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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风文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经典语句解读（二十八）

122.凡道字，重且舒，勿急疾，勿模糊。

———《弟子规》

【释义】说话时声音要能够让人听清，语速要慢一些，切忌

语速太快、吐字模糊不清。

【感悟】语言表达，清晰为准。说话清晰准确，为工作加分。
123.彼说长，此说短，不关己，莫闲管。

———《弟子规》

【释义】遇到有人在人前背后对人说长道短，只要不关乎自

己，就不要管闲事惹是非。

【感悟】说长道短，坚决避免。职场最忌讳对别人说长道短。

124.见人善，即思齐，纵去远，以渐跻。
———《弟子规》

【释义】看见他人的优点或善举，要立即想着去学习看齐；

纵然能力相差很远，也要努力去做，以期逐渐赶上。

【感悟】见贤思齐，刻苦努力。领导和同事的长处，都要多多

学习，才能不断进步。

125.见人恶，即内省，有则改，无加警。
———《弟子规》

【释义】看见别人的缺点或不良行为，要立即进行自我反
省；有则改之，无则加以警惕。

【感悟】见到不贤，内心自省。不揭别人的短，不护自己的

短，自我反省，是优秀员工的必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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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儿时，就听说过老子，但一直傻傻

弄不清，老子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他说

的话又预示些什么，心里存下了念想，就是

长大了要去老子走过的地方，探究一下数千

年前那个梦中的场景。

行走在初秋的微凉中，树影婆娑，淡淡的

阳光光影斑驳，从古樟树中投下，给这次行程

更增添了丝丝神秘，带着探究和忐忑，我走进

了老子著述《道德经》之所在———函谷关。我

心中一直有个疑问，想去了解这里究竟发生

过什么故事，从而横空出世一部千古著作《道

德经》。到了函谷关才发现，这里虽没有想象

中的雄伟，但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函谷关，建于春秋战国之际，因在谷中，

深险如函而得名。位于豫陕晋三省交界，河

南省西大门灵宝市境内。西据高原，东临绝

涧，南接秦岭，北塞黄河，是中国历史上建置

最早的雄关要塞之一。在漫漫历史长河中，

他留芳青史，声播海内外。这里曾是战马嘶

鸣的古战场，公元前306年，秦王嬴稷登基，

经过储君之争的秦国政局不稳，齐、楚、韩、

魏四国合力攻秦，秦王不敌，惨败函谷关，割

地、赔款、议和，是秦朝最为耻辱之战。

老子的紫铜像矗立关前，高28.09米，重

60吨，为紫铜锻造贴金，鹤发童颜，负手而

立。我仰慕之情顿起，眼观鼻口观心，跨越千

年与先贤对话，仿佛看到了一位须发皆白的

老人，在向世人传诵警世之道：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上

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德是以无德。”“天

之道利而无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吾有

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谥曰聃，楚国

苦县厉乡曲仁里（今河南省鹿邑县东太清宫

镇）人。传说他的母亲尹氏在河边洗衣服时，

捡了一个金黄的李子吃了以后就怀孕了，并

且一怀就怀了81年，之后生下了一个男孩，

这男孩一生下来就自带光环———标准的鹤

发童颜，白眉白发白胡子，一副小老头的模

样，因此取名“老子”，又叫“老聃”。更为神奇

的是，他一出生就能说话，并且指着院子中

的一棵李子树说：“此吾姓也”。

老子生下九天，身体便有九变，见到他

的人无不认为他是外星人穿越。到了六岁

时，他自认为耳大，便又给自己起了个名

字———重耳。

无论传说中的老子是怎样的，他确是中

国古代哲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春秋时

期思想家、哲学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道教

奉为教主或教祖，尊为“道德天尊”，是道教

所尊崇的三清之一。

老子的思想，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

来源。一部《道德经》，是华夏文明中具有里

程碑意义上的百科全书，包罗万象，无所不

容。其中所阐释的关键和中心点，即“道德”，

是人类的精神食粮，是人类最终必然的归

宿。他给人类指出的道德回归之路，即“修之

身，其德乃真”。

老子说，我之所以努力，就是为了可以

选择更好的环境生存。我要去多元的、丰富

的、包容的、自由的……环境里，安放我的肉

身，也安放我的灵魂。于是，他西出函谷关，

去了彼岸。

作为雄关要塞，函谷关成名已久，但在

老子之后，这座要塞却被赋予了更加深刻而

神秘的文化内涵———道家之源。

函谷关是周时的军事要地，守关将领名

叫尹喜。尹喜自幼通晓阴阳，观天达地，有段

时间他静观天象，感到从东方有氤氤紫气向

西方而来，因此断定必有圣贤之人要过函谷

关，于是命手下兵士注意往来行人。公元前

486年，徐甲牵着青牛，老子坐在青牛上到达

函谷关化解了一场战争，使百姓免于生灵涂

炭。经尹喜多次恳求，老子收尹喜为徒，尹喜

在函谷关特建了一个讲经台，召集函谷关的

军民听老子传播道德思想。后老子欲辞行，

尹喜不舍，遂心生一法，建议师父将所讲的

道德思想写出来留于后世，经尹喜多次诚心

邀请，老子应允。回想起一生的所见所闻及

所学所悟的道德思想，老子著写了彪炳千秋

的《道德经》交给尹喜后告辞西行。

《道德经》分为上下两篇，上篇“道”、下

篇“德”，是一部倾述修身、治国、用兵、养生

之道的奇书，倡导“内圣外王”。“道”是指事

物发展的本原和实质、原理、真理、规律等。

老子认为一切事物都遵循一定的规律，事物

本身是阴阳的统一体，“无为”并不是以“无

为”为目的，而是以“有为”为目的，只要遵循

“道”，“无为”即可转化为“有为”。

在为人处世上，老子讲究德善：“善者，

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在政治上，老子

主张“无为而治，不言之教”；在权术上，讲究

物极必反之理；在修身方面，老子称得上是

首家性命双修的始祖，讲究“虚心实腹、不为

人争”的修持。据《史记集解》记载，尹喜“善

内学星宿”，所以他能看天象、看星宿、看云

气，看到一团紫气飘来便知是圣人来了。换

了我们，就知道彩霞漫天飞，哪能解读出一

个子丑寅卯来。尹喜自己也有著作，名叫《关

令子》。惺惺相惜，老子当然也佩服这位“服

精华，隐德行仁”的智者，“亦知其奇怪”，所

以有一种伯牙遇子期的感觉，这就为他著书

了，能为知音著述不亦乐乎？那是老子沉思

默想，将他的智慧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在了简

牍上，此为《道德经》，全篇共分八十一章。

鲁迅先生也对此发生过兴趣，专门创作

了故事新编《老子出关》，还与别人打了一场

笔墨仗。

经人指点，我走过一条长长的弯道，一个

不起眼的小拱门上书“函门关鼓楼”。步入园

门，嗬，园中另有乾坤，四周苍松翠柏，黄沙铺

地，中间有一座高高的点将台，台上竖着一面

战鼓，上写：朱雀雄风起，玄武战鼓擂。只见一

戎装武士正在击鼓，校场上有无数将士手持

兵刃整装待发。耳听得：战鼓摧声声欲震，隐

约间：金戈铁马马蹄疾,似看到沙场上旌旗招

展、厮杀互搏的场景，不由得生出：醉卧沙场

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悲凉。

古柏清幽处，灵泉现圣踪。犹龙灵泉，是

函谷关的又一景观，她像一面镜子，拭去凡

人心底的尘埃；水从龙口流出，伸手捧起，清

凉润泽，澄时心中一片清明，忆起了禅宗六

祖慧能的一句偈语：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

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是啊，想这大

千世界，纷扰繁杂，人生只有短短数十载，参

透悟透者又有几人，但愿人们能练就一双慧

眼，视尘世浮华如云烟缭绕飘散，将世上烦

心事付于一笑罢了……

2000多年来，《道德经》可以说是中华文

化思想中的一座主峰，鲁迅说，不读《老子》

就不知中国文化，不知宇宙真谛。毛泽东说，

《道德经》是一部兵书。尼采说，《道德经》像

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

修身是对个人人格的完善，是社会安

定、国家安宁的基础，中国传统文化在对待

自身上非常注重修身。纵观中华文化五千年

连绵不断而波澜壮阔的长河，注重修身之道

是中国哲学的特色，也是中华文明中绮丽的

瑰宝。老子开创并代表的道家学说以自然为

重心和目标，无论是道德修养还是性情修

养，都以自然为最高的价值取向，是自然之

道与意识之德的完美结合。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

丛生，党和国家把建设法制国家作为主要目

标，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主要任务。没有绝

对的法制，也没有绝对的人治。按照习总书

记“三严三实”要求，首先严以修身，这与道

家的修身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可见道家

的修身思想对于解决当今我国社会问题有

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我们应该用历史的

辨证观点看待老子的思想，对《道德经》有关

修身养性的精华充分继承和弘扬。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道”乃“夫莫之命（命令）而常自然”，因而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

用五千言说尽了天下万物的变化。

漫步在函谷关，我不断思考老子为何要

身骑青牛西出函谷，是飞仙而去还是云游四

方，众说纷纭莫知所终，留下了《道德经》这

部传世之作和老子的千古之谜。我在想，如

果不是尹喜善于识人并力邀老子小住，也许

这部恢宏巨著就不会产生，这真称的是千古

奇缘！

尊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

卿？

这便是老子，奇迹老子，圣人老子，唯一

的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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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凌晨1时30分，与杨成武散步后几个小
时，毛泽东向汪东兴发出指示。

1援接触观察看法，陈是个蠢人，头脑简单，思
想反动。

2援我离开以后，北京采取这个措施是对的。
3援军队是要打仗的。如朝鲜，除了几十万真正

的打仗的之外，主要是打思想仗能锻炼人。

第二条所指北京的措施，是指由林彪主持制

定，分两步。一步：以中央名义调陈再道、钟汉华

进京，看他们敢来不敢来。不敢来就证明有问题，

是兵变。第二步：起草处理武汉的中央文件，开百

万人大会欢迎谢、王；全国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

示威。

早上8点20分,周总理从武汉王家墩机场给杨
成武打电话，告诉他，他在王家墩机场，同王力在

一起。下一步的安排正同林彪商量。如果许可，晚

上最好杨成武能回一趟北京，商量部署。让杨成

武向毛泽东请示。带上毛泽东的指示。周总理的

意见，“对外报道要含蓄，暂不点名”。

上午9点40分，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了周总
理的电话内容，并请示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说，武汉的问题我看当作错误处

理。如果他有什么决心，我、总理、王力也出不

来。并没有下命令，无论谁也不准出进。先把湖

南、河南、江西问题解决好一点后，再来解决湖

北问题。毛泽东说，派兵问题要谨慎。他的意

见，总理还是早点离开好。让他根据具体情况

办理。

杨成武当晚要回北京，他请示下一步的安

排。毛泽东说，明天、后天不要动，再后天把意见

带回来。总之，不先解决几个军区的问题先解决

武汉问题不利。现在我们已经出来了，就不要忙，

宜慢。

毛泽东又让杨成武把张春桥、余立金、汪东

兴叫来一起谈了话。

下午1时30分至下午5时，毛泽东又连续找杨
成武、汪东兴，以及余立金、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李

静谈话，商量部队换防。

当天下午，总理回到北京。

紧接着，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北京机场出

现了隆重的欢迎场面，江青和王力拥抱，谢富治、

康生、吴法宪、邱会作、关锋、蒯大富等人手擎“红

宝书”挽臂照相。

当天，江青在接见河南省造反派代表时提出

“文攻武卫”的口号。

晚上，林彪主持中央文革小组全体会议，把

“七·二茵”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

23日凌晨2点30分，杨成武回到北京，他立即
前往钓鱼台16号楼，向正在主持文革碰头会的周
恩来传达了主席指示。接着周总理立即向参加碰

头会的全体人员作了传达，并当即指示：以中央

名义向武汉军区发电，召陈再道、钟汉华、独立师

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武汉市人民武装部队

政委巴方廷进京开会。

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王力、谢富治
回到北京受到欢迎的新闻。

武汉三镇沉默了，除了少数造反派高兴以

外，百万工人、群众、部队的干部战士陷入极度的

悲痛，吃不下，睡不着，想不通。24日，“百万雄师”
为了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陆续乘车撤离武汉。

7月24日凌晨1时，陈再道等人飞到北京，被
周恩来安排到京西宾馆保护起来。但中央文革有

意透露消息，京西宾馆受到三军造反派的冲击。

下午3点,杨成武乘飞机离开北京到上海向毛
泽东汇报北京、武汉的形势：

中央文革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要各地三

军联合行动，声讨“七·二茵”事件：陈再道、钟汉
华一行根据中央电令飞抵北京；陈再道等刚住进

京西宾馆就受到三军造反派的冲击。

毛泽东问：“陈再道、钟汉华接电报就进京了

吗？”“是的。”毛泽东据此释去了对陈再道、钟汉

华谋反的疑惑，但对他们进京走漏消息，受到冲

击引起警惕。对“三军造反派”贴出反徐向前大标

语；对叶群、江青、关锋、戚本禹等人浩浩荡荡跑

到京西宾馆；对南京造反派冲击军区，许世友冲

出大院表示关注。

晚饭后，毛泽东通知杨成武去一趟，向他交

待了第二次返京的任务。

毛泽东与杨成武一起散步，毛泽东问：“你过

去认识不认识陈再道？这个人怎样？”

“以前不认识，解放后才认识的。这个人不

错，我们关系也很好。”杨成武回答。

“你对武汉的事情有什么看法？他会反对我

吗？”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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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我们讲了如何看胎来鉴别汝瓷，这期

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从听声音、看断面来

鉴别汝瓷。

先说说如何从听声音来鉴别汝瓷。由于宋

汝瓷配方巧妙，虽然烧成温度达到了1200度左

右，但它的胎不完全瓷化。但对于现代汝瓷来

说，即使烧到这样的温度它的胎也不会瓷化。我

们弘宝汝瓷曾经复烧过宋瓷片上千次，有的同

一块汝瓷片连续复烧多次仍保持了一定吸水

率。这说明，宋汝瓷为了达到某种效果而刻意将

胎的烧成温度提高，当用手指去轻弹瓷器的口

沿处，由于未完全瓷化，声音听上去发闷，不灵

动，像是有裂纹一样，但实质上它很坚固。现代

汝瓷由于完全瓷化，用手指轻弹瓷器的口沿处

听到的声音则完全相反，声音清脆，像打在铜器

上一样，没有发闷的感觉。

再谈谈如何从看断面来鉴别汝瓷。宋瓷片

的断面一般较直，老断面颜色呈微黄色，新断面呈香灰色，

用手指触其表面相对光滑，在60倍光学放大镜下，个别处

有细微孔洞。而现代汝瓷的断面往往像锯齿一样不直，手

指触其表面有涩的感觉，断面颜色呈重香灰色或黑色，在

光学放大镜下，胎质致密、呈白色且无孔洞。因此，宋瓷片

和现代瓷片放在一起，只要细心观察后，很容易就能辨别

出来。 （八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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