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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左素莉
炎夏已至，酷热弥漫。太阳举

起一团火，引燃了无数石榴果。这
样的季节，很适合读《道德经》消
暑。6 月 25 日上午，漯河日报社水
韵沙澧读书会举行，市社科联主席
高文献主讲，和读书会成员们分享

《道德经》，一起感受《道德经》中
抚慰心灵的力量，许多经典名句如
清风习习、细雨纷飞，带来阵阵凉
爽。世界，竟如此静谧美好。

老子是春秋时期的大思想家，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据道教的史料
记载，老子约生于公元前 571 年的
农历二月十五日，比孔子大 20 岁，
他们之间曾经进行过深刻的交流，
古代典籍上关于孔子问礼于老子的
记载很多，至少有四次，问礼的内
容每次都不一样，包括礼仪、仁、
乐、道等。老子生活的年代是周王
朝衰微的时候，他主张清静无为，

“自化”、“自正”，反对扰民。他的
思想精华集中体现在《道德经》一
书中，老子的思想在中国哲学史、
思想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已深深
融入两千多年中华文明史，《道德
经》的思想内涵，传达出的人与自

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处理
方式，对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也
能提供很好的启示。老子生于苦县
厉乡曲仁里（苦县即河南鹿邑），河
南灵宝函谷关有太初宫和老子塑
像，太初宫是老子写《道德经》的
地方，陕西周至县大散关也有老子
庙，洛阳老城东铜驼巷有孔子向老
子问礼碑。江西三清山、鹿邑太清
宫、三门峡上清宫、济源王屋山下
阳台宫、开封延庆观等都是与老子
道教有关系的文化遗存。

《道德经》又名《老子》，由道
经和德经两部分组成，1 至 37 章是

《道》 经，38 至 81 章是 《德》 经。
高文献认为，《道德经》的思想精华
之一是“自然”、“无为”思想。《道
德经》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
法道、道法自然”，这里所说的“自
然”不是指自然界，而是指事物的
规律。《道德经》中的“无为”的概
念是顺应规律的意思，而并非什么
都不干。《道德经》中说“为无为，
则无不治”的意思是顺应了规律，
就没有什么治理不好的。这些思想
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高文献认为，《道德经》的思想

精华之二是“虚”、“静”思想。《道
德经》中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
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这句话
的意思是虽然万物众多，但是最后
还是要回归到生命的根源，回归到
生命的根源叫做静，静就是回复到
真我的生命。老子主张人们应当用
虚寂沉静的心境面对宇宙万物的运
动变化，他认为万事万物的发展变
化都有其自身的规律，从生长到死
亡，生生不息，循环往复以至于无
穷，他希望人们了解掌握这个规
律，做到“归根”、“复命”。人只有
放空了自己，才能回归本真，静下
来才能固守本性。

高文献认为，《道德经》的思想
精华之三是“柔弱”、“不争”思
想。水首先是一种柔弱之物，它不
逞强，但长久的韧性却使它具有滴
水穿石之效，老子由此认定“天下
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
胜”，并提出了柔弱胜刚强的贵柔
论。他将坚守柔弱作为人们谋取生
存的有效方式，主张柔弱处世的老
子，始终认为，“柔之胜刚，弱之胜
强，天下莫不知”，他的贵柔守弱，
本质上是一种乐观、豁达而不失自
信的处世理念。他认为“上善若
水”，最好的处世方法是像水一样，
善利万物而不争；正因为不争，故
而没有失败之忧。高文献说：“老子
的这一思想让我们心胸博大，为自
己找个出口，而不是一条道走到
黑。无论事业成功与否，无论人生
有多少坎坷，都会是一个幸福的
人。”

高文献认为，《道德经》的思想
精华之四是提出了很多道德修为准
则，今天的人们也应该遵循。如

“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君
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慎
终如始，则无败事”；“祸莫大于不
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等。传播弘
扬《道德经》有助于推进公民思想
道德建设。

高文献说：“品读 《道德经》，
能让我们的情智修养越来越高，幸
福指数越来越高。”

我市作家张德贞在谈到参加读
书会、听了高文献报告的感受时
说：“《道德经》给了我们一种辩证
思维方式，一种在喧嚣中凝神静听
的能力，一种悠然自在的人生智
慧。老子、孔子是两座大山、两条
大河、两棵大树，深刻影响了中华
民族2000多年，值得认真研究。读
书最好的开始是兴趣，最好的过程
是意趣，最好的收获是禅趣，让我
们从自身做起，带动更多人爱读
书、多读书。”

我市作者张海燕说：“读了《道
德经》，听了高主席的讲授，我看淡
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继而更深刻
体会到“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
提”的含义。我种的栀子花开了，
十七朵，你开了我开，像是赶趟儿
似的，香气袭人，我觉得真好。儿
子交到学校的小盆栽碧玉也从两片
叶子长到八片叶子，真好。每天早
上能在沙河河堤上散步，迎来日
出，看看河水，看到从春天到夏天
依次盛开的花朵，真好……在这普
通的日子里，我用自己的眼睛看到
了这么多美好的事物，感谢自然万
物的馈赠，感恩生命中的亲人朋
友，更感谢我在人世间走上这一
回，看到的种种美好。”

市新华书店发行科科长寇鹏博

说，读书会为爱读书的人搭建了一
个很好的学习交流平台，邀请了学
养深厚的老师讲述他们的读书心
得，听后可谓胜读十年书，经过大
家的指点，可以走很多捷径，获益
匪浅。读书有百利而无一害，无论
生活或工作中书籍都不可或缺，希
望借助读书会这个平台，能让我们
在文学路上走得更远，走得更高。

在谈到国学的复兴时，高文献
说：“文化的复兴，在世界氛围内是
个大趋势，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化的
组成部分，是世界文化精华之一。
世界所有冲突最根本是文化的冲
突，中华文化中的‘和谐思想’‘求
同存异’等能够化解很多矛盾。文
化多样化符合文化发展的主流和趋
势，国学复兴是历史使然，是文化
发展的规律所在。中华文化曾在世
界上产生了轰动效应，一定会实现
复兴。我看好国学复兴，中国智慧
肯定能为世界发展提供很好的思想
和文化支撑。”

高文献说：“举办读书会很有意
义，体现了漯河日报社发挥文化导
向功能的独到思路，体现了智慧和
创意。读书会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凝聚读者，引领读书，引导人们形
成读书的好习惯，坚持下去，一定
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在这个平台上
分享交流，共同进步，汲取营养。
建议今后定期邀请学养高的人作报
告，增强互动性和开放性，所有爱
读书的人都可以加入，同时引导阅
读美学、书法、绘画、音乐等书
籍，还要策划一些活动，使读书会
为企业服务，为社会服务。相信读
书会会有很好的生命力，市社科联
也会适时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清风细雨涤心尘
——漯河日报社水韵沙澧读书会活动侧记

■张剑锋
超脱的视角是《道德经》的一

大特色。书中的很多概念，诸如
道、名、无、有等，超出国运盛
衰、人际礼仪，而指向天地的开
辟、宇宙的构成。老子似乎是想先
搞清楚天地的运行法则，然后依据
这种法则来确定人的活动准则，也
即人事要顺应天意。

这 是 相 当 高 妙 的 “ 顶 层 设
计”。这种设计给人关照自身命运
提供了另外的视角，即“以道观
之”——它既可以提醒人以宇宙规

模来思索自己的存在意义，领悟人
赤条而来、空手而去的过程，从而
看淡功名、留心永恒；也可以以它
反思自己的兴衰际遇处于道演化的
哪个阶段，以期避免失意时的颓
废、得志时的忘形。

无为而治合乎天道，似乎是最
科学合理的治国统民之策，但它也
有着明显的设计缺陷，那就是忽视
了人性的多变，很多统治者并不认
可天道的威严，所以就没了向天学
习的必要。西汉的无为而治终结于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唐朝的无为而

治终结于软弱无能的唐哀帝。汉武
帝以与匈奴和亲为耻，一心想战胜
匈奴，要“有为”，终于排除万
难，“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改了
国 策 ； 唐 朝 的 情 况 是 皇 帝 “ 无
为”，但分封到各地的节度使要

“有为”，后来使得中央疲弱、地方
强大，酿成藩镇割据的局面而最终
因此亡国。

对于这个设计缺陷，老子是清
楚的，缺陷不是理论不好，而是众
人太痴，这大概也正是他西出函谷
关的原因。

超脱的视角

■王秋霞
二十几岁时读《道德经》，立即

被字字珠玑所折服，虽有很多不
懂，仍满怀激动地在书扉页上写下

“纵使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
以示我的喜爱。从此，我只要有时
间就翻翻此书，随着时间的推移和

阅历的丰富，我越发感觉其个中妙
处精到细致，大到宇宙万象的规
律，又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再到治
理国家的长治久安；小到做人的德
行天下，修身养性，都让我如醍醐
灌顶，豁然开朗，生活中的无法释
怀，都能从书中找到答案。

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

■荷蕾心语
第一次接触《道德经》是在老

子故里鹿邑。春日的一个午后，当
我走进展览馆时，眼前的景象让我
惊呆了，历代《道德经》版本和研
老注老的资料洋洋洒洒上万种，那
叫一个壮观。后来偶到函谷关，听
到了老子骑青牛留下五千言《道德
经》之后不知所终的故事，当时老
师在身旁，遂问老子的老师是谁，
师曰关于老子的老师，他知道的有
两个版本，一是中国神话小说《封
神演义》里说老子的老师是鸿钧老
祖，鸿钧老祖有三大弟子：太上老
君、元始天尊、通天教主，老子就
是太上老君，是道教界公认的道教
创始者，故又称老子为道德天尊。
其二是说老子有个老师叫常枞，传
说离世之前把老子叫到床前，以齿
落舌存之状告诉老子“刚者早逝，
柔者长存”的道理，曰天下事及处
世之道都在里面，老子深得启发、
感悟，遂开启大智慧。我们边走边
说，山中有泉水从脚边流过，老师指
着水说，老子《道德经》中道法自
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受伏羲文化和

《易经》的影响很大，因为淮阳离老
子的出生地鹿邑不远，而且古鹿邑水
多，老子从日常生活水的特性感悟到
为人处世、自我修身、治理国家的道
理，所以有人这样说，老子的思想

是“水”做的。
早就知道“上善若水”这个成

语是因为它多次出现在书法艺术
里，可见它承载着普遍与美好。我
们都知道水往低处流的谦逊，领略
过海纳百川的气概，看到过奔流到
海不复回的壮观，也明白滴水穿石
的执著与勇气。《道德经》 之水宁
静温和，低调内敛，默默奉献，从
不与人相争，让我深知最高境界的
善行，就如这水的品性一样，泽被
万物而不争名利。人生，其实是一
个不断修为的过程，做人如水，你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决定了你会
遇到什么样的人生。

据说“自然”一词在中国应该
是老子最早提出的。我认为“道法
自然”中的“自然”，一是指自然
界，二是指本初的模样。道家以自
然为美的思想在中国美学史上产生
了广泛深远的影响，所以我们崇尚
自然，提倡质朴，讲究本色。百花
之中我独爱荷，是因为荷花美就美
在自然，正如唐代诗人李白所说：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从绘
画和诗词角度来说，其表现手法更
是天然之作，“顺其自然”、“水到
渠成”等词语更是教会了我们处世
的“自然之道”。

我用一个月的时间读完了《道
德经》，方知其五千年的文化神韵

一 直 浸 染 着 我 们 热 爱 的 每 个 时
代……它像一口深藏两千五百年的
古井，源源不断地滋养着从古至今
的社会文明和思想情感，感谢老子
用自己的智慧为世人打造了如此丰
富的文字盛宴，我们才得以有幸通
过这些哲思更加清醒地认识人生、
思考人生、感悟人生……

时间在走，我们与往事之间隔
着愈久弥深的生命厚度。生命的尽
头，时光终将驯服一切，人生终将
消失在岁月的山谷。赫恩曼妮说：

“我们太容易把生活视作线性的、
前进的、向上的过程。但生活恰恰
是螺旋的、有进有退、迂回曲折
的。所以，尽情享受没有答案的人
生，未尝不是一项优雅而高贵的事
业。”无论什么样的人生都是现在
进行时，而且只此一次。我们视而
不见的失败，对于我们就是成功。
我们慢慢习惯了竭尽所能之后不再
强求的顺其自然，也渐渐明白了一
次次身处绝境之时那些温暖美好的
真爱，这就是来日方长却需要只争
朝夕的人生。

每一天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且让我们忠于本真，怀抱一颗懂得
欣赏和珍惜一切的感恩之心，去聆
听 《道德经》 里千回百转的回声
吧！因为，人生就像是一只风筝，
而你的心，就是对的风。

怀抱一颗感恩之心

■侯世民
《道德经》离我们很近，就在我

们日常生活中。以前我用隶书一天
抄一章在小纸片背诵，过了不久又
忘记了。或者当时背诵的，不一定
理解。但很难理解的句子，不一定

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就豁然开朗
了。我还是喜欢在小河边、柳荫
下，拿着一本大字带拼音，没有注
释，没有翻译的 《老子》 大声诵
读，或许那样才能原汁原味——投
入地读一次，忘了自己。

投入地读一次

■柴奇伟
时下，从中央到地方，从机关

到学校，都在创建和谐社会，这就
要求我们每一个人从现在开始，像
老子在 《道德经》 里说得那样，不
断地完善自己，虚心向别人学习，
有所为，有所不为，为创建和谐社

会、书香社会而努力奋斗。作为一
名农村小学教师，我将在今后的工
作中，严格要求自己，时时处处努
力去做学生学习的榜样，指导学生
多读书读好书，为让每一个农村孩
子实现自己的梦想做出自己的贡
献。

从修身到治国

■于利娟
当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晚上

回到家中，静心读 《道德经》 时，
越读越觉得心越平静。道与天下，
就像河流与江海之间本末相连，道

理都是相通的，我们要学会知足，
知道自己的缺点，并有勇气战胜缺
点，多一点对自己内心的体悟，不
追求名利，健康向上，才会让自己
的德行修养得到提升。

要学会知足

■张海燕
读了《道德经》，更感觉自己很

无知，人也变得谦卑，看淡了人世间
的许多悲欢离合，也更能体会到“一
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奥妙。
我种的栀子花开了，十七朵，你开
了我开，像是赶趟儿似的，一直香

气袭人，真好；儿子交到学校的小
盆栽碧玉也从两片叶子长到八片叶
子，真好；每天早上在河堤上散
步，迎来日出，看看河水，看春天
到夏天依次盛开的花朵，真好；晚
上散步时，看到林立的高楼里闪烁的
万家灯火，如此温暖，真好……

一花一世界

●沙澧共读·《道德经》感悟撷萃

■郭 嘉
刘彻出生那一年，文帝去世，景帝即位，注

定着他将是文景之治的承接者与开拓者，也注定
他要担起一个民族走向兴盛的重任。也许正是这
样，刘彻在七岁被立为太子后便经历了生离死
别。他一双泪眼看着自己的姐姐被送往匈奴和
亲，自己身为皇子却无能为力，任由马车渐行渐
远，幼小的心灵第一次体会了隐忍的屈辱，也为
后来他对匈奴的强硬和对卫青的欣赏埋下了伏笔。

刘彻即位后，母壮子弱，无实权的他开始了
上林苑的狩猎时光。这段岁月在他的一生中有着
重要的意义。他在狩猎时光里收养烈士遗孤，创
立羽林卫作为皇帝亲军，号为建章营骑。最重要
的是，他发现了骑奴卫青的非凡眼光与才能。卫
青对以女人为代价换取和平的做法嗤之以鼻，并
谏言汉武帝一个民族应爱惜自己的女人，爱惜自
己的马。此举深深触动了刘彻的内心，童年与姐
姐的离别历历在目。不日之后刘彻任命卫青为建
章营统领，统帅全部羽林和期门。数年之后，建
章营八百骑任何一人均具备指挥骑兵作战的能
力，成为日后出击匈奴的有生力量，也培养了卫
青的骑兵战术。

数年后，刘彻为掌握军权，在没有虎符的情
况下令卫青率领羽林夺取会稽郡驻军军权出击闽
越国大获全胜，确立了武帝在军中的威信，迫使
窦太后交出虎符。自此之后，刘彻便专心准备对
匈奴的反击，而卫青正是他心目中的利剑。元光
六年，汉开始全面反击匈奴，四路大军向匈奴纵
深挺进。卫青率领羽林期门军和上谷驻屯军直奔
龙城大获全胜，未让汉武帝失望。虽然此役有李
广将军吸引了匈奴大部分主力的缘故，但不可否
认卫青的超凡胆略。卫青一战成名封为关内侯，
适逢卫子夫生子，卫家可谓荣耀天下。而卫青却
未因此而骄纵，仍低调研究对匈战略。

元朔二年，匈奴进犯渔阳上谷。卫青建议刘
彻避开匈奴主力直奔河套平原，汉武帝大为赞
同。于是李广在右北平拼死阻击住匈奴二十万军
马。卫青苏建等兵出云中，奇袭河套，绕道至匈
奴白羊王和楼烦王身后，以四万骑兵歼灭匈奴十
万众。汉武帝龙颜大悦，自此之后，汉朝长安以
北再无威胁，汉武帝和卫青也成为汉民族最光荣
的君臣。

元朔五年，卫青受武帝旨意奇袭匈奴右贤王
部，使其二十万人全军溃散，斩首万余。汉民族
在对匈奴的较量中彻底占据上风。那年，卫青受
封为大将军统领全部汉军。同年卫青迎娶平阳公
主，成为国之喜事，拥有极大权利的卫青此时仍
不养门客，不结党，保持着对汉武帝的绝对忠
诚。元朔六年，卫青出定襄进攻匈奴，部将赵信
反水，致使苏建将军惨败，而霍去病率八百骑兵
却大获全胜。之后卫青便受武帝冷落，而后赵信
奇袭甘泉宫，卫青擅离匈奴前线返回救驾，赵信
闻讯后撤退。刘彻未见敌兵因此猜忌于卫青。卫
青虽风光不再却仍恪守本分，堪称一代忠臣。

元狩四年，汉武帝召见卫青，启用了汉朝的
这张王牌。同年，刘彻将全部汉军主力交予卫青
统辖，命卫青霍去病率领十万骑兵穿越大漠，身
后五十万步兵作为后勤兵团保障军需。展开了对
匈奴的总决战，此一役堪称华夏最扬眉吐气的一
战。匈奴单于伊稚斜战死，匈奴再无力量打击汉
朝。

刘彻一生致力于打击匈奴，连年征战，将文
景之治的国力耗费殆尽。仅漠北一战，十四万穿
越大漠的军马仅有三万返回，数十万军队的出征
更使农田荒芜，百姓妻离子散。刘彻晚年遭蛊惑
废太子刘据，诛降将李陵，害御史司马迁。身边
再无可用之人，晚景凄凉，他曾提起一生中最酣
畅淋漓的时光便是上林苑狩猎，会稽郡夺军，对
匈奴漠北大战。

刘彻晚年怀念卫青霍去病而探访长安近郊功
烈乡，见乡中再无男丁，参加过漠北大战的老兵
也已经垂垂老矣，烈士遗孤衣不蔽体，深感罪孽
深重，便下罪己诏反思一生，改国策为休养生
息。此时卫青、霍去病、韩嫣等老臣也已离去。
刘彻深感孤独，在怀念与追思中去世。

千古君臣，汉家儿郎。无论历史怎样评说，
他们为一个民族的独立与延续做出了史诗般的贡
献，他们让一代人扬眉吐气地说出“犯我强汉
者，虽远必诛”的豪言。经历了千年的民族融
合，虽有崖山之后无中华，明亡之后无华夏之
说，但我们的千年文明仍延续下来。有历史厚重
感的民族才能尊重历史，接纳历史，屹立于世。

一曲大风歌，一部盛世殇。

汉之殇

●评论

■张国绍
年书记是副书记，但谁也不好意思加一个副

字，见面都喊年书记。
那时候，我正在当厂长，年书记管党务，三

番五次发展我入党。
他发展我入党，我心知肚明。我当个小厂

长，属于一方诸侯，能帮领导报餐费，过年过节
的时候，看谁不看谁，全凭我一句话。所有领导
都知道我有点二，我烦的领导想找我报餐费，想
让我送礼，白想！

年书记连续三年发展我入党，我连续三年不
买他的帐。

后来，年书记调走了。
调走后的年书记，听说当了正书记！
后来，我也调走了，还干企业，还是一把手。
有一次，酒场上偶遇年书记，我上去要握年

书记的手，年书记面孔朝天，假装不认识。
落座后东道主一一介绍，轮到年书记我俩时

我说，这人挺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但实在想
不起来了。

年书记脸红了一会儿，很快便恢复正常了。

年书记

●微小说

用心聆听，认真记录。 本报记者 范子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