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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思我想我思我想】】

孔夫子虽然被捧为“圣人”，但
在识人方面也有看走眼的时候。比
如他的弟子澹台灭明，起初在他眼
里就没能获得应有的重视。

说来惭愧，我最初知道“澹台灭
明”这个名字，还是中学时期读梁羽
生的小说《萍踪侠影录》。这是书里
的一名武林高手。后来才知道，历
史上真有“澹台灭明”这么一个人，
不过，他和梁羽生小说中的人物毫
无关系，人家是孔子的七十二高足
之一。

史载，澹台灭明字子羽，武城
人。他拜孔子为师时，孔子见他
长相丑陋，便以貌取人，认为他没
有多大才能，当然也就不怎么看
重他。后来，澹台灭明发奋苦学，

成为当时有名
的学者，而且品
行 广 受 认 可 。
孔子得知后，感
慨地说：“我凭
言语判断人，看
错了宰予；凭长
相判断人，看错

了子羽。”
今天想起澹台灭明，是因为其

“行不由径”的故事。
澹台灭明为人公正无私，标准

的“君子人格”。《论语·雍也》记载：
“子游为武城宰。子曰：‘汝得人焉
尔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
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其
大意是，子游在武城当领导时，孔子
问他：“你在那里有没有得到什么人
才？”子游回答：“有一位叫澹台灭明
的，做事从不走小路捷径投机取巧；
如果没有公事，他从不到我屋里
来。”“行不由径”于是成了一个比喻
行动正大光明的成语。

今人或许以为“行不由径”是思
维死板僵化，全然不懂通融，其实这
是个关系到原则的问题。在那个时
代，“路”和“径”是大有区别的。周
朝实行井田制，井田以外的叫路，以
内的叫径。路是公共通道，径则是
私人领地，走小径的行为是不合礼
的。澹台灭明不抄小道图便利、不
私下找领导汇报“思想”，就是因为
做人光明磊落，处事遵循正道，有话

说在明处。
不走“捷径”，奉行正道，行事

规矩本分，为人坦诚正直，不耍小聪
明，不占小便宜，这事说起来容易，
践行起来却难免障碍重重。做到
这一点，需要很高的觉悟和很强的
自律。没有这等觉悟，就意识不到
这种行为的必要性；没有那份自律，
即使有这个认识也管不住自己的
行为。

回到现实中，我们会发现，热
衷于走“捷径”甚至歪门邪道的人
还是挺多的。这种人，为了达到某
个目的，首先想到的不是脚踏实地
努力奋斗，靠真本事硬功夫走向成
功，而是琢磨哪里有“关系”可用，
何处有“空子”可钻，偷工减料，只
求“速成”。更有甚者，毫无敬畏之
心，只要能实现目标，再大的纪法
风险也不当回事，只有他“想不到”
的事，没有他“做不出”的事。总而
言之，这种人信奉“功夫在诗外”，
只想取巧，不肯实干，只以“结果”
论英雄，全然不管“过程”是否安全
妥当。

作为一名手上多少有点权力
的干部，难免遇到几个找上门来希
望“借力”的人。每当面对这类情
形，我就想，这些秉持所谓“潜规
则”行走“江湖”的人，说难听点，与
我辈简直可谓是生活在不同的世
界，难有共同的话语体系，几乎无
法真诚沟通。特别是那些暂时没
有吃过大亏的人，你跟他怎么解
释，都可能是徒费口舌。当然，即
使难以说服，我们也应努力试试把
道理讲透。哪怕是“对牛弹琴”，该
弹的时候也不妨弹一弹；哪怕是只
有一丝希望转变对方的观念，也不
应轻易放弃。

另一个事实是，崇尚“捷径”者，
最后一头栽倒在这条道上的也不
少。举个例子，很多年前，有家企业
要建大楼，老板仗着跟有关领导关系
“铁”，未批先建，执法人员一时还真
拿他没办法。不料，大楼即将封顶
时，该老板的“靠山”倒了，新任领导
根本不吃他这一套，于是，这座拔地
而起的庞大违法建筑，很快夷为平
地，该企业一大笔资金打了水漂……

类似的“起高楼、宴宾客、楼塌了”的
版本，千百年来总是不断地重复上
演。很多不当得利，就是这样来得
快去得也快，怎么来就会怎么去。
毕竟，少了正当的程序，就少了一份
合法的保障。搞歪门邪道的行为，
总是见不得阳光的。而一旦阳光照
耀过来，那些看似坚硬的东西便要
像冰雪一般消融。

看多了某些戏剧性的结局，我
总是一再感慨：老想着不劳而获，
最终可能两手空空一无所获；老想
着破坏规则，最终自己也可能成为
“无规则”的受害者。少些花花肠
子，少些“捷径”思维，远离“无功受
禄”的思想，杜绝损人利己的念头，
切忌“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
走”，才是安全可靠的大道、正道，
“行不由径”应当成为一种自觉的
追求。古人云：“捷径虽云易，长衢
岂不平。”不走“捷径”，不图小利，
置身于光明之中，习惯按规则办
事，方能问心无愧，行稳致远，把事
情做得妥妥当当，把日子过得踏踏
实实。

【【诗诗 歌歌】】

那天心血来潮，打算去理发店弄个发
型。当我点开心仪已久的大波浪卷图片，用
征询的语气和理发师商讨时，他首先赞许了
我的眼光，列举了几个这个发型的优点，还补
充了一些缺点，最后他轻轻地说了一句，不是
很适合，但喜欢比合适更重要。当我烫完那
个发型，看到镜子里的自己，也觉得这个发型
不是太适合，但因为心心念念了很久，终于决
定一试，便有了一种特别的新鲜感，整个心瞬
间都轻盈了起来。

这之后，我每天不嫌麻烦，精心地护理着
我喜欢的大波浪卷发，为了配上这温柔儒雅
的气质，也学着开始护肤，注重穿衣打扮，坚
持运动减肥，半年多后再遇到那个理发师，他
的眼睛一亮。说真的，当初他一定认为穿着
一套运动服，套着一双跑鞋，胖胖乎乎、不修
边幅的我，对于难打理的卷发，着实是不太妥
当的，但可能看到了我热切期盼的眼神，不忍
心打消我的希望，或是职业素养的使然，使他
说出了那句话，没想到现在的我，高跟鞋、长
风衣，苗条的身材，精致的妆容，越来越符合
大波浪卷发的气质。

想当初，小妹财经大学毕业，考到一家事
业单位任职，我们都觉得这工作事少离家近，
还稳定，挺适合她。可她却不怎么喜欢那份工
作，说很枯燥，没有干劲，在做了两年后，她不
顾家人反对离了职。她全职备考，一年多后拿
到了律师从业资格证，几经周折，在外地找到
了一份工作。

刚开始入职，工资低，待遇差，活又多，遇
到的客户还刁难，她只得忍气吞声，咬牙坚持，
后来过了两年，渐渐步入正轨。虽然收入颇
丰，但需要经常出差、加班加点，我们都觉得她
过得很辛苦，但她说她喜欢，虽然累，但每一天
都过得充实而快乐。我们认为适合的工作，在
她看来纯粹是浪费生命。

由此我不由想到，在职业选择上，喜欢真
比合适更重要。家里世代都是医生，积累了不
少的医学知识和人脉，真的很适合孩子学医，
但孩子却不喜欢，他想做教师，做军人，就是不
想做医生。强求的，往往效果并不好。曾看到
周围有朋友艰难地从名校毕业，工作几年后却
觉得无法喜欢上自己的职业，又重新参加高
考，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就读，哪怕再苦再累
也要开启新的生活。

因为喜欢，我们才会去热爱，去投入我们的
感情，激发我们的潜力。爱自己喜欢的人，做自
己喜欢的事，才不会让我们在平淡的日子里，产
生厌倦的情绪，消磨掉我们
对生活的信心。当然，爱是
需要相向奔赴的，而职业，
则只要你努力地付出，它就
会回报你双倍甚至更高的
收获。

因为喜欢，才会看到
盛放的自己。

认识痖弦先生，并与他相处过几
天，是在1993年秋季。

那一年上半年，在海协会和台湾
海基会的积极倡议推动下，经过海峡
两岸的共同努力，在长达40多年的
隔绝后，终于打破僵局，授权两个民
间团体的最高领导人汪道涵和辜振
甫，在新加坡举行会谈（史称“汪辜会
谈”）。这是海峡两岸走向和解的历
史性突破，也是两岸关系发展进程中
的重要里程碑。

没想到，那一年下半年，我供职
的福建省作家协会接待了一批来自
宝岛台湾的作家诗人。当时，客人
来访的具体时间是11月9日至16
日，在这期间，他们将在福州、武夷
山、泉州、漳州等地寻根和参观采
访，并与福建作家进行广泛的文学
交流。领队的，正是我慕名已久的
著名诗人痖弦。

痖弦，本名王庆麟，1932年出
生于河南省南阳县东庄的一个农
民家庭，曾主编《创世纪》《诗学》
《幼狮文艺》等杂志，任报纸副刊主
编20余年。著有《痖弦诗集》《中
国新诗研究》《聚繖花序》（I、II 两
册）《记哈客诗想》等，深受广大读
者喜爱。

当年，我的工作日记这样写道：
11月8日，以台湾《联合报》副主编、
著名诗人痖弦为领队，《联合报》文学
副刊主编、著名诗人陈义芝为副领
队，由台湾知名作家廖辉英、简贞、侯
吉谅、王浩威、阿盛等人组成的寻根
访问团，按时抵达福州。

记得那天，领队的痖弦先生，外
表温文尔雅，且有学者风范。他与
我们一见面就表示：“十分感谢你们
前来迎接。我虽是河南人，但我从
小就知道，闽台两地的关系非常密
切，两地主要的族群很多都是西晋
末年南渡的河洛人，说的是河洛
话。这次我作为领队，就是带着一
批迟归的原乡人来追寻他们的族群
的。”陈义芝先生也笑着说：“这次
来，起码有两个共同点，一是大家都
是炎黄的后代；二是大家都是作家，

都操着一副笔墨，写一种世界上最
独特的文字！”

当晚，有关领导也来福州聚春园
看望客人，并与大家欢聚一堂，畅叙
离情、乡情、友情，席间，欢声笑语不
绝，其乐融融，其喜洋洋。散席后，

我们向痖弦、陈义芝先生详细讲述
介绍了要去的地方和安排的情况，
他们非常满意。痖弦先生说：“真是
让诸位辛苦了！我们这次来，目的
也是为了促进交流。我们之间的确
分隔了太长时间了，但血脉的传统、

文化的纽带一直没有完全隔断。在
两岸文学交流上，闽台作家应扮演
更重要的角色。”

次日，来闽的台湾作家分成两
批人马，一批去南平、武夷山，一批
赴泉州、漳州等地。分手时大家约
定，回来后再在福州集中，举行有
关海峡两岸文学交流与展望座谈
会。由于工作需要，我陪同痖弦、
陈义芝先生去了武夷山、南平等
地。而去闽南金三角走访寻根的
廖辉英、简贞、侯吉谅、王浩威、阿
盛等人，则以“原乡行”为主旨，在
各地市文联负责人的分别陪同下，
分赴南安、安溪、平和、南靖、龙溪
等地，寻根问祖。

在武夷山期间，痖弦、陈义芝先
生怀着浓厚的兴趣，饱览了当地媚
人的风光。特别是武夷山良好的生
态环境，景区出色的规划和设计，都
给他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其
间，痖弦数次说道，武夷山山环水
绕，真是太美了！交谈中，他情不自
禁对我说：“我曾向采访我的记者说
过，我老家是在河南白河与南阳大
平原接合处，你到我家乡你才知道
什么叫遥远，没有山，完全没有山，
有时候初雨天晴，空气比较好，小孩
就搬小板凳站在上面，说看山啊，看
山啊，看着遥远的地方一抹蓝色就
算山了！”

那天，我们还到附近的下梅村采
访，那里独特的民居建筑以及至今仍
大部分保存完好的清代门楼，让客人
流连忘返。他们说，看了这些建筑，
真有坠入梦中之感，仿佛回到过去的
家园；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传统文
化，总是能引起后代人心灵相通的思
索。走访中，我还忍不住问痖弦先
生：“家里还有什么人？”痖弦顿了一
下，低声说：“我父母都已经过世了，
之前，我四娘请人辗转寄来的信中告
诉我说，你妈妈是想你想死的……”
我一听连忙向他致歉，他挥手说：“没
什么，都过去了……人生朝露，对我
来说，世界上唯一能对抗时间的，大
概只有诗了。”

当晚，在武夷山庄举行的一场
海峡西岸诗人朗诵会上，诗人们和
当地的诗歌作者聆听了两岸诗人的
作品。朗诵者朗读的都是有关“寻
根”和“乡愁”之类的诗歌。记得当时
外边下起了细雨，台湾诗人陈义芝感
叹地说：“这给濡湿的乡愁又添了几
分浓重。”而老诗人痖弦则自告奋勇
上台，朗诵了他的诗作《我的灵魂》：
“啊，君不见秋天的/树叶纷纷落下/我
虽是浪子/也该找找我的家……”长
长的乡思情缕，缠绕成诗人化不
开的家乡情结，打动了在场的每
一个人。

各路人马返回福州后，大家
一见面，我就发现祖籍安溪的廖辉
英、祖籍龙溪的阿盛、祖籍平和的
王浩威、祖籍南靖的简贞、祖籍南
安的侯吉谅等作家诗人，一个个都
兴高采烈，心满意足。交流中，他
们都争着对发言说，太难得了，第
一次踏上祖地故土，寻到了宗祠，
吃到了家乡饭！廖辉英女士则
说：“我去过北京、山东等地，但我
敢说，只有到了福建，我才最随意
和自在。”

采访的顺利，寻根的欣悦，福建
内地和沿海改革开放的现实，给这些
台湾作家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原乡祖
亲的浓浓乡情，则构成了这次活动的
显著特色。

如今一晃眼，时间已过去了数
十年。今年10月12日，我从《文艺
报》上吃惊地看到一则消息：痖弦
先生于温哥华时间10月11日清晨
逝世，享年92岁。资料显示，痖弦
积极推动并参与两岸文化交流，被
誉为“两岸文学
交流报春的第
一只燕子”。

痖 弦 先 生
去另一个世界
了，但我相信，他
在福建讲过的
话，朗诵的诗，还
在这个世上走
着！

想起澹台灭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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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比合适更重要

夜走光明港
■王小庆

熊宏娇/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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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都新谭闽都新谭】】

“城中到处小河沟，垂柳人家
夹岸幽。每爱水边凉意满，日斜来
上酒家楼。”这是清代名士张绅在
《杂忆福州》中对福州内河美景和
河畔人家闲适生活的描绘。光明
港的兴建也成为当时福州城内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

20多年前，沿光明港内河河畔
开发建设光明港公园。由于光明
港是一条人工河，因而新公园沿途
多是现代化设计，唯一保留的一处
历史元素就是凤洋将军庙。凤洋
将军庙是福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相传始建于明嘉靖年间。庙为砖

木石结构，面向东南，临闽江，由门
楼、戏台、走楼、钟鼓楼、祖殿组成，
将军庙奉祀的将军是一位金将
军。嘉靖四十四年（1565），因金伯
通护航抗倭有功，敕封为安东侯。
明代起，有地方官员出使海外，乡
人水上行旅，都会到该庙行香，祈
求旅途一帆风顺。

走在这条充满历史感的河岸边，
我留意到了一些展示当地文化的艺
术装置。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
一幅幅巨大的壁画，它们描绘了福
州的传统生活场景以及光明港的历
史故事。这些壁画色彩斑斓，生动
形象，为光明港增添了几分艺术气
息。壁画中的每一笔都充满了生命
力，仿佛能够带领人们走进那个充
满活力的年代。此外，还有一些雕
塑作品点缀其间，它们或是抽象的
艺术表达，或是具象的人物雕刻，每
一件作品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讲述着
这座城市的故事。

随着夜色渐深，光明港展现出另
一番景象。河面上闪烁着点点灯光，
与天上的繁星交相辉映，营造出一种
梦幻般的氛围。许多人沿着河岸散

步，有的在欣赏夜景，有的在河边公
园里健身或跳舞。孩子们在父母的
带领下嬉戏玩耍，老人则在一旁悠闲
地聊天。这样的场景让人感到温馨
而又和谐，仿佛所有的烦恼都被这宁
静的夜晚带走。远处偶尔传来的悠
扬琴声，更是给这宁静的夜晚增添了
几分诗意。

夜色中，几艘龙舟静静地停泊
在港湾里，队员们穿着统一的训练
服，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挑战。随
着指挥者一声令下，龙舟缓缓离开
码头，进入主航道。鼓手坐在船头，
手中紧握着鼓槌，每一次敲击都像
是在给夜空中的星星打拍子。而队
员们则跟随鼓点的节奏，整齐地挥
动着桨叶，在水面上画出一道道银
色的轨迹。灯光下的龙舟队，就像
是夜空中最亮的星，不仅照亮了光
明港的水面，也为光明港增添了一
抹别样的风景。

漫步在河畔，我发现光明港不
仅仅保留了传统元素，还融入了许
多现代化的设计。河岸两侧建有现
代化的步行道，沿途设有各种休息
设施，供游人歇脚。这些设施不仅

方便了市民和游客，也让整个区域
看起来更加整洁美观。此外，还有
一些新颖的公共艺术项目，如互动
装置等，让游客在享受美景的同时，
也能体验到科技带来的乐趣。这种
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既体现了
历史的厚重感，又不失时尚气息。

不经意间，我还发现了一个小
型的文化展览空间，里面展出了一
些当地艺术家的作品，包括绘画、
摄影和手工艺品等。这些展品反
映了福州人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世
界，展现了这座城市深厚的文化底
蕴。参观者可以通过这些作品，更
好地理解福州的历史背景和人文
精神。

光明港不仅是一个地理位置上
的地标，更是一种文化和情感的载
体，它承载着福
州人民的记忆与
梦想。在这里，
我久久徜徉，感
受着温暖和谐的
气息，细细品味
一份独特的人文
风情。

群山里的祠堂（外一首）

■刘伟雄

寂静的山林 风吹过
鸟雀的叫声就低了下去
一座祠堂的静卧
阳光在木头上散发着香气

青山绿水间的相遇
一脉宗亲遗落在乡野的传奇
孕育着历史的果实
沉甸甸匍匐在绿色的怀抱里

耕读传家的祖训
义薄云天的信仰
花岗岩雕刻着时光的漫漶
常青藤开放着岁月的繁花

一座群山里的古祠堂
寻根的脚步踏过的回响
就是一段如歌的行板
一首血脉交汇的壮美牧歌

乡村老教师
一次次穿梭在山与山之间
渺小的身影出入丛林阡陌
一个教书匠的迟暮时光
是拥有山的绿色和溪的坦然

乡愿与乡愁的两端
那是生命执着的牵引
人生正如风中的大树
吹过繁华荣枯 春来秋往

孤独地承受着山间的寂静
时光的渡口不会有奇迹出现
划过的水痕晃动着日月星辰
也晃动着一颗乡土一样朴实的心

在柘头村 看到发光的石板路上
修葺一新的古廊桥边
飞来游去的雀鸟和鱼虾
还有一个匆匆赶路在夕阳中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