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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名家家故故事事

荐荐 书书

喜欢《菜根谭》，最初是缘于它的书名，简
单、拙朴，兼有一些另类；及至捧书细读，这才
体会到蕴含在书名里的深意：古语云“咬得菜
根，百事可做”，作者援引“菜根”命名，即寓意

“做人要耐得清苦，且在清苦中坚持信念与操
守，培养高尚的品德”。

这本书采用语录体，深入浅出地讲述了
关于修身、克己、处世及出世等方面的人生哲
学。全书语言流畅，文辞优美，尤其是那些对
仗工整的排比句，读起来琅琅上口，充满趣
味。更为重要的是，书中所阐述的很多观点精
辟独到，或引人自省，或发人深思。

正如，书中主张君子当时刻牢记立德修
身，认为欲立身立业者，必先立德。为了说明

“德”之重要性，作者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
形容“德”与“才”的关系：“德者才之主，才者
德之奴。有才无德，如家无主而奴用事矣，几
何不魍魉猖狂。”——— 品德是才能的主人，才
能是品德的奴婢；一个人如果有才无德，就好
比一个家没有主人而由奴婢当家，哪能不遭
受鬼怪的肆意侵害呢？再有，“节义傲青云，文
章高白雪，若不以德性陶之，终为血气之私，
技能之末”——— 君子立德，小人图利，再好的

节操和才能，如果不能以德行养之，终究不过
是一时的冲动，或者是卖弄技艺的低级手段
而已。

而那些拥有高尚品德的人，又会迎来怎
样的人生际遇？“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
是恰好；人品做到极处，无有他异，只是本
然”——— 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发自内心，或者是出自本能，没有任何的
功利或修饰。而他们所得到的富贵和名誉，便
也如山林中花，“自是舒徐繁衍”；而不像盆槛
中花，“有迁徙兴废”之虞，更不会是瓶钵中
花，“其根不植，其萎可立而待矣”。

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历史的教训告
诉我们，百姓是国家的根本，一个政党，一个
政权，其前途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礼法
合治，德主刑辅，这些远古圣贤的主张，对当
今社会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警示意义。

而在诸德之中，最可贵的品质莫过于善
良。“为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古人此等念
头，是吾人一点生生之机。无此，便所为土木
形骸而已”——— 担心老鼠挨饿而留下一些饭
粒，害怕飞蛾扑火而不敢点亮油灯，古人的这
些慈悲心肠，正是我们人类得以繁衍不息的

生机。如果没有这些举动，人类与那些木偶泥
塑也就没有什么分别了。这是怎样的一种悲
悯情怀，读之如饮甘露，不觉自醉。且书中提
及，行善施德，无关地位，只须有心：“平民肯
种德施惠，便是无位的公相；士夫徒贪权市
宠，竟成有爵的乞人”。生活中的美不一定都
与善良相关，但所有善良的人的内心，必定都
是美丽而又高贵的。

《菜根谭》提倡做人要质朴显诚，不用机
心：“君子与其练达，不若朴鲁；与其曲谨，不
若疏狂。”——— 意即做人与其精明圆滑，不如
朴实敦厚；与其谨小慎微，不如坦荡大度。这
是做人的根本。秉持原则，污泥不染，则是做
人的准则：“势利纷华，不近者为洁，近之而不
染者为尤洁；智械机巧，不知者为高，知之而
不用者为尤高。”——— 面对种种不好的行径，
不去接近视为高洁，接近了却不被污染则更
显高尚；面对各种计谋权术，不知道的人固然
正直，知道了却弃而不用，便更加值得称颂。
仅仅做到上面这两点还不够，不昧己心，造福
他人，才是做人的最高境界。

此外，书中还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即不论
身处太平盛世或是动乱年代，都要有长远的

眼光和忧患意识。少时思老，荣时思枯，即是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理念：“自老视少，可以
消奔驰角逐之心；自瘁视荣，可以绝纷华靡丽
之念。”——— 站在老年人的角度看待少年时的
行为，可以消除追名逐利的心理；从衰败时的
情形看繁盛时的景象，可以断绝贪享荣华富
贵的念头。类似的观点还有“进时思退，得手
思放”——— 只有懂得处进思退和居安思危，才
能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灾祸。而“君子闲时要
有吃紧的心思，忙处要有悠闲的趣味”一语，
则是告诫人们要有长远的眼光，遇事能够做
到未雨绸缪，张弛有度。

《菜根谭》一书旨在倡导积极入世、勇于
进取的人生态度，主张亲近自然、养性育德的
高尚情操，宣扬悲天悯人、心系苍生的超脱思
想。它教会人们如何用辩证的眼光，去看待生
活中的人和事：对待功业沉浮，既要放手一
搏，又不必苛求结果；面对人生际遇，既要顺
其自然，又不必安于现状。要做到谦逊而不失
执著，平和但决不懦弱。

高处立，平处坐，低处行——— 这就是《菜
根谭》一书所要揭示的人生哲学。这本书虽是
洪应明在晚年归隐山林时所作，却并没有注
入过多消极厌世的思想，相反，它蕴含着一种
积极向上的情感和力量。尤其是一些关于“老
年”的语录，耐人寻味，寓意深长：“日既暮而
犹烟霞绚烂，岁将晚而更橙桔芳馨。故末路晚
年，君子更宜精神百倍。”——— 夕阳西下，天边
的晚霞依旧光彩夺目；晚秋时节，橙桔正结出
芬芳的果实。因此，君子在晚年更应该信心百
倍，活出精彩与自我。而我想要说的是，这种
乐观的精神不只适用于晚年时的君子，也适
合我们每一个年龄段的芸芸众生：逝者不可
追，来者犹未卜，我们要做的便是把握今天，
活在当下，做自己的主宰者与领路人。

菜根里咀嚼纯美人生
潘正伟

当代著名学者、作家周国平提倡“不求甚
解，为我所用”。他同样认为，对一般的阅读来
说，没有必要去死抠书中的含义，如果读的过
程中不感兴趣，你可以跳过去，慢慢的，随着
积累，有一天你就会发现你读那些书非常愉
快，可以把它当闲书一样读。这个过程实际上
也是为我所用。

读书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我们排除做
学问的目的性，读书就是吸取营养，丰富自己
的过程。你自己感觉，读书最愉快的时候是什

么时候？是你突然发现“我也有这个思想”的
时候；是把你本来已经有的，却不知道该如何
表达的东西唤醒了的时候。这也就是“每有会
意，便欣然忘食”的心境了。

“鲸吞牛食”法，是著名散文家秦牧公开
的读书方法。秦牧的作品，以知识广博著称。
在他的文章里，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无不涉
及，仿佛他的文章都是用知识的珍珠编织而
成的，光彩夺目，令人叹为观止。人们在感叹
之余，常常会提出疑问：秦牧是怎样拥有如此

丰富的知识的呢?他的回答是：文章材料之所
以比较丰富，主要得益于这种“鲸吞牛食”的
读书方法。

你们知道鲸是怎么吃东西的吗？鲸可以
说是海中的动物之王，身体硕大无比，以捕食
鱼虾为生。它吃食时不是一条一条地吃，也不
是一把一把地吃，那样是填不饱肚子的，它是
边游动边张开山洞似的大嘴，让鱼虾进入它
的口中，然后将嘴一闭，排出海水，吞下鱼虾，
它这一口吃下去的鱼虾，往往一条小船都装

不下，这就是“鲸吞”。这种读书方法，指的是
泛读。泛览读书时，也应像鲸吃食一样，张开
大口，尽可能多装一些进去。只有这样，获取
的信息量才会大，积累的知识才能丰富。

“牛食”是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牛白天
吃下的草，晚上会倒回嘴巴里再嚼碎，这叫作

“反刍”。牛就是通过反刍，把吃下去的食料嚼
烂细化作养分，为身体所吸收。读书也一样，
如果只是一味地“鲸吞”，就会犯消化不良症，
于身体无补。有的书，就应该像牛食那样细细
反刍，消化吸收。所谓“牛食”，指的就是精读。

推荐理由：作者是一个生活在莱茵河畔的英
国人，全书十二个小章，作者基本上是按照“我
现在游历到某地，这里的风景如何、建筑如何、
天气如何、遇到的人如何，这里从古至今曾经发
生过什么历史事件……”的方式来写，现实与历
史相互穿插，空间不变，时间来回穿梭，由此激
荡出阅读的快感来。

推荐理由：本书以个人的成长，展现了七十
年代以来的鲁西平原农村生活，以似懂非懂的童
年目光、躁动不安的青春心态、诸多感慨的中年
回首，重新观察并审视那个物质匮乏的艰苦年
代，描绘往昔的苍凉画卷。

“不求甚解，为我所用”与“鲸吞牛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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