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的彼岸
———老子《道德经》解读

◇张君民

第四十五章

【原文】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 大直

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
下正。

【译文】
最美好的东西好像都有残缺，但它的作用永远不

会衰竭；最充盈的东西好像总是空虚的，但它的作用
不会穷尽。 最正直的东西看起来弯曲，最灵巧的东西
好似最笨拙的，最卓越的辩才好像不善言辞。 躁动克
服寒冷，清静克服暑热。 清静无为才能统治天下。

【解读】
本章以相反相成的道理， 讲述人格的内容与形

式、本质和现象之间的辩证关系。其中“大成、大盈、大
直、大巧、大辩”是内在的人格形态，而“若缺、若冲、若
屈、若拙、若讷”是外在的人格表现，说明完美的人格
并不在外形上表露，只为内在的生命含藏敛收。 弘一
法师曾就此作出很好的诠释：“物忌全胜， 事忌全美，
人忌全盛。 涵容以待人，恬淡以处世。 ”

万事万物、各色人等，没有一件事情可以保持完

美，没有一个人能够永处巅峰。位高权重、享受了荣华
富贵，就想再活五百年，那是妄想！谚语说，“弓不可拉
太满”，凡事要留一点余地。 因此也有人说：事当快意
处，须转；言到快意时，须住。故君子得意而忧、逢喜而
惧。

试看太极八卦图， 你会发现事物发展转换的规
律：物极必反，盛极必衰，祸患就隐藏在福分之中，灾
难中往往蕴藏着生机。因此，有智慧的人，身处顺境不
会得意忘形，身处逆境也不会丧失信心。 保持谨慎谦
恭，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很多人都知道“六尺巷”的故事。张英是清康熙年
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字敦复，祖籍安徽桐城。
一天，老家来了一封急信，邻居因筑院墙与张家争地
皮，家里人希望他出面，干预对方的行为。张英没有以
权压人， 而是给家里寄了一首诗：“千里修书只为墙，
让他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今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
皇。”家人看到诗后，深领其意，当即拆墙退让三尺。对
方一看，深受感动，也后退了三尺为谢。 于是，安徽桐
城西后街便有了个“六尺巷”，至今犹存。

张家文化底蕴深厚。 张英的儿子张廷玉，是一代
名相，深受朝廷重用。张廷玉的儿子也很有出息，殿试
考得一甲第三名。 张廷玉深谙“人忌全盛”之理，跪在
雍正皇帝面前要求给自己的儿子降级。雍正皇帝不同

意，说：“此前我并不知道他是你儿子，我是公正选拔
人才。 ”张廷玉接着说了一番很得体的话：“天下人才
众多，都希望登上榜首。我已经身居高位，如今我的儿
子再占一个高位， 那就堵塞了天下寒士进阶之路，心
里实在不安。 ”雍正深受感动，将其儿子的名次降至二
甲。

从这两件事上，我们不难看出张家两代能身处官
场多年的原因。 用老子的智慧来解读，就是能够“处
下”“不争”“淡泊”，再往深层看，他们达到了“大成若
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的境界。

（未完待续）

（接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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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养拙堂
◇王猛仁

我从小生活在农村， 除了课本几乎没见过其他书
籍。 与书结缘，可追溯到在部队服役和在乡文化站工作
的四年。 我工作的乡文化站，是全区数一数二的先进文
化站， 当年周口地区文化现场工作会曾因此在我乡召
开。 类似四合院的文化站内设有图书室、阅览室、棋牌
室、书画室和老干部活动室。 一次次耳濡目染，一遍遍
对照模仿，我自然而然对书本、文学、书画产生了兴趣，
竟也洋洋洒洒写起了形同诗文的长短句。 乡政府的黑
板报、乡文化站的橱窗，都有我涂抹的文字。 1979 年在
无锡太湖边当兵时，作为农家子弟的我，深深地感受到
江南文化的内涵和艺术魅力。 美丽的太湖风光、深厚的
人文积淀、浓郁的艺术氛围，影响了我、触动了我、熏陶
了我、启迪了我、成就了我。

1985 年全国文化系统招干， 我经考试被录用。 因
《青少年书法》第一期在“成才之路”栏目介绍了我的书
法作品，我被借调到河南美术出版社《青少年书法》编
辑部工作。 从此，我与书为友，清茶一杯，砚台一方，畅
游书的海洋，品味书的墨香。 1986 年，我被正式调入周
口地区文联工作，从那时起，我就幻想能有一间自己的
书房，空间可以不大，但要有雅趣；存书可以不多，但要
足以承载我的思想爱好和精神寄托， 能够让我在雅致
怡人的氛围中，得以暂坐、休憩。

终于有一天， 我拥有了一间不到 40 平方米的卧
室，取名“四有堂”，意喻有梅、兰、竹、菊。 在有限的生活
空间里， 置一个书柜， 里边放的多是我的书法学习资
料。 在日后的工作中，我的书慢慢多起来，床上地下，角
角落落，足有近千册。 书房是浸满诗意的地方，是我的
心灵净地。 节假日，泡一杯茶，静静地坐在房间一侧，一
卷在手，自有一番闲适，外边的世界渐渐虚无，唯有书
房弥漫着安谧。

我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书房在育新街， 在这里我
拥有一套四室两厅的大居室， 距我工作和孩子上学的
地方很近，居住环境也很舒适。 无数个夜晚我一个人钻
进书房，随手拿一本书翻阅，或斜躺在椅子上，微闭双
目，任思绪飞扬。 人间冷暖、爱恨情仇、诗词歌赋、翰墨
天伦，仿佛充盈于胸。 窗外，绿树成荫，一棵成年的梧桐
树将射进窗子的阳光切割， 平添了几分不可捉摸的乐
趣。 这时，只要拿起笔、拿起书，就好像闻到了花香、墨
香和鸟鸣，心田得以陶醉。 那些流动的文字，似一杯杯
谷雨茶，慢慢舒展开来，翩翩起舞，温馨、清冽、幽香，又
似一股清泉，洗净内心的喧嚣，让我神清气爽。 书房的
左侧， 挂着书坛泰斗沈鹏先生和王学仲先生为我题写
的作品。 在这儿居住的短暂时光，书房给予我很多的养
分，培养了我的读书兴趣和生活习惯，对我未来的人生
走向，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后来，生活条件有了一定的改善，我在汉阳路买了
一处更大的房子。 经再三斟酌， 我为书房取名 “养拙
堂”，取抱朴守拙、大智若简之意。 书房大门的牌匾是沈
鹏先生题写的，门两边的对联是言恭达先生撰写的“诗
文传播真善美，翰墨力透精气神”。 室内陈列了不少书
家如欧阳中石、李铎、张海、陈天然、旭宇、聂成文、何应
辉、段成桂、张改琴、吴善璋、吴东民、顾亚龙、刘洪彪、
毛国典、孙晓云、张继、王学岭等先生为我题赠的作品
或贺联。 我注重书房的陈设，将我参加的国内外艺术活
动或与名人的合影置入镜框， 有选择性地陈列在墙壁
上或书柜中。 我还将部分名家与我往来的手札装饰成
框，悬挂书房一角，闲暇时反复欣赏。

包世臣有联曰：“喜有两眼明多交益友， 恨无十年
暇尽读奇书。 ”好友要交，好书要读，且多多益善。 独处
书房， 品读着王祥之先生撰写的联句 “猛士伟业千秋

颂，仁者德行万古传”和陈天然先生题赠的“荣辱随他
去，挥洒由我来”，我对这个世界心生感恩。 时光一天天
流逝，书刊一天天增多。 老伴精心设计、借用车库改造
的书房，空间较大，笔墨纸砚样样都有。 后院有一张茶
几，上面摆着茶壶杯盏、香炉茶宠，四周还摆放着不少
陶器和藏茶，从中滋生的充实感和幸福感，让我变得坚
定、执着、从容而富足。

我虽然喜欢习书写诗，退休之后也写了不少，但实
事求是地说， 我还不是一个出色的书法家和诗人，与
“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 ”的境界相距甚
远，还要不断地汲取营养。 好在我将艺术当作玩乐，不
想化茧成蝶，也不想成名成家，更不想立地成佛，为后
人传诵。 如今，想写就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乐山乐
水，亲近自然，“即入寒山无愧色，一杯浊酒慰吾身”。 我
把写诗泼墨当作老有所乐的一种兴趣， 一种洗心励志
的生活状态，一种平平淡淡、无碍无挂的不倦追求，而
不是压力，不是奢求，不是包袱。 一间书房，让我有了
“此生天地一虚舟，何处江山不自由”的洒脱。 我在养拙
堂，或读书，或写字，或煮茗，或静坐，或畅想，春夏秋
冬，四季变换，枕着书入眠，这是一种怎样的境界！

后来我也一度改过书房名，私下取名“仁庐”。 其名
是时任中国书协主席张海先生题写的。 仁， 代表着仁
义、忠厚和善良； 庐，看似简陋草率的小舍，却能衍生出
诸多的意境和无限大的空间。 我对自己的书法和诗歌
创作越来越缺乏自信，感到不尽满意，甚至面对当下无
从下笔，是厚积的存书、足够的阅读，让我变得平和、纯
粹。 书房，是我的半个知己、一个情人；书房，是我的半
本书、一行诗，是我心中一片片幽深的丛林。 有了书房，
我的余生不再孤单。 书房，可以惊艳山河、温柔花朵，带
我抵达艺术与灵魂的玄妙世界。

··作家书事··

平安人寿周口中支开展岁末年初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活动
������为认真贯彻落实 《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
相关规定 ，按照 《关于加强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教
育工作的意见 》有关要求 ，根据 《处置非法集资部
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做好岁末年初防范非法

集资宣传教育工作的提示 》，日前 ，平安人寿周口

中支及各县域网点开展岁末年初防范非法集资

宣传活动 。
平安人寿周口中支及各县域网点工作人员在网

点悬挂 “珍惜一生血汗，远离非法集资”宣传条幅，
在柜面摆放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折页， 并在网点播放

宣传视频，提醒群众识别和防范非法集资行为。
1 月 19 日至 31 日，平安人寿周口中支及 9 家县

域网点的工作人员深入社区、公园、广场，对过往群
众开展集中宣传，通过现场讲解答疑的方式，引导群
众远离金融欺诈。 ②27 （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