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拙非藏拙，藏是小心计，守乃大智慧。

●守拙是一种坚持与笃定，坚持朴素与拙诚，笃定自在与从容。世上聪
明人比比皆是，天资聪颖又意志坚定者却少之又少，因为聪颖者往往不求力
取常常另辟蹊径，固然绕过了波折险阻，却因此缺少了坚韧自持。聪颖者不
败却未必能胜，守拙者不取而未必无获，这便是两者的区别所在。

●拙是表象，内里如何只有自己才知。守得一份拙，则此人必有一腔赤
诚，舍得那些斤斤计较，获取一片大度汪洋，守得一腔赤子情怀，得到一生高
山景行。

●其实，守并非保守，而是一种包容与接纳，包容不完美的人，接纳不如
意的事，看清不明晰的前路。长于守拙之人，不曾咄咄逼人却能润物无声，
不言山盟海誓却能同甘共苦，不讲豪言壮语却能一诺千金，不会锦上添花却
能雪中送炭。

●一生守拙，守得云开雾散；一世守拙，守得气象万千；一念守拙，守得
一心一德；一意守拙，守得终生无憾。

守拙

大家V微语

那天下午，
我 很 开 心 地 去
参 加 丈 夫 分 公
司的开业庆典，
在 席 间 无 意 中
感 受 到 了 一 些
年 轻 女 子 对 我
丈 夫 的 注 视 。
那 种 热 烈 而 赞
叹 的 目 光 触 动
了 我 别 样 的 心
绪，当晚，我坐
在 梳 妆 台 前 的
时 间 格 外 的
长 。 直 到 丈 夫
罗 伯 斯 走 过 来
亲 吻 我 问 我 怎
么 了 时 。 我 终
于忍不住问他：

“你还爱我吗？”
罗伯斯笑着说：

“你很少问我这
个 问 题 的 。 今
天 发 生 了 什 么
事？”我坦诚地
告诉他：“因为
今 天 我 真 的 觉
得自己老了，我
很害怕。”罗伯
斯 在 我 身 边 坐
下，轻轻地拥住
我说：“其实有个故事我从未对你提
起，现在可以讲给你听了。”

“那一年我14岁，爸爸妈妈约姨妈
一家去巴黎购物，我不愿同行，便去乡
下的外公家小住。我记得那天下午阳
光明晃晃的，照得人睁不开眼睛。到
外公家的时候外公正在整理照片，我
一眼就注意到其中的一张黑白照片，
画面上的少女双眸清澈，宛若天使。
我有些得意地把那张照片举到外公面
前，说：‘外公，这张照片我从来没见
过。这个女孩是您的初恋情人吗？’外
公凝视着那张照片却没有回答我的问
题，他喃喃地说：‘你注意到她的眼睛
了吗？’‘当然了，她的眼神像小溪一样
清澈，美极了。’我说。

外公把这张照片放进相片簿里，
然后指着旁边一张照片说：‘你见过
这张吗，是我和你外婆的金婚纪念
日。’‘这张妈妈给我看过，’我嘀咕着
说，‘可是外公，您不该把您初恋情人

的 照 片 和 外 婆
的 放 在 一 起
呀 。 外 婆 若 是
地下有知，会不
开心的。’外公
听 了 哈 哈 笑 起
来：‘你外婆才
不会生气，因为
这 两 张 照 片 是
同一个人呀！’
那 一 刻 我 惊 呆
了，我比照着两
张照片，还是不
敢 相 信 那 个 鹤
发 鸡 皮 的 老 妇
人 与 那 花 季 少
女 是 同 一 人 。
我 小 心 翼 翼 地
说：‘外公，您不
觉 得 变 化 太 大
了吗？’外公的
目 光 仿 佛 舍 不
得 离 开 那 两 张
相 片 。 过 了 一
会儿，他轻轻地
说：‘罗伯斯，你
只 见 过 你 外 婆
老 去 之 后 的 照
片，所以你无法
体 会 到 那 种 被
时 光 雕 琢 之 后

的美丽。我之前问你有没有注意到
照片上那女孩的眼睛，是因为只有我
知道。光阴荏苒50年，你外婆看着我
时眼神里的那种清澈与欢喜，始终没
变。我的孩子，将来当你爱上一个女
孩，与之共度一生，你才会懂得纵使
时光能够带走青春、侵蚀美貌，却始
终无法改变爱人的眼神，因为她爱着
你的灵魂，始终栖息在那里，不曾离
去。’”

讲到这里，罗伯斯凝视着我的眼
睛对我说：“很多年之后我终于明白，
持久而深情的爱，已经不再源于容貌
鲜亮的青春，而是寄寓在一双与你一
起看过云卷云舒的眼睛里。凯琳，当
我看着你的眼睛时，我便知道你就是
我 19 岁时倾心相爱的女孩。这就足
够了。”

那一刻我衷心地感谢一位老人，
感谢他告诉30年前的罗伯斯和30年
后的我，关于爱的真谛。

初次与秦岭相遇，我的内心除了震撼，还是震撼。
我没有想到秦岭自然山水竟如此壮丽秀美，更没有想到

在群山莽莽的秦岭深处，竟然还存活着那么多曾经笼罩了我
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后来在现代文明光焰笼罩下正面临灭顶
之灾的神秘而古老、熟悉而又陌生的文化传统和精神存在。

尤其是面对秦岭南北俯拾皆是的古遗址、古栈道、古战
场、古村镇遗迹所承载的一个民族历史与文化经历时，我才发
现秦岭是一座在中华文明史和中国文化史上被严重低估并忽
视的文化山岭。所以我在《走进大秦岭》自序里这样写道：“我
不得不承认，在过去和现在，秦岭负载了我们这个民族从童年
到青年、壮年所有文化精神的重量与经历。如果要归结出一
种可以涵盖、容纳中国历史文化的文化载体的话，那么除了黄
河、长江这两个象征性喻体，也只能是秦岭了——如果说黄
河、长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图腾的话，秦岭则是一个民族历史
情感、现实遭际堆积起来的山岭。”

2004年准备走秦岭时，我是抱着从历史与文化反思的角
度，探寻秦岭山区固守传
统、贫穷落后原因的想法
启程的。因为当时我只
想到秦岭跑一跑，回来以
后写一本已经定好书名
叫《秦岭批判》的书，准备

跟风赶潮，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秦岭山区的贫穷落后进行挞伐。
然而，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沿纵横交织在群山深处的秦岭

古道从天水走到凤县、略阳仅一个礼拜，秦岭的自然山水、散
落其间的历史文化遗迹、秦岭山区古韵犹存的民风民俗，迫使
我不得不调整原有思路。俯首反思之际我才蓦然发现，我对
秦岭历史身世、前世今生和秦岭所负载的一个民族的历史人
文情感的了解，竟如此浅薄无知。原来我现在面对的莽莽秦
岭虽然交通闭塞，物质生活极度贫乏，但在一步一景的高山河
流隔阻下，这里不仅保留了中国最美的自然山水，生活其间的
人们也还在日复一日地沿袭着温馨迷人、淳朴平和的传统生
活习俗和与古老中国文化相融相生的文化传统，还有在我行
走的每一次脚步起落间，飞溅而起的与中国历史每一次潮起
潮落息息相关的历史陈迹都在提示我，我必须用历史的、文化
的眼光重新审视秦岭的历史与现实。

就这样，我突然发现仅仅一周时间，我已经从莽莽秦岭好
奇的闯入者和蓄谋已久的批判者，一转而为秦岭自然山水的
沉迷者和秦岭灵魂与精神世界的探秘者、迷恋者、崇拜者。短
短几天，我不仅无意中搜集了为数可观的人文资料，而且随着
行走越来越深入，我愈益清晰地发现，以昆仑山断层甘肃临潭
县白石山为起点，向东绵延到淮河之滨，南北以汉江渭河为界
的秦岭山脉，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内陆自然地理格局，更
是中华文明萌芽起源、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壮大的人文高地。
当晚，我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这条挺立在中国内陆
腹地的苍茫山岭，对中国传统文明和汉文化的生成与培植，对
以关中和中原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秩序的建立、确
认的意义，远比一座巍峨高山阻挡了南下的寒风、北上的暖湿
气流重要得多。”

从地质构造来说，秦岭和昆仑山一脉相承，这也是在古代
人们曾经将秦岭也称作“昆仑”的原因。我们现在说广义上的
秦岭山脉西部起点为介于甘肃临潭与卓尼县之间的白石山，
但在此次考察中我发现，如果要全面认识秦岭，就应该把我们
的目光和视野从白石山再往西延伸。我向地质学家求教时，
陕西地矿集团董事长赵廷周告诉我，从传统中国大地构造位
置划分来看，经向构造系银川大断裂—龙门山大断裂（即贺兰
山-六盘山-岷山）一线与秦岭的交汇处，在甘肃临潭县白石
山—迭山（迭部县）一带，即大众认为的秦岭西界（与祁连山和
昆仑山毗邻）。但真正意义上的秦岭西段西界，应再往西，到
青海省同仁县西倾山断裂带以西的西倾山微地块，这里才是
真正的柴达木盆地与南秦岭（西段）的界线。

相对于天水到南阳秦岭主脊的绵延不绝，处于青藏高原
东缘的西秦岭余脉显得更加辽阔壮丽。特别是从白石山往
西、往南，一直延伸到昆仑山支脉巴颜喀拉山断裂带的西倾山
在茫茫甘青高原逶迤起伏的姿态，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一座
伟大山岭诞生过程中的波澜壮阔。

至于“秦岭文化”的提出，也是考察秦岭、写作《走进大秦岭》
过程中，我所体会、认知并发现的秦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启发、
提示、指引我生发的观念。“秦岭文化”是一种本源文化，它既包
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精粹，也集合了华夏文明核心腹地
所培育的催生的多种地域文化精髓。其中以先祖崇拜、自然崇
拜、万物有灵、天人合一为代表的中国本源文化，是秦岭文化的
基础与根源，融合了儒、释、道宗教文化，齐鲁、关陇、中原、荆楚、
巴蜀等地域文化以及山水文化、移民文化、兵戎文化等多种文化
成分的文化形态，让“秦岭文化”极具包容性。

几千年来哺育我们这个民族的，有母亲河黄河长江，那就
应该相对有一座父亲山，父山母水，一阳刚一阴柔，共同养育
了我们。秦岭是中国南北方文化，东西部文化交融、形成和相
互渗透的一个结、一个聚合点和交汇点。在漫长的历史进程
中，西部与东部，北方与南方政治、经济、文化在相互征服，互
相融合的过程中，这座高峻的山岭就像一位襟怀宽广、仁慈睿
智的圣贤。还有一点，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来讲，山为阳，水
为阴，长江黄河一级支流都发源于秦岭，山水映照，阴阳相配，
也正好完善了中华民族的象征喻体。

读懂秦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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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冰

爱人的眼睛 □佚名

□石子劢

一个人的能力与努力程度常常是成正
比的，越努力就越有能力。一个人有能力
而不去努力，到头来只能是平平庸庸，错失
机遇，浪费时间和青春。因此，在能力与努
力之间似乎蕴藏着人生某种格局、结局和
某种迥异的情形差别。

一个人的能力是由智力、知识、经验、
胆识、社会技能等因素构成的。体现出来
的价值，往大处说，是为社会做出了多大的
贡献，取得了哪些方面的突出成就；往小处
说，是否能够自食其力地生存下来、履行正
常人的责任担当，都是能力大小与强弱的
体现和展示。

而决定能力大小与强弱的关键因素就
是努力的程度。有人很努力，能力就越来
越强大；有人不努力，能力也就慢慢会被弱
化、消弭，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最后变
得平庸无为、碌碌一生。

努力的途径和过程不外乎选准出力的
位置，并做到卖力地干活和不停地学习。

“出力的位置”就是方向，“卖力地干活”是
指态度，“不停地学习”是具体方式。方向、
态度和方式都正确、得法，一个人的能力很
快就会提升上来。而在现实生活中，很多
人看起来“很努力”，可是能力总也提不上
来，原因可能就是方向、态度和方法哪个重
要环节上出现了纰漏和问题。

我见过一个年轻人，朝九晚五地上班，
兢兢业业，业余时间也报考了各种技能学
习班。按理说他的业务能力和岗位能力应
该是出类拔萃、远超一些同事的。可实际
上他能力平平，还不如一些学历低、资历浅
的同事能力强、业务上手快。我原以为他
是智力高、情商低才造成这样的困境，后来
通过详细了解，才发现他的努力与能力两
者一点儿也挂不上钩，学非所用，专业不对
口，根本不能做到学以致用、扬长避短、发
挥专长，学习只是在盲目地“凑证书”“凑文
凭”。而且他还喜欢经常“跳槽”，说是“敢
于接受各种挑战”，实际上他进入的都是陌
生的行业和不熟悉的岗位，把原先所学专
业和各种努力获得的知识储备弃如敝帚，
造成重复浪费和反复废止，所以无论他在
一个非专业领域再怎么努力，能力依然上
不来，拔尖不了。一开始方向错了，态度和
方法再正确，同样也无济于事、于事无补。
所以，努力还要对准方向发力，再配之以态
度和方法，能力就会与日俱增。

没能力，要努力；有能力，也要努力。要
想跟上时代的节奏和步伐，就要在“能力”与

“努力”上下硬功夫。“能力”是硬件，“努力”
是软件，只有软硬兼施，精进不懈，知行合
一，革新鼎固，固本培元，才能过上你想要的
生活，才能获取你想要的成功事业。

硬件 软件
□杨德振

谈天说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