引异
性。叫声好听的鸟羽毛一般不好看，
它们多生活在丛林中，因为树丛影响
视觉，它们就进化出好听的叫声。羽
毛好看的鸟叫声一般不好听，它们多
生活在旷野里，叫得好听已没有多少
实际意义，它们就进化羽毛。

造物主就是那么苛刻、公平，它在
给你长处的同时，也会给你短处，使世
界得以平衡。人是高级的灵长类动物，
有思想、有智慧，可是有时办事水平常
常降低到对鸟的鉴赏水平上。

在某些单位里，有些说了算的人，
其用人标准就是看你会不会说好听的

话，于是会干的不如会说的，做事踏实
的不如做事漂亮的，长得漂亮也讨
巧。那些能说会道、上下讨好、八面玲
珑的人，永远吃得开，这就造成了人世
间的许多不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
况呢？这是因为人天生有追逐好听好
看事物的本能，正所谓好言悦耳，秀色
可餐。

平心而论，人的这种本性本不是缺
点，问题在于，人的这种本性常常被居心
叵测、善于伪装的人利用，于是老实人受
到排挤，好人受到打击，出现了许多人间
悲剧。人类就是这样，永远留着一些美
好的漏洞被人利用而又不自知。

那么，是不是那些心怀叵测、善于
伪装的人就没有追逐美好事物的天性

了呢？说老实话，在正常情况下，那些
人也向往美好。他们养鸟也一定会养
叫声好听的八哥、画眉，养羽毛艳丽的
鹦鹉、百灵，绝不会养面目丑陋、叫声聒
噪的乌鸦、麻雀。当然他们的喜好也有
人利用，他们身边会围着更会说、更圆
滑的人。他们互相邀宠，互相欣赏并利
用对方，这时候在社会属性上，我们就
分不清谁是宠物了。对鸟，我们把叫声
好听、羽毛好看作为选拔标准是无可厚
非的；对人，我们却要“听其言，观其行，
看其表，辨其里”，才不至于走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