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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的彼岸
———老子《道德经》解读

◇张君民

第六十四章

【原文】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 为

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
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者败之，执者失
之。 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 民之从事，常
于几成而败之。 慎终如始，则无败事。 是以圣人欲不
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 以辅万物
之自然，而不敢为。

【译文】
当局面稳定的时候，是容易维持的；当事情还未

见端倪的时候，是容易图谋的。 脆弱的东西，容易分
化，微小的东西，容易散失。 因此，事情还未发生时就
处理，便容易成功，天下未乱之时开始治理，就容易见
成效。

合抱的大树，是从细小的萌芽生长起来的；九层
的高台是由一筐一筐的泥土建筑起来的； 千里的行
程，是开始于脚下的。如果不按照规律去做事，必然会
失败；如果穷奢极欲地占有，必然会有损失。所以圣人
不妄为，因而不会失败；不随意占有，也就没有损失。

普通人做事，往往到快成功时失败，就是因为不
能始终如一。 如果开始就循道而行，到最后也一样谨
慎，就不会失败了。

因此， 圣人想得到的东西是一般人不感兴趣的，
他们不看重一般人所贪求的货物；圣人学习的东西是
一般人不愿接受的，他们以学到的东西去纠正众人的
过错。 圣人按照万物的自然属性帮助它们成长和发
展，而不随意干涉。

【解读】
本章的每一句都是脍炙人口的格言警句，被世人

奉为座右铭。 用于治国，就会国泰民安；用于修身，则
能成就大业。 本章概括起来，大致说明了以下三个方

面的道理。
一是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当社会处在安定状

态下的时候，一定要严格洞悉民意、体察民情，以未来
发展的需要，去预见和判断可能发生的事情，从而不
断地调整政策和策略，实施精心地把控，把困难和矛
盾消灭在萌芽状态。 如果任其泛滥，就有可能发生质
的转变。 历史上无数次朝代的更迭，无不是因为矛盾
的不断积累，最终导致天下大乱、政权崩塌。 所以，统
治者的每一项决策，都要建立在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的基础之上。

历史上最能够居安思危的统治者当属唐太宗李

世民。宋代司马光在《居安思危》一文中这样写道：“上
谓侍臣曰：‘治国如治病，病虽愈，犹宜将护。傥遽自放
纵，病复作，则不可救矣。今中国幸安，四夷俱服，诚自
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惧不终，故欲数闻卿辈谏争
也。 ’魏征曰：‘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
思危耳。 ’”

大意是这样的：太宗对左右侍臣说，治理国家犹
如救治病人。病人求医心切，希望尽快痊愈，如果认真
听从医生嘱咐，配合治疗，病就好得快，反之就有可能
恶化，甚至丧命。治理国家也是一样，要保持天下安定
就得事事谨慎。 若在关键时候疏忽，必会招致亡国之
祸。现在天下人的安危都在我一人肩膀上，因此，我要
时时警惕。即使被歌功颂德，也要时时检点自己。单靠
我一个人的努力还不够， 希望你们做好我的耳目，发
现我的过失，直言无妨。魏征听后说，国家已是内治外
安，我并不因此而高兴，我高兴的是陛下您能够居安
思危啊！ 正是因唐太宗开明，才出现了很多像魏征一
样敢于进谏的大臣。 就是这样的施政态度，成就了历
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

二是从细微处着手，成就大业。 “合抱之木，生于
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大
的事物都是由小发展起来的，任何事物的出现，都有
其生长、变化、发展的过程。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遵
循这样一个道理。 人是一天天长大的，高楼是一砖砖

垒起来的。什么事都要从小做起，从基础做起，从容易
的做起，从平凡的做起，这样才能成就大业。

只知道树立理想， 而不脚踏实地从小事做起，好
高骛远，到头来会一事无成。

三是坚持不懈，慎终如始。老子认为，一般人做事
情，通常会半途而废。 为什么呢？ 因为缺乏毅力，不能
善始善终。 我们一旦选择做一件事情，就必须坚持不
懈，慎终如始。 俗话说，行百里者半九十。 目标确立以
后，必须树立必胜的信心，必须具有坚强的毅力，一步
一步、一点一滴向前推进，直到终点，稍有松懈，就会
前功尽弃，功亏一篑。

彭端淑的《为学》大家并不陌生，文中提到，四川
边远地区有两个和尚，一个富和尚，一个穷和尚，他们
都想去南海朝圣。富和尚多年来一直想雇个船顺江而
下，到达南海，却始终没有成行。 穷和尚说到做到，仅
仅带了一个盛水的瓶子和一个讨饭的钵盂，便步行到
达了南海。 为什么前者没有实现愿望，而后者却如愿
以偿了呢？根本原因是穷和尚有着坚忍不拔的毅力和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信念。

（未完待续）

买书那些事
◇焦辉

二十多年前，我在安阳一个建筑工地打工。 有一
天我从地摊上买了本半旧的二手书《老人与海》，晚上
下工后，用棉花塞着耳朵读它。冬夜寒冷，工棚里用几
个千瓦灯取暖，光线强烈，虽有点影响睡眠，但读书正
好。

我随着书中人物的命运或悲或喜， 随着故事的
情节或惊或悟，忘记了日间繁重的劳动，对生活中的
诸多不如意也看得云淡风轻了。 发现这点，我欣喜不
已。

工友多喜欢热闹，不喜欢读书，下工或因停电、无
料等歇工时，会找很多所谓乐事，比如打牌、下棋、喝
酒，还有外出闲逛和蒙头补觉的。我一个人看书，有点
另类。 大部分工友知道读书是很好的事，从对我的照
顾就能感受得到。比如把我的床铺调换到安静些的角
落，比如喝酒、打牌尽量离我远些。当然也有少数工友
对我看书很不屑，但这对我没多大影响，喜欢看书是
自己的事，从书中得到乐趣也是自己的事。

有一天晚上，我掀开褥子，发现书不见了。我掀起
床板找，没有，问几个邻铺的工友，都说没见到，我在
住着四十几个人的工棚里溜达了一圈，也没找到这本
书。

那天晚上我觉也没睡好，不仅仅是心疼买书的 3
块钱 （小半天的工钱）， 更是因为我还有一小半没看
完。几天后，我在建筑工地西边公厕里看见了这本书，

它正被一个工友当手纸。 我生气地一把夺过来，发现
更气人的是，他是从书的后面开始撕的。 我把残书塞
到腰带里，与这个大我二十多岁的男人打了一架。 我
被揍得鼻青脸肿，却没掉一滴泪。

两个月后，工地结算工钱，我拿到钱后跑去书店
买了一本新的《老人与海》。 我打开书，一股油墨香弥
漫开来。 我把脸埋进书页，哭了。

我在建筑工地那几年， 一直坚持读书，《老人与
海》我读了三遍。 遇到坎坷、碰见难事，我会默默背几
遍书里的那句话，“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
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心里立即升起一股劲，敢于
直面狂风暴雨……

这些年我买了不少书， 有些书因各种原因散失
了，有些书收藏进了书柜。关于买书，我粗分了三个阶
段。

第一个阶段是买地摊书。 地摊书便宜，多是二手
书。 1995 年前后，城乡街头有很多书摊。 我当时在县
郊一家工厂上班，工资除了吃饭、买点日用品，所剩无
几。 这“所剩无几”的就是我买书的钱，当然要精打细
算， 买回来的每本地摊书都是我精选的。 大约到了
2013 年，进入买书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去书店买书。
因为发表了一些文章，我被聘进县文联，家里还种着
些农田，所以日子好过了一些，对书也有了高一些的
要求，不但看内容，也看编校、装帧和排版的质量。 到

了 2017 年，我买书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是网购。 这个
阶段一直持续到现在，我在网上不但买纸质书，还购
买了不少电子书。

从三个买书阶段， 能看到我生活中的一些变化，
也从侧面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及物质生活的富足。这些
年，我的业余爱好就是买书、读书、写作。 在有些亲朋
眼里，我太沉默了，他们有时候会劝我，不要太孤独寂
寞了，多参加聚会。 我笑笑。 我很想说，孤独和寂寞不
能放在一起，寂寞让人内心发慌，而孤独是内心的充
盈。太热闹了，是没办法读书的。读书，贵在能读进去，
让书引领你去陌生的、遥远的、神秘的地方。 读书，更
贵在能走出来，等你跟着书去了那陌生的、遥远的、神
秘的地方后，还要独自走回来，等你走回来后，你已经
不是以前的那个你了。

读书，是享受和欢喜。 晚上，拧亮台灯，打开一本
书，读进去，日间的琐琐屑屑、身外的纷纷扰扰，顷刻
烟消云散。 早晨，伴随第一缕阳光，打开一本书，读进
去，心底会生出美好和欢喜，产生一种力量，自信地开
启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地铁上，点开电子书读几段，让
拥挤的车厢变得悠然和宁静。读书，能增长智慧，让灵
魂高贵，让精神丰盈。书读得多了，眼前的世界就不一
样了，理解了更多的人和事，心也变得温柔了，有了悲
悯，有了爱。书读得多了，能独立思考，能直面坎坷，能
听见花开的声音，能看见风雨后的彩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