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人格塑造，儒家有一个核心词“中
庸”，是由孔子首创，子思、孟子着力阐发，南
宋朱熹又把《中庸》定为《四书》之一。千百年
来，儒家围绕中庸做足了文章。儒家以中为
本、以中为常、以中为用，对人从思想上洗礼、
从行为上规范，构建出“人之为人”的品格框
架，展现出儒家的理想人格。

孔子没有告诉人们中庸是什么，却提醒
最应关注它的道德属性：“中庸之为德也，其
至矣乎。“中”是常道，似乎人人可用，但未必
是孔子倡导的中庸。一旦失去德行这个前
提，中庸就会变质、变味，背离了初衷而走向
反面。

孔子还说“乡愿德之贼也”，不分是非的好
好先生，才是道德的破坏者。孔子不赞同无原
则、无道德的“用中”，绝不欣赏墙头草、和事
佬、骑墙派、伪君子，更不会教人圆滑世故、四
面讨好、八面玲珑、见风使舵。在公共生活领
域，以道德为前提、以中为根本、以和为目的的
中道、中行、中节，才符合中庸的本意。

“中庸”之“中”最不可忽视。在甲骨文
里，“中”是一个椭圆形加中间一竖，金文是方
形加中间一竖，本意都指向中间、中心，蕴含
着公允、中正之意。《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

大本也”，稍加延伸，“中”是天下的根本，自然
也是国家的根本，家庭的根本，做人的根本。

孔子没有给出中庸的定义，却举出非常
鲜明的例子，“师也过，商也不及”，子张过于
偏激，而子夏又过于保守，都没达到恰好的标
准。不难推断，无过无不及就是孔子倡导的
中庸。二程、朱熹顺着这一思路，继续讲“不
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

二程以走路为喻，不左不右，走在中间就
是中，常走在路中间就是中庸。朱熹突出强
调的是庸——常也，认为平常生活中，一个人
办好一件事并不难，难的是时时事事守中、处
中。

当然，孔子这一思想其来有自，《论语·尧
曰》篇，明确记载尧舜禹相传相授的箴言只有
四个字——允执其中。“执中”便是治国理政
的第一要务，自然也是为人处世的根本所在。

中庸既然是德行，自然源于“仁”，仁统摄
诸德。但不是所有的仁都是中庸，仁德之至
才是至德，才是中庸。换言之，仁让我们有
爱，而中庸让我们会爱，并且恰如其分。

中庸是大德行，也是大智慧，还是一种哲
学思维。正是因为中庸，孔子的仁学思想才
有了灵魂和高度。《中庸》名言“万物相育不相
害”，世界万物各不相同，相互生长并不相互
残害，这是儒家对世界的基本看法。

人际关系中，儒家不认同敌对的、仇视
的、非黑即白的、勾心斗角的、你死我活的，而
承认多元、不同与差别，承认矛盾，但这一切
又是可以调和化解的，最终达到双赢、共赢的
理想结果。

因而《中庸》说“极高明而道中庸”，人一
要高，站的高、境界高，井底之蛙就不高；二要
明，明白的明，不要糊里糊涂，生活和懂得生
活不同，做事和懂得做事不同，只有达到极高

明的境界，才能践行中庸。
生而为人，有各种欲与求，这是自然天生

的，但人又是社会中人，所有的欲与求，都必
须合乎“中”的原则。涂又光先生认为，中国
文化讲一个字是“和”，讲两个字是“中和”，讲
三个字是“致中和”。

“和”强调保留差异、差别的和谐相处。
我们常以“中”通向儒家的最终理想——

“和”，正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
焉”。修炼中庸需要很高的修养、智慧和勇
气，要掌控情绪，理性思考，进者抑之，退者举
之，拿捏得恰到好处，而且要与时俱进，在变
化中把握变化、恒常与和谐。

孟子称赞孔子是“时之圣也”，时时以中
庸为思想方法、行事准则的圣人。的确，“子
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在思想上。
孔子没有别人常犯的四种毛病，即不凭空猜
想，不绝对肯定，不拘泥固执，不自以为是。

思路决定出路，孔子能行中道是再自然
不过的事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他在人
己关系上的中庸；“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
利”，是他在物质与精神上的中庸；“钓而不
纲，弋不射宿”，是他在人与自然之间的中庸；

“欲速则不达”，体现他在速度和结果之间的
中庸；“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
可以语上也”，是他教育学生的中庸；“忠告而
善道之，不可则止，勿自辱焉”，是他对待朋友
的中庸；“敬鬼神而远之”，是他对鬼神的中
庸；“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他审美的中庸；

“温故而知新”，是他继承上的中庸。甚至生
活中“唯酒无量不及乱”，酒量好但不喝醉，这
也是中庸。可以说，中庸已经渗透到孔子生
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并且使他的视听言
动、举手投足，无不处于一种很理想的状态。
能不能“处中”“守中”，大约就是我们和圣人

之间的距离。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标准的“中”，并不总

是固定的，它不是僵死的原则，“中”随具体情
况、具体条件的变动而变动。孔子称之为

“权”，孟子称之为“时中”，一切都是发展变化
的，最应该做得就是顺势而为。

孟子曾讲“嫂溺，援之以手”，尽管古代有
“男女授受不亲”的规则，但若嫂子落水，就应
该拉她一把，不这样做，孟子斥之为“禽兽
也”。所以，有时看是打破一种规则，反而是
对规则的最好维护，保持了规则的弹性，还原
了制定规则的本真，求得一种动态平衡，实现
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和谐统一。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奉行中庸之道，不可
忘记孔子的两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
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概括地说明
了为人处世的方法，不但适用于人际关系，而
且适用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物、人与
内在自我的协调关系。有了这样的心，人们
不会践踏或滥用一草一木，自爱而且爱人，自
尊而且尊人，不偏激、不偏心、不偏向、不自
私、不自是、不保守、不颓废，超脱而又丰盈地
活着。所以，中庸之道适用于日用伦常，千古
不变。 ■本版摄影 粤梅

无过无不及：德行是中庸的前提
张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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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古人分得很细，根据所处位置不同，
分别称为囱、牖、向等，现代人统称为窗。它
作为房屋的一部分，打通与大自然的隔膜，将
日月星辰、山光水色引入室内，带来光明和新
风，更带来情趣和美的享受。

相比现代居室宽敞明亮的窗，我更喜欢
古人的窗。在外旅游，每到一处古镇，面对一
幢幢古建筑的窗，可以胡乱猜想窗内曾经的
悲欢离合，更可以凝望、打量形形色色的窗，
而叹为观止。

古人造窗，不仅在乎窗子的实用功能，更
在意窗子的美学价值。

窗的形状或圆或方或扇形，窗格极尽纵
横、欹斜、屈曲之变化，再雕以梅花、石榴等图

案，贴上红色的窗花、洁白的窗纸，造型丰富、
色彩鲜明、精致优美。

难怪古人又把窗称作绮窗、朱窗、雕窗、
轩窗，想想这些名字，就已觉美感漫溢。这还
不够，窗前再搭配几块奇石、数竿翠竹，窗后
饰以半卷帘栊，柔曼飘逸，咫尺之间更是惹人
怜爱，风情万种。

窗不仅本身如画，也再度呈现一幅幅画
卷，古人说，窗之妙“莫妙于借景”。立于窗
前，放眼望去，日出日落，云卷云舒，视野倍感
开阔，心情顿觉舒畅。“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
东吴万里船”“窗前远岫悬生碧，帘外残霞挂
熟红”“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
窗就是一个个画框，裁剪出的画卷美得让人
心醉。

清代李渔似乎对窗情有独钟，曾别出心
裁设计“梅窗”。以梅枝作窗，俨然绘于墙上
的梅花图，自诩为生平第一佳作。这还不够，
因为窗是固定的，呈现的画卷少有变化。他
在《闲情偶寄》中写道，曾居西湖之畔，欲购一
小船，船篷四面用木板遮严，唯左右两边各开
一扇形窗，人坐于船中，船行湖上，凭窗望出
去，皆是流动的天然图画，“湖光山色、寺观浮
屠、云烟竹树，以及往来之樵人牧竖、醉翁游

女”“且又时时变幻，不为一定之形”。这游走
之窗，一日之内，现出百千万幅佳山佳水，变
幻无穷。只可惜他囊中羞涩，只得作罢。

窗可以观景，更与人的生活须臾相伴，挥
洒人生的意趣。

晋人陶渊明厌倦官场生活，辞官归隐，采
菊东篱，种豆南山，悠哉游哉。《晋书》中说他

“夏月虚闲，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
皇上人”。炎热的夏日，他躺在窗下，凉风习
习，无忧无虑。人是闲的，心也是闲的，闲了，
自然能写出那些冲淡的诗句。

清人郑板桥有两间茅屋，窗前植一片翠
竹，竹下置一小榻，竹阴乘凉，舒适无比。窗
上糊有洁白的纸，不管是白天的风和日丽，还
是夜晚的月光皎洁，他喜在窗前休憩，观纷乱
竹影在纸上摇曳，犹如天然墨竹图，不禁心有
所悟。“凡我画竹，无所师承，多得于纸窗粉壁
日光月影中耳”，窗给他带来许多乐趣，更让
他画艺大增。

观古今文人，喜欢窗者比比皆是，写窗的
诗文不计其数，窗的倩影不时在文字中晃动，
也在我们的心中晃动。此刻，我正坐于窗下，
品窗之美，写窗之美。我觉得，窗是房子的眼
睛，也是我们的眼睛，更是我们的胸襟。

窗之美，于视界与襟怀
洪德斌

我生在武夷，喝
茶半生，奈何异乡漂
泊为异客，劳生浮梦
事匆匆。少有清闲
品茗的时候，也总是
难于忘怀武夷茶的
醇味厚韵。每每匆
匆喝茶，总会想起武
夷的茶韵来。

自唐代陆羽《茶
经》问世，茶就成为
生活的必需品。建
阳区域最早见于文
字记载的茶是唐代
孙樵《送茶蕉刑部
书》所 记 的“ 晚 甘
候”。五代王仁裕
《开元天宝遗事》载，

“逸人王休居太白山，日与僧道异人往
返。每至冬时，即溪冰敲精壶存煮建茗，
共宾客饮之”。

建阳最早的官办茶局——玉茸轩，也
于南唐保大元年（943）应运而生，至宋时，
经欧阳修、苏轼、黄庭坚、梅尧臣等名流诗
文的颂扬，使得建茶即武夷茶更是名噪声
一时，如黄庭坚诗“平生心赏建溪春，一邱
风味极可人”，与梅尧臣诗比来唯建溪团
片敌汤并。

武夷的茶自宋至清都是名列贡品，到
清道光引进红茶制法后，就已经具备了绿、
青、红、白四大茶类。往事越千年，如今武
夷山中的名丛如大红袍、白鸡冠、曲奇等，
都是茶中的极品。武夷山依然有着元代御
茶园遗址，流香涧、天心岩的正岩乌龙，以
及“正山小种”正令人口齿含香，传颂不己。

选茶，我更钟情于正统武夷红茶“正山
小种”。清道光后，这种茶就自然地生于我
家乡的深山涧边，自纳山川雾露之灵气。

每过清明，茶头便要举行隆重的开山
仪式，以祈茶神庇佑茶农。随后采茶的少
男少女，总是提着茶篮，唱起多情的采茶
山歌，既收获着茶叶，也撒播着爱情。那
份山野茶地独有的烂漫，没有亲历的人是
很难想象的。

鲜茶下山，经萎凋、搓揉，然后堆起发
酵，再烧松柏木烘干，便成了黑色的正山
小种。每一道工序都那样有讲究，这些是
全凭茶师手、脚、眼、鼻的丰富经验的。冲
泡起来，茶汤红润得已令人陶醉，茶气的
清香，弥漫到令人如痴如醉。只要你品上
一口，那略带龙眼味，又泛出松柏气，醇和
得连骨头也酥了，能回味一生一世。

古往今来，品茶品出的，岂止是感官
的享受，浸淫其中，才能琢磨出中国茶文
化所推崇的廉、美、和、敬之哲理，这就是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身处清幽的
茶室，面对精致的茶具，馨人心脾的茶香，
红润而清澈的茶汤，细细品上一口，那份
清香甜中透出淡淡的清润滋味，淡淡的甘
苦交融，淡淡的醇和隽永。斯时斯境，会
油然将“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袭上心头，
而无需眼下茶馆的丝丝竹乱耳。

每每身心俱疲，会想到茶，想到武夷
的茶，想到武夷的正山小种，它的厚韵，品
出的仿佛一段人生，一段足够回念的平
和、平淡、平实的人生。在那份茶韵涤荡
着俗念时，我想，这就是苦茶庵主所道的

“可抵十年尘梦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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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龙泉仿古青瓷的烧制，
缘起古窑址、古墓葬的发掘，这
似乎已成共识。大约在清光绪
二十年（1894）前后，德国传教士
奔德在龙泉购地垦种时发现古
瓷，龙泉青瓷名声初显。

日本、美国先后有人来龙泉
收 罗 青 瓷 ，例 如 宣 统 二 年
（1910），福州南台大和药房主
人、日本人行原始平至大窑，与
村民合作挖掘，此后长达十余
年。

国内大批古董商也接踵而
来，加之民国初期知事杨毓琦抛
开严禁发掘坟墓的军法，准许开
垦墓园，并亲往巡视，导致大量
古窑址、古墓葬被盗挖一空。

古瓷大都行销沪上等大都
市，富贵之家耗费巨资购置正品
以示身价，普通人则买个次品或
仿品把玩以充风雅。古瓷丰厚
的利润，趋使龙泉民间开始秘密
研制仿烧古青瓷产品。“邑人廖
献忠首谋仿古，几可乱真，是为
近代仿古之嚆矢……”民国龙泉
县长徐渊若，在专著《哥窑与弟
窑》中这样定论。“廖为逊清秀
才，试列第一，戚友谑者，赠匾以
贺，文曰‘独占鳌头’”。

才华横溢的廖献忠，却因脚
瘸堵死了仕进的通道，加之身世
寒微，他不得不为生计奔忙。光
绪二十八年（1902），廖献忠与小
梅吴井兰至大窑，发动村民在叶
坞底采掘出一种钢筋炉，由吴井
兰购去。

之后，廖献忠又频频到大窑
古窑址，寻找历代青瓷残片，在
自家作坊反复实验，还曾在龙泉
巨商赵道生于城区桃源山上修
建的龙窑中烧制仿弟窑型器皿，
终于获得青瓷釉料配方和烧制
技艺。

廖献忠仿制的古瓷，无论是
“晶莹之色”还是“绿翠之形”，都
可乱真，一时名闻遐迩，却因此
陷入一场官司。

1918年，龙泉县大通和银行当手（经理人）季克明，
一纸诉状将其告到了县公署，称大沙张锡妹、城东张水
清先后将5件仿制的假古瓷托名为宋代大窑古瓷，哄骗
季克明以250元全数买下，后季克明察觉是假货，无法
转售，于是控告张锡妹、张水清以及制瓷艺人廖献忠串
通诈骗。

性格耿介的廖献忠，在应诉状中自陈虽然生活窘
迫，却安贫乐道。仿制大窑古瓷是为谋生所迫，但明仿
明卖，并无欺诈。后浙江省长公署和省实业厅分别签署
训令和指令，要求龙泉县公署查明实情，并指出仿古和
伪造不同，若廖献忠果能仿制古代官窑青瓷，理应保护。

最后，知事撤销该案，牌示廖献忠领回被缴瓷器。
廖献忠以“瓷被更换”为由，不愿领回，此事最终不了了
之。

中国陶瓷考古之父陈万里先生，在《龙泉访古记》中
谈及龙泉仿古青瓷时，则另持一说：“据说溪头李某最
好，竟可乱真。八都之刘马德亦在溪头烧过，廖氏尚在
其次”。这个李某是谁，却语焉不详。

据《龙泉民国档案辑要》一书记载，1943年，陈佐汉
邀本乡瓷工李君义、张高岳、张高文、张照坤、龚庆芳、许
家溪等制瓷高手，在溪头组织仿古青瓷研制小组。凭此
推断，李某当指李君义。其实，我们更应关注仿古青瓷
研究的组织者和推动者陈佐汉。

陈佐汉早年追随朱庆澜将军、严宽将军北上抗敌，
年仅二十几岁就担任上尉军需一职。因为一封“母亲重
病速回”的家信，难违母命，退役返乡。

在宝溪乡乡长任上，陈佐汉召集当地制瓷高手，开
展仿古青瓷的研究，庇护这些人免于被抓去当壮丁服兵
役，这也得到了县长徐渊若的默许，《哥窑与弟窑》中记
载了此事：“宝溪乡龚庆芳兄弟以及张高礼、张高乐等六
人，以仿古著名，其制品甚精致。曾以恢复固有艺术，系
属专门技术人员为词，申请缓招。余亦恐邑人仿古名
手，日趋凋零，颇有同情之意，为请于上峰，奉批格于条
例，碍难照准。今日已否从戎，尚未探知”。几人的名字
有所出入，有待考证。

仿制古青瓷的场所，就设在溪头村陈家大院的前
厅，置有相关设备。陈佐汉聘请的仿制青瓷的主要技师
是张照坤、李怀川，后又从云和县请来雕塑技师彭益陶，
专做仿古青瓷器型的雕塑。另腾出自家的一间旧房，略
加修整，命名为“古欢室”，作用近似如今的研究室。联
云“翰墨随缘拟古欢”，古欢室的取名，或许从中得到启
示。

陈佐汉仿制的古青瓷，种类繁多，大抵有凤耳瓶、云
鹤盆、双鱼盘、金鱼缸、双鱼洗、双鱼碟、鸳鸯洗、牡丹瓶、
鬲炉、鱼篓瓶、印盒、龙虎瓶、桃洗、五嘴瓶、观音佛像等
数十种。

徐渊若盛赞：“陈佐汉氏等所制仿铁骨，有时颇可混
珠，若用药去其新光，更于底部或边缘略碎米许，则好古
者易于上钩”。1945年，陈佐汉收集了宝溪乡几家瓷厂
七十余件仿弟窑牡丹瓶、凤耳瓶等优质瓷器，委托徐渊
若邮寄南京中央实业部请功，旨在展示仿古青瓷之成
果，期盼各级政府给予重视及资金上的支持。正逢蒋介
石六十大寿，其作品果受蒋青睐，亲笔题词“艺精陶仿”
四字勉励。

仿古青瓷“绝精妙”，常人很难识破。即便学识渊博
者，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哥窑与弟窑》中记录了这样一桩趣事：龙泉的古物
商吴子忠，受战时寓居龙泉的知名瓷器鉴赏家金石寿指
点，仿制的古陶器纹款色泽，咄咄逼真。曾仿晋代式样，
制成陶器数件，至浙大龙泉分校（址在芳野曾家大屋）求
售。各教授见之其古趣盎然，纷纷考证年代，度量分寸，
辩论款式，交口赞许，顷刻售罄……一时被传为笑谈。

仿古青瓷的烧制颇为不易，“出窑时烧损极多，甚有
全窑毁坏，什中得成六七，已属大幸……”花费精力和代
价之大，个中滋味旁人难以体会。所以众多仿古能手，
对制瓷原料、釉色这些独门技艺，都严守秘密，从不轻易
透露。

日本人也有仿龙泉的作品叫七官手，沪上称为老东
洋，以鼎炉等式样为多，所仿钢筋炉也很可观。其颜色
将颜料掺入釉内，不若我国处青釉料之能天然发绿，且
略带黄色，质轻，火度不高，击之无音，露胎处发灰色，一
望可辨。

可见，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的精髓，外人是很难
掌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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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已立秋，天气依旧地燥热。常与友人
戏言，空调、无线上网、西瓜是“夏日三宝”。
想起《梦华录》热播，不免疑惑，遥远的宋代没
有“夏日三宝”，时人要如何消暑纳凉？徜徉
于宋人留下的诗词中，或许可以窥得宋时的
夏日。

宋人的清凉在碗里，食入口中的凉爽自
然最为痛快。朝廷保留以往赐冰的惯例，寻
常市民也可以享用到消夏的冰块了。

宋代诗人杨万里的《荔枝歌》中就有体
现：“卖冰一声隔水来，行人未吃心眼开”。

利用冰块，最简单的就是冰镇水果，李重
元在《忆王孙·夏词》中写道：“过雨荷花满院
香。沈李浮瓜冰雪凉”，水果浸于冷水中，取
出来食用清凉可口。

宋人刘学箕的诗中也有：“房青子碧甘剥
鲜，藕白条翠冰堆盆。嚼之清泠醒醉魂，犹可
招邀慰文园”。

除了冰镇水果，宋人还制作出了冰镇甜
品。杨万里曾写诗大赞一种名为“冰酪”的冷
饮：“似腻还成爽，才凝又欲飘。玉来盘底碎，
雪到口边销”。冰酪由果汁、牛奶、冰块调制
而成，类似于今天的“冰淇淋”。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市面还卖有
沙团、沙糖菉豆等凉食甜品，黄豆粉加糖搓成
小团，煮熟后加冰水制成甜品——冰雪冷元
子，与今天的珍珠奶茶是否也有相似？可见
宋人巧思。

宋人的清凉在手中。除了冰酪、冰镇水
果、茶等消夏饮食，宋代诗词中还保留了扇
车、沉香、瓷枕等“消暑神器”。

手持一扇便可“自制凉风”，宋诗有云：
“数摺聚清风，一捻生秋意”。持扇轻摇，清风
徐来。

但手动摇扇未免太过费力，宋代，一些大
户人家就已用上机械风扇取凉，名曰扇车。

“君不见长安公侯家，六月不如暑。扇车起长
风，冰槛沥寒雨”。这是宋代刘子翚的《夏日
吟》中的记录。扇车由水力驱动，是一种精巧
的圆形机械，水力带动扇叶旋转送风。

除了“扇”，心思精巧的宋人，还有令人想
象不到的消暑妙法——点香祛暑。焚香最能
使人进入空寂禅定的状态。周邦彦的《苏幕
遮·燎沉香》中云：“燎沉香，消溽暑”。沉香的
香气最能引人注意，使人舒适放松，还能驱赶
蚊虫，予人以凉意。

此外，北宋时期曾流行瓷枕，其中以定窑
产的瓷枕最为有名。“半窗千里月，一枕五更
风”。枕面上釉，头枕瓷枕小憩自然凉爽非
常。

宋人的清凉在心头。如果消暑也有境界
之分，那么，最高境界非“心静自然凉”莫属。
散去热气全靠心中安静，凉风生起因为室内
空荡。

宋人温革的《琐碎集》中说：“避暑有妙
法，不在泉石间。宁心无一事，便是清凉
山”。以“坐静”而摒弃杂念，心生清凉。陆游
也说：“暑用酒逃犹有待，热凭静胜更无方。
空斋一榻翛然卧，闲看衣篝起篆香”。消暑的
最高境界，不在外物，而在心中。

《东京梦华录》中描写夏日汴梁：“风亭水
榭，峻宇高楼，雪槛冰盘，浮瓜沉李，流杯曲
沼，苞鲊新荷，远迩笙歌，通夕而罢”。坐享冰
盘冷饮，沿溪斟酒传杯，聆听笙歌悠扬，通宵
才愿离去。

炎炎夏日，宋人的清凉在碗中冰镇小食，
在手中香扇瓷枕，在心中沉静思想。碗中美
食，手中好物，心中境界，连带宋代风华，夏日
情景，绰约多姿，都付诗词中。

徜徉宋词觅清凉
包羽鸣

岁月霓裳

智慧本是一份善良。世人都讲智慧，不
过，人总是俗人，常把智慧用到歪门斜道上。

算计人、糊弄人、败坏人，这都是需要“智
慧”的。

没智慧的人，只能是被算计、被糊弄、被
败坏；甚至因为没有智慧，连被算计、被糊弄、
被败坏都不用了。

庄稼人骂精明人，不用多粗鲁，一句“一
肚子坏水”就够了。这个“坏水”，不是“智慧”

吗？不光是“智慧”，还是“大智慧”，只不过把
智慧玷污了，也把自己的良心搞拉杂了。

佛家好讲智慧，很多语句都很有意思，如
“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能说不能
行，不是真智慧”，特别让人开悟。

弘一大师有一副对子——“饮诸佛法海，
放大智慧光”，延伸一下，就是“智慧是一份善
良的光”。

这一辈子，能掌握多少智慧无所谓，关键
是能不能把这些光或这点光放大，让人感觉
到彼此间的美好。

智慧是把双刃剑
杨福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