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言必行，行必果吗
蔡斌

“言必行，行必果，果必信”出自《论语·子路》，
意思是说了就要去做，既然做了就要有个结果，不能
言而无信、半途而废。

两千年过去了， 中国人的励志心理和奋斗韧性
更加趋于成熟。 从“闻鸡起舞”到“虎妈鸡娃” ，从“悬
梁刺股”到 “衡高工厂”，历史在不断演绎“有志者事
竟成” 的同时， 也在不断昭示着一幕又一幕璀璨壮
丽而又血肉横飞的沧桑人生。

没有春天的耕耘就没有秋天的收获，没有始于
足下的努力就没有千里之行的到达。 所以教育家告
诉我们：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所以思想家告诉
我们：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夺冠军
的运动员不是好运动员；不想出人头地的孩子不是
好孩子。

小时候乱翻书， 知道十九世纪有个叫尼采的德
国人说过，社会上大部分人不能受教育，只有少数人
能受教育， 而这少数人之所以受教育， 目的是为了
提供一个温床，来滋养天才生长，社会上有少数天才
就足够了。我不知道尼采说的是对是错，但总感觉如
果剥夺大部分人的梦想和努力， 天下大乱则为时不
远了。长大后，才慢慢知道———多数人从生下来就是
奔着成为少数人去的。生命的万花筒转来转去，就是
在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一个事实： 当前赴后继实践
且重复 “言必行， 行必果” 后， 大部分人会悲壮宣
布———我不是少数人。

当沉淀的东西逐渐发酵之后， 总有些地方散发
异味。 当人生追逐目标时，当目标逐步成为目的时，

一不小心，“狼性哲学”就会狼烟四起，功利性思维和
竞争性准则就会渗透生活的每个角落。吃饭是为了
饱腹 ，常常轻视食物的美味 ；学习是为了考试 ，常
常忘却获得知识的快乐；旅游是为了到达，常常忽
略沿途迷人的风景；人生是功成名就，常常在欲壑
难填中得陇望蜀。

说到底，人生不是赴约一场残酷的生存游戏。我
们从出生之日，就知道结果必然是死亡。没有人想一
蹴而就很快抵达终点。在有限的生命里，我们只能充
分享受这样一个过程。可能会跌宕起伏，可能会大喜
大悲，可能是阴晴圆缺，可能是酸甜苦辣，你经历了、
享受了，才能感受到世界的多彩，获得心灵的富足。
你才会真正地体会到：两点之间，直线最短，曲折才
有幸福， 过程才有快乐。

人生没有大彻大悟 ， 只不过在成功了 、 失败

了 、得意了 、沮丧了之后 ，有所体会而已 。 记得有
一次和朋友登泰山， 登山时已暮色苍茫 、 行人稀
少 ，我们大汗淋漓地赶到南天门 ，天气骤变 ，转眼
间漫天飞雪、 群山茫茫。 几个人裹着租来的军大
衣，挤在简易宾馆里的火炉旁懊恼不已，连声抱怨
“泰山日出看不成 ，人文景观看不见 ，这次真的白
来了 ”，宾馆老板随便一句 “来了 ，都是缘 ”，使我
们顿时平静下来。仿佛豁然开朗一般，慢慢体会渺
渺世界银装素裹，阵阵松涛如海呼啸，天地浑然一
体 ，顿时虚静澄怀 。 是啊 ，登泰山者众多 ，又有几
人能亲历此景此情？ 人生不也是如此吗，来了 ，经
历了，经历了别人没有经历的，难道不是最美的事
情吗！ 人真的不需要太多的焦虑和烦恼。

物质世界只崇拜结果， 当结果和过程逐步成了
对立的东西，人生就成了如歌如泣的“冰火两重天”：
一边是压力重重， 一边是云开雾散； 一边是度日如
年，一边是鸟语花香；一边是殚精竭虑，一边是宠辱
不惊；一边是当作苟且，一边是享受生命。历经沧桑，
才理解真正的现实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人生的
追求是不断地“退而求其次”；穿越时空，才懂得有一
种境界叫“顺其自然”，有一种智慧叫“无为而治”。

其实 ， 无论先辈能给你提供一个什么样的起
点，无论你的奋斗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你努
力了，尝试了，就获得了人生。罗曼·罗兰不是说过
吗，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
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然而，在真正认识
自己以后，你还热爱自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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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沧桑，才理解真正的现实是“失之
东隅，收之桑榆”，人生的追求是不断地“退而
求其次”；穿越时空，才懂得有一种境界叫“顺
其自然”，有一种智慧叫“无为而治”。

牢记“根”与“魂”
陈宝刚

记忆中春节走亲戚 ，是最隆重的 ，也是童年时
莫大的奢望 ，为啥呢 ？ 能享受 “客人 ”的待遇吃顿
好的 ，能收块儿八毛的压岁钱 ，能见见自己的亲
人 ，能坐板车或自行车到几里外的村庄高高兴兴
疯一回 。 那时候 ，每家每户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
的 ，虽然穷 ，虽然苦 ，但亲帮亲 、邻帮邻 ，处处充满
人情味 。

如今，春节期间，为工作为生计漂泊在天南地北
的游子凑着假期回来走亲戚了。 可是细心的人们发
现，现在农村的断亲现象越来越严重了。

断亲就是说本来有亲戚关系的两家人， 因为一
些事情、一些纠葛、一些原因不再来往。 而断亲问题
虽然不是农村独有的， 但是在广大农村表现格外突
出。 现代社会交通便捷了，通讯发达了，楼层变高了，
收入增加了， 生活变好了， 但亲戚之间反而少了往
来，淡薄了情谊，也折射出社会发展中物质富足的同
时精神寄托的不足。 在《论语》里，子曰：“君子喻于
义，小人喻于利。 ”就是说君子通晓大义、道义、恩义、
情义、信义，对“义”非常清楚、理解，所以做事时，首
先想是否符合“义”。 断亲明显不符合“恩义”“情义”，
也不符合“道义”“信义”。

断亲导致没有了人情。 冷暖俗情谙世路，是非闲
论任交亲。 《朱子家训》记载：“兄弟叔侄，须分多润
寡；长幼内外，宜法肃辞严。 听妇言，乖骨肉，岂是丈
夫；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 ”古人教今天的人们
如何善待家人亲人。 在那缺吃少穿的年代，亲戚邻居
之间你送我一袋红薯，我还你几棵白菜，互相救济帮
衬着渡过难关，满是人情和温暖。 走亲戚走亲戚，只
有你来我往互相走动才显着亲，在互相关心、帮助、
照顾、牵挂中人情才能长久。 一旦断了亲，单方面重
视自己的生活，在乎自己的利益，而不去维系亲戚之

间的关系，人情就会愈来愈薄。
断亲导致缺失了亲情。 清代进士包永昌撰写的

包氏《家训韵语》云：“凡有兄弟，如树同根。 根不可
代，怨不可存。 ”亲情是纽带。 以前，亲戚之间谁有困
难，温暖、淳朴的亲朋好友都会伸出援助之手，没有
套路，没有心机，频繁的走动、联系，使亲情得以交
融。 断亲以后， 每家为了各自的生活拘泥于自己的
“小圈子”， 原本就淡化了亲情， 还有脆弱的血缘关
系，时间一旦久了，联系也就断了。

断亲导致了乡情的淡化。 最美是乡音，最浓是乡
情。 美丽乡村建设离不开和睦的亲戚、邻里关系。 悠
悠赤子心，浓浓故乡情，新时代呼唤我们记住最亲的
人。 如果亲戚疏远、家人不亲，那么社会和谐从何谈
起？ 如果忘记了亲人、忘记了家乡，那么将来的一代
怎能记住自己的来路和归处， 又怎能铭记那缠绕于
心、终生难忘的乡情乡音乡韵？

断亲的原因很多 ，有亲戚之间的性格不合 、利
益冲突，有亲戚间贫富差距过大心理失衡等。 以后
一个时期，随着人情往来越来越不被看重 ，走亲戚
越来越不被重视 ， 这种断亲会越来越多 。 孟子曾
说：“未有仁而遗其亲者，未有义而后其君者 。 ”是
说重仁的人从来不会遗弃他的亲族 ， 重义的人从
来不会不顾他的君主。 孟子还说：“人人亲其亲、长
其长而天下平。 ”难道我们还不如古人乎？

《庄子·在宥》有：“云气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
而落。 ”简单翻译过来，就是说云气不会等到聚集在
一起了，才变成雨落下来。 草木也不会等待发黄了才
落叶。 这里的“族”，就是指聚集的意思。 引申为人的
话，就是指很多人聚集在一起，为此就有了 “家族 ”
“种族”“民族”的说法，而家族就是更强调血缘关系
和亲属关系。

亲情是一片沃土，滋养着我们的每一天，我还是
羡慕向往记忆中春节走亲戚的场景。 路上，有板车、
有自行车，川流不息的都是走亲戚的……认识的，打
个招呼，还能搭辆顺风车；不认识的，擦肩而过，遇上
车子陷进泥沟里的，互相帮助。 大人孩子、亲人亲情、
欢声笑语、寒暄问候、牵挂祝福，勾勒出一幅其乐融
融的画面。

放眼农村，美丽乡村的愿景正在逐步实现。 我在
欣喜的同时， 又想提醒一句， 我们都要牢记自己的
“根”与“魂”，只有这样，在家孤独守望乡村的老人孩
子，还有漂泊异乡挣扎奋斗的青壮年，才会有丰盈的
生活世界和永不放弃的精神支柱。 还要珍惜亲戚之
间割不断的血缘、放不下的牵挂，这些足以温暖人的
一生，一路相伴前行。

无论多远的路，都阻挡不住回家的脚步；无论身
在何方，都阻断不了思念亲人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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