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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出窑的紫砂壶，入无油锅添冷水。
开大火烧至沸滚，祛壶体窑灰浮尘。
填满豆腐入冷水，除火气净味壶身。
填满甘蔗再入水，令壶身通体滋润。
填入茶叶四入水，让茶香沁润壶身。
开壶如此费神，孰料啜茶才刚入门。
生活就是这样：
几经折腾往往正题未入，
哪壶不开偏偏就提哪壶。

生活像开紫砂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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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是个奇人，他当学生的时候，就喜欢刨根
问底，问得老师商容都没办法回答，于是就说：“实
乃老夫之学有尽，你还是到周都去深造吧。”

老子到了周都之后，拜博士、入太学，无所不
览、无所不学、无所不习。因为学识渊博，远近闻
名，老子被聘到守藏室工作。

但老子看不得民间疾苦，受不得官场排挤，遂
回归故里，四方游走。大约在公元前 485 年，即周
敬王三十五年，他云游到函谷关。关令尹喜一直敬
佩老子，便说：“您在出关之前，能否留下一部著
作？”老子答应，在函谷关住了几天，写出一篇 5000
字的文章，交给尹喜，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传世
之宝《道德经》。此后的老子，骑牛进了深山，再无
所踪。

《道德经》是中国古代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一部
著作，也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后人将《道
德经》分为上下两篇共 81章，上篇《道经》37章，下
篇《德经》44章。

从此，中国汉字的词汇中，便有了“道德”一词。
虽然老子在《道德经》中论述了修身、治国、用兵、养
生等多方面的内容，但归结到一点，就是“道生之，
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

《道德经》开篇即阐明：“道，可道，非常道；名，
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道”是万
事万物发展的规律；“名”是变化万千的天地万物，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老子主张的“德”，是重生命，轻名利，持守清

静，戒除贪欲，息心止行，悟道四达。“上德不德，是
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一切都要顺其
自然。

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说：“志于道，据于德。”
人生既要选择正确的道路，又要遵循发展的规律，
既要修炼高尚的情操，又要坚守做人的品行。道之
尊，德之贵，有了正确的“道”，再有美善的“德”，则
无往而不胜。

老子《道德经》的核心思想，是五种思维：一是
“无为思维”。不是无所作为，而是遵循自然规律，
不轻举妄动，不胡作非为；二是“不争思维”。一个
人一旦不争，就会立于不败之地；三是“战胜自己的
思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
强；四是“利他思维”。像水一样，善利万物而不争；
五是“守柔思维”。能够放下，勇于退让。就是这样
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2000 多年来帮助无数人
走出了困局。

所以鲁迅说：“不读《道德经》一书，就不知中国
文化，不知人生真谛。”

《道德经》的道与德

“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请走人行道”“讲
究卫生，便后冲水”“节约用电，随手关灯”

“人类最后的一滴水可能就是自己的眼泪，
请节约用水”“不信谣，不传谣”……时时处
处事事，我们都被这样的语言提示着、包围
着。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提示，或者说这样
的提示管用吗？

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的文明程度还有待提高，我们的

良好习惯还需培养，我们的制约机制还存
在问题，于是只好求助于提示，希望通过提
示来纠正一些错误、改正一些缺点、避免一
些问题。比如有些人习惯随地吐痰、乱扔
垃圾等，不教育、不提示，怕是很难改正。
除了说服教育提示，还要使用“违者罚款”
的警告语，作用是有的。你提示“严禁乱倒
垃圾，违者罚款”，一般来说人们就会注意
一点，即便不为了讲卫生，也得提防被逮住
了要掏罚款。久而久之，就有了一定的自
觉性。

然而，一个国家、一个单位干什么都要
依靠提示，我们真该静下心来认真思考一
下，我们的自律与觉悟到哪里去了？如果

大家都自觉地遵守交通规则，还需要“行人
请走人行道”“文明驾车，礼让行人”的提示
吗？更令我们感到难堪的是，有些地方特
意在公共场所印了汉字而且是简化汉字的
提示语言，比如：“请按照就餐时间来餐厅
吃早餐，如果您提前到达餐厅，很抱歉我们
不能为您服务”“请在餐厅门口附近留下您
的行李，不要把行李带进餐厅内”“请注意
热水壶仅用于烧水，请勿放入其他食品，例
如，鸡蛋、茶叶、速食面和牛奶等”“房门应
随时保持关闭状态，房客不应在酒店大厅、
门口或走廊打太极拳或做操”等。

老实说，他们这样做，实在是因为我们
一些同胞的所作所为，给人家留下了不好
甚至是恶劣的印象。

《细节决定成败》一书的作者去他国考
察时，发现当地有一句流行语：“管好自己，
不给社会添麻烦。”由于绝大多数老百姓都
这样做了，因此整个社会就显得秩序井然。
在公共场所遛狗的人，身上一定带着垃圾
袋，狗一拉屎，主人立刻小心翼翼地拾起
来，装到垃圾袋带走，再用纸巾把地面擦干
净；在自助餐厅吃饭，人人用餐完毕都会自
己收拾桌面，桌上洒的汤会用纸巾擦去，杯
盘碗筷收到集中存放的地方；有一位陪同
笔者的女士，当旁人提醒她“你身上有两根
头发”时，她把头发取下，但不是随手一扔，
而是用餐巾纸包好，放进自己的口袋。这
样的国民素质，还用得着有关部门时时刻
刻进行提示吗？

问题还不止如此。有些单位、有些人，
已经将提示由习惯变成工作手段或嗜好。
即使明知没有用，也要装模作样地提示一
番。前几年，在四川成都的龙池景区，竟制
定了《礼貌山猴行为准则》，提示猴子们“不
许不礼貌，做到文明待客；不许哄抢游客，
做到彬彬有礼；不许骚扰游客，尤其是女游
客；要助人为乐”等。以目前的科学研究水
平，人类还听不懂猴语，估计猴们也肯定看
不懂人话，这个景区的提示岂不滑天下之
大稽！

什么时候我们冲出提示语言的包围，
什么时候我们的文明程度就达到了一定的
水准。但愿这一天早点到来。

我们何时冲出“提示”的包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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