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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文 摘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从最初看到这句诗的时候便很喜
欢，喜欢褪去嚣攘的黄昏时刻，喜欢在夜幕初落的时候在星光下与清
风共醉，喜欢在忙碌过后，独行在月光下，灿然一笑，你看，还好，
槐花正香，月色正明。

如果说我们心中的塞纳河是一条分界，左岸住着我们的欲望、期
盼、挣扎和所有的爱恨嗔怒，右岸住着这个世界的规则在我们心中打
下的烙印，那我一定会选择在遍尝规则艰难后去左岸潇洒走一遭，适
当放慢前进的脚步，寻得一份明朗的心情，一份坦荡的胸怀，等待星
光在我的灵魂泼墨挥毫，等待享受片刻幸福。有人说，生活的价值就
在于不断努力奋进力争上游，当然无可非议，但我更愿意长走短歇，
但尽凡心就好。

但尽凡心，需有一个开朗的面对。生活太多诱惑，人们大概总是
追求不到无限苦恼，而追求到手却注定无聊。既然过分强调总会烦
扰，倒不如如实地认识生活，随缘放旷。在生命的进程中，“当未来
变成往事”一点儿也不可怕，因为这是自然的推演，但当“往事变成
未来”就可悲了，往事一再重演，而我们的心却始终不能放怀，这便
是倍感压力的原因吧。

但尽凡心，需给人生留白。这留白绝不是空白，它更是一段优美
乐章中的几个休止符，是现代化群楼中裹挟的几片绿地，是平静湖面
上坐落的几座小丘。人生本来就暗藏玄机无限，许多时候，马不停
蹄、绵延不断可能是一种负累，长走短歇、时断时续才是一种智慧。
适当地放空自己，也许会有开悟的瞬间!

但尽凡心，需满含温柔与慈悲。白岩松这样说：“生活就是这么
琐碎，聪明的人会把生活中的一部分过渡为幸福。”无独有偶，日本
作家芥川龙之介在《琐事》中提到：“为使人生幸福，就得喜爱日常
的琐事：云之光，竹之摇曳，群鸦之噪鸣，行人之容颜——从这一切
日常的琐事里，体会出无上的美味。”这种看法无疑是令人欣慰的，
对待不算轻松的生活，保持一颗平静、纯朴的凡心，吃饭饮茶都满含
温柔与慈悲，了然满足，应该称得上是一种圆满的态度了。在这个紧
紧张张的时代，我们都是走在路上的行者，但要知道，虽身在一径忧
途，却能以爱为伴，已是我们的大幸!

余秋雨先生认为：最不符合逻辑的地方，一定藏着最深的逻辑。
由此想到：最平凡的心境，一定能把握最不平凡的生活。平心方能静
观，静观方能明断，明断方能智行。不待于外物的丰饶与贫瘠，不绊
于他人的赞言与非语，但尽凡心，从容而行!

但尽凡心

女儿，时间过得真快，我都有点不相信了，似乎只是一转眼的工
夫，你就面临高考了，做梦一般。

记得我送你入小学，由于你的年龄小无法入学，我跟校长软磨硬
泡，嘴皮子都磨薄了，总算答应了，不过没有课本，我又找人去新华
书店弄了一套。你也不负爸的苦心，座次一排、列队打头的你，学习
成绩也名列前茅。因你人小个头矮，成绩突出，常遭遇小朋友的恶作
剧，诸如在你的文具盒中放小青蛙，用长长的蚯蚓吓唬你之类。你回
家跟我讲，我对你说的话，不知你可否记得？我说这是同学们喜欢
你，将来有一天，当你回忆这一幕时，你会感到很美好。虽然那时你
似懂非懂，还是乖乖地听从了我的话。

小学毕业，你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初中。送你去学校报到的路
上，我曾跟你讲，初中的同学来自不同的学校，学生多了，面对的竞
争对手自然也多，不同于小学，要有思想准备。相信我的话，你都记
在心里了。初中三年，你多次代表学校参加学科比赛，大都不辱使
命。就这样，你带着自信、幻梦，踏进了高中的门槛。九年的学习生
涯让你自信，同时也让你有了点自负。我当时却没有觉察到，望着你
飘逸的长发，自信的神色，感觉你已经长大了，我觉得该给你自己的
空间，便疏于用心与你交流，事情就偏偏出在这儿。

高中毕竟不同于初中，新的学习环境，不同的教学方法，你似乎
一下子没有适应过来，没有衔接好。小学初中一向受老师呵护的你，
此时感觉受到老师的冷落，虽然你很努力，学习的效率却不高，一次
一次的考试，成绩总与你的期望有落差，你的自信心在一点一点失
落，有时甚至怀疑自己的学习能力。破屋又遭连阴雨，零星的青春痘
开始涉足你的脸，而后，一发不可收，整个脸都被它盘据了，星罗棋
布，真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就像我当年的脸，我总以为这是青
春的必然，有我前车之鉴，过一段时间就会自愈的，我却忘了你是女
孩子，女孩子爱美呀。那个冬季，对你来讲是不是太冷了。不过，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果然春回大地的时候，春风也拂去了你
心中的阴影，脸上的青春痘渐渐消退，心情开朗了，自信又被你一点
一点找回。一路模考过来，你的自信又满了。如果说这也算是你人生
中的一个小小挫折的话，我为你骄傲。

人不能缺乏自信，相信自己，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每棵草都会
开花。回想你读小学时，曾许下的鸿愿，要考某某名牌大学，当时，
我觉得那太遥远了，就像一个梦。而今，你真的站在高考的考点上
了。其实，高考不是跳高，不过是漫长求知跑道上的一次冲刺，没有
谁能一蹴而就，考出所学就行了，水到渠自成。女儿，其实世界很
大，人生不如意常八九，还是要抱着平常心态去对待，轻装简从，定
有所获。当然，爸还得祝愿你能够超水平发挥，天道酬勤，机会总是
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它已握在你的手中，我坚信。

给高考女儿的一封信

司马懿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可以肯定地
说，司马懿是个很有“能耐”的人，既有能力，
能力很强，又有耐力，耐力更是不同寻常。他甚
至在小字辈面前，在曹爽这种不堪一击的鼠辈面
前，都能等待，也善于等待，做到忍辱负重，装
疯卖傻，要我干什么都行，但是最后我要达到我
的目的。还是那句话：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
好。我不着急笑，但是我要最后笑，最后笑的肯
定是我，这就是司马懿。

除掉了曹爽，司马懿就可以为所欲为了。魏
主曹芳封司马懿为丞相，加九锡，相当于曹操在
汉献帝时的地位，并令司马懿父子三人同领国
事。

这时司马懿达到了事业的高峰。过了两年，
他就老死了。小说中写司马懿之死，写得很简
单。临死时他对两个儿子说：“人皆以吾有异
志，吾何敢焉？吾死之后，汝二人善事主人，勿
生他意，负我清名。但有违者，乃大不孝之人
也！”(卷二十二《战徐塘吴魏交兵》)他嘱咐他的
儿子：我死了以后，你们千万不要叛变，不要篡
权，一定要守住自己的位置。司马师、司马昭没
有辜负他的嘱咐，遵守了诺言，到头也没有篡
权。虽然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知归
知，他到底没篡权。不过，到了司马懿的孙子司

马炎，就顾不了这么多了，到底还是逼魏元帝曹
奂禅位，自己登上皇帝的宝座，建立了晋王朝。
说白了，晋王朝之所以能够得天下，最后三分天
下归一统，魏、蜀、吴三国争半天，让晋朝最后
得了天下，这还不是全靠司马懿这老爷子的功
劳？

总起来看，司马懿的确是一个心怀叵测而又
善于掩饰的人。《晋书》 卷一 《宣帝纪》 称赞
他：“和光同尘，与时舒卷，戢鳞潜翼，思属风
云。”在中国这种最具危险性的继承接班的政治
游戏中，他一直能够游刃有余，在魏国历事四主
三朝，虽然几次外放冷落，几次褫夺兵权，但总
能在政治风波中化险为夷，“咸鱼翻身”，最终身
居高位，居于权力的顶峰。应该说，司马懿不愧
是三国末期最出色的政治家。

后人在评价司马懿的时候，经常拿他和曹操
做对比，认为司马懿跟曹操很相似，或者说司马
懿跟曹操是一类人。有人甚至认为曹操和司马懿
这两个人都太无耻了，男子汉大丈夫，居然凭借
自己手中的权力，欺负人家孤儿寡母。

司马懿在魏朝，跟曹操在汉朝，外表上看大
抵相同，人臣之地位极矣，权术之运用极矣。但
是两个人的性格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简单地说，
曹操比较狠，司马懿比较阴。在《三国演义》小
说中，曹操叱咤风云，敢作敢为，什么事情都拿
得起放得下。他没有半点畏惧顾虑之心，不怕别
人说他好，也不怕别人说他坏，反正我就是我，
我就是这样，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想干什么
就干什么，谁也拦不住我，谁也挡不住我。他根
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怎么想，恣意行事，挥洒
自如。曹操有这种一往无前、勇往直前的气魄，
无论是英雄的气魄也好，奸雄的气魄也好，反正
他具有这种气魄，像火一样地能烧你。而司马懿
不一样，如果也用一个比喻，他就像水一样，即
使淹了你也淹得一点感觉都没有。被火烧，能有
感觉，被水淹却没感觉，因为水是阴柔的。看见
火，谁也不敢往前扑；看见水，那就没准了，夏
天一热，谁都想往水里潜去。所以虽然“水火无
情”，但水比火更危险，或者说危险更隐蔽。

可以说，曹操基本上属于一种自我膨胀的人
格，司马懿基本上属于一种自我内敛的人格。如
果说曹操是那种很热情、很张扬的人，那么司马
懿就是那种很冷静、很沉稳的人。曹操因为自我
膨胀，性格中的优点和缺点都格外地突出，所以

我们能感受到他是真实的、完整的人，我们能够
理解他，能够看透他。而司马懿因为自我内敛，
从内到外都似乎很一致，对我们来说，他就更像
一种影子，一种概念，虽然能给我们留下很深的
印象，但是他难以被看透，也难以被理解。曹操
和司马懿两个人都在政治疆场上驰骋，但两个人
驰骋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用不断进取
的方式来驰骋于政治疆场的，一个是用不断退隐
的方式来驰骋于政治疆场的。但是最后成为三国
历史上最大赢家的，恰恰就是司马懿。因为他善
于等待，善于等到瓜熟蒂落的时候去摘胜利果
实，对诸葛亮是这样，对魏朝政权更是这样，想
得的反而都得到了。

即使不从别的来看，就从寿命来看，司马懿
也是个赢家。我做过统计，曹操活了66岁，刘备
活了63岁，孙权72岁，诸葛亮很短54岁，而司
马懿是73岁，寿命比孙权还长。孙权也是一个很
能忍的人，很温和的人。人的性格跟人的寿命，
真可能有某种隐约的联系。所以，在三国这场政
治游戏中，最成功的玩家，还得数司马懿。在政
治游戏中，他这种“笑到最后”的“等待策
略”，的确不同凡响。在三国这段历史中，司马
懿是一位最了不起的靠耐性、权谋、机智、残忍
去夺得胜利的最大的赢家。

赢家虽然是赢家，司马懿在历史上终究落下
了奸臣的话柄。司马懿在心态上的确是很好的，
但是保持这种很好的心态，他的目的是要实现很
不好的政治图谋，所以很难让人喜欢他，因为他
太阴。到后代的戏台上，司马懿最终也没有逃脱
一个大白脸奸臣的形象，历史对他的评价，百姓
对他的评价，最终还是把他定在耻辱簿上了。

甚至后人编写晋朝史书，也说得很明白：
“古人有云：‘积善三年，知之者少；为恶一日，
闻于天下’，可不谓然乎？虽自隐过当年，而终
见嗤后代。亦犹窃钟掩耳，以众人为不闻；锐意
盗金，谓市中为莫睹。”(《晋书》卷一《宣帝纪·
赞》)虽然司马懿当年一直隐瞒自己的过失，掩盖
自己的野心，但是仍然无法逃脱历史的严厉评
判。就好像自己捂着耳朵去偷钟，以为别人都听
不见，自己蒙着眼睛去抢劫银行，以为别人都没
看见，这不是自欺欺人吗？司马懿一生的狼子野
心，是蒙不过老百姓的，也是蒙不过历史老人
的。

三国最成功的玩家——司马懿

父亲是初中语文老
师，温和而严肃。我还在
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一
次父亲拿着磁带，给我听
了一篇初中语文课文——

《走一步，再走一步》。时
值盛夏黄昏，窗外夕阳如
火，我听着一板一眼的朗
读，心也随着小主人公的
经历飞向远方。文章中的
父亲在小主人公攀爬高处
无法下来之时，耐心的教
导他，走一步再走一步，
慢慢往下爬。父亲就坐在
身边陪着我，足足听了三
遍。可能是那天晚上的景
色太过美好，也可能是那
个文章确实迷人。总之

“走一步，再走一步”那
句话自此确实深深刻在我
的心中。

转眼便是升学离家，大学时想着锻炼下自
己，便找了一份教育机构兼职。开始因为接触的
是基础工作，再加上大一课业不是很重，离兼职
的地方很近，便轻松的度过了试用期。升入大二
搬了新校区，离兼职点就很远了，而且课业也重
了很多，工作上手后事情也很多。

当时有段黑色10月，刚开学，同学基本还在
感受刚刚开学的喜悦之时，我就开始早上五点多
起床坐第一班公交去上班。当时校长为了锻炼
我，周末两天时间，给我安排了一天行政，一天
上课。刚开始上课压力很大，因为工作的区域属
于教育区，学生很聪明，家长也很厉害，每次备
课心理压力都很大。周内基本就是上课、去图书
馆这两件事。大概坚持了一个月吧，终于在一次
和父亲打电话的时候直接情绪崩溃哭出声。

听着我大声哭着，隔着电话的父亲一时之间
很是无措，也不知道怎么安慰我，就默默的听着
我哭。当时我不断给父亲抱怨压力大，一边学习
一边工作好累，大家都那么轻松心理很不平衡。
父亲笨拙的安慰着我。我知道哭得时间久了父亲
也会很担心，便挂了电话。

第二天打开微信的时候看到父亲发了二十几
条消息，时间都是凌晨。父亲提起了当时给我听
过的课文，他说知道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择，
也知道我很努力，并不想直接劝我放弃。父亲让
我想想那个小主人公，遇到困难的时候是怎样走
一步，再走一步的。当时父亲说：“即使你什么
也不干，供你上大学我并没有压力。但是如果你
现在放弃，以后可能会后悔，再坚持试试，爸爸
一直都在。”

这句话看着看着不觉又有些泪目。当时就想
着那就再坚持着试试吧，一步一步慢慢走总能熬
过去。幸运的是没有放弃，度过那段时期后果然
柳暗花明。至今想起那段时光更加觉得那段经历
是一笔无形的财富。虽然我是女生，父亲从未想
着一味保护着我。而是时时刻刻鼓励我，不要害
怕，想做的事情就做，想走多远就走。因为他我
可以选择我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也因为他我有
了更多尝试的勇气。

人生不就是这样，走一步，再走一步，再坚
持一段时间试试，熬过去总会海阔天空。

走
一
步
，
再
走
一
步

刘志勇：《十字路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