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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的彼岸
———老子《道德经》解读

◇张君民

第二十章

【原文】
唯之与阿，相去几何？ 善之与恶，

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
其未央哉！ 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
登台。 我独泊兮其未兆。 沌沌兮，如婴
儿之未孩。 傫傫兮，若无所归。 众人皆
有馀，而我独若遗。 我愚人之心也哉！
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 ，我独
闷闷。 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 众
人皆有以， 而我独顽且鄙。 我独异于
人，而贵食母。

【译文】
应诺和呵斥，相距有多远？ 美好和

丑恶，又相差多少？ 人们所畏惧的，不
能不畏惧。 这风气从远古以来就是如
此，好像没有尽头的样子。 众人熙熙攘
攘、 兴高采烈， 如同去参加盛大的宴
席，如同春天里登台眺望美景，而我却
独自淡泊宁静， 无动于衷。 混混沌沌
啊，如同婴儿还不会发出嬉笑声。 疲倦
闲散啊，好像浪子还没有归宿。 众人都
有所剩余，而我却像什么都不足。 我真
是只有一颗愚人的心啊！ 众人光辉自
炫，唯独我迷迷糊糊；众人都那么严厉

苛刻，唯独我这样淳厚宽宏。 恍惚啊，
像大海汹涌； 恍惚啊， 像漂泊无处停
留。 世人都精明灵巧有本领，唯独我愚
昧而笨拙。 我唯独与人不同的，是我重
本性，以道自守。

【解读】
本章老子以“我”与世俗之人作比

较， 说出了自己的与众不同和心存的
困惑，但他仍不改其道，安守其道 ，为
行道者树立修身立业的榜样。

世俗之人，经常把美丑、善恶等看
成是绝对的冲突、对立的两面，都趋利
避害，而在老子看来，所谓的对立和冲
突都是一瞬间的相互转化， 是一念之
间形成的差别而已，并无本质区别。 所
以他从不孤立地看待这些对立面 ，不
去刻意追逐别人争相追逐的东西 ，而
是洞察世间万物，看淡名利富贵，保持
本性，顺应自然，淡泊无为 ，让生命处
于一种丰富宁静、自然无为、自在悠闲
的状态。

而这种状态恰好就是“独异于人”
的状态，绝不随波逐流，绝不与人同流
合污。 这是老子所倡导的最理想的生
活方式，也是老子思想的精华所在。

在漫长的人生长河中， 个人也许

只是其中的一朵浪花，只能随波逐流，
但至少应该保持一份清醒和独立 ，这
样才不至于失去自我，失去底线，失去
尊严，被时代的洪流所裹挟。

当然，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对普通
人而言是在所难免的，但过度追求，失
去本性，过度劳碌，丢弃本心 ，最终会
得不偿失，忘记了出发的目的，失去了
自由和快乐。 而那些追求内心丰富的
人，淡泊名利，知足常乐，知止不殆，因
此能获得更多的自在和幸福。

庄子追随老子、师从老子，他的一
生，保持真我，追求自由，蔑视权贵，视
金钱如粪土，看名利如毒痈。 他才华横
溢， 却远离官场。 楚王看中了他的才
华， 想邀请他做官， 就派两个人去找
他，说明来意。 庄子正在钓鱼，不看来
人一眼，说：“听说楚国有只神龟，被杀
死的时候已三千多岁了。 楚王用竹笼
把它装起来，盖上绫罗绸缎，供奉在庙
堂之上。 请问二位，此龟是宁愿死后被
高高供奉起来呢， 还是宁愿活着在泥
水中自由游弋呢？ ”二人回答：“当然是
愿活着在泥水中摇尾而行啦。 ” 庄子
说：“二位请回吧， 我也愿意做在泥水
中自由游弋的龟呀！ ”

庄子的朋友惠施在梁国做宰相 ，

庄子去梁国找他玩。 有人听说后给惠
施传话：庄子来了，可能要替代你做宰
相。 惠施一听，吓坏了，就发动手下人
全国缉拿庄子，唯恐相位被夺。 庄子听
说后，主动现身，找到惠施，说：你听说
过南方有只叫凤凰的鸟吗？ 它从南海
飞到北海，非梧桐不栖，非竹子的果实
不吃，非甘甜的山泉水不喝。 一只秃鹫
正在美美地吃一只腐烂的老鼠， 恰好
凤凰从其头上飞过， 秃鹫急忙护住腐
烂的老鼠，害怕美食被抢走。 你说可笑
不？ 惠施听后，一脸难堪，但也放心了。

这就是庄子。 他没有世俗的得失
欲和功利心，“独异于人， 而贵食母”，
就像大鹏鸟一样， 拥有挟泰山以超北
海的雍容气度。 ③22

（未完待续）

一切皆是最好的安排
———《红楼梦》赏析

◇郭良卿

������初读不知书中意 ， 再读已是书中
人。 每个人在书中的一切，都是最好的
安排。 我想，这应该也是曹雪芹写这部
小说的初衷。

《红楼梦》既是举世公认的中国古
典小说巅峰之作，也是世界文学经典巨
著之一。 曹雪芹的一生短暂而凄惨，这
是他的不幸，而他在短暂而凄惨的一生
中写出了《红楼梦》，这何尝不是最好的
安排！

“字字看来皆是血 ，十年辛苦不寻
常”。 曹雪芹以自身经历为题材，十多年
写作而成《红楼梦》，读来耐人寻味，让
人内心久久不能释怀，生出对人生变幻
无常的感叹和思考。

《红楼梦》是曹雪芹面对人间的“啼
痕”和“辛酸”创造出来的一项精神上的
巨大工程， 历经 200 多年，《红楼梦》的
故事还会打动人心，贾宝玉、林黛玉等
艺术形象的命运还会时时拨动人们的

心弦。 读一部伟大的文学经典，就是读
者与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对话，是与伟
大作家心灵的沟通。 曹雪芹笔下的艺
术形象， 无论体现出的是真善美还是
假恶丑， 都会对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人
产生影响， 都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人
生体验。

假作真时真亦假。 真与假是可以转
换的，真真假假才是人生，这是曹雪芹
在《红楼梦》中的巧妙安排。 贯穿全书的
两个姓氏就是甄（真）与贾（假）。 在作者
眼中，真和假本来就是一体的，真真假

假你得会看。 作者在《红楼梦》中常正话
反说，或是用一些谐音、引语来说话。 小
说一开始出来俩人物， 一个是甄士隐，
一个是贾雨村， 就是把真事儿隐去，说
的都是假语村言。 贾府的两个宅院，一
个是宁国府，宁府无宁，脏乱之极，一个
是荣国府，荣府不荣，繁华尽失。 小说不
仅给我们提出了“认真”“认假”的问题，
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真”“假”互换的
实例。 娇杏先是甄家的人后是贾家的
人，在甄家时她的处境并不好，而到了
贾家却一帆风顺起来。 先前太虚幻境对
联中 “假作真时真亦假”， 是色空的道
理，娇杏的真假互换，同样也是色空的
道理。 同一件事情，有时认真行不通，认
假却有可能柳暗花明。 曹雪芹写这些，
要告诉我们的不仅如此，我想还有一层
意思：读这本书，过分认真，恐怕没什么
意味，就是一部小说而已，要认得真背
后的假，方能理解作者为何“一把辛酸
泪”写此书，也才能理解人生的真谛，达
到自我超脱的境界。

人不要太聪明 ，这是我多次读 《红
楼梦》渐渐悟出的一点道理。 大家都知
道，王熙凤很是精明能干，用现在的话
说就是智商很高，所以贾母临终之前跟
王熙凤讲“你是太聪明了，将来多修修
福吧”。 这表明贾母看清了王熙凤的问
题并不在她太过聪明上， 根本问题在
贪、嗔、痴三个字上，容易聪明反被聪明
误。 从王熙凤身上我深刻理解了郑板桥
的“难得糊涂”四个字，也时刻告诫自己

宁可装傻，也不要自作聪明；宁可辛苦，
也不要贪图享乐；宁可吃亏，也不要占
人便宜；宁可勤奋，也不能无所事事。 对
于《红楼梦》中安排的王熙凤这个聪明
的女性形象，不能只从其外在的泼辣圆
滑、心机深沉、心狠手辣等方面来狭义
理解 ， 我们必须从人物多重性格的角
度、更广阔的视野、更高的维度来诠释
这个角色，并从中挖掘出具有警示意义
的精神力量，从不同层面去把握这部作
品所传达的人生价值与生命意义，让这
部作品的人生哲学更好地为现代社会

的人们提供借鉴。 王熙凤的欲望主要体
现在对权力的追求、对金钱的贪婪和对
情感的占有欲上，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
她各种算计， 甚至不惜伤害别人的性
命，最终“反误了卿卿性命”。 这些都警
示现代人，面对自身的欲望，要懂得控
制和节制，要心存敬畏，不可过分张扬。

曹雪芹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他在《红
楼梦》中对人生这个重大命题做过非常
精彩的描述，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第
二回中， 家庭教师贾雨村一日无事，散
步时偶然来到了一个叫智通寺的寺庙，
看到荒凉破败的寺庙里有一副对联：身
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 你的
财富，你的名利，你所有物化的东西已
经多余了， 可是你的手还是忘了缩回
来，有一天大限将至，眼前突然没路，你
想回头却来不及了。 贾雨村当然理解其
中含义。 看看贾雨村当官后的悲惨结
局，令人悲叹。 也就是说，他看懂了也没

用。 真正有智慧的人会明白自己其实真
的一无所有，钱财、房子、车子、位子等
等都是身外之物， 不会属于任何人，就
连我们的亲人也是一样 ， 父母终将老
去，孩子呢，也注定要远飞，最后只会剩
下自己孤零零一个人。 人生注定是一场
两手空空的孤独旅行，如果一定要给这
场旅行赋予一点意义，那就只能是活在
当下， 进而摆脱对孤独甚至死亡的恐
惧，而《红楼梦》给我们展现的正是这样
一段旅程。

一切皆是最好的安排 ，这是 《红楼
梦》带给我的最深刻感悟。 让花成花，让
树成树，我们每个人也终将成为最真实
的自己，古往今来，概莫能外。 可能有的
人会反驳，说自己求学不成、择偶不当、
创业失败，你敢说是最好的安排？ 我的
回答：真的是。 所有我们做过的事、走过
的路 、遇到的人 、读过的书 、做过的选
择、付出的努力都会演化成或大或小的
正能量或负能量，推动着当时的我们成
为现在的自己。 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在什
么时间段、在什么样的人生经历中快速
找到那个真正觉悟的自己。 我想，已明
白人生真谛的人不会再抱怨前路的任

何艰难险阻，相反，面对人生的起起落
落，只要他努力过、奋斗过，无论成功或
失败，都会淡然接受，并一定会发自内
心地说：一切皆是最好的安排。

巨著《红楼梦 》就是一部叫命运的
书，读懂了《红楼梦》，会帮助我们看清
命运的本质，成就自己的人生。 ①8

（接上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