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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的彼岸
———老子《道德经》解读

◇张君民

第七十八章

【原文】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

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
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谓天
下王。 正言若反。

【译文】
天下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东西了，然而穿透坚硬岩

石的力量没有能够比得过它的，也没有能够代替得了
它的。 弱胜强、柔胜刚的道理，天下人都知道，然而却
没有人能够照着做。所以圣人说：“能够担负国家的屈
辱，这才算是天下的主宰；能够承担国家的灾难，这才
算是天下的君王。 ”这些正面的话听起来就像反着说
一样。

【解读】
本章再次以水为例， 来说明柔弱胜刚强的道理。

与第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联系在一起
去理解，会更全面。水因为无所不能地忍受，所以也强
大得无所不能。以此隐喻人们，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
具有水一样的品格。

一方面，水能够适应任何境遇、遭受任何磨难。它
随遇而安，可以变为任何形状、味道和颜色。遇到不同
的地形，它可以成为江河、湖海、溪流、瀑布；遭遇不同
的天气，它可以成为云雨、雾霭、霜雪、冰雹；加入不同
的佐料，它可以有不同的味道；兑入不同的颜料，它可

以呈现不同的颜色。 不管处于任何境遇，它都顺其自
然，能屈能伸、能方能圆、能宽能窄、能进能退，变化无
穷，毫无怨言。

另一方面，水既是无所不能的，又是无坚不摧的。
它是一切生命的源泉，天地万物须臾离不开它。 它既
能润物无声，又能泛滥滔天；它既柔弱无力，又能滴水
穿石；它既能闲云空中，又能暴雨倾盆；它既能载舟，
又能覆舟。

水带给我们很多启示：流水不惧障碍，迂回向前，
我们从中学会了变通；江海不择细流，我们从中学会
了包容；滴水可以穿石，我们从中学会了坚持；水总是
往低处流，我们从中学会了谦下；水可以千变万化，我
们从中学会了适应……一个想有作为的人，如果有了
水这样的品质，就能够“受国之垢”“受国不祥”，何愁
不成功呢？

孟子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 必先苦其心
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
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一个人如果能经受苦
难、忍受磨难，坚守理想、增强毅力，就一定会大有作
为。

舜是中国上古部落联盟首领。 舜家境贫寒，父亲
是个盲人，母亲早亡，跟着继母生活，从小就从事各种
体力劳动，历经坎坷。他在家乡历山耕耘种植，在雷泽
打渔，在黄河之滨制作陶器，而在工作的过程中，由于
舜的德行不断感染周围的人，凡是舜工作的地方都会
很快发展成为富庶之地，人们变得礼让。

尧帝听说后，将两个女儿嫁给舜，以考察他的品
行和能力。舜在各方面都表现出卓越的才干和高尚的

人格力量。 他到哪里，人们都愿意追随，因而“一年而
所居成聚（聚即村落），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四县为
都）”。尧得知这些情况很高兴，赐予舜细葛布衣，赐予
他牛羊，还为他修筑了仓房。

舜得到这些赏赐后，他的父亲瞽叟和他同父异母
的弟弟象眼热，就想杀掉舜，霸占这些财物。瞽叟让舜
修补仓房的屋顶，却在下面纵火焚烧仓房。 舜靠两只
斗笠作翼，从房上跳下，幸免于难。后来瞽叟又让舜掘
井，井挖得很深了，瞽叟和象却在上面填土，要把井堵
上，将舜活埋。幸亏舜事先有所警觉，在井旁挖了一条
通道，从通道出来。这些事情过后，舜一如既往孝顺父
母、友于兄弟，而且比以前更加诚恳、谨慎。

经过多方考验，舜终于得到尧的认可。 尧禅位于
舜。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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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孩与一个时代
———话说刘庆邦老师长篇小说《花灯调》中的王安新

◇王虹建

在当代文坛，刘庆邦老师是一棵常青树，始终保
持着旺盛的创造力。 他以中短篇小说名世，又写下了
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长篇小说。他的《红煤》《遍地月光》
《家长》等长篇小说极富重量，都是被久为传颂的现象
级作品。新近问世的《花灯调》是他“用一生做准备”的
大书，写了驻村干部向家明用生命践行脱贫攻坚精神
的故事，感人至深。 作为一部“正牌作家的正典”，《花
灯调》是黄钟大吕，是反映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扛鼎之
作。我曾多次尝试，想写一篇读后感，可区区豆腐块文
章不足以涵盖《花灯调》的丰富与宽广。倒是小说中一
个名叫王安新的小女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时
无刻不牵人心肠。 本文试图对她的成长进行梳理，感
受《花灯调》的情感内涵。

王安新是个六岁的孩子，家境极为贫困，家中有
卧病在床的奶奶，还有年近九旬的曾祖母。 她的头发
乱蓬蓬的，头发上有虮子，身上有虱子，长时间不洗
脸，脖子上结着灰垢。 春寒料峭之际，她衣衫单薄，光
脚穿着拖鞋。 六年前，王安新的爸爸在城里打工期间
与她的妈妈谈了恋爱。 怀孕后，安新妈妈跟着他回到
了高远村。怎奈家里太穷，王安新还没有满月，她就扔
下孩子走了。 安新爸爸备受打击，又没有改变现状的
门路，只好铤而走险，撬开一个盛酒的库房，偷了几箱
酒，因此被判了刑。令人揪心的是，像安新妈妈这样的
情况在高远村并不是个例。 她们离开后，孩子就没了
娘。

面对王安新的家庭现状， 向家明的心情无比沉
重。一个雨天，向家明带着医生来到王安新家，让医生
给老人看病，把带来的鸡蛋和方便面给她们吃，鼓励
小安新上学。 等村里的办公楼、学校、幼儿园、教师周
转房与卫生院相继建成后，向家明特意嘱咐新来的老

师，村里类似王安新这样的孩子不少，要让每个被妈
妈抛弃的孩子都能读书，“孩子的妈妈不要他们了，我
们要他们，我们就是他们的妈妈，我们要关心他们、爱
护他们”。 通过治疗，王安新的奶奶能活动了，村里又
想办法提高她家的收入。

新来的任老师做了王安新的代理妈妈，给她买来
衣服鞋子。小姑娘变漂亮了，很爱学习，被同学们推选
为少年先锋队的小队长。任老师还和同事们发起成立
了志愿服务小组，定期到王安新家里去，帮忙打扫卫
生、洗衣服。见到王安新等几个小学生懂得文明礼貌，
又活泼可爱，向家明由衷地感到高兴。 贫穷使安新妈
妈远走高飞，脱贫攻坚让王安新有了代理妈妈，使她
在阳光下茁壮成长。 王安新的曾祖母去世，是村里帮
着安葬的。

在高远村实现脱贫的庆典大会上，第一个节目是
任老师和同事组织孩子们表演的歌舞《喜看高远村新
面貌》。一个男生扮演白胡子老头儿，一个女生扮演乡
村旅游的导游。 “导游”领着“白胡子”，一会儿来到海
洞组，一会儿来到孔明组，一会儿来到马石坡组，无论
走到哪里，都有一番载歌载舞的夸赞。 令人意想不到
的是，那个能歌能舞的小姑娘就是王安新。 向家明第
一次见她时，她连话都不会说，经过村里的帮助，经过
老师们的悉心培养，她的变化竟如此之大。

尤其感人的是，得知王安新的奶奶担心自己的身
体，害怕再也见不到儿子，向家明联系监狱长，想争取
一个让安新爸爸与母亲见面的机会。在大家的共同努
力下，服刑多年的安新爸爸得以和母亲见面。 当他回
到高远村时，面对村里翻天覆地的变化，几乎不敢相
信。 这也从侧面展示了脱贫攻坚的巨大成果。 这次母
子会面，不仅实现了老人的夙愿，对于安新爸爸来说，

也是一次很好的精神感化，还让他感受到了国家为他
的家庭所付出的心血。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工程，是人类发展史上的
奇迹，温暖了山河大地，惠及亿万百姓。作为该工程的
践行者之一，向家明心怀赤子之诚，把百姓当亲人，把
高远村当自己的家，即便身患重症，也始终不改一个
共产党员的初心。她对村民的帮扶不止停留在物质的
层面，她还不断地鼓励他们、教育他们以新的精神面
貌去面对生活。通过王安新家庭生活与精神状态的变
化，我们看到了向家明慈悲的胸怀、可贵的牺牲与无
私的奉献。

好的文学作品是对弱者的体恤，是弱者心灵之上
的灯盏。 无论是鲁迅的《祝福》《孔乙己》，还是哈代的
《德伯家的苔丝》，抑或是雨果的《悲惨世界》，都是把
弱者放置在一定的生活现场， 通过他们与社会的互
动，讲述他们的爱和苦，以及他们的信仰，经由他们的
疼痛去寻找真相、参悟生命。 王安新当然不是《花灯
调》的主角，她只是高远村一个不幸的孩子，可她有幸
遇到了向家明，遇到了盛世，生命就有了枯木逢春的
希望。

每一个人身上都是一个时代。王安新的故事给我
们温暖，给我们信心，使我们懂得珍惜、懂得感恩，更
好地去爱这片土地。 《花灯调》决不是一部简单的应时
之作，它有着生动的人物形象、丰富的情感内涵，是这
个时代不可多得的“信史”。 《花灯调》讲述了乡村蜕变
的伟大历程，对读者来说，也是一场震撼人心的阅读
体验，关乎悲悯、坚持、牺牲、良知与担当等重大文学
命题。每次掩卷，我都忍不住流泪，觉得自己读到了高
尚的作品，经受了灵魂的洗礼，也获得了勇往直前的
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