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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孟子说：“尽其性者，知其性也。知其性，
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
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
也。”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道法自然。”庄子说：“天地一指也，万物
一马也。”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人生
是不值得过的。”五位圣贤的话犹如一道
划破苍穹的闪电：人性的光辉。这五句
话好像一把金黄的稻种撒在我的心田，
假以阳光、雨露和时间，便能呈现出一片

“稻花香里说丰年”的景象。
人性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生而

为人，或可凭借本能、家庭、社会及后工
业时代的现代化文明等屏障，阻隔风暴、
地震、冰霜、病痛、距离、差异等的侵蚀或
伤害，但谁也摆脱不了来自人性原始的
拷问。绿笙先生创作的《我们的日月溪》
就是一部以人性为支点，撬动了时空、文
化和信仰、宗教，乃至世界、民族和谐共
生的长篇小说。小说以改革开放时代为
大背景，通过一个叫“商业”的切口，用一
根叫“人性”的丝线，把郑立新、李秋实、
陈铭科、吴秀仙、冯丽琪等一群梦想着将

“我们的日月溪”变成“我们的日月海”的
明溪人，嫁接到经纬度不同、信仰文化不
同、遗传基因不同的匈牙利、意大利、南
非等异国他乡，这是一个巨大的时空切
换，一个复杂的生命契合，也是一个“五
行相生相克”的永远没有标准答案的几
何题。

小说家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通过
日常生活，以及日常生活中人物的思
想、行为活动和时代、社会、家庭背景下
各种事物的发生、发展，有意无意或自
觉不自觉地揭示人之所以为人的既看
不见又摸不着的人性，进而让人性放射
五彩夺目的光芒，并使人性的光辉照亮
人生之路，唤醒人的本性，成就人之所
以为人的“道”——智慧、通达、圆融、慈
悲、圣洁、贤明、自在。

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事事物物，因人
不同可能小如芝麻，可能大如泰山、珠
峰，更可能是我们视而不见的、随手丢
弃的或无力感知的，也可能是“不可知
的”“暗物质”的，好似一棵参天大树
的枝枝叶叶，我们很难一一细数、辨
识。但是这些看似无关紧要无关大体的
枝枝叶叶，成就了一棵树的“大”，成

就了一朵花的“美”，成就了这个世界
的“常有”与“常无”。

人之所以为人，而不是草木、瓦石、
鱼虫或空气、光波，就是因为我们具有其
他万事万物所没有的人性。人一辈子，
说白了就是在人性的统辖下，呼吸、思
虑、行走在色、受、想、行、识“五蕴”的潮
起潮落之中。有的人终生在原地转圈
圈，有的人越走越远，有的人越走越找不
到北，有的人越走越迷失了自我，所以，
找到人性，或唤醒人性，就成为了人的终
极目标。首先，得确立我是一个人而不
是草木、瓦石、鱼虫或空气、光波；其次，
得超越我作为一个人的局限，超越我所
处环境的局限，超越六维时空那所谓的
大小、长短、高下、黑白、是非、轻重等的
局限，认知我与万物的不同，感知我与万
物的齐一，实现“鲲化鹏”的梦想，在道义
上承担起我的“天命”；第三，得适时从超
越的“百尺竿头”回归“厚德载物”的大
地，回归纷繁的现实世界，回归为一个与
隔壁邻居张三或路人、李四或朋友王五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人，内方外圆，
和光同尘，无我无人，而不是时时“唯我
独尊”处处“鹤立鸡群”。也因此，世界宇
宙这个一，分出了万事万物万相；人类这
个一，分出了种族、国度、朝代、地域、政
事、姓氏、血统、语言、性格、色彩、是非、
荣辱、哭笑，分出了行业、产业、职业，分
出了自我、人我、群体，等等。

人性，究竟是什么？我私下里揣测：
在孔子的“色”里，人性是“知其不可为
而为之”。在孟子的“受”里，人性是“本
善”。在老子的“想”里，人性是“上善若
水”。在庄子的“行”里，人性是“天下莫
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乎殇
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
物与我为一”。在耶稣的“识”里，人性
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
去？”——这三个问题之所以成为永恒
性问题的原初性问题，一个不问之问的

“天问”。
在《我们的日月溪》中，作者时而化

身为郑立新，时而化身为匈牙利的一个
警察，时而化身为千里之外的父母、儿
女，继而化身为合作伙伴，时而化身竞争
对手，在一条糅合了思想内外一切因素
的“日月溪”里搏击狂风恶浪，打捞蓝天
白云，解构生命的丰富多彩，点燃人性的
光辉。在这个过程中，作者把人性具象
为李秋实的说笑、泪水、爱恨；演化为以
明溪驿、明溪饭店和客秋包等家乡元素
为标签的商业王国梦的矢志不渝，以及
对父母、儿女的敬爱和思念；抽象为凌笙
的诗歌；延伸出一群明溪人在国际商海
中的各种际遇。

做人难，在异国他乡做生意谋生
难，做一个有事业有情怀有使命的有人
性光辉的商人更难！对此，小说使用庖
丁解牛的方法，做了很好的“切分”。
一是地理位置上“切分”。地理位置，
表相看是空间的变化，其实它是导致生
理、心理和行为等变化的根本所在。首
先是饮食、睡眠等生理上的变化；其次
是情绪、情感、思想等心理上的变化；
再次是潜意识中本我、自我与人我的变
化，即人性的错位、迷失与校正等。如
地质队工作生活的“死板”，通往国外
火车的“混乱”，匈牙利、意大利、南
非等地社会环境的“特别”，平常生活
中的“不适”与“失态”，做买卖过程
中的“猫捉老鼠”等。细节最能说明问
题，也最能藏匿问题，如：陈铭科与郑
立新的“冲突”，既普通又特别有戏剧
性。两个月没交房租水电费，郑立新不
仅不想办法解决，还沉迷于帝国赌场，
甚至想“耍拳头”，被陈铭科严严实实
地教训了一顿。再如：撒一泡尿得支付
50福林等惊掉下巴的“天壤之别”，等
等。二是时间观念上的“切分”。东西
半球或许在一年十二个月三百六十五
天、一月三十天、一天二十四小时上毫
无差异，但日出日落在“习惯”上不
同，月圆月缺在“血缘”上不同，风风
雨雨在“心气”上不同。其实，一切所
谓的“好坏”“对错”“成败”，在时间
长河中只是一个小小泡沫，而一条奔向
大海的河流虽然本质是一滴滴水的千军
万马，却不能少了这些看似可有可无的
小小泡沫，而这些小小泡沫正是人性光
辉穿透生活那枝枝叶叶时所落下的光
斑。比如：打电话“风波”这个细节设
计得很中国化，又不失布达佩斯的“潮
湿气”。三是动机、目的上“切分”。出
国经商创业的动机自然是好的，成就美
梦的目的自然是无可挑剔的，但来到一
个“陌生地”之后，骨子里残留的“习惯
性”“劣根性”可能成为融入新环境的障
碍，它们的关系可能是“递进式”的，也可
能是“颠覆性”的，更可能是“再造性”的。
比如：肖守仁和赵剑武联手中医推拿一
节，在不知道中医为何物的意大利，让一
位金发女郎手舞足蹈地喊出了：“天啊，
中医太神奇了！”比如“明溪饭店”“中国
食品超市”和编织上一件有硕大“拳头”
图案和工整“中国英雄”字样的毛衣等。
这些意味深长的场景，既彰显了肖守仁、
赵剑武和江小燕等名字中蕴含的意义，
突显了他们的心地和梦想——“仁心”

“武德”，又传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如果只是一味地“切分”，必将落入

零碎且不成“器”的尴尬。小说又用抟土
制胚烧器的方法，做了很好的“重组”。
当理想遇到现实，就像火遇到水，物理变
化、化学变化同时进行，一番纠缠、排斥、
争斗之后，或许是冷战、切割，或许是妥
协、言和、共赢，也可能是升级版的纠缠、
排斥、争斗，但作者仿佛一个制作青花瓷
的高手，先备好陶土，再碾碎，再加入天
光、风云和智力、精力、泪水、汗水，再搓
揉成你我的心愿和梦想，再阴干风干，适
时地投入熊熊烈火，然后从灰烬中取出

“窑变”的陶器，最后一番挑选、筛选：咬
牙切齿地摔碎、砸碎、淘汰那些丧失了人
性的瓷器。

小说，也许不是拿来阅读的，也不是
用来消遣的，而是用来“治心病”的，用来
净化灵魂的，用来唤醒人性的。我想，一
部小说的完成应该分为三个部分，且缺
一不可。一是小说家的创作；二是小说
中人物、场景和言语，与现实生活的对
应，或对当下的特写、放大，或对往昔的
岁月的追思，或对未来世界的预言；三是
阅读者的关切，评论家的评说，以及所引
发的误解、曲解，甚至棒打。因为现实世
界是丰富的，进入现实世界的路径是多
维的；小说世界亦是丰富的，进入小说世
界的路径也是多维的。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说：“生
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
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
是也。……人生之所欲，既无以逾于生
活，而生活之性质又不外乎苦痛，故欲与
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这是“海
水不可斗量”的王国维先生进入《红楼
梦》的路径，似乎特别悲观，特别伤感
——否则他不会抛下“独立之精神，自
由之思想”的教父桂冠自沉昆明湖。带
着这样的情绪，王国维先生将人之“欲”
引申到“美术”，自说自话道：“故美术之
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
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
物我这关系也……美术中以诗歌、戏
剧、小说为其顶点，以其目的在描写人
生故。”人，就是有了“欲”，才有了追求，
有了突破，有了创新创造，人性也因之
有了光辉。

在这个经纬度上，绿笙与王国维先
生心性迥然不同，而思辨、探求和解构的
方法却一致。如果把《我们的日月溪》当
作《郑立新传》，那李秋实、赵剑武、冯丽
琪、肖守仁、吴秀仙、陈铭科等都是配角。
小说从“当郑立新23年后在匈牙利布达
佩斯多瑙河畔的链子桥头缓缓倒下，一
阵钻心的疼痛……”开始，到小说结束时
李秋实在双狮桥上“略一沉吟，会心一
笑”，中间的曲曲折折、是是非非，可谓风
云变幻、波澜壮阔、异彩纷呈，完成了一
条溪流奔向大海的“度化”与“超越”。

作者把生活苦痛当作我们的日月
溪，把我们的日月溪当作风起云涌的商
海，把泅渡风起云涌的商海当作修行，
把修行当作人生，把人生当作释放人性
光辉的塔台。于是，作者、小说和阅读
者构筑了一个理想的天地，并在各自的
海拔高度上圈定了自己花开花落、云卷
云舒的气象。这正是《我们的日月溪》
精彩、高明之处。

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为什么是
“静静的”？张承志《北方的河》，为什么
是“北方的”？绿笙先生《我们的日月
溪》，为什么是“我们的”？这不禁让我
联想到了“私淑孔子”且“道既通”的孟
子。这个老夫子无论走到哪里，不管面
对什么人，都声若洪钟地宣扬他独创的

“五然”之说。
孟子的“五然”：一是“古之贤王好善

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之“不然”；
二是“附之以韩魏之家，如其自视欿然”
之“欿然”；三是“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
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野人者
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
河，沛然莫之能御也”之“沛然”；四是

“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
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
心，其生色也晬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
四体，四体不言而喻”之“晬然”；五是“我
善养吾浩然之气”之“浩然”。《我们的日
月溪》中的人物，如李秋实、凌笙、郑立
新、冯丽琪、赵剑武、陈铭科等，仿佛就是

“不然”“欿然”“沛然”“晬然”“浩然”的化
身，他们张贴着这些标签行走于市井街
巷，摸爬滚打在商业的海洋中，始终恪守
着中国人“性本善”的根本。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
香。世界迈进了新时代，这群被世界商
业浪潮磨砺出“铮铮铁骨”的明溪人，在
作者的笔下脱胎换骨了，血液里诗性喷
涌了，人性的光辉照亮了比萨斜塔，照亮
了回归的陆海空。绿笙循着日月溪哗啦
啦的波浪，将人性的光辉从明溪人在异
国他乡的商品、饭店、超市等商业活动中
抽离出来，从他们风雨兼程的脚印和披
星戴月的背影中提取出来，丝丝缕缕地
注入祖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故乡的山山
水水，注入“一带一路”倡议……小说结
尾处，李秋实“会心一笑”乃生花之妙笔，
在感动双狮桥上石狮子的同时，也感动
了这个气象万千的新时代。这“会心一
笑”，就是人性的光辉。不言而喻，不可
思议——这是一个美好的结束，更是一
个美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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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是最深层的驱动力，美好情感给人力量。这是我
阅读《长安的荔枝》的深切感受。

《长安的荔枝》是马伯庸的佳作，讲述了四十二岁的九
品小吏李善德被人算计，误接皇命，全力以赴，耗尽自己全
身能量改善保鲜方法，合理规划线路，最后“借助”杨国忠权
力，动用全国劳力的情况下，变不可能为可能，将“一日色
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的鲜荔枝，从岭南运到长安的艰辛
过程。围绕着运送荔枝这件事，各色人物粉墨登场，上到天
皇贵胄，封疆大吏，下到平民百姓，贱民奴隶，上演了一出人
性的悲喜剧。

《长安的荔枝》是一部众多人爱读的著作，每个人都能
从中得到不同的感受和启示。有人从中获得为人处世的启
示；有人获得在困境中如何取得成功的启示；有人获得“专
业又认真做事才有竞争力”的启示；也有人感受到大唐盛世
统治集团内部的腐朽和尔虞我诈、个人的许多无奈。在我
看来，虽然有当时社会的复杂，却也随处体现中华民族传统
美德的美好情感，这些美好情感给人希望、温暖和力量，助
力小人物迸发出大能量。

雪中送炭的朋友情
李善德被人算计误接限时采购荔枝鲜“皇旨”，人们认

为几乎不可能完成，很多同僚看他如同看一个提前被判的
死囚，远离他。唯有朋友韩洄和杜甫替他出主意。深谙官
场之道的韩洄，教李善德辨别真伪；诗人杜甫从感性出发，
给李善德一路前行的鼓励：“我是不懂庶务，可你也无解不
是？左右都是死局，何不试着听我这不懂之人一次，去岭南
走一趟再定夺？”李善德岭南回来后，也是韩洄给李善德面
授机宜。李善德后因不苟同杨国忠借机给民众增加负担的
做法而开罪右相，被人弹劾，流放岭南。当他带着夫人孩子
离开长安去岭南，只有韩洄和杜甫前去灞桥告别。

著名作家三毛说：“朋友这种关系，美在锦上添花，贵在
雪中送炭。”韩洄和杜甫在李善德被人算计、最感无助的关
键时刻伸出温暖之手，真心实意帮其想办法、出主意。雪中
送炭的韩洄和杜甫是李善德人生中的真正贵人！这份闪烁
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情，给李善德希望、信心、温暖，给了
他奋勇前行的力量。

患难与共的夫妻情
当有人问“李善德是什么样的人”时，李夫人说：“好多

年前，我们一群华阴郡的少男少女登华山，爬到中途我的脚
踝崴了，一个人下不去，需要人背。你知道华山那个地方的
险峻，这样背着一个人下山，极可能摔下万丈深渊。那些愿
为我粉身碎骨的小伙子都不吭声了，因为这次真的可能粉
身碎骨。只有他一言不发，闷头把我背起来，然后一路走下
山。我问他怕不怕，他说怕，但更怕我一个人留在山上没
命。”“他这个人哪，笨拙、胆小、窝囊，可一定会豁出命守护
他所珍视的东西。”“我也是因为这个当初才嫁了他。”后来，
李善德为了家庭勤勤恳恳工作，期盼妻子和女儿可以搬进
更舒适的房子。在岭南，又有人问李夫人：“你们从那么好
的地方跑来（偏远的）这里，你难道一点都不怪那个城人（李
善德）。”李夫人回答：“我嫁的是他，又不是长安。”

俗话说：患难夫妻百日恩。也有说：夫妻本是同林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李善德与夫人相互认准的是对方这个
人。他们患难与共中所形成的夫妻之情牢不可破；这样相
互扶持、共同进退的夫妻之情，情比金坚。大难临头更同
心，而不是“各自飞”。这种体现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夫妻
患难与共的美好情感，可以说，也是李善德勤勤恳恳工作的
巨大动力。

涌泉相报的恩情
李善德骑马以最快速度探试运送荔枝之路，岭南五府

经略使何履光门下掌书记赵辛民派兵追杀。本为赵辛民家
奴的林邑奴赤脚奔跑，穿越五岭，把肺给活生生跑炸了，追
上李善德的马队，传递“被追杀”信息。为免李善德被老虎
所困，林邑奴临死前，叮嘱李善德利用人的血腥味吸引老虎
的特点，趁自己刚死血还在流动，帮自己割开脚腕手腕，吸
引老虎……李善德问林邑奴为什么冒死救自己？林邑奴苦
笑道：“向主人尽忠，乃是我的本分，跑来示警，是为了向大
使报恩。”“报恩？”李善德不解。林邑奴说：“那一夜，您给了
我一碗荔枝酒……”“您敬我的那碗酒，是我有生以来第一
次被人敬酒，也是我第一次被人当成人来敬酒。可真好喝
呀。”李善德一时无语。他想起来，有一次喝酒时，已醉醺醺
的自己，舀了一碗荔枝酒给被派来监视自己的林邑奴：“来，
来，我敬你一碗酒！”“都是好朋友，来，喝！”李善德被流放岭
南，把刻着“义仆”二字的石碑立在自己劳动的荔枝园中，常
把酒倒在碑土里，邀林邑奴来喝。

《六祖坛经》说：“一切福田，都离不开心地。”人的每一
个善念，每一次善行，都是在世间播下福报的种子，假以时
日，便会开花结果。李善德和林邑奴之间相互报恩就是例
证。李善德敬“一碗酒”，把林邑奴“当人看，当朋友”的滴水
之恩，激发林邑奴舍命也要涌泉相报的巨大力量。反过来，
李善德也做出视“义仆”石碑为林邑奴，敬其酒，邀林邑奴来
喝的报恩举动。他们身上都体现出“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李善德和林邑奴之间涌泉相报的美
好情感，再次深刻证明：情感是最深层的驱动力，美好情感
的激发给人巨大的行动力量。

美好情感给人力量
●俞和江

凭栏凝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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