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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雪烹茶

□主编 成岳 视觉 黄遵峰 校对 聂永进 信箱 jnrbzhoumo@sina.com

在家庭建设中开展家庭教育，传承优良家
教家风，《了凡四训》无疑是一本值得认真研读
的好教材。

我们邵阳学院工会组织了一场读书分享活
动，主讲老师推荐了《了凡四训》一书。《了凡四
训》，其实就是袁了凡先生的一部家训，堪称家
训领域的典范之作，是我们进行家庭教育的重
要参考读物。

通过阅读《了凡四训》，我们可以更好地把
握自己的命运，找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不断校
正人生的航向，让自己的人生更加出彩。可以
说，《了凡四训》就像幽暗中瞥见的一丝曙光，它
以古朴而深邃的智慧，为我们揭开了命运密码，
令人沉思，使人顿悟。

袁了凡（1533—1606），初名表，后改名黄，
字庆远，又字坤仪、仪甫，初号学海，后改了凡，
浙江嘉善人（一说江苏吴江人）。年轻时聪颖敏
悟，卓有异才，明朝重要思想家，中国第一位具
名的善书作者。

袁了凡先生的经历，如同一幅生动的画卷，
展现了命运的无常与可塑。曾经，他被算命先
生的断言束缚，生命的轨迹似乎被预先写就，每
一步都在既定的轨道上踽踽独行。

云谷禅师的出现，宛如春风化雨，点醒了他
内心深处的力量，让他意识到命运并非不可更
改的铁律，而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陶土，可塑可
造，随心随性。正如书中所言：“命由我作，福自
己求。”此语恰似洪钟大吕，震醒梦中之人，昭告
着人们主宰命运的主权在己，而非天定。

袁了凡先生一生著述丰富，《了凡四训》是
其传世名作，融会道教哲学与儒家理学，劝人积

善改过，强调从治心入手的自我修养，提倡记功
过格，在社会上流行一时。

该书内容分为4章，即“立命之学”“改过之
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其中，“立命之学”
强调，命运虽有定数，但通过积极的修行与善
举，可以突破命运的枷锁。

袁了凡先生以自身为例，在面对命运的困
境时，并没有自怨自艾，而是积极地去寻找改变
的方法。他不再是命运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成
为命运的主宰者，用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
书写出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
日生。”在我们日常的工作或者学习中，或许会
遇到看似无法逾越的障碍，比如职场上的晋升
瓶颈，学业中的成绩停滞不前，但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的命运就到此为止了。

如果我们能像袁了凡先生那样，换个角度
审视自己的不足，积极调整自己的心态和行为，
就有可能开辟出新的局面，书写自己命运新的
篇章，“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改过之法”给我们的启示是：人生在世，难
免会犯错，但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有勇气和决心
去改正。袁了凡先生强调改过要有耻心、畏心
和勇心。知耻而后勇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
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社会，我们往往在忙碌的
生活中忽视了自己的过错。

例如，我们在与人交往中，可能会因为一时
的冲动，而说出伤害他人的话。如果我们能像
古人那样，有一颗知耻之心，一日三省，及时反
省并改正自己的错误，那么我们不仅能修复人
际关系，还能让自己的品德得到提升。而且，这
种对过错深刻认识和积极改正的态度，也会慢
慢改变我们周围的环境和命运的走向。正所谓

“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积善之方”，则体现了善的力量。中国人

历来主张与人为善，推己及人，崇尚仁爱。在人
际交往中秉持善良、友好的态度，助人为乐，认
为善是一种美德，一种优良传统，积善积德可以
长寿。

书中提到的各种善举，无论是与他人相处
时的为善，成人之美，还是在社会层面的救人危
急、兴修利民之事，都在阐释一个道理：善是一
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它能够积累福报，改变命运
的轨迹。善恶有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我们也能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那些积极
参与公益事业的人，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不仅
给受助者带来了希望，自己内心也充满了成就
感和幸福感，从而更加积极地面对生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迫切需要人人都有一颗善良
之心，彼此友爱互助，躬行仁爱之举，汇聚众人
的善言善行，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正如一首
歌唱到的：“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
成美好的人间。”

“谦德之效”提醒我们，在追求命运改变和
个人成长的道路上，要保持谦逊的态度。谦德，
即谦虚的美德，一个人要学会谦虚、谦和、低调、
不事张扬。纵观历史，无论中外，大凡伟人，有
较大贡献于人类的人，都具有谦逊的美德。

低调做人，谦逊待人，这是大智慧，是通向
成功的不二法门。因为，一个谦逊的人会拥有
更多的朋友，得到更多的帮助，更容易接受他人
的意见和建议，更能在成长中不断汲取新的知
识和力量。

袁了凡先生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取得了
怎样的成就，无论有多么值得炫耀的功绩，都不
能沾沾自喜、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只有时刻保
持谦逊，才能持续不断地进步。这就是“谦虚使
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犹如

三把钥匙，共同开启了通往美好命运的大门。
改过，是对自我的深刻反思与修正，如同刮

骨疗毒，虽痛却能让我们去除心灵的污垢，重获
新生；积善，是在人间播撒爱的种子，每一个善
举都是一颗希望的星辰，汇聚成璀璨的银河，照
亮我们的生命旅程，也温暖他人的心灵世界。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
殃。”此句名言深刻地揭示了善恶之行与命运福
祸的紧密关联。谦德，是一种低调而深沉的智
慧，如大地般承载万物，让我们在谦逊中不断成
长，不断汲取力量，避免因骄傲而迷失自我。这
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了凡先生
立命修身的核心要义。

《了凡四训》就像一把神奇的钥匙，为我们
打开了一扇通往命运真相的大门。它不仅是古
代的一部家训经典，更是一部对现代生活具有
深刻指导意义的智慧宝典。

《了凡四训》让我们明白，命运掌握在自己
手中。只要我们能够立命、改过、积善、持谦，始
终心怀善念，秉持改过的勇气，践行积善的行
动，修养谦德的品性，就能破解命运的密码，走
向更加美好的未来，创造更加辉煌的人生。

《了凡四训》 袁了凡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命运在我手 善念铸春秋
刘运喜

济宁日报社 济宁诗词文化学会 主办

一本本好书，我谓“智慧之神”！她给人知
识、智慧，让人聪颖睿智、高瞻远瞩。漫漫旅途
中，她给人指点迷津，给人前进方向，给人不尽
的动力，引领艰苦跋涉、顽强拼搏、勇往直前。
阅读，倍感神圣。

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
中有取之不尽的智慧，亦有取之不尽的财富。
英国哲学家、思想家、作家和科学家培根说：“读
书使人充实，讨论使人机敏，写作则能使人精
确。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
密，物理使人深刻，伦理使人高尚，逻辑修辞使
人善辩。”如此，读书其乐无穷。

幼时书的来源匮乏，偶尔能读到几本小人
书，比如《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地道战》《闪闪的
红星》《双枪老太婆》《青春之歌》《匹诺曹旅行
记》《鲁滨逊漂流记》等。小伙伴们传来传去，神
秘兮兮，读得如饥似渴。

正如高尔基所说：“几乎每一本书都似乎在
我的面前打开了新的不知道的世界窗口。”可不
知谁向校长告密，说我们正在暗地里传看《武松
打虎》。这本小人书被收缴又被撕烧，还在散学
站队时被校长着实训了一顿。

我爱看书，偷看了爷爷藏在屋梁上的《增广
贤文》《三字经》等，虽然并不能读懂，但冥冥中
知道人要“向善”。过年拜年时，把细舅的高中
语文、化学课本的“精彩片段”裁剪“偷回家”了，
母亲知晓了要打我，我死活不承认，还跑到人
家草堆里躲着整夜不归，吓坏了大人。

垸邻劝我母亲，“有个爱看书的孩子，要珍

惜”。我那时不懂得“书是多么神奇奥妙”“书是
多么伟大而有能量”，只是觉得读书有趣，比干
活儿快乐。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
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此话出自
莎士比亚之口，每每仔细琢磨，意味深长。

后来，我考进了师范，在县城读书，就经常
跑到图书馆借书看，还办了借书证，每本一天1
角钱费用。那时的1角钱非同小可，我只有加
快速度看各类书。

那时读了《古文观止》《红楼梦》《西游记》
《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三侠五义》《拍案
惊奇》等，虽然囫囵吞枣，倒也增长了学识，获得
了做人的道理，方知“读书神圣”。

花白头发、慈祥可亲的馆长，启发我们边读
边写写体会送给他，他挑选好的文章，贴在图书
馆门口的专栏上，好羡慕人。我就有几篇读书
体会，被老馆长相中并修改后贴在《宣传栏》
上。从此，更激发了我这山娃和一大群爱好者
的乐趣。

那时的县图书馆简陋，藏书不多，一有空就
呆在那里，读书看报，像个书虫，是消遣？是求
知？更是增才学？我自悟，“图”字，是“冬”字外
加个框，寓意静静地看书，默默地思索；要耐得
住寂寞，沉得下心思；要静静地揣摩，细心领会；
冥思苦想，必然偶有所得。

图书馆一般是在僻静处建栋房子，围着个
院子，供人静静地看书、学习的极乐场所。我们
有所读、有所思、有所得，参加了《中国青年报》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大讨论，热火朝天；也加
入了学习“女排精神”的热潮，“顽强拼搏，为国
争光”成了时代最强音。

师范的业余生活是丰富、充实的，读书陶冶

了情操，磨砺了思想。
刚参加工作，钱不多，省吃俭用订报纸、买

书刊。每有机会外出，必逛书店，必定掏钱买
书，以至于宁可肚子吃个半饱，也要买喜欢的书
看。每次回来，拎着重重叠叠的书，好惬意。

我几次换岗位要搬家，书装了不少的纸箱
子，搬不动、占地方，帮忙搬运的工人都不理
解。但想到圣人孔子搬家尽是书的故事，心中
高兴不已。有一次，一位拖拉机手帮我搬家，埋
怨书把拖拉机的轮轴压坏了，要我赔钱。

我宁可赔钱，也要藏书。正像强恩·米尔顿
所说：“一本好书是大师心灵的鲜血，可以一代
一代地保存珍藏。”正因为如此，我在农村的家，
有书近2000册，梁上纸箱、木箱，地上一个个书
柜装满了；城关小家，有书1000多册，一排书柜
总装不下，就床头柜装，桌子底下放，地上叠
堆。床被书围着，随手可拿捧读，跟书友伴相
眠，美哉。近年的书实在无处可放，只得忍痛割
爱淘汰一点又一点，唉，怪舍不得的……

我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日不读书，人像
落了魂。我从一个乡村教师，调到人民法院工
作，依然常到县图书馆阅读，也试着向报刊投
稿，还与县文化馆的几位创作辅导干部切磋写
作技艺。

面对灯红酒绿、车水马龙，我似乎格格不
入，依然顾我爱书如醉如痴，是书虫，是书呆
子。威斯特说：“一个人钻研的愈多，他学习到
的愈多，一个人学习到的愈多，他愈了解到他所
知道的何其浅薄。”我读书，所以我快乐。如果
书是一望无际的快乐海洋，我愿做漂泊在汪洋
上的一叶小船。

好书，是“智慧之神”。 读书，掌握先进知
识，提高工作技能，增长智慧，陶冶情操。正如

培根所言：“孤独寂寞时，阅读可以消遣；高谈阔
论时，知识可供装饰；处世行事时，知识意味着
才干。懂得事务因果的人是幸运的，有实际经
验的人虽能够处理个别性的事务，但若要综观
整体，运筹全局，却唯有学识方能办到。”

书中有知识、有智慧，这如鸟儿有两只翅
膀，能傲视苍穹，自由翱翔。读书，与智者静静
对话，启迪思想智慧，开阔人的胸怀；聪明者运
用学问，作用于实践游刃有余。

学得知识，掌握本领，是终生受用的财富。
莎士比亚感慨地说：“学问是我们随身的财产，
我们自己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学问也跟着我们
在一起。”

书，能修身养性。人的天性犹如野生的花
草，求知好比修剪移栽，可以改进人性。不仅如
此，精神的各种缺陷，都能通过求知来改善——
正如身体上的缺陷，可以通过适当的运动来改
善一样。

好书的教化，智者的熏陶，君子的感召，好
读书之人潜移默化地变了，变得注重仪表言行，
变得顾及脸面形象；读书成为社会风气，文明程
度空前提高。书读多了，人变得文质彬彬、敦厚
善良，遇事不冲动，知书达理；遇困有韧性，克难
攻坚；遇宠辱而不惊，甘于清贫。

妻常唠叨：“你太善良了，任人欺负？！你太
爱帮助人了，上天给了你啥大奖？！”我却乐得我
行我素，大智若愚，尽己所能，乐善好施。

所有这些，都归功于“神圣之书德之教诲”。

阅读是神圣的
杜立钧

书与人生

欢度元宵节
王允国

树开花苑夜如昼，云绕蟾宫分外明。
灯谜喜猜酬唱乐，秧歌欢跳往来行。
翘高险技踏竿走，狮猛威形击鼓征。
嘉世相逢元夕日，万家共庆九州荣。

元宵节
张 林

乙巳蟾圆第一轮，诸华偏照满眸新。
汤团共品味堪忆，灯火纷观景盼循。
乡别业谋千里酒，律回梅染万家春。
且惊若昼欢何处，纵舞龙蛇福字陈。

元宵节（新韵）
姬广良

璀璨烟花映月明，游人接踵乐无穷。
秧歌社火涌街舞，画舫艄公划桨行。
龙阵蜿蜒盘玉树，孩童嬉闹钻迷宫。
和谐铺就幸福路，万里神州锦绣程。

济宁春色（通韵）
王兴龙

春浅夜寒梅正开，幽芳冷蕊伴神槐。
嵫山月朗天呈瑞，泗水风清柳舞钗。
拈起竹烟入诗画，放飞云鹤赴瑶台。
何人绘得斑斓景？角宿征祥晴绮裁。

元宵节抒怀
史月华

水饺元宵共盛筵，万家灯火庆团圆。
徐斟醇酒敬亲友，细绘宏图奏管弦。
锣鼓催征欣启棹，烟花逐梦笑冲天。
春潮涌动东风劲，不负韶光勇向前。

元宵节抒怀（新韵）
张建华

火树银花不夜天，元夕众聚贺团圆。
紫庭喜降吉祥愿，大地欢歌富裕年。
佳景珍馐瞻玉宇，金杯绿蚁话桑田。
中华儿女多奇志，壮丽河山立世巅。

元宵节习俗（新韵）
白如雪

焚香摆供祭神明，挥舞雄狮颂太平。
红女走桥游百病，绿童猜字赏花灯。
汤圆意切人心暖，杯酒情真友爱诚。
踏踩高跷烟火灿，阖家欢乐上元迎。

元宵之夜（新韵）
齐胜勤

乐度佳节不夜天，神州万众尽联欢。
烟花璀璨灯光秀，星影缤纷皓月姸。
漫舞轻歌迎盛世，诗情画意奏和弦。
尊前把酒谁人醉？谈笑风生皆晚眠。

元夕游微山双桥
姜广亮

皓夜花灯河道走，双桥阁榭水清幽。
飘飖汉舞春波荡，婉约胡琴画舫悠。
旧户新符寻老味，商家店铺恋乡愁。
邀朋满盏归思曲，奔赴团圆月下讴。

元宵节见闻（通韵）
师恩华

欣逢正月元夕至，瑞景千重惹目帘。
金柳梳风新翠曳，崖梅吻雪冷枝妍。
满城歌舞撩嘉日，十里星灯灿昊天。
小邑居家福气旺，笑声串串荡山湾。

早 春（通韵）
邵尔辉

晓日初辉泗水堤，微风拂岸草依依。
梅花绽蕊添新韵，紫燕归巢觅旧泥。
普惠堂前梵音绕，青莲阁畔鸟声啼。
借听阿士欲何所？倾售春寒赶早集。

北湖景区元夕
王厚忠

烟花次第入云霄，火树殷勤互感招。
涌动人潮悦欢处，春光悄上柳丝腰。

春 芽
吴爱芹

东风召唤燕将还，冰雪消融溪水潺。
一叶初芽春意动，生机无限展新颜。

立 春
杨 静

律回岁尽两惊嗟，窗外新枝略有芽。
但见东风催草木，可堪残雪入年华。

元宵夜舞
赵宪明

如燕翩翩妙舞姿，纤腰香溢令心痴。
春风挤进人群里，一夜欢歌情未疲。

喜庆元宵
郭惠民

沸腾雀跃巷千人，焰火燃空月洒银。
漫舞灵蛇添喜庆，欢歌笑语共良辰。

春 色
王秀梅

瘦柳轻舒醉意熏，春风伴雨化甘醇。
堂前归燕知寒暖，庭后梅香羡煞人。

春 意
张君萍

僛僛绿柳醉妍景，鳞鸟悠然芳意红。
豆蔻新衫娇俏女，小桥青石踏轻风。

蝶恋花·乙巳元夕
蒙建华

又见琼枝燃火树。溢彩流光，照映金狮舞。
喧闹街头多玉女。观灯猜谜情偏裕。 感喟风
馨曾几顾。多少年华，沐浴春宵露。花好月圆谁
不慕。节同时异心何许。

卜算子·元宵节
徐长富

盛世闹元宵，焰火凌空耀。狮舞秧歌鼓乐
鸣，华夏同欢笑。 岁首玉蛇行，大地春来早。
万里江天紫气萦，国运红星照。

朝中措·欢度元宵
王万习

闲云浮动月如槎。旖旎照千家。庭院张灯
结彩，长街火树银花。 呆萌鲍老，歪斜走过，
才子娇娃。笑语充盈玉宇，欢声传遍天涯。

刚刚写完了历史作
业，我去书房找爷爷，可
爷爷不在，桌子上摆着
一张 2024 年 11 月 15
日的《报刊文摘》，上面
有篇《乾隆的吉尼斯排
行榜》。我的兴趣一下
子就来了，急忙阅读起
来。

乾隆皇帝晚年，官
场纪律败坏，大案层出
不穷。乾隆本人却没
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
性，沉迷于一件很好玩
的事——搞“皇帝吉尼
斯排行榜”，就是把中
国历史上他之前的所
有皇帝进行各项指标
的比较，来显示自己的
功德。

乾 隆 四 十 五 年
（1780年），他写了一篇
文章，叫《古稀说》。在
这篇文章中，乾隆说在
他之前，中国历史上活
到70岁的皇帝才6个
人：汉武帝、梁武帝、唐
玄宗、宋高宗、元世祖、
明太祖。而跟他相比，这6个人统治上各有
缺陷，都不完美。因此，在中国皇帝排行榜
中，他综合排名可稳居第一。

乾隆四十九年，乾隆宣布，他成了历史
上第一个五世同堂的皇帝。乾隆五十年，乾
隆又宣布，他在位时间最长，达到50年。他
说：“古稀六帝三登八，所鄙宋梁所慕元。惟
至元称一代杰，逊乾隆看五世孙。”

看完了这篇文章，我总觉得哪里不对。
在我的记忆中，好像武则天也活过了80岁。
于是，找出《中国历代名人辞典》，从秦始皇
一直翻到清高宗，发现了这么几个人：南越
王赵佗，103岁；吴大帝孙权，70岁；大单于
姚戈仲，72岁；武周皇帝武曌，81岁；五代前
蜀建立者王建，71岁；五代楚国建立者马殷，
78岁；五代吴越建立者钱缪，80岁；五代南
平建立者高季兴，70岁；十六国后燕建立者
慕容垂，70岁；遵行文义敏慧固始汗图鲁拜
琥，74岁。

这些单于、皇帝，足以推翻乾隆那些结
论。五代玄孙同堂，我也随之质疑了一下。
唐玄宗李隆基三子李亨，李亨长子李豫，李
豫长子李适，李适长子李诵及玄孙李纯（分
别为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难道不
是五世同堂吗？还有那“在位五十年”的汉
武帝刘彻，在位54年。他是几代同堂？

各种数据和史料都表明，乾隆的志得意
满只是当局者迷罢了。过后沉思，我们当然
不能用今人的眼光要求古人，他们自有历史
的局限性。在乾隆眼里，“唯女子与小人难
养也”，武则天只能是妖女，无论如何不能算
作皇帝。

在封建皇帝眼里，皇权之外也只有身边
的皇亲国戚，而我们历史地认为，“五十六个
民族五十六枝花”，没有夷狄之分，单于也是
皇帝。乾隆强调70岁、80岁，四世同堂、五
世同堂，也反映出皇家得意于世袭的“江山
永固”的皇权永续，但最后的结局却是“反清
复明”“反清灭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五
族共和”。

作为“康乾盛世”的最高统治者之一，乾
隆是了不起的，但他不是完美的，无论是当
年的执政时期，还是我们今天反思，都必须
深读历史，顺应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毛毛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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