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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的彼岸
———老子《道德经》解读

◇张君民

第六十九章

【原文】
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

尺。 ”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 祸莫大于
轻敌，轻敌几丧吾宝。 故抗兵相若，哀者胜矣。

【译文】
善于用兵的人说：“我不敢主动进犯， 而采取守

势；不敢前进一寸，而宁可后退一尺。 ”这就是说，虽然
有阵势，却像没有阵势可摆一样；虽然要奋臂，却像没
有臂膀可举一样；虽然面对敌人，却像没有敌人可打
一样；虽然有兵器，却像没有兵器可以执握一样。灾祸
没有比轻敌更大的了，轻敌几乎丧失我的“三宝”。 所
以，两军实力相当的时候，一定是受侵略的、悲痛的一
方获得胜利。

【解读】
老子反对战争，但强敌入侵的时候，也要“不得已

而为之”。不得已而为之的时候，要珍惜自己的三样宝
贝，就是《道德经》第六十七章说到的：“我有三宝，持
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因为
“慈 ，故能勇 ；俭 ，故能广 ；不敢为天下先 ，故能成器

长”。 如果丧失了这三样宝贝，就是傲慢，就是轻敌，
“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必然招致失败。 不得已而为之
的战争，是反对侵略的战争，受辱的一方必会怀着因
悲愤而激发的正义力量，倾全力奋然抵抗，取得胜利。
这里在讲两种不同的情形。 一方面说“骄兵必败”，骄
兵恃强轻敌，轻敌必败；另一方面说“哀兵必胜”，哀兵
悲愤冷静，冷静必胜。

先说说“骄兵必败”。 《汉书·魏相传》中说：“恃国
家之大，矜人民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
者灭。 ”意思是说倚仗人多势众而穷兵黩武，这就是骄
傲的军队，这样的军队是注定失败的。 当年西楚霸王
项羽英雄盖世，力拔山兮，拥雄兵百万，视刘邦为无赖
小儿，却惨败垓下，自刎乌江。这不正是骄横傲慢而产
生的轻敌情绪所致的吗？ 后来，这样的历史悲剧一再
重演，袁绍之于官渡之战，曹操之于赤壁之战，苻坚之
于淝水之战，完颜宗弼之于郾城大战，陈友谅之于鄱
阳湖大战等。 老子说：“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人最
大的敌人就是自己， 战胜不了自己的傲慢与骄横，必
然会自取灭亡。 就像杜牧所说：“族秦者秦也，非天下
也。 ”

再说“哀兵必胜”。 受到侵略的一方，国家民族处
在危难之中，老百姓处在死亡的边缘，必然会除掉身
上的骄横与傲慢，摒弃虚荣之心。 将血和泪换来的刻

骨教训，转化为冷静和思考，从而产生出无穷的智慧
和勇气，举全部力量奋起反抗，保卫国家，保护妻儿，
直至打败侵略者。

可以说，有多少“骄兵必败”的悔恨，就有多少“哀
兵必胜”的悲喜，每一次沉痛的教训都是对人类文明
的沉重撞击。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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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上摇曳着春天
———《在希望的田野上》后记

◇何南

梧桐的新叶由嫩黄到油绿了， 跳动的阳光告诉
我，每个叶片上都随风摇曳着一个春天。

梧桐掩映中，有一所小学，只有一栋 L 形教学楼。
铃声清脆而温柔地把孩子们的身影由操场召回教室，
随即教室内传出童稚而富有乐感的琅琅书声，鸟儿一
般，扑棱棱在晴空下飞。

他们还不忘把苏轼的词句轻轻送至我心头：“去
年相送，余杭门外，飞雪似杨花。 今年春尽，杨花似
雪，犹不见还家。 ”苏东坡是在思归，他宦游于杭州，
赈灾于润州， 当春在枝头已全部展现， 想归家而不
得，只能用文字来表达绵长的思念。 而我则在感恩，
采风时还在冬天，飞雪雀跃着，似乎在迎接我，亲昵
地钻进衣领， 旋即融化成水， 清凉之感霎时进驻心
灵。 当春天出落成新的诗章，我的新书已写成，我想
借助这有温度的一字一句，表达对冬云春雨、青山绿
水及一切生灵的感恩。 谁说“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
樱桃，绿了芭蕉”呢？ 它难道不是最善解人意的事物
吗？

孩子们像小鹿一般从教学楼里欢腾而出，潮水般
涌向操场。 此情此景让我眼前又浮现出李灵校长、叶
新春校长、 陈德伟校长和许许多多同学的身影和面
容。 在接受我和童书编辑李彦池老师采访的过程中，
他们或平易和蔼，或慷慨无私，或阳光活泼，不仅给了
我很多珍贵的资料，更于寒冷的冬日，在我心里留下
了温暖的印象。

李灵校长作为感动中国人物， 获得荣誉无数，却
毫无架子，说话推心置腹，一言一行都透着朴实亲切。

叶新春校长作为河南省第一所希望小学———新

县希望小学的第五任校长，他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自
豪———为学校、为学校的辉煌历史、为每一个孩子的
成长。他带着我们在校园里参观，边走边介绍，恨不得
把学校的每处亮点都装进我们的眼睛。

陈德伟校长的热情令人难忘。我们到周口市淮阳

区文正学校时，孩子们已经放学，寒夜初临，但他早已
组织几位老师和学生等着我们。 第一眼，孩子们的气
质便镇住了我———

这哪儿是农村的孩子啊？看那穿戴，看那“范儿”，
举手投足、一言一行，和城里的孩子没有任何区别。

这哪儿是六年级的小学生啊？ 初次见面，对我们
却毫无陌生感，对答如流。 我试图从他们脸上找到一
星半点儿对我们的敬畏———对不起，真没有。 但我们
不仅没有失望，反而平添了更多感慨与欣喜。

一个男孩说，他热爱打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爱
演讲，爱看大部头的小说，最近在读《红岩》。我本来想
问：“能看懂吗？ 有时间看吗？ ”但从他炯亮的目光里，
我看出了答案，便硬生生将疑问吞回肚子。

一个女孩说，不久前，她代表市里所有的小学生
到新疆几所小学参加了为期一周的联谊活动，单枪匹
马。嗬！感叹于她的自信从容，我除了边录音边在采风
簿上记录，还能做什么呢？

……
气温正降，风愈呼号，冻云里正酝酿着浓重的雪

意。但我觉得，冬天改变计划提前远行了，春天正冉冉
莅临。

今年是希望工程实施 35 周年。
希望工程是由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于 1989 年发起， 以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儿童为
目的的一项公益事业。 其宗旨是建设希望小学，资助
贫困地区失学儿童重返校园，改善农村办学条件。 它
改变了一大批失学儿童的命运，改善了贫困地区的办
学条件；唤起了全社会的重教意识，促进了基础教育
的发展；弘扬了扶贫济困、助人为乐的优良传统，推动
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希望工程，在很多贫困家庭孩子心里播下希望的
种子，随后，这些孩子也化身为希望的种子，茁壮长成
参天大树。

我曾是一个农村娃儿，家境贫困让我不仅有一个
羸弱的身体，还有一个艰苦的童年。因早生若干年，我
虽没有进入希望小学读书的幸运，但对拥有这种幸运
的孩子感同身受。

有一天， 晨光出版社的编辑李彦池老师忽然问
我：“约您写一部和希望小学有关的小说怎么样？我心
中已经有了书名———《在希望的田野上》！ ”此时，没有
阳光，但我能看到他脸上涂满兴奋的油彩。

霎时，我觉得，这本小说与我们俩有缘，它似乎就
在不远处等着，踮着脚，热切地看着我，等我做出肯定
回答。

我点点头———是对李彦池点头，也是对这本小说
的“精灵”点头。

我觉得，李彦池之所以问我，是因为他觉得我有
“资格”写这本书。这“资格”与编故事的能力和文字功
底无关，而是源于我被贫困包裹的童年时光。

这便是这本书的由来。
可以说，这是一本“冲动”之下诞生的书。
因为这份“冲动”，我从北京出发，李彦池则从昆

明出发，穿越半个中国，来到我的家乡河南采风。
采风后的一大段时间里， 我难以忘记李灵校长

的眼睛，难以忘记陈德伟校长的热情和叶新春校长对
学校的骄傲，更难以忘记孩子们活泼的童真与超出他
们年龄的成熟。 这些原本朴素，甚至略带莽撞、粗糙的
采风所得，经过思想的沉淀与发酵、心灵的过滤与提
纯，最终成为《在希望的田野上》这本书不可或缺的元
素。

写完本书的最后一个字，合上笔记本电脑，我思
绪万千，久久无法平复，索性打开窗子，春意和着孩子
们的琅琅书声灌入。 提及孩子，忽然想起辛弃疾的句
子：“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 ”转念一想，我不
也是一个在溪头剥莲蓬的幼童？ 从那乍开的莲蓬里，
寻找一颗甜甜的希望，晶莹而饱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