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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些戾气 多些静气
刘猛

晚清名臣曾国藩上承三省吾身的儒家信条 ，
下开自我批评之先河 ，“凡日间过恶 ：身过 、心过 、
口过，皆记出，终身不间断”。 翻开《曾国藩家书》，
处处可见他时刻以道德节气严于律己， 甚至对家
族中的兄弟子侄也提出同样的要求 ，“余固恐弟
之焦灼也。 一经焦躁， 则心趣少佳， 办事不能妥
善；余前年所以废弛，亦以焦躁故尔。 总宜平心静
气，稳稳办去”。

曾国藩所处的历史时期 ， 内忧外患 ， 学术
风气流于空疏 ， 社会上到处弥漫着一股戾气 。
那个时代 ， 不缺自强自立的洋务运动代表人
物 ，也不缺救亡图存的革命志士 ，缺少的是像
曾国藩那样身处乱世之中 ， 却依然能平心静
气 、务实图进的正气之人 。 我们常说以古为镜 、
以古为鉴 ， 人若不用古人的思想经常熏陶自
己 ，久而久之便会面目可憎 、浑身戾气了 。

在网络时代的滚滚浪潮中 ， 人们获取的
信息是前所未有的全面丰富 ， 但碎片化的阅
读致使人们的大脑习惯于这种快节奏 、 浅层
次的思维方式 ， 甚至有的人片面讲求活在当
下 、 活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 ， 忽视了现实世
界之于我们人生的终极意义 。 各大网络社交
媒体上的一点风吹草动 ， 往往会引起千万人
围观并品头论足 ，浅薄 、急躁 、愤懑的语句随
处可见 ， 甚至因观念有所不同 ， 在网络平台
上互相攻讦 。 不少网红博主趁机吸粉引流 ，
吃瓜群众看热闹不怕事大 ， 到处是质疑声 ，
随处是谩骂的评论 ， 怪不得都说 “评论比正
文更精彩 ” 。

近年来 ，网络暴力频繁发生 ，轻则毁人声誉 ，
重则间接害人性命。 鲁迅先生说他从写满仁义道

德的古书中看到了 “吃人 ”二字 ，我们也从漫天飞
的网络谣言背后隐约看到了杀人诛心的同恶相

济 。 各种标题党 ，时不时为网络戾气的滋生添油
加醋 、煽风点火 ，再平静的心情也难免遭到破坏 。
暴躁的人们 、浮躁的言语 ，让虚无主义不时抬头 。
我们自古讲究仁者爱人 ，礼敬他人 ，宋明理学家
更是提倡 “主静 ”来涵养道德 。 现实生活中 ，不少
人既骄且躁 ，喜好大发议论 ，在泄愤无处的网络
大军中逐渐丧失了最基本的文化素养 ，“胸怀洒

落如光风霁月 ”的人格理想对大多数人来说越来
越遥不可及 。

其实 ，网络自诞生之初就肩负着为人类提供
便利 、构建社会共同体的使命 。 社会戾气的多与
少 ， 最终取决于使用这些网络平台的大众 ，“君
子不器 ”，我们不能拘泥于手段工具而不去思考
使用其背后的意义和目的 ， 只管私利 ， 不顾公
益 ，须知网络上发表言论只是平实地说实话 、求
真理 。 一句话 ，网络应该是一个戾气少而静气多
的地方 ， 应该是一个古今优秀文化交融的美好
园地 。

因此 ，身为现代人应该好好利用网络 ，从阅
读经典中汲取待人待己的智慧 ，让网络成为我们
弘扬社会正气的坚固堡垒 、 移风化俗的得力助
手。 在是非争论面前多些理性、多些思考，切勿人
云亦云 、随波逐流 ；在与人交往中 ，坦诚相待 、忠
恕为先 ，切勿以利相交 、满腹狐疑 ；在反观社会不
良现象时 ，放平心态 、换位思考 ，多些静气 、志气
与正气。

生活中总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未知的
各种灾难也可能随时降临人间， 但只要人们不被
戾气淹没，守住基本的人性，努力做一个静而后能
安的人，那么情况再坏也终究有个底线，社会也会
平添一份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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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隍庙前的“鲤鱼树”
朱建中

我们村子东头的河堤上有座城隍庙 ，据村头的
石碑记载 ，始建于明朝 。 庙宇原占地六十多亩 ，坐
北朝南 ，二进院落 ，红墙绿瓦 ，钟鼓长鸣 ，树木参
天 ，后在民国时期 “中原大战 ”时成为了废墟 。

改革开放后 ，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十里八村的
人们有力出力 、有钱出钱 ，重新把城隍庙修建起来 ，
并重塑了神像 ，修建了碑楼 。 碑楼上刻一楹联 ：“城
隍庙坐城隍保佑百姓享安康 ，百姓建为百姓确保城
隍显神通 。 ”

如今的城隍庙又扩大了规模 ， 红墙金瓦的大
殿 、新建的钟楼 ，无不彰显庄严肃穆 。 新的城隍庙
落成后 ，有善男信女在庙前栽了一棵梨树 ，后来不
知什么时候梨树旁自然生长出一棵榆树 。 不知是
因为梨树的谦让还是因为榆树的生命力旺盛 ，榆
树越长越高 、越来越茂盛 ，本来是依附着梨树生长

的 ，现在竟然高过了梨树 ，并且和梨树紧紧依偎在
一起 ，接受阳光的普照和风雨的洗礼 。

“你对我不离不弃 ，我当和你生死相依 。 ”当初
人们的无心之举加上大自然的独特创意 ， 让两棵
本不相关的树慢慢长在了一起 ， 也许不久的将来
会成为爱情的象征 。 因为有人已经在树上挂了一
朵大红花 ，那红花在绿叶的映照下越发显得红艳 。

我和妻路过城隍庙 ， 看到这两棵长在一起的
树 ，我不由得停下了脚步 ，对妻说 ： “旅游景点的古
树名称都有讲究 ，武侯祠大拜殿前的楸树和柏树 ，
人们取其谐音 ‘秋 ’ ‘百 ’，寓意诸葛亮的功绩千秋
百代 ；伏羲画卦台的八卦柏 ‘北看北歪 ，西看西歪 ，
南看南歪 ，东看东歪 ’，人们相传 ，这是伏羲当年布
下的八卦阵 。 那我们村的这棵树又该如何命名
呢 ？ ”妻一边走一边说 ：“叫 ‘鲤鱼 ’吧 ！ ”是啊 ，梨树

和榆树长在一起自然可以叫作 “梨榆 ”。 “梨榆 ”这
名字也的确好听 ，可以谐音 “礼遇 ”和 “鲤鱼 ”啊 ！

在豫东一带 ，鲤鱼是美好的象征 ，以前过年时
买的年画就有 “娃娃抱鲤鱼图 ” ， 寓意年年有余 。
当地人结婚 ， 新郎去新娘家接亲时必备的四件
礼———鲤鱼 、猪蹄 、粉条 、嫩藕 ，鲤鱼是必须得有
的 ， 并且必须是活的红鲤鱼 。 猪蹄寓意 “别有外
心 ” 、粉条是 “常来常往 ” 、带芽的鲜藕是 “经常通
气 ”，鲤鱼则意味着 “鱼水之欢 ”，况且还有 “鲤鱼跳
龙门 ”的美好故事呢 。

站在这棵 “鲤鱼树 ”前 ，我想多年以后游人香客
来村头城隍庙时 ，会不会有人给他们讲述这棵 “鲤
鱼树 ”的来历 ，讲述美丽的爱情传说 ，讲述 “鲤鱼
树 ”的美好寓意 ，没准还会有青年男女来此烧香许
愿求美好姻缘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