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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朋友，去村里租
了一所房子，房子前后有很
大的院子，都种上了施用农家肥的绿色蔬菜。朋友说，
农村人进城买房，她却“逆流”到农村租房，为的是自力
更生，“自供”绿色蔬菜。这不，她开车进城，给亲戚朋友
送来了自家产的西红柿、白菜、菠菜、萝卜等。老朋友不
忘旧情，给我也送来一份。

“我在农村的邻居，都不吃地里种的菜，农药太多，
那都是卖给城里人的，他们都吃自己单独种的绿色蔬
菜。”老朋友说话时，脸上是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

说者无奈，听者也无奈。
自己不吃，却要卖给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

美德哪儿去了？
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家刘义庆（403年-444年），在其

《世说新语》中，讲了一个“庾公乘马有的卢”的故事：庾
（yǔ）公乘马有的（dì）卢，或语令卖去。庾云：“卖之必有
买者，即复害其主，宁可不安己而移于他人哉？昔孙叔
敖杀两头蛇以为后人，古之美谈。效之，不亦达乎？”庾
公，乃东晋人庾亮。善谈论，好老庄，有德望。官至征西
大将军、荆州刺史。他有一匹白额人口至齿“的卢”马，
当时，人们迷信，视为凶马，不吉利，会给主人带来灾祸。
当有人劝他卖掉时，庾亮说：“有卖就有买，怎么可以因
为的卢马对自己不利，就卖掉嫁祸于他人呢？从前孙叔
敖为了保护别人而杀了两头蛇，被古人传为美谈，我效
仿他的做法，这才是通达事理之人。”

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庾亮不卖的卢马，坚守“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的做人原则，体现了高尚的道德品行。

岂止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即便是封建社会的帝王，
也有坚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通达事理之人。

在古代，由于火星荧荧似火，行踪捉摸不定，人们便
称其为“荧惑”。 当土星、火星和恒星“心宿二”连成一
条直线时，火星在星宿内发生“滞留”现象，古人称之为

“荧惑守心”。“荧惑守心”是自然现象，但古人迷信，视其
为灾难即将降临的凶兆。

宋景公（？－公元前 453 年）在位时，宋国发生了
“荧惑守心”天象，宋景公坐卧不安，忧心忡忡。

古人认为，要想解除凶兆，就得有人以命来换。负
责占星相的官员子韦说：“我有办法把这个祸患转移给
宰相承受。”宋景公说：“宰相是辅佐君王治理国家的大
臣，如同我的股肱支撑身体的行动一样，怎么可以让他
遭受祸患呢？”子韦又说：“那，就转移给老百姓来承受
吧。”宋景公仍不同意：“我作为一国的君主，应该以仁爱
来爱护百姓，怎么可以让百姓承受灾患呢？”不能把祸患
转移给人，那就转移给庄稼吧，子韦说：“可以转移到年
岁五谷收成上。”宋景公继续否定：“老百姓靠庄稼维持
生活，如果庄稼收成不好，百姓就会生活困苦，这样一
来，我依靠谁来作国君呢？”

这话，今天听起来都令人动容。难怪子韦激动地
说：“天高听卑。君有君人之言三，荧惑宜有动。”——
天虽然高，但能听到地上人说的话。君主您说了三句堪
为仁君的话，如此仁慈，老天有眼，火星应该有所移动。

“于是候之，果徙三度。”（《史记·卷三十八·宋微子
世家第八》）果然，火星移开了，凶兆解除，国泰民安。

用成语“感天动地”来形容不肯嫁祸于他人的宋景
公，真是恰如其分。宋景公在位 64年而卒，是中国历史
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之一。司马迁赞叹：“景公谦
德，荧惑退行。”（《史记》）

“义者不毁人以自益。”（汉·刘向《新序·杂事三》）意
思是：品德正直的人，决不会以伤害、诋毁别人来维护
自己的利益。古汉语中，“义”，也表示善
和道德。

捧起老朋友送来的“特供”绿色蔬菜，
我百感交集。随后，我紧紧握住她的手，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谢谢啊！”

“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
生荣死灭，是万物遵循的规律。生
老病死，是很多人要经历的人生过
程。不知生，焉知死？不临死，怎
怜生？生是起点，死是终点，有“人
生观”,也有“人死观”。

“人生观”是人们在实践中形
成的对于人生目的、意义、人生道
路、生活方式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
点；“人死观”则是人对死亡的看法
和态度。“人生观”和“人死观”都是
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着人
们实践活动的价值取向及目标、人
生道路的选择和对待生活的态度。

“人生观”与“人死观”相互依存，相
互作用，既对立又统一。

我们谈了太多的“人生观”，却
鲜谈“人死观”。国人自古忌讳

“死”字，甚至和死有联系的东西全
忌讳，连发音最好也不发“sǐ”，所以
便有了“归天”、“崩”、“薨”等代替
死亡的词语。可问题在于，怕死、
忌讳死，也免不了要死，帝王将相也好，
平民百姓也罢，概莫能外。

既然人不可能长生不老，或早或晚
都要死，如何看待死、如何不怕死、如何
死得其所就非常重要。换言之，树立正
确的“人死观”是人生的必修课。

有了正确的“人死观”，就不会浪费
时光，耗费大好年华，得过且过，做一天
和尚撞一天钟。因为人是天地之“过
客”，人生短暂，一般人只能活二万多天，
少数寿命长的活三万多天。一寸光阴一
寸金，人生没多少时光可以浪费，过一天
少一天，过一天就要过好一天。当即将
成为“归人”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
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有了正确的“人死观”，就不会爱财
如命，看到金银财宝两眼放光，“一生只
恨聚无多”。也不会一切向钱看，为了金
钱不择手段，违法乱纪。因为，金银财宝
虽好，但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

带去，要那么多有什么用？有的
贪官贪污受贿数亿数十亿，金银
财宝堆成山。可他又能用多少？
这些钱财最后的用处，不过是量
刑时的证据。

有了正确的“人死观”，就不
会贪恋尘世，恐惧死亡，做出“寻
不老药”“炼长寿丹”的荒唐之举。
就会明白，生与死是生命无法回
避的一体两面，死也是一个自然
过程。应摆脱对死的恐惧，放松
自己，这样才能活得轻松、潇洒，
过得有滋有味，“生如夏花之绚
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概而言之，有了正确的“人死
观”，可站得高看得远，做聪慧之
人；可通透豁达，随遇而安；可看
透人生，直面归途。做一个明白
人、一个高尚人、一个率真人、一
个有价值的人、一个有益于社会
的人。

自古以来，很多有识之士对
人的生死都有正确的看法，庄子就是其
中的佼佼者。他认为，上天“载我以形，
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老婆
死了，他没有哭泣，却“鼓盆而歌”。他
说，人的生命是由于气之聚，人的死亡是
由于气之散，就跟春夏秋冬四季运行一
样。他这番道理，姑且不论对与错，就以
他对生死的态度来说，便远在常人之上。
庄子摆脱了鬼神对于人类生死命运的摆
布，只把生死视为一种自然现象。他病
危时说：“我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陪
葬的)美玉，以星辰为珍珠，天地用万物来
为我送行，我的葬物还不齐备吗？”庄子
悠然而去，很有诗意。庄子不敬畏死，对
死亡大彻大悟，是真正的智者。

“来是偶然，去是必
然”，死亡是人生的终点，
因死亡的存在，人生有限；
因人生有限，才需要珍惜；
因为珍惜，人生才有意义。

清人金圣叹写过《不亦快哉三十三
则》，记有聚餐、赏雪、逛街、沐浴、吃瓜、
访友、静卧……后世文人林语堂、梁实
秋、贾平凹、三毛、李敖都写过各自的“不
亦快哉”。再后来村上春树也写过类似
文体，不过他称之为“小确幸”，即“微小
而确定的幸福”。我也凑个热闹，编撰若
干条目，不揣浅陋，供读者一笑。

其一，多年不见老友来访，在临街大
排档小酌，揎拳捋袖，闲说胡扯，一醉方
休，相扶而归，踉踉跄跄，如入无人之境。
不亦快哉！

其一，看电视剧《小欢喜》，记得其中
一句台词：“人生十之八九不如意，只有
一点小欢喜。”心有戚戚，感慨万千，倍加
珍惜自己的小欢喜。不亦快哉！

其一，授课完毕，喘息片刻，一女生

拿我照片求签字，说是我粉丝，喜读我书
多年。吾不禁喜出望外，奋斗多年，终成

“偶像”。不亦快哉！
其一，拿得一手烂牌，必输无疑，毫

无胜算。不料对家出牌有误，给我可乘
之机，居然咸鱼翻身，反败为胜，大喜过
望。偷看对家脸色铁青，唉声叹气。不
亦快哉！

其一，到郊外登高望远，观花看柳，
呼吸新鲜空气，食用农家菜蔬，酒足饭
饱，逍遥如同神仙。不亦快哉！

其一，垂钓湖边，无鱼上钩，空手而
归，赔了半天光阴，还有鱼饵若干。然
而，钓来大好心情，半日闲暇，还有一身
轻松，满脸喜悦。不亦快哉！

其一，贪官东窗事发，家中搜出赃款
数亿，赃物若干，依法判刑入狱，身败名
裂，正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不亦快哉！

人生苦短，转瞬百年。多寻觅几个
不亦快哉，常寄情于“鸡毛蒜皮”，可自娱
自乐，身心两健，亦不让金圣叹独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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