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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眼睛”，最常见的是将它喻为人
的“心灵窗户”，这说明眼睛能最直接地反
映一个人的心灵，透过一个人的眼神大致
可以窥察其喜怒哀乐，洞见其思绪心迹。
诚如孟子所说：“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
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明亮）
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昏暗）焉。听其言
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人的善恶又能何
处隐藏呢？）”南宋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
中援引了这句话后，干脆推断：“言犹可以
伪为，眸子则有不容伪者。”

美国“9·11”事件之后，全球为如何分
辨恐怖分子绞尽脑汁。全民身份登记和指
纹登记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证件可以造
假，整形外科手术亦可以改变指纹。于是，
比利时难民事务委员会主席帕思卡尔·斯
梅提出一个建议，即通过视网膜扫描来鉴
别身份，因为视网膜的结构形式在人的一
生中都相当稳定。

以眼睛来辨别一个人的身份，基于的
前提是：一个人的眼神是无法伪饰的。智

利前总统皮诺切特1973年发动血腥政变后
拍了一张照片：他双臂交叉，戴着一副墨
镜，表情严厉又得意。当记者奥亚尔问他
何以喜欢戴深色墨镜时，皮诺切特回答说：

“这是一种表达方式，谎言是透过眼睛被觉
察的，而我经常说谎。”显然，戴墨镜是为了
掩盖其平时的说谎。这正印证了社会心理
学家的分析：识别一个人是否说谎，首先不
用细心分辨其内容，只要观察其眼神。幼
儿不会说谎，因此他的眼神永远是那样纯
真！

人们往往通过言谈举止来衡量一个人
的修养，其实，文明和眼睛也有着极大的关
系。人类正是通过眼睛摄入万事万物，经
过大脑加工，才想象和创造了辉煌的文明。
人的一言一行首先源于他的眼睛，看到了
何事何物，才决定采用何种行为，表达何种
意见。有学者建言“学点眼睛和文明礼貌
逻辑学”，这不失为一种卓识。

眼睛和文明这层关联理应提到议事日
程上来。在不动声色之中使用眼睛，也应
该成为文明礼貌的一种“道具”。且不说遇
到意气相投者，用“青眼”相迎，遇到不遂心
意时用“白眼”瞧人，就说日常生活中，讲文
明礼貌还真的首先靠眼睛。诸如：在公共
场所看见老弱者礼让；十字路口，看见红灯
自觉驻足；在旅游胜地看见垃圾杂物主动
捡起来扔入垃圾箱；看见有人随地吐痰上
前劝阻；看见歹徒行凶见义勇为……人人
多用眼睛看世界，言行文明，就会多一份自
律，多一份他律，随之也就会多一份文明，
多一份和谐。

眼睛确实可以对人们的行为产生一定
的约束作用。根据最新一期英国《皇家学
会生物学通报》报道：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心
理学家进行了一项测试，他们在校内工作
区设置了一台自动饮料机。饮料机上注明
所有来此取饮料者必须主动支付相应的
钱。连续 10 周，研究人员在饮料机上方轮
流张贴“眼睛”和“花朵”两个标志，每周换
一次，以观察这两个标志对人们行为的影
响。结果发现，张贴“眼睛”标志的 5周内，
饮料机收入比张贴“花朵”标志的 5 周高出
276%。这说明，人们取饮料时看到“眼睛”
的标志，似有他人注视，会自觉付款。纽卡
斯尔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家开玩笑说：“公共
场合应张贴更多的‘眼睛’标志，以取代昂
贵的电子监控设备。”

“眼睛”标志似乎比电子监控设备更值
得提倡，这倒不仅为了减少投入，更主要的
是它的警示方式较为文明，至少不关涉侵
犯个人隐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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倔老头爱好美食，偏好重口味食物。
倔老太讲究养生，喜欢清淡的饮食。
倔老头和倔老太，经常为吃啥拌嘴。
倔老头：你做菜总让我没食欲咋整？
倔老太：找中医调理脾胃指定能行！
生活就是这样:
我们常用头痛医头脚疼医脚，
形容敷衍塞责医术不精，
不解决根本问题。
殊不知现实中还有头痛医脚——
通过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来解决根本问题。

生活就像食欲不振

吕不韦是战国时卫国商人，《史记》中司马迁
评价吕不韦的经商之道，就是 8个字：“低买高卖、
逐累千金。”

而吕不韦更厉害的，是以商人的手法运作政
治。他看到秦国的王子异人到赵国做人质，马上
发现“奇货可居”。他对父亲说：“我这里有一笔生
意，可以让我们获利无数倍，并泽被后世。”

于是，吕不韦接近并讨好异人，帮助他逃离赵
国，当上秦国的国君。当然，吕不韦也得到了丰厚
的回报，被新的秦王拜为丞相，言听计从。

那时候的吕不韦，肯定是很得意的，于是他就
想干一件大事，一方面江山永固，一方面永垂青
史。于是他贴出了一个“招贤榜”，有文化、有学
历、有经历、有见地的学者，都可以报名，管吃管
喝，还有工资。到丞相府里做门客，铁饭碗，还有
面子，几天时间就招了 3000多人。

吕不韦给门客们开了一个会：招你们来，不是
干重活的，也不是吃闲饭的，是要你们把自己这么
多年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都写出来。故事不怕
新鲜，观点不怕新颖，见解不怕独到，论述不怕深
刻，有多少就写多少，有啥话就说啥话。

门客们一听，这还不容易吗？于是一个个磨
墨挥毫，有的写了几篇，有的写了几十篇。内容五
花八门，写什么的都有，古往今来、上下四方、天地
万物、兴废治乱、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全都有所
论及。

吕不韦又挑选出几位高手，把大家写出的文
章，进行筛选、归类、删校，综合在一起，编成一本
书，自己担任主编，取名叫《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又称《吕览》，分为 12 纪、8 览、6
论，共 26卷，160篇，20余万字。也许有人会问，吕
不韦不是有 3000 门客吗？怎么《吕氏春秋》只有
160 篇？这是因为，该书在选编过程中，进行了分
类合并和优中选优。

此书以“道家学说”为主干，兼以名家、法家、
儒家、墨家、农家、兵家、阴阳家等思想学说为素
材，熔诸子百家学说于一炉，堪称当时的学问之
大成。

本来，吕不韦是想以此书，作为大秦统一后的
意识形态和治国之本的。只是没有想到，后来执
政的秦始皇，不仅选择了法家思想，还罢黜了吕不
韦的丞相职位，使这位野心勃勃的商界奇才梦断
春秋。而《吕氏春秋》留下的思想精华，至今仍可
为我们借鉴，比如“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言极则
怒，怒则说者危”“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
古”“欲胜人者，必先自胜；欲论人者，必先自论；欲
知人者，必先自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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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的“春秋大梦”

眸子不容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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