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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什么是“从心所
欲”呢？孔子在《论语·为
政》里曾言说自己的成长
轨迹，特别值得我们参考
和借鉴：“吾十有五而志
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
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
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
欲，不逾矩。”在上篇中，
我们已经解析了前三条；
今天，我们继
续结合家风教
育，来探讨后
面的三条。
“ 五 十 而

知天命”。所谓“天命”，
就是自己纯真无暇的那
颗心。《礼记·礼运》中载：
“人者，天地之心也。”在
儒家传统思想里，天命就
是人心，就是人性。王阳
明先生曾说知天的“知”，
如同知州、知县之“知”，
是主管的意思；知天，就
是主管天——好家伙，管
得了天吗？管得了，管自
己的心，管自己的性，就
是在管天。
每个人，在每个领域

和环境内都有自己的
天。以家为天，以学校为
天，以单位为天，以客户
为天，以国家为天，都是
天。夫妻之间互为天，孩
子以父母为天，学生以学
业为天，作家以读者为
天，医生以患者为天，也
都是天。所以中国人爱

说“我的天呐！”
天，其实就是我们

心中的那片方寸之
地。所以，“知天命”，
就是知道了自己以何
为天，自己为谁服务；
你明白了，也就知道了
自己的命了。
“六十而耳顺”。

孔子讲的“耳顺”，即指
人在受夸奖时
不动心，被诽
谤时亦平静，
遇到批评还欣
然接受。但我

觉得孔子说的时间有
点晚，人在六十才达到
“耳顺”的境界会错失
很多机会，最好在五
十、四十，甚至三十就
“耳顺”。
“七十而从心所欲

不逾矩”。刨除年龄不
谈，每个人可能只有经
过以上五步才可以达
到“从心所欲而不逾
矩”的境界。当然，你
明白这个道理越早，也
就能越早达到这个境
界。我庆幸自己明白得
还不是太晚，40岁时就
已经进入修为状态——
在家庭里，尽一个做父
亲之责、做丈夫之忠、
做儿子之孝，唯有修炼
成“从心所欲不逾矩”，
才可以弥补以前的遗
憾和缺失。

到底什么是“从心所欲”（下）
张建云

二十七、背了一个大包

袱来

正说着，门开了，陈邵杰
背着个大包袱走了进来。
骆桂娟一看：“呀！小

陈，你这是要出门儿吗？”
陈邵杰扑哧一笑：“出什

么门儿啊，我这是带了东西
给齐姐。”
“给我？带了什么？”齐

秀萍似乎不明所以。
陈邵杰打开包袱，里面

全是衣物：男式的、女式
的，还有各种的布料。“小
陈，你这是干啥啊？”齐秀
萍糊涂了。
“你不是老说给孩子做

鞋没铺陈吗？这些旧衣服都
是给你的。”
“这是旧衣服？”谭韵梅

一脸的惊讶，“不是还挺新
的吗？”骆桂娟也在一旁啧
啧摇头。

陈邵杰一脸的不在乎：
“反正放着也没人穿，我还
特意挑了挑，算是上眼的几
件吧……”

齐秀萍的神情变得不自
然起来。

骆桂娟却顺着话说道：
“正好，秀萍手巧，拿回去改
改，可以给孩子穿。”

齐秀萍一笑，冲着陈邵
杰说道：“小陈，你应该事先
跟我说一声，那样我就会告
诉你，打袼褙做铺陈，能用什
么样儿的布料，不能用什么
料子，省得你白费劲，大老远
地背来背去。”
“姐，你……你还让我背

回去？”陈邵杰瞪大了眼睛。
齐秀萍露出难为情地

样子：“那你说咋办？要不
你问问骆大姐，打袼褙能不
能用新布，能不能用绸子、
缎子……也难怪，你应该没
干过粗活儿。打袼褙要是用
了新布或者绸子、缎子，抹上
糨糊再晾干，那得多硬啊？

针扎不透是不行的。”
谭瑞梅还没听出道道儿

来，没心没肺地说道：“打袼
褙不合适，那拿回去给孩子
们改改穿啊，这些料子很难
得的啊！”
见陈邵杰还是似懂非

懂，齐秀萍索性把包袱推向
谭韵梅，继续笑着说：“要我
说，韵梅拿回去也挺合适，可
以练练针线活儿。”
谭韵梅一听，尴尬地忙

摆手：“不行的，齐姐，人家这
是送你的。”
“那算我借花献佛，行

不？”听到这，陈邵杰才感觉
出齐秀萍似乎有不领情的意
思，刚才的兴奋劲儿一下就
没了，有些不知所措。
骆桂娟瞅瞅这个，看看

那个，觉得这样下去会伤了
彼此的和气，便打圆场道：
“你们要是都不要，小陈，让
我挑挑行不？你也不能只偏
心秀萍呀。”
陈邵杰眼圈儿发红，委

屈道：“还是骆大姐疼我。您
拿吧，我家里还有呢。”
正说着，郝秀波来到门

口儿。他扫视一眼屋里，向
着陈邵杰招了招手：“小陈，
你来一下……”

法国作家皮埃尔·洛蒂
本名路易·玛丽·于连·维奥，
年轻时曾在法国海军服役，
足迹遍及欧洲、亚洲、大洋洲
的多个国家。“洛蒂”这一笔
名，其实是太平洋塔希提岛
的一种花，也是他在当地得
到的绰号。在结束海军生涯
后，洛蒂开始专职从事写作，
他的不少小说里都融入了过
往在异国游历的体验。代表
作《菊子夫人》也是其中之
一，它以第一人称书写了一
段发生在日本的短暂“罗曼
史”，但并没有展现出读者想
象中的旖旎之爱，而是一幅
充满讽刺意味的现实图景。
书中的故事发生在19

世纪中后期，当时的日本正
处于从闭关锁国向与欧美
列强缔约通商的阶段，强势
的西方文化冲击了本土浓
厚的封建意识。在那个弱
肉强食的年代，西方的殖民
者普遍对落后的亚洲国家
抱有猎奇和鄙夷的心态，以
居高临下的眼光审视着一
切，这在洛蒂的笔下展现得

淋漓尽致。《菊子夫人》的男
主角“我”的自白，堪称是这
种心态的缩影。

故事开篇时，“我”因为
需要在日本驻扎两个月，打
算找个女人过一段短期的
“家庭生活”。在当时的日
本，不少父母为了钱财，不惜
牺牲女儿的青春，因此衍生
了专门的“租赁婚”行业。当
地的掮客很快帮“我”牵线，
并用日本式宴席来款待，在
法国人看来却是一桌不可理
喻的食物，“一只绘有仙鹤展
翅的其小无比的碗里，盛着
一种奇特的海藻汤。别的碗
里，有加糖的小干鱼，加糖的
螃蟹，加糖的青豆，加了醋和
胡椒的水果。所有这些东西
都令人难以下咽”。

戏剧性的是，掮客介绍
的“茉莉小姐”并没有吸引
“我”，反而是一同来的稍微
年长的少女菊子成功引起了
注意，“她背着光，穿着深色
衣服，完全是躲闪在一旁的
那种漫不经心的姿势”“差不
多算是有表情，差不多显得
有思想”。“新娘”的角色就这
样轻易地改变了。
菊子和“我”短暂的“露

水姻缘”，并没有擦出任何爱
情的火花。“我”始终以一个
局外人的身份审视着这个神
秘的国度，所见所闻都让
“我”感到“在日本一切事物
的深层，总存在一种无可救
药的小气，一种令人发笑的
东西”，菊子自然也不例外。
不过，菊子毕竟有其与

众不同之处，典型的表现就
是她不像其他出卖美色的
女子那样打扮得花枝招展，
“总是穿海军蓝或青灰色的
衣服，系着色调不引人注目
的黑色镂花宽腰带，而且从
来不在头发上戴任何金黄
色的角质发针”，这对“我”
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并
且，“我”在注意到朋友兼同
事伊弗对菊子有些出格的关
注后，内心还是产生了隐隐
的占有欲。但还没来得及衍
生出争风吃醋的戏码，“我”
就离开日本了。
全书最具戏剧性的一幕

出现在结尾，临别之前，“我”
听到菊子在房间里唱歌，还
伴随着叮当作响的敲击声，
以为她会对相处了一段日子
的“丈夫”依依不舍。实际
上，菊子却是在高兴地清点
“我”付给她的卖身钱，“她正
以一个老兑换商的灵巧和技
能，捻摸、翻弄它们，将它们
往地上掷”。始于欲望，终于
金钱，这一场畸形的异国风
流梦，就此匆匆结束。

●小说中的衣食住行

东瀛一梦太匆匆
李 潇

小时候，我和哥哥经常
跟父母下地干活。田间劳作
很累，我和哥哥渐渐吃不消
了。父亲见了，便招呼我们
休息一会儿。
我们一家人坐在高高的

土坡上，享受一棵老树带来的
阴凉和惬意。父亲突然站起
身，指着远方说：“瞧见没有，
那里有座山，等忙完了这阵我
带你们去那里玩！”我和哥哥
也站起身，随着父亲指的方
向望去。远山在天边绵延而
去，曲线平缓，形成一条黛色
的长龙。我们并不知道父亲
所说的那座山究竟是哪座，
不过远方的风景真是太美
了，青山一座连着一座，绿树
一片连着一片。远远眺望，
那里仿佛是神秘的仙境一

样。我刚才的疲惫一扫而
光，心中生出对美好远方的向
往之情，觉得浑身有了力量。
而父亲眺望的眼神，最

能打动我。他手指着远方，
眼神落到了百里之外。他的
眼睛闪着亮光，里面有豪迈，

有憧憬，也有柔情，仿佛觉得
辛苦的日子因有了期盼变得
灿烂起来。
母亲大概也被父亲眺望

远方的眼神打动了，她开心
地跟我们说：“等忙完了田里
的活，咱们就出去看风景！
我二十年前去过那里，在那

里栽了不少树，现在那些树
肯定都成了树林了……”母
亲“咯咯”地笑起来，脸上的
表情是那么幸福。
休息完毕，再干活的时

候，一家人都兴致勃勃的。
我们一边做手中的事，一边
展开了对美好远方的大讨
论，觉得一点都不累了。
眺望美好，能够把幸福

翻好几倍呢！因为有美好的
愿景，你愿意付出更多的努
力来实现目标，这个过程也
是美好的。
一直到现在，我特别喜欢

看人们眺望美好的眼神。每
当我们登高远眺的时候，眼神
里面的内容最丰富、最生动，
那里面有美丽的风景，有诗意
的色彩，有浪漫的光芒……

眺望美好
马 俊

在美妆博主的视频中，
经常能看到“妈生感眉毛”“妈
生感妆容”等标题。“妈生感”
的全称是“妈妈生出来的感
觉”，简单来说就是自然到让
别人以为是娘胎里带出来的。
当下，夸张的假睫毛、浓

烈的口红、上扬的眼线已经
不为女性所青睐，取而代之
的是以假乱真的纤细睫毛、
裸色口红、紧贴眼皮的内眼
线等。总而言之，“妈生感”
的核心就是“自然和谐不失
真我的美”。

●网络新词语

妈生感
孟冰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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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鼓界大王

在脍炙人口的相声《改
行》中，侯宝林以对旧时著名
演员迫于生计而改行的调侃，
揭露旧中国社会黑暗、民生凋
敝。他把刘宝全同梅兰芳等
京剧名伶并列提起，从一个侧
面佐证着刘宝全作为“鼓界大
王”的声誉和影响力。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

京韵大鼓的鼎盛时期，也是刘
宝全享誉曲坛、如日中天的时
期。刘宝全台风庄重，动作洒
脱，演出时身穿长袍马褂，罩青
色坎肩，上台后才将马褂脱
去。这是因为马褂是旧时中式
服装的一种礼服，穿着马褂走
上舞台，既表示对观众的尊重，
也是对自己、对艺术的尊重。
与木板大鼓大多演唱流

传在田间地头的民间传说和表
现家长里短的生活琐事不同，
刘宝全演唱的曲目多取自三
国、水浒等古典文学名著，以演
绎金戈铁马、义薄云天的英雄
故事见长。他嗓音高亢嘹亮，
唱腔刚劲庄重而又华美俏皮，
在举手投足间充溢着京剧表演
的“范儿”。他手中的鼓毽子，
举起是刀，挥舞是枪，一回手又
成了马鞭。老观众说，刘宝全
的唱，他脸上的神气，身上的刀

枪架式，手里的鼓板，以及
伴奏的三弦、四胡和琵琶，
在舞台上形成了一个完美
的、有机的艺术整体，一派
独具韵味的艺术氛围，观众
置身其中，常大呼过瘾。
“刘宝全先生晚年有

一次到上海在大中华演唱，
我去听他的《长坂坡》。演
毕到后台向他道乏并约他
第二天到家里吃饭，一则叙
旧，二来要他谈谈京韵大鼓
的源流，三是要请教他保护
嗓子的窍门……那时刘宝
全先生已经67岁了。”京剧
大师梅兰芳在《谈鼓王刘宝
全的艺术创造》一文中，这
样记述1936年刘宝全到上
海演出时两人的交往。京
剧四大须生之一马连良青
年时期变声后嗓音偏低，于
是潜心钻研刘宝全京韵大
鼓的发声用气方法，使自己
的嗓音逐渐恢复，调门不断
提高。京剧前辈演员谭鑫
培、孙菊仙、龚云甫、杨小
楼、王瑶卿等也都爱听刘宝
全的大鼓书，并从中汲取营
养，丰富自己的技艺。
艺术是相通的，有心人

总能从交流中获得裨益和
灵感。刘宝全经常以纯粹

地道的京腔京韵，在曲目
中加进京剧的唱腔和曲
调，体现着京韵大鼓与京
剧密不可分的联系，也彰
显着京韵大鼓艺术上的
成熟与发展。
今天，京韵大鼓的

传人，依然珍视着与京
剧的这番缘分，珍视着
前辈们留下的这份宝贵
的艺术遗产。
刘宝全的创造和实

践，奠定了京韵大鼓雅俗
共赏艺术品质的基础。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京
韵大鼓迎来了流派纷呈，
群星璀璨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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