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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彩风·随笔
【剑走偏锋】

有时候，适度的抱怨式
交流更容易使人增强亲切
感，换取真心话，同时能将
烦恼化解。

治大国
若烹小鲜

□倪俭康

无须都看透
□周金花

与其将风景都看透，
不如慢慢地欣赏人生的细
水长流。

【若有所思】

去黄山的第二天，天公不作美，下
起了蒙蒙细雨。天都峰封山维护，莲
花峰雾天湿滑，均不宜游览。大家一
时怨声四起，感叹游不逢时，只好寄希
望于下次了。

想昨天的游人，乘缆车，坐索道，看
着脚下万丈深渊，一路尖叫；攀一线天，
登光明顶，拥到迎客松前拍照留念；游
情人谷，赏花镜池，感受竹海里的卧虎
藏龙……看山之蓊郁，草木葱茏，心旷
神怡，有荣辱皆忘、劳乏顿消之感。

看今天的我们，披着薄薄的雨衣，
行走在淡淡的云雾之中，路边的树叶、
草丛湿漉漉的，参天的大树在雨雾中
隐隐约约，虽有超乎尘世置身仙境之
感，却破坏了登高望远的兴致，心情也
似乎被笼上了一层雾。

出门旅行，谁不希望将所有的风
景都看个仔细，然后细细回味呢？

然而，正是这次遗憾，让我们对黄
山充满了期待与向往，对未来存有念
想。如果看透了所有的风景，这座天
下名山还有何留恋？谁还会欣赏它的
细水长流？

风景无须都看透，似乎蕴含着人
生的深刻哲理。人生看透了，不过是生
命的一个轮回；生命看透了，不过是吃
喝拉撒睡；工作看透了，不过是聊以果
腹的职业；爱情看透了，不过是磁场的
正负极，异性相互吸引而同性又相互排
斥的一场游戏……看透了人生的风景，
就会给自己的碌碌无为寻找各种理由
与借口，难免落入平庸。

还是不要看透吧，看透了生活的本
来面目，人生就会变得太轻，似乎掉进
了昆德拉所说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与其将风景都看透，不如慢慢地
欣赏人生的细水长流。

趁着假期，十几年未见面的高中
同学聚到了一起。吃饱喝足后，我们
乘车直奔嵩县卧龙谷风景区。

夜幕降临时，我们燃起篝火，开始
了歌舞狂欢。一向活泼的班长和我谈
起了工作后的生活：“你知道的，我喜欢
玩儿，现在我参加了驴友队，天南海北
地游玩。平时，我还喜欢钓鱼。我不想
闲下来，闲下来的日子太没有意思！”

老班长现在是一名高中教师，早已
晋升高级职称了。按理说，车子、房子、孩
子都有了，他该知足了，可他似乎还是常
常抱怨。因此，虽说他的工作能力很强，
但由于喜欢抱怨，一直没有晋升的机会。

在篝火晚会上，他率先唱歌、跳
舞。在他的带动下，大家都欢跳起
来。我实在想不明白牢骚满腹的他，
为什么还能活得这样有滋有味。

我向他提出这一疑问时，他歪着
脑袋很惊讶地说：“我觉得抱怨的生活

也很快乐啊！有些人喜欢将不满埋在
心底，无论什么时候都装出一副无所
谓的样子，都能挤出一丝微笑，对待谁
都像对待上司一样彬彬有礼。其实，
当周围的人都在重复着这样的生活
时，生活就会索然无味，这样的生活多
累人啊！

说完，老班长又唱歌去了，丢下我
在那里慢慢咀嚼他的“高论”。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有太多顾
忌，总在乎别人怎么看。于是，面对不
公时，我们低下头来默然无声，殊不知
就是这样的默认，将人与人之间的距
离越拉越远。

老班长让我明白了，不要刻意掩
饰自己，将真性情表现出来，稍微抱怨
一下也未尝不可。有时候，适度的抱
怨式交流更容易使人增强亲切感，换
取真心话，同时能将烦恼化解，从而让
人拥有快乐的心情和美好的人生。

“治大国若烹小鲜”出自《老子》第
六十章，可能是这本仅五千言的书中
最通俗的一句话，意思是治理一个大
国要像烹调一条小鱼一样小心谨慎，
不要勤于翻动。这句话流传甚广，几
千年来深刻影响了无数的政治家，以
至于古今中外无数政要都把这句话作
为执政理念。

为什么这个极通俗的比喻能言中
治国理政的大道理呢？我们把这句话
同老子的自然哲学思想结合起来就不
难理解了，它彰显了《老子》阐述的社
会人生核心价值观，即“无为”的理念。

老子基于自己“道法自然”的宇宙
观而产生的社会观的核心，就是无为
而治的政治学说，是老子无为的自然
哲学在政治上的应用。《老子》一书反
复阐扬的“无为”理念，其实不是消极
思想，而是一种积极的处世和为政哲
学。老子的“无为”不应理解为无所作
为，而应理解为顺应自然与人性，有为
有不为，不勉力所为，其终极目标是“无
为而无不为”。因此他主张治国为政要

“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当“民忘于
政若鱼忘于水”时，就不需要任何宗教
的力量来辅政了，这在另一层面也体现
了老子的无神论思想。

由此看来，“治大国若烹小鲜”的
确道出了为政之肯綮，喻示了为政治
国的关键在于尊重自然规律，在于科
学选择为与不为，在于简政。如果依
执政者的主观愿望去改变社会，朝令
夕改，左右飘忽，老百姓就会无所适
从，社会就会积聚戾气，就会导致国家
不安。

既然这句话从治理国家的大层面
对从政者启示很深，那么小到治理一
村、一乡、一县、一单位，又何尝不是如
此呢？我们有时看到某些单位的领导
整天手忙脚乱，连节假日都顾不得休
息，甚至连上厕所都是一路小跑，结果
却搞得单位毫无起色，事倍功半。究
其原委就是没弄懂“无为”的道理，不
懂得为与不为，不知道领导者应该做
什么，分不清大小轻重。

如果读懂了《老子》，理解了老子
的“无为”思想，一个有水平的领导者
就应该是很潇洒的，就会知道抓大放
小，就会知道主次缓急，就会正确考量
为与不为，就会知道放权简政。

两千多年前的老子似乎离我们很
远，但又似乎在我们身边。老子的思
想言论是一棵常青树，其旺盛的生命
力和深刻的内涵至今仍放射着耀眼的
光彩。愿每一位执政者都能从老子

“治大国若烹小鲜”等饱含哲理的言论
中悟出为政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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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星

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雪夜去看
望朋友戴安道。到了戴家门前时，王
徽之却对随行的人说，已经好了。随
行的人问其故，他答：“乘兴而来，兴尽
而返，我又何必见安道呢？”

后来，我又读了诸多古今名家的
美文，那恬然乐处的感觉时常泛起，恰
似王氏那种潇洒的诗意。

作家李汉荣先生在其《山中访
友》说：“不骑车，不邀游伴，也不带
什么礼物，就带着满怀的好心情，哼
几段小曲，踏一条幽径，独自去访问
我的朋友。”显然，这又是一路潇洒与
诗意。拥有这样开朗乐观的心境，何
来烦愁。只是想去看你，省却一切烦
琐。最清淡的时光，自是要有最清淡
的相处方式。人生就该这样，与其轰
轰烈烈，倒不如与好友喝喝茶、聊聊

天、看看山、望望水，任你拥有再宏伟
的事业，你的心灵终究是要归于如此
清欢的生活。

人生有多少重要的人、重要的事
呢？多数时候，我们过的都是清欢的
日子。烈火烹油的日子，偶尔点缀下
尚可，若是时间长了，谁都受不了。

生活本身就是艺术。早晨我五六
点钟就起床，去逛早市。我看到一位
大哥卖手工馒头，好大一个才8角钱，
热气腾腾的香味扑面而来。大哥比热
气还热情，手脚麻利地忙活着。来买
馒头的人很多，大家说，他的手工馒头
里有人情味儿。

人生自是有清欢，这些小小的清
欢点缀着我们的生活。只要你肯善待
生活，就会发现，人生的欢喜就会不请
自来。

只要你肯善待生活，
就会发现，人生的欢喜就
会不请自来。

【闲读偶记】 人生有清欢
□袁恒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