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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儿
：
爸
爸
你
爱
吃
苦
瓜
吗
？

我
：
太
苦
不
爱
吃
。

女
儿
：
爱
的
反
义
词
是
恨
，

既
然
不
爱
那
肯
定
恨
苦
瓜
喽
！

我
：
不
爱
并
不
意
味
着
恨
，

还
可
以
爱
恨
交
加
。

女
儿
：
那
你
肯
定
爱
吃
甜
瓜
！

我
：
血
糖
高
，也
不
爱
吃
甜
瓜
。

女
儿
：
苦
的
反
义
词
是
甜
，

不
爱
苦
的
应
该
爱
甜
呀
！

我
：
苦
的
反
义
词
固
然
是
甜
，

但
还
有
苦
尽
甘
来
苦
中
有
甜
。

生
活
就
是
这
样
：

简
单
粗
暴
地
将
事
物
一
分
为
二
，

却
忽
略
了
其
他
可
能
性
的
存
在
，

逻
辑
学
称
之
为
非
黑
即
白
谬
误
。

路
人
甲
和
路
人
乙
因
纠
纷
打
架
，

既
然
不
挺
乙
那
肯
定
就
是
挺
甲
，

其
实
甲
乙
打
架
根
本
与
我
无
关
。

既
然
你
不
是
朋
友
那
就
是
敌
人
，

其
实
我
只
想
做
你
身
边
的
路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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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
就
像
爱
不
爱
苦
瓜

生
活
就
像
爱
不
爱
苦
瓜

●徐鹏飞

漫人·漫事·漫笔（七）

祭奠祖先是后辈的事。
有人是真心祭奠，有人是

做给别人看的，有人祈求祖先
能给自己带来好运。

生命的传递是一个过程。
不知道贪官佞臣的后代怎

么祭祀祖先。他们在祖先坟前
祭拜的同时，是否怪祖先给自
己带来了多少羞辱？

不知道伟人的后代怎么怀
念先人。他们在祭拜祖先的同
时，可否想到祖先的伟大给这
个世界带来的荣耀？

更多的纸钱撒向那些默默
无闻的平民祖先。纵使在大城
市，不能归家的游子，也要在十
字路口画一个圈，在那里面寄
托哀思。

人活着在一个圈，死了被
后代也圈定在一个圈内。

圈生存，能概括一个人的
一生。有形的圈和无形的圈，
始终在圈定一个人的人生。

人生是圈定的过程。有形
的圈是一个行当，一种氛围，一
个自我脾性认定的空间。在这
个空间里，一个人度过了时间。
时空构成一个人一生的所有。
圈是人的宿命。不管你信不
信，圈确确实实地存在着。

无形的圈在左右着你我。
一生的学习，无非为了进入一
个圈层，在这个圈层里，你在喋
喋不休，你在乐此不疲，你在无
所事事。无形的圈构成了人的

日常，人的无聊和所谓充实。
不管你服不服，圈始终存在着。
你走到哪里，圈就框定你的周
围，如舞台上的光圈一样动动
停停。

无数人企图出圈，出圈了，
你就失去了所有；出圈了，你就
找不到原来的自己，出圈了，你
发现圈原来如此美丽。圈是你
想挣脱却无法挣脱的，就像脐
带，供给你生存的养料，离开母
体之前，你无法扯掉它。

更多时光里，你只有在圈
里，摸索度的边界。试图在大
开大合的意境里，找到度的方
向。人在圈大圈小的氛围里生
存，度是一个风向标。通达的
人知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
练达即文章”，洞明需要度的把
握，练达需要度的丈量。度在
你的揣摩里，度也在你的行动
中。不会把握度的人不时会出
圈，而那些出圈者，心中更多缺
少度的把握。度是自知，度是
知人 ，度也是一种平衡，度还

是理性的闪光。
有度的人知晓数的逻辑 ,

控制住了数也就控制住了度的
边界。一个清醒的人，会在数
量中间发现契机，看到危险，深
挖其中的希望；而一个浑浑噩
噩者，则会逃避度的追问，在稀
里糊涂中葬送自己。

度与圈丈量着人生。有圈
意识的人，会尽量把圈画大画
圆，有度意识的人，不会轻易破
坏了平衡。

水是好东西，更多的人看
到了水润物细无声的功能，也
有人看到了水随物赋形的美
好。水之美德被人借用，人就
成了借鉴水之美自修的成功
者。而水却常常失之于无度，
水之强，会大浪滔天，会破开圈
的堤坝。世界上不存在唯美不
变的事物。限定在圈里的水，
或许才给你唯美的圆满感觉；
额定在某一等高线之下的水，
对人才没有更多的损害。

圈需要圈的规矩，度需要
度的章法。

一个人生活着，前进着，就
应思考着，度量着，盘算着，审
视着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关系。
明白圈与度的道理。世界在圈
与度中成长，一个人也只有把
握圈与度的平衡，才能相对完
美地度过一生。

圈是度的学问，度是圈的
永恒。

前几年去山东滕州，发现那里有一座规
模很大的“墨子纪念馆”。纪念馆里除了综
合厅、圣迹堂、军事厅外，还有一个科技厅，
专门介绍墨子的科技发明成果。据说墨子
不仅是战国时期的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军
事家，更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关于墨子的故里，现在还有些争议，滕
州人说在滕州，河南省鲁山人说在鲁阳，而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又说墨子家在宋
国。因为墨子的祖先，曾在宋国为官。

墨子的生卒年月不能确定，一种说法是
大约在公元前 480年至公元前 390年。墨子
姓墨，名翟，他的主要政治观点是“兼爱”和

“非攻”，还有“尚贤”“尚同”“非命”“非乐”
“节葬”“节用”等，均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
尚贤为支点，创立了以几何学、物理学、光学
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学理论。

墨家在先秦时期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
“显学”。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有“非儒即
墨”之称。但是后来，历代皇帝多“独尊儒
术”，墨子的学说没有得到重视。其实，他讲
的“兼爱”，就是“平等与博爱”；他讲的“非
攻”，就是“和平共处，反对战争”；他讲的“节
葬”和“节用”，就是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
现在看来，还是很有先见之明的。

墨子的祖先虽然曾为贵族，但到了他这
一代，已经成为普通百姓。少年时，墨子做
过牧童，后来学习木工，成为优秀的木匠。
他不仅善于制作家具、日用器具，而且还制
作军事用品。楚惠王和越王曾请墨子做官，
他都没有接受。

有一次，墨子听说楚国要攻打宋国，并
让鲁班设计制造了攻城的云梯。为此，墨子
步行 10天，来到楚国，劝说楚王不要发动这
场战争。楚王因有鲁班制作的攻城云梯，坚
持不改。墨子说我有守城的器械，你们去也
攻不下来。于是楚王让鲁班和墨子当场演
示，一个如何攻，一个如何守。最后鲁班输
了，楚王取消攻宋，并留下一个“墨守成规”
的成语，只不过“守”已不是“守城”，而多指
守旧，成了贬义词。

《墨子》一书一般认为是墨子的弟子及
再传弟子所做的关于墨子言行的记录，据

《汉书》记载，《墨子》应有 71 篇。而在宋代
以前，多有散佚。当前的通行本《墨子》，只
有 53篇。

《墨子》在数学、物理学、力学、光学、声
学等方面，有不少重大的发现，并给出概念
和定义，比如“倍数”“同长”“直线”“正方形”

“动力”“阻力”等。
孙中山说，墨子是“世界第一平等博爱

主义大家”，毛泽东也高度评价，说“墨子是
一个比孔子高明的圣人”，科技界则称墨子
为百科全书式的“科圣”。

《墨子》：
木匠出身的“科圣”

华君武先生知道我有一段吹笛子的经历。一次问我什
么时候学习吹笛子的，我说在中学。华老说：“我在中学的时
候也学过拉胡琴。在上海大同大学附属高中读书时，学校俱
乐部有京胡，一天来了兴致，就拉了一段。陈荒煤说我指法
不错，就推荐我去平剧小组拉胡琴。我伴奏清唱还可以，和
乐队合奏就吃力了，尤其对锣鼓点不懂。我就和鼓师约定，
啥时候该我拉，他就用鼓槌捅我一下。所以冯牧说我是用鼓
槌捅一下再拉胡琴的琴师。”

华老笑着说：“我还出国演出过。1980年我率领中国漫
画家协会出访日本，华侨聚会时让我去演一段京胡，不想好
久不练，手指不听使唤了。想拉一段‘夜深沉’，竟拉出了杀
鸡杀鸭声！事后，张乐平说我给代表团丢脸了！”

华老讲完，哈哈大笑！

华老拉京胡

圈与度
戴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