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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的彼岸
———老子《道德经》解读

◇张君民

第六十六章

【原文】
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

百谷王。 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
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
天下乐推而不厌。 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译文】
江海之所以能够成为百川汇流的地方，是因为它

善于处在低下的位置。 圣人想统治百姓，必须用言辞
对百姓表示谦下；要领导百姓，必须把自己的利益放
在百姓的后面。 所以，有道的圣人虽然地位居于人民
之上，但人民并不感到负担沉重；居于人民之前，但人
民并不感到受害。 所以，天下百姓乐意拥戴他而不厌
恶。 因为他不与百姓相争，所以天下没有人能与他相
争。

【解读】
江海之所以能承载百川，成为“百谷之王”，是因

为它非常谦下，总是处在低下的地方。 治理天下的圣
人也是如此：圣人如水，虚怀若谷、谦卑自处，对百姓
亲切、谦和，所以百姓相信他、拥戴他、推举他；圣人如
水，以百姓的利益为重，先人后己、大公无私，对百姓
关心又体贴，所以百姓信赖他，自觉尊其为领袖。统治

者有这样的胸怀和智慧，自然国泰民安。 但历史上许
多统治者， 往往试图用严刑酷法来确立自己的权威，
无疑是走错了道路。

治理国家是这样，为人处世也是如此。 一个人只
有虚怀若谷，才能择善而从，得到更多人的帮助，学习
更多的智慧，自己的能力才能得到更大的发挥；一个
人只有大方博爱、惠泽他人，才能得到更多人的爱戴，
得到更多人的帮助，所谓“得道多助”“先予后得”就是
如此。 这样的人，因为不拒小，才能成其大，因为不自
私、不与人争，才能拥有更多。

一个人甘守柔弱、甘居人下，往往会成为大家尊
重的对象，进而被推举和拥戴，最终成为赢家，“无心
插柳柳成荫”。许多事情不是努力了就能成功，不是争
取了就能得到，还要看能否守柔处弱、秉道而行，是否
有准备，是否有实力，是否能及时抓住等候已久的机
会。

但我们身边也有许多人， 不明白守柔处弱的道
理，事事争强好胜，见困难就躲，见利益就上，认为无
论是否属于自己，只要抓到手就行，全然不顾周围人
的感受，引得怨声、骂声四起，最终成为众矢之的，得
不偿失。

无论是领导者还是管理者，都应该有一颗如江海
般的包容之心，能够容忍下属的一些过失，就像大海
接纳了一滴污水，而大海依然清澈一样。

据史书记载，北宋初年，大将孔守正官拜殿前都

虞侯。有一天，他在皇宫北园侍奉宋太宗宴饮，一时太
过兴奋喝醉了， 与大臣王荣议论边塞战功的事情，并
因愤怒而争吵失态。左右侍臣请求将他们交付官吏处
理，但宋太宗没有答应。 次日，孔守正和王荣醒来，知
道自己失礼，满面羞愧，向太宗请罪。宋太宗若无其事
地说：“我当时也喝多了，什么事都记不起来了。 ”就这
样，宋太宗故作糊涂地消解了他们的惊恐之心。从此，
两人对皇帝忠心耿耿。

宋太宗免去下臣的过失，正是他善于包容、虚怀
若谷的表现，所以他能够服众，并成为一代圣君。

（未完待续）

希望的田野春意盎然
◇陈玮

今天一天，我选择让一部小说陪伴我。 进班上课
的时候，它就静静地躺在我的讲桌上，我给孩子们讲
生字，讲小故事，也是在讲给它听。我还请它陪我去了
一趟位于地安门的新华书店，不久的将来，我要在这
里带着孩子们开展一次阅读活动， 它能懂得我的心
意。

陪了我一整天的这部小说， 是何南老师的新作
《在希望的田野上》。 看书的三天时间里，我和小说中
的郝彤心老师及严夏夏、艾郅埙同学相识，并忍不住
喜欢上他们，以至于突然读到小说的最后一页，竟有
些恍惚， 一时不知道要不要把这部小说再读一遍，与
这些可爱的人物重新相遇。

喜欢上一本书，喜欢上书中的故事，我相信，这也
是书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建立的一份默契。 所以，我邀
请它一整天跟我在一起，让我们彼此的目光能时时对
视。

读到小说行将结束的时候，我忍不住流泪了。 在
阅读这部小说时，我重新理解了“善良”“热爱”“无私”
“真诚”等美好的词语。在“后记”里有作者创作这部小
说的初衷。何南老师说：“我觉得，李彦池之所以问我，
是因为他觉得我有‘资格’写这本书。这资格与编故事
的能力和文字功底无关，而是源于我被贫困包裹的童
年时光。 ”穷苦的童年或许是作者创作的出发点，但这
部小说绝不是在讲述贫穷，我们始终都能在书中感受
到希望，感受到人与人之间最质朴、温暖的情感。这份
情感， 就像何南老师笔下明媚的风景：“极目望去，野
花如同色彩缤纷的云朵‘下凡’到草原上。 晚间，饱含
梦幻色彩的雾气从视野的尽头升起，草原配合地变幻
着颜色， 每朵小花、 每棵小草都散发出香味……”是
的，就是这样的感觉，每一份情感都有色彩，都有香
味，让读到这部小说的每一个读者，都潜生出一份向
往和感动。

何南老师的这部小说， 立足校园师生相处的日
常，巧妙地把河南、云南两地的风土人情融入其中，
把非遗传统文化融入其中。 在表现宏大的“祖国新时
代的巨大变革”这一主题上，作者并没有简单地盲目

拔高，而是让这个主题回归老百姓日常生活，通过老
百姓住进政府提供的安置房、 学校软硬件设施得到
巨大改善、交通日益便捷等描写，让我们共同见证了
美丽乡村的发展、变迁，展现出新时代农村丰富多彩
的生活。 在这个过程中，作者始终把温暖的目光投放
在儿童身上，小说处处充满了“儿童味道”，清新又美
好。

我是一名小学教师， 我很喜欢阅读儿童文学作
品。我总觉得，一部优秀的儿童小说，首先要把儿童放
在首位。何南老师一定有过对儿童及儿童生活长期的
细致观察，我甚至能感觉到，在他的心里，始终住着一
个或一群小孩儿，他们活泼、淘气、可爱，他们的喜怒
哀乐，作者都能感知到，并深深理解着他们，热爱着他
们，始终能站在儿童的视角去观察世界、探索世界、感
受世界。所以，从这一角度来说，何南老师的这部作品
也就有了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小、实、巧、新的行文
叙述里有成长的烦恼，有对新生活的无限期待，有坚
守，有奉献，有担当，有力量。

何南老师在小说中用了较多笔墨写“希望工程”，
他在“后记”中特意提到，今年是希望工程实施 35 周
年。由此可以看出，在进行这部小说构思的时候，他的
思想没有局限在体现校园生活上，而是让小说承载了
更多的社会责任和使命。通过严夏夏和艾雅的相识相
知， 通过揭秘郝彤心老师离开金兰希望小学的背景，
让 “为广大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机
会，对推动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
用”不再是一句空洞的表述。所以，小说中的郝彤心老
师毕业于希望小学，在大学毕业之后，又投身希望小
学的教育教学之中，就是对“责任”、对“感恩”、对“奉
献”的最好诠释。作者借助塑造这些人物，既写出了希
望工程 35 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 又让读者看到在这
35 年的发展历程中， 正是因为有像刘美英老师这样
一代又一代人的守护，才让更多贫困地区的儿童看到
希望。这是小说中的故事，更是现实生活的写照，小说
也因为有了这些与真实生活连接的内容和素材，才让
故事具有了耐读性和思考性，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儿童

读者，都能在阅读的过程中，被书中人物体现出来的
美好品质深深触动。 这是人人都应该讲好的中国故
事。

所以，即便是创作一部儿童小说，作者也认认真
真地采风。 不知道那时候的他，是否意识到其实他正
在走进未来会在小说中出现的场景，他正在倾听未来
会在小说中出现的人物对话。 或许，在他去采风的路
上，就已经自带小说中人物的气息，他就是故事中的
郝老师、严夏夏或者艾郅埙。 他的目光已经远远超越
了人物模式化成长的表达，有了更加深邃的立意。

小说中每一个人物都是美好的，尽管他们有各自
不同的小缺点，但他们真实，他们发自内心地热爱自
己的家乡，热爱自己的工作，热爱身边值得热爱的一
切。这样的热爱，是一份正能量，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精
神在获得成长的过程中，需要学习、领悟并最终内化
为生命一部分的重要一环。 在这份热爱里，两个孩子
的妈妈成了麦秆画非遗传承人，两位爸爸致力于传统
文化的推广和宣传；在这份热爱里，郝彤心老师、刘美
英老师成为希望小学里最美教师的典范，一代人有一
代人的坚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她们的使命担
当是献给新时代的最美颂歌。所以，作者最想表达的，
大约就是从热爱里绽放出来的希望吧。 这份希望火
热、灿烂，照得每个人心里都亮堂堂的，照得每个梦想
都熠熠生辉。

此刻，再一次看向我书桌上这部小说，内心有了
更多的情愫。这本书对于我而言，或许就是阳光，就是
星辰，很快，我要带着这些一年级的孩子去户外写诗，
去地安门新华书店开展阅读活动。 有一天，我会给他
们讲述这部小说里发生的故事。 我相信，何南老师及
他的作品散发出来的光芒， 会继续照亮我的课堂，照
亮我们的心灵。作者说：“霎时，我觉得，这本小说与我
们俩有缘，它似乎就在不远处等着，踮着脚，热切地看
着我，等我做出肯定的回答。 ”是的，每一个心有热爱、
心向光明的人，都会在阅读这部小说时听到自己的肯
定回答！

希望的田野上，春天已经到来！

（接上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