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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千阳的路，自古就是一条蜚声海内外
的尊师之路。因了两千多年前的圣贤孔子，和
他那因登高望鲁尊师而闻名天下的弟子燕伋。

一次从千阳匆匆而过的经历，在这个从东
向西一眼望尽的小县城，不经意间看见了燕伋
望鲁台的大牌楼，来不及驻足观望，心里留下了
一丝遗憾。

曾经流连于曲阜的孔林孔庙，崇德尚礼，身
置其中，不由令人想起“神鸦社鼓”这个古董一
般的词汇。雄伟高大的孔庙里的大殿、宗祠，传
递出肃穆、庄严的气氛。徘徊其间，宗庙、社稷
这两个词蹦出脑海。

细想，在中华大地上没有哪一个家族的宗
庙，会与一个国家的江山社稷、政治文化制度联
系得如此紧密，影响如此深远。孔庙的泱泱气
势，威震华夏，那案几上供奉的牌位，摆放的礼
器，令人想起熟悉的汉隶名帖《礼器碑》，这碑也
应该在孔庙之内，只是当时没有找到。

孔氏宗庙里依次摆放的孔家祖宗后代的
牌位，带着新鲜的草木香气，穿过千年古柏，让
暖暖朝阳投映在长长的侧殿里。悠长而幽暗
的侧殿里，孔氏家族的祖宗画像及牌位，显得
古老而神秘，一两个人置身其中，幽静得有些
怕人。

孔庙里直刺向天，或斜仰着的千年古柏、古
槐，合抱之木在晨光里吞吐着氤氲于清新的氧
气。看过金声玉振牌坊、泮水桥、棂星门、圣时
门、弘道门和大中门，一路走来，古柏苍郁。

孔庙里必看的是大成殿，殿里供奉着孔子
像，两侧配祀颜回、曾参、孟轲等十二哲像。大
成殿前露台宽阔，为祭祀时舞乐之处。殿前是
相传孔子讲学的地方，建有杏坛亭，古柏苍苍，
行走其间，让人感到先贤无声的力量。

大成殿始建于宋朝，历经千余年，清朝时扩
建至今模样。经过大殿，空气中散出古建的悠
远之气。偶尔，传来钟磬声，被香火味牵引，顺
着岁月的小道，来到孔府的宅院。

在一出出秩序井然的孔子后人的宅第，寻
觅数千年来儒家文化鼻祖的踪迹，这里是中华
儒学的发源地。被尊为万世师表的孔子，曾修
《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对
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流传至今的《论语》，记录着孔子“仁政”“礼
教”思想。生于动荡的春秋时代，一生奔波于各
国的孔子，执着地推行仁政思想，成就了孔子在
中华文明史上教育家、思想家和政治家的牢固
地位。司马迁曾对孔子敬仰备至：“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曲阜，为燕伋心向往之，春秋时期是鲁国之
地，也是孔子办学之地。孔子门下有72贤人，
燕伋名列第36位，是孔子最得意的陕西弟子。
千阳也因了燕伋终年登台望鲁尊师的故事，而
名流千古，望鲁台成为华夏尊师重教的文化象
征。

当我走上燕伋望鲁台，眼前是肃然而立的
燕伋汉白玉塑像。我的脚步走过大牌楼、思师
亭、尊师亭、启文坛、燕居宇、燕伋塾院，在这些
为纪念燕伋而新建的人文景观里，流连之间能
感受到新世纪的气息。

在一块石碑上，刻着燕伋生平功业的文字，
供今人追寻燕伋的踪迹。因燕伋而来的“铁肩
道义”“路不拾遗”的成语典故，成就了燕伋的英
名。“吾爱吾师，更爱真理”，虽是近代人的语录，

以此来概括燕伋的一生不为过。他一生追随孔
子，实质上也是在追寻人生的理想。

人生理想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
这位秦人一生追随孔子，志在立德。燕伋生于
周景王四年（公元前541年），秦地千阳水沟镇
燕家山人。燕伋的父亲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
人，他嘱咐儿子赴鲁国寻找孔子求学，启文造
化。

燕伋遵从父亲遗命，曾三赴曲阜，拜孔子为
师。他潜心学业，与孔子的其他弟子一起，追随
老师周游列国。寒来暑往，春去秋来，燕伋寒窗
苦读，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终于在40岁时荣归
故里。

燕伋在渔阳设坛教书，收授弟子，传道授
业，执教十八年，开启了三秦教育之先河。相
传，燕伋教书之余，因想念恩师，每日早晚用衣
襟撩土筑台，感动了学生和周围住户。他们纷
纷前来帮忙，终于筑成了名垂千古的中华尊师
重教第一台——燕伋望鲁台。

历史上，登高望远给人以视野的开阔和精
神的引导，有其浩瀚的寓意。曹操登高，“东临
碣石，以观沧海”“登清台以荡志，伏高轩以游
情”；杜甫登高，忧国思家，“无边落木萧萧下，不
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
登台”；范仲淹登高，心忧天下，生发“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梁衡说：“要造就一个有作为有思想的人，
登高恐怕是一个没有被人注意却一直在使用的
手段。凡人素质中的胸怀开阔、志向远大、感情
激越的一面，确实要凭高御风、采天地之正气才
可获得。”

燕伋登望鲁台，不仅是对老师孔子的崇敬
与思念，更是对孔子政治思想的景仰。孔子的
民本思想，即“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本”“君以
民存，亦以民亡”，开启了“君轻民贵”思想的先
河，代表那个时代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孔子
的“以道育人、以德化人、以术授人”的教育思
想，是孔子教育思想的三个层次。

孔子是有抱负的文化人，有思想的官员。

他所处的时代，诸侯各国纷争不断，百姓涂炭。
孔子奔波辗转于各国，传播仁礼治国的思想，虽
屡遭挫折，经历困苦，仍不改其志，这就是儒家
传统最早的仁礼治国、文化治国的思想。春秋
以后的400多位帝王，大多是孔子思想的践行
者和注释者，得之者治，不得者乱。

燕伋登高望鲁思念老师，是对孔子思想的
一种认同与追随，一种文化政治的渴望。于是，
这望鲁台成为中华文明尊师重教，追随尊崇儒
家文化的重要象征和文化符号。

燕伋思师心切，得知老师的儿子伯鱼去世
时，58岁又一次开启了跋山涉水的行程，第三
次赴鲁，前往曲阜安慰老年丧子的恩师，在曲阜
陪伴孔子度过了四个春秋。孔子去世后，他服
丧三年，其间与众师兄弟整理修订孔子的《论
语》等著述，成为孔子衣钵的传承人。

再回到故里渔阳时，燕伋已是65岁的老人
了。回到家乡的第二年，终老于千阳，终年66
岁，葬于千河南岸的寨子村西，古碑为证。

而今，当孔子学院遍及世界各地，我们再回
想那些耳熟能详的孔子名言“仁者爱人”“夫仁
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朝闻道，夕
死可矣”“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以辩证的眼光再看孔子的这些名言，其思想和
文化寓意依然深刻。

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年燕伋要撩土
筑台，登高望鲁时留下深情的千古眺望。

■杨国庆 摄影

望鲁台筑起的燕伋千古眺望
王丽梅

情商这东西，就像钱
包，想必很多人希望它一
直鼓鼓的，我也是。但无
数经历表明，它跟我真的
很无缘，问题是，我也不
知道它去了哪儿。

很多熟悉我的人，对
我的评价几乎雷同，就一
个字：直。生活中，一个
人说话直，不含蓄，不委
婉，无疑是个硬伤，容易
得罪人。真的一点不假，
很多时候想好如何与不
同的人沟通，但交流时立
马情绪化，说出去的话就
难免令对方不悦。事后
想起，才知道自己的话本
不该那样冒失。

有个朋友，也是业余作家，平时联系有点
多。不知何故，有段时间就杳无音信了。可能是
因为我做编辑时，没有发他递来的稿子，后来他
的稿子好像在其他地方发了，对我就有了看法
吧。其实，这是常有的事，编辑或刊物选稿的眼
光和要求不一，但朋友可能不这样想，反正，他有
段时间是没有搭理我。

那天，我突然接到他打过来的电话。简短寒
暄之后，他郑重其事告诉我一件喜事：他与作协
签约了。就是一年一签的那种，一年里，作家要
在什么级别刊物发表多少作品，并可以拿到一定
金额的创作补贴。

当他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还是为他高兴
的，至少作协是肯定他的。我说好啊好啊，赶紧
写吧。我这样说过后，他又强调了一句，他是签
约作家。我说好啊好啊，多写点，多发点，争取上
大刊。然后，好像就冷场了，就不知道怎么散场
了。再后来，就好像有点陌生了。

回头想想，我觉得我说的是鼓励的话，而不
是肯定的话。最糟糕的是，没有表现出惊讶的语
气，然后好好给予他祝贺，比如说，啊，真棒，真厉
害，恭喜啊！

是不是，就这么简短的几个词，我是不会说
吗？恭维别人一下很难吗？是需要我掏钱吗？
想想，问题应该是出在这儿，没有用赞美满足一
下对方的期待，导致了对方的心理落差，然后对
方觉得我忽视了他，轻视了他。所以，他觉得我
这个朋友可能不值得交往了。

再说另一个朋友，姓宗，我一直叫他老宗。
这个朋友早年与我一起做过记者，后来他考公，
顺利上岸。一开始的几年，还有机会常常聚聚。
他遇到什么难题，包括有同事排挤他，他不知道
怎么应对，都要跟我抱怨半天。

我总是从不同角度帮老宗分析，告诉他如何
应对困境，如何与同事相处等等。偶尔有什么材
料要赶，不明白的地方，他还问我一下。我说，都
是做过记者的人，写材料没那么难吧。朋友是个
聪明人，悟性强，稍微提点一下，他都能把材料写
得令领导很是满意。不久，他就做科长了。

在机关，对副处级别来说，好像是个不小的
坎，一般很难迈过去，但朋友很幸运。前些时，他突
然一个电话打给我，说他被提拔为副处已公示完
毕。这个消息显然令我有点意外。一是他对朋友
都秘而不宣，这城府变深了；二是他的语气沉稳，没
有丝毫表现出得意忘形的感觉，这是成熟了啊。

可是，一下子令他疏远我的原因，正是后面的
一次聚会上。几个朋友在一起吃饭，从头到尾，我
确实恭喜过他，但我没有喊一声“宗处”，仍然一口
一声叫他“老宗”，觉得好亲切啊。之后，他几乎没
有再联系过我。我找他，他也是各种理由推脱。

正疑惑呢，一个朋友悄悄告诉我，说是老宗
说我不尊重他。我天，我才醒悟过来，是我没有
叫他“宗处”。我这情商是不是真的太低？多叫
他几声宗处，而且是在人多的地方叫，嗓门再大
一些，很难吗？

但凡是人，都需要被肯定被恭维被赞美，这
是人性的弱点，书上已经说得太多了，生活中也
感受到了。然而，我这种情商，实在是令关心我
的人都感到着急，因为不经意间就可能得罪一个
人甚至一众人。

虽然情商的内涵外延，被很多专家说得神乎
其神，但言语和行动，一定是一个人情商的基本
体现，我是一点都做不到。

前几天重读《红楼梦》，刚好读到王熙凤这样
一段，林黛玉初来，王熙凤拉着林黛玉的手上下
打量一番，然后把她拉到贾母身边坐下。边打量
边赞叹：“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
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
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
头心头一时不忘。”

在那个时代的观念里，孙女是比外孙女更加
亲近的。王熙凤这一句话，既夸了贾老太太，又夸
了林黛玉，顺便把贾老太太的亲孙女元春迎春探
春惜春一并夸了，令在场所有人内心甚是欢喜。
可见王熙凤的情商是有多高，高到令人望尘莫及。

情商，如何不令对方为难，还听着舒适，实在
是一种艺术，是行走社会的必杀技。记得有一个
比方这么说的，正如说我想和你一起睡觉那是流
氓，我想和你一起起床那是徐志摩。情商高的
人，都能轻松自如控场，我这种情商怕是要拖累
自己到老了。

再多的经历，再多的故事，再多的案例，于我
都于事无补，命运多舛似乎都是败在堪忧的情
商。不过转念一想，我为说话假装甜腻逢迎奉承
献媚，把自己搞得这么累这么焦虑值得吗？既然
如此笨嘴笨舌，再怎么努力也不会成为王熙凤、
徐志摩，那我索性放下伪装，该咋说咋说，该咋活
就咋活，不也一样可以敞亮地过着该过的人生
吗？ ■心飞扬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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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
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
栖，寂寞沙洲冷。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
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
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两首抒怀之词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苏
轼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
副使，在春节团圆夜里，苏轼被迫带着妻儿走向
黄州。

初到黄州的苏轼，有太多的意难平。“常恨
此身非我有”，他“恨”什么？恨皇帝不理解自
己，恨政治对手陷害自己，恨士大夫远离自己，
恨诗词唱和的朋友忌讳与自己兄弟交往。当
然，也恨自己处江湖之远，恨妻儿跟自己受苦。

“拣尽寒枝不肯栖”，苏轼是那个最孤独的
男人，也是那个最孤傲的男人，只要他服软，只
要他低头，只要他随波逐流，他就可以与众人

“合群”。可在苏轼看来，那不过是别人送来的
“寒枝”，他宁可一个人站在冰冷孤寂的沙洲上，

也不愿意“合群”。
有人说“时间是治愈一切的良药”，而本质

却是“经历才是治愈一切的良药”。在“乌台诗
案”之后的苏轼，他最大的魅力就是能悦纳自
己，悦纳一切。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时令已至惊蛰。
早春的细雨既滋润了大地，唤醒了黄州这片凄
冷，也唤醒了在困顿中的焦虑的苏轼，“回首向
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人最大的智慧就是接纳自己，接纳自己的
不如意，接纳世事无常，接纳人情冷暖。

从“拣尽寒枝不肯栖”的自我束缚，到“谁
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自我解脱，苏轼完成了
一次蜕变。他从“独往来、有恨、不肯栖、寂寞”
到“莫听、何妨、谁怕”，是对自己的悦纳，对现实
的悦纳。

当一个人无力以个人之力改变现实时，要
学会悦纳自己，笑对人生。

二十岁以前的努力才是真的努力，因为只
要足够努力，还可以实现阶层的跨越；三十岁以
后的努力未必是真努力，它不过是生活的苟且，
所有的努力只为了迎合。人应该在最好的年华里
选择努力奋斗，而不是在谋生的路上选择苟且。

在一个公众号里读到一篇文章：人生不快
乐，只因未读苏东坡。

的确，苏轼的确可以治愈很多人的不如
意。每一个喜欢苏轼的人，心里都住着一个伤
痕累累的苏东坡。

对于苏轼来说，“乌台诗案”是一个“白露”
节气，是他走向成熟的分水岭。

辛弃疾曾说：“叹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
九。”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每个人都面临着
各种各样的烦恼：工作上杂乱的琐事，身体上偶
尔的小疾，感情上的磕磕碰碰……面临麻烦，我
们总是表现得惊慌失措，想急于将它甩掉。但
是，麻烦往往如影相随。

生活中的麻烦，一个接着一个。你按下葫
芦，却浮起了瓢。麻烦与快乐是孪生姐妹，只不
过快乐到来时，你不会憎恶它而已。因此，我们
需要像泰戈尔一样，把麻烦看做生命中赖以表
现自己韵律的一部分，以豁达、从容的心态处
之。心若在，梦就在，未来就在。

东坡的诗词，像一剂麻药，至少可以解决最
痛的那一刻。熬过了最痛的那一刻，伤口就会
慢慢愈合。

既然无法忍耐撕心裂肺的痛，短时麻醉一
下自己，也是为了更好的愈合，以更好的身心投
入接下来的生活。

痛了，困了，累了，读苏东坡。■粤梅 摄影

苏轼悦纳的不如意
罗日荣

羽毛看似轻柔，却
也深藏着自己的力
量。在一次杂技表演
中，我感受到了羽毛的
举足轻重。

杂技的名字叫《羽
毛》，演员拿出一根10
厘米左右的白色羽毛，
把它放在一根特制的
竹竿梢上。为了保持
稳定，竹竿梢细、根粗，
尾部往下弯曲，然后再
把这根竹竿垂直放在
一根更长的竹竿上，同
时保证放羽毛的竹竿
不掉下来。

依照这样的方法，
像叠床架屋一样，把上
一根竹竿依次垂直地
摆放在越来越粗的大
竹竿上，直到摆出一个
特大号的羽毛形状，一
共用了16根竹竿。

演员用手托举着这根大号“羽毛”，在舞台
上来回走着，还站在一个圆筒和木板组成的
晃板上左右晃动，那根羽毛还是纹丝不动。

最后，演员把这根大号“羽毛”放在一个
撑杆上，保持平衡，然后走到顶头，用手轻轻
拈起那根真正的羽毛。顿时，那个大号“羽
毛”失去了力量的平衡，瞬间散了架，竹竿纷
纷落在了地板上。

那16根竹竿起码有上百斤重，靠一根羽
毛就能稳定地组成一个架子；可一旦少了这
根羽毛，它们突然间就因失衡而四分五裂。
直到这一刻，我才强烈地感受到，毫不起眼
的一根羽毛，竟然有如此大的作用，居然蕴
藏着如此强大的能量。

每个团队里，都会存在羽毛般弱小的个
体。这些个体看似不起作用，甚至被人忽
略，但是缺少了这些个体，这个团队也将失
去它应有的完整与恒定。只有重视微小的
力量，充分尊重个体，发挥微小个体独有的
作用，才能把团队建设得更好。

我们每个人也像这根羽毛一样，在世间
都有自己的、正确的、重要的位置，不管是对
家庭、对社会，甚至对这个世界，都在发挥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每个人都不能轻视自己，
不能认为自己可有可无，尽管弱小如羽毛，
也会在关键时刻、关键位置有着强大的能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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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罗，世界上最先饮用咖啡的国家和地区
之一，其咖啡文化的形成远早于欧洲。费萨维
咖啡馆就诞生在这里，如今已成为世界著名的
旅游风景区和网红景点。

费萨维咖啡馆，没有豪华的装饰，优越的地
理位置，以及非凡的经济实力，平民化的经营理
念，是它屹立不倒的制胜法宝。有一次，我和朋
友到埃及旅游，想了解更多的埃及文化，领略不
一样的异国风情。在导游的建议下，我们决定
到费萨维咖啡馆去喝土耳其黑咖啡，感受阿拉
伯水烟迷人的清香。

穿过蜿蜒曲折的小巷，走过纵横交错的小
店，在又脏又臭的胡同里，左瞧右逛，好奇地欣
赏着异国他乡不同的纪念手礼。40分钟过去
了，仍不见咖啡馆的踪影，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
是遇上了国际导游骗子。

正当我想退避时，听见一声“到了到了，前
面最远处的老屋挂有费萨维的招牌。”我拉着朋
友，风一样小跑，路过杂乱拥挤的菜市场。突
然，身边的矮个子黑人用极不标准的英语说：

“小姐姐，我还以为你是带着我们出来买菜。”导
游笑了笑，指着右边古老而陈旧的小屋，把我们
带进了咖啡馆。

这咖啡馆，以玻璃镜为主色调，装修简约。
玻璃镜四周彩灯闪烁，明亮耀眼，屋内桌椅无不
证明着低调和古朴。喧闹嘈杂的大厅里，有紧
裹头巾的阿拉伯少妇，天真活泼的青春美少女，
儿孙绕膝的百岁老人，穿着西服的高雅绅士，金
发蓝眼的海外游客……

最惹眼的，还是两位喋喋不休，针锋相对，
激烈争论国家大事的耄耋老人。那犀利的言
语，无不凸显着爱国忧民的家国情怀。

邻桌，长满胡须的小贩，正在用沙哑的嗓音
怒吼：“阿里欠债不还，没有诚信，你们以后都不
要和他做生意。”顷刻间，声讨声此起彼伏。有
指责阿里失信失德人品不正的，有骂阿里欺骗
敲诈麻木不仁的，有痛斥阿里恶意经营蓄意造
事的。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决心团结一致，以不
再与阿里谈生意为由封杀他。

这时，一位穿着华丽的贵妇起身说道：“费

萨维咖啡馆能在脏、乱、差的市井偏角长盛不
衰，凭什么？仅仅靠8元钱一杯的咖啡、10元钱
一锅的水烟？不，都不是，是诚信经营的商业理
念，凝聚着海外游客和本土市民。阿里不讲诚
信，靠拐骗过日，封杀他。”

绕过杂闹的人群，老板费萨维把我们带到
大厅最僻静的角落。这里，阳光充足，可以静观
过往车辆，闲猜路人职业，品评帅哥靓姐衣着，
笑看纠纷四起的菜贩互殴，欣赏异国小贩推销
商品。

墙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赫福兹的照
片，似乎在向人们述说着这家小店的历史沉
淀和文化内涵。看着我久久停滞的目光，老
板费萨维说，马赫福兹就生长在这个街区，是
地地道道的开罗人。他每天早上8点钟准时到
这里喝咖啡、读报纸、谈国事，创作了以“三
街”为题的《开罗三部曲》等文学名著。其中栩
栩如生、活泼可爱的人物原型，都诞生在这
里。随着马赫福兹出名，小店也跟着闻名于世
了。

我问老板：“这店年岁已久了吧。”老板说：
“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期间每天都要接
待无数慕名而来的游客，时时挤满永不缺席的
本土市民。我们在故事中继续品尝着土耳其黑
咖啡，吸着阿拉伯水烟，不知不觉已到了晚上。
回到宾馆，我便开始写作。

经商，如果秉持诚信经营，恰当亲民价格，
一定能做大做强，世代传袭，百年流芳。

未丢市井元素的咖啡馆
刘学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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蜗牛爬过的地方，总留下一道银白的痕
迹。每每嫌它脏，嫌它慢。殊不知，这小小
的生灵，背负着所有家当，走出了一条哲学
的路。

蜗牛之慢，是出了名的。嫌人迟钝，便
说“像蜗牛一样”。而慢，何尝不是境界？现
代人走路快，说话快，吃饭快，连结婚也要

“闪婚”。快是快了，却常把魂灵丢在了半
路。蜗牛不然，它把家驮在背上，走到哪里，
哪里都是归宿。它的慢，是全然的在场，是
对每一寸光阴的全然持有。

蜗行的思考
杨福成

静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