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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此心光明，良知四句

“此心光明”是王阳明临死时的
遗言。他讲，“此心光明，亦复何
言！”就是说，我的心是光明的，此
外也不需要再讲什么了。可见王阳明
主要是讲“心”。为什么王阳明要讲

“心”，为什么说“理”在“心”中？
王阳明的思想有个变化过程。他开始
是相信朱熹理体学的。当时要考举
人、考进士，必须读四书五经，同时
以朱熹的注解作为考试的标准答案。
所以他相信朱熹的“格物穷理”，就
是要从外物当中格致出“理”来。有
一天，王阳明有个姓钱的朋友说，我
们“格”物，然后体认物当中的

“理”，于是坐在王阳明父亲的官邸
里，去格竹子的“理”。姓钱的朋友
在竹子前冥思苦想，竹子里头的

“理”在哪里？结果坐了三天，病倒
了。王阳明一看，认为姓钱的朋友功
底不够。于是他坐在竹子前面，冥思
苦想竹中的“理”，经七天七夜，结
果也病倒了。他从亲身实践中体会
到，从外在客观事物中寻找“理”，
是格不出来的。这对他是很大的打
击。这时他看过很多书，儒家的、道
家的、佛教的都看，企图从中找到格
竹之“理”失败的原因，试图解决为
什么物当中格不出理来这个困惑。

后来王阳明被发配到贵州深山老
林，就是贵州龙场驿。深山老林里有
瘴气，环境很恶劣。王阳明得自己种
菜、砍柴、做饭，非常狼狈。这时
候，他觉得“理”在外面格不出来，
如果“理”客观存在，就不应是这
样。“理”，起码应该讲道理，按照理
来办事情。有一天，他终于内悟到格
物致知这个思想的内涵，否定了朱熹

“求理于事物”的认识途径，肯定
“吾性自足”而“求理于吾心”为圣
人之道。“理”也在我心当中，从而
逐渐构成心学思想，并在贵州龙岗书
院讲学授徒。后贵州提学副使席书，

请王阳明到贵阳文明书院讲学授
徒。在这一过程中，王阳明提出了

“知行合一”的思想，认为不要到外
面去追求“理”，不要从客观事物中
求“理”，“理”就在我心中，我心
就是“理”。这其实也是继承了陆九
渊的思想。陆九渊说，“宇宙便是吾
心，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天地就
在我心当中。尽管陆九渊的思想遭到
朱熹的批判。朱熹的思想在明代已经
成为士子们猎取功名利禄的工具，它
本身已经僵化、没有生气了。当时王
阳明的大弟子钱绪山等人去考试，按
照王阳明的思想来答卷，结果一个也
没有被录取。王阳明听后哈哈大笑，
认为这是好事，全国的举人都来考进
士，王阳明的学术在全国士子当中就
可以得到传播了。由此也可以看出，
王阳明的思想是一种胸襟广阔、看到
了将来事业发展前景的思想。

后来，王阳明提出“致良知”
的思想。他认为良知是心的本体，
是天理的昭明灵觉。灵明能同万物
相通。所以王阳明在 《大学问》 中
说：“夫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
人焉。”中国就像一个人一样，天地
万物就在我的心中。他说，我们看
到有孩子往井里爬，会去救孩子，
因为我们有恻隐之心。这一恻隐之
心不是说要讨好他的父母，也不是
为了取得我的名誉，而是出于“不
忍人之心”。“不忍人之心”“恻隐之
心”是同这个孩子连在一起的。王
阳明说，你看到鸟兽被伤害，瓦砾
草木遭破坏，也会产生一种怜悯不忍
之心，这种心同瓦砾、草木、禽兽的
心是相通的。所以，天地万物为一
体。中国的思想超越了一切外在限
制，达到了心的本体。这个“心”，
不仅能够生天生地，而且也是社会伦
理道德，同万物是相通的。

王阳明把“理”纳入心中，“理
也者，心之条理也”。在他看来，“良
知上自然的条理，不可逾越，此便谓
之义；顺这个条理，便谓之礼；知此
条理，便谓之智；终始是这条理，便
谓之信”。良知便是义、礼、智、信
的伦理道德。心外无理，亦心外无
物，“位天地，育万物，未有出于吾
心之外也”。进而他提出了四句教：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
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
物。”王阳明思想体现出从“心即
理”到“良知”的发展过程。良知也
是一种体验。他曾经有一句话：“破
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破心中
贼”应以良知来破。当时有学生问王
阳明，我们到山上去，山上的花自开
自落，同我们的心有什么关系？王阳
明说，当你还没有看到花的时候，你
心里是寂静的；当你看到花的时候，
花就呈现出来了，所以花就在你心
中。过去我们一般认为这种思想是主
观唯心主义，其实王阳明在这里并没
有否定花的存在，只是说它还没有呈
现出来而已。从这个意义上看，“心
即理”同西方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
感知”是不一样的。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
教授，著名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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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海棠

一

文园草木几芳华，三月春风沐早霞。
蜂蝶诗家谁好色，身沾衣染海棠花。

二

春风三月拂京华，草木欣欣吐嫩芽。
蜂蝶诗家谁好色，海棠树下一杯茶。

三

新冠三载闹京华，王府海棠认未差。
蜂蝶诗家谁好色，何如在下更怜他。

恭王府海棠雅集

蝠池雨润柳千条，王府明堂奏雅韶。
蜂蝶诗家谁好色，清风习习涌花潮。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原总编辑）

海棠诗四首
林阳

新华社原总编辑南振中先生，是新闻界德高
望重的老前辈，1964 年大学毕业到新华社工
作，一直到退休。他是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也
是首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

南振中先生的故乡灵宝，与我老家陕州紧
邻。我在地方工作时，他回家探亲，我曾多次接
待过这位“家乡的骄傲”。后来到北京，我在一
家报纸工作，也算是新闻同行，曾经拜访请教过

南振中先生，受到南振中先生颇多指点。
和南振中先生接触，我总想起毛泽东主席在

《纪念白求恩》中说的话：“一个高尚的人，一个
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
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像白求恩一
样，对工作极其负责任，对同志极其热忱。凡是
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会对他肃然起敬。

他送我的这本《学习点亮人生》，是他对学

习与人生的系统思考与总结，也可以说是一部有关
“学习学”的科学论著。其中许多篇章，由专题讲
座不断深化提炼而成，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时代
性。还有许多篇章是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与感悟提
炼而来，有独家秘籍之奇妙。

书中论述了学习的动力与乐趣、“忙人”的学
习时间支配、如何在学习中寻找启发、如何把学习
规划与人生规划相结合等问题，作者特别强调“既
读有字的书，又读无字天书”，既要学以致用、又
要学以备用。书中那一段“置之死地而后学”的经
历描述非常有趣，也非常有哲理。

作者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他这么高的成
就、这么高的年龄，还在孜孜不倦地学习，并把自
己一生的学习经验分享给大家，身教言教合为
一体。

我在此向南振中先生致敬！愿我们以这本书为
指导，用学习点亮人生！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南振中《学习点亮人生》
杨建平

一年四季，二十四番花信风轮番吹
过。什么是“花信风”？就是指应和着
不同节气里的花期而吹来的风。中国古
代智慧的先贤们根据不同的气候，不仅
把一年分为四个季节、十二个月份，还
更细致、更具体地以五日为一“候”，
每三“候”作为一个节气，把一年分为
二十四节气。

每年冬去春来，从小寒到谷雨，在
属于春天的八个节气里，共有二十四

“候”，每一“候”里都有一种代表性的
花卉绽放盛开，于是就有了二十四番花
信风的说法。二十四番花信风里，以梅
花为最先，楝花为最后。等到二十四番
花信风轮番吹过之后，以立夏为起点的
夏季才宣告来临。

春天是殷勤的。她以殷勤的布谷鸟
的歌唱，一声声唤醒大地上所有的生
命，唤醒勤劳的人们去播种新的希望、
新的梦想，播种唤醒所有沉睡的小草和
花朵绽开笑脸，唤醒满山满谷的野樱花
和火红的杜鹃花迎风开放，唤来那明媚
而朗润的人间四月天。

春天是慷慨的。她给大地万物送来
丰沛的雨水和温暖的南风，并且竭尽全
力把大地装点得花团锦簇、分外妖娆。
她让一切梦想都在温润的泥土下萌芽，
让所有能生长的都开始生长，甚至让所
有错过季节的种子，也在沙沙的细雨中
重新获得萌发的机缘。

春天也是宝贵的。从立春到雨水，
从惊蛰到春分，直到清明和谷雨来临，
春天沿循着她的每一个温润的节气，把
丰沛的雨水洒到了辽阔的大地之上。当
温暖的春光普照着大地上的每一片田
野，有多少新的生命和新的希望，都在
等待着耕耘、播撒、萌芽、出土、拔
节、扬花、抽穗、灌浆，直至成熟和收
获的季节。

诗人们说，春天不是骑马奔下山
冈，而是赤脚涉过春溪步行而来，就像
一个微笑着走向田埂、井台或池塘边的
牧鹅姑娘。散文家普里什文写过一篇只
有一句话的散文《花溪》：“在那些春水
奔腾过的地方，如今到处是鲜花的洪
流。”我从另一位散文家巴乌斯托夫斯
基的《面向秋野》里，又为这篇小散文
找到了一个补充性的注释：“即使只有
荒野的沼泽是你胜利的见证，那么它们
也会变得百花盛开，异常美丽，而春天
也将永远活在你的心中。”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当春
天来临，风和日丽，这个季节如果不去
田野上看一看春天的风姿，与大地同享
欢乐，那实在是对大好的春光有些怠
慢了。

这个时候，我们也不妨学一学那春
天的绿草。默默的小草总是那么眷恋着
春天，拥抱着大地。它们在漫长的冬天
里苦苦地等待过春天，也在无数个长夜
里呼唤过细雨、微风，呼唤过花朵、绿
叶和歌声。然后，它们以自己的寸草之
心，感恩大地，以自己微薄的绿意回报
大地母亲。是啊，谁能窥见一株小草埋
藏在朴素的心中的秘密，似乎也可以窥
见人类精神世界的细微之所在。

这个时候，我们也不妨学一学那殷
勤的布谷鸟，用自己的殷勤去唤醒沉睡
的花草树木和满山的红杜鹃；学一学温
暖和慷慨的春天吧！你给山野大地留下

美丽的雨水、阳光和种子，山野大地就
报以你山花烂漫和五谷丰登。

大自然是一位神奇的“魔术师”，
他不仅创造了春、夏、秋、冬四个美丽
的季节，还赋予了每个季节各自不同的
景色与特征：春有繁花，夏有清风，秋
有硕果，冬有飞雪。自古以来，人们又
根据每个季节的气候特征来合理地安排
农事：春播、夏长、秋收、冬藏。

春花烂漫。爱花，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之一。古代的人们甚至还想象
到，所有的花儿有一个共同的生日，这
便是旧俗中的二月十二日“花朝节”，
又称“百花生日”。以崇尚性灵闻名的
清代诗人袁枚，写过一首《二月十二花
朝》：“红梨初绽柳初娇，二月春寒雪尚
飘。除却女儿谁记得，百花生日是今
朝。”

江南地区的一些“竹枝词”和“岁
时记”里也记载过，在这个富有诗意的
花朝节里，人们自然要庆贺一番，或是
妇女头戴蓬叶，或是士庶游玩于乡间田
野。特别是在山水明秀的江南一带，人
们在这一天会用彩绸或五彩纸剪成一面
面小旗子，称为“花幡”，挂在花卉、
树木上，以此为百花“祝寿”。

唐时的长安，一到春天，有着万人
空巷般的赏花、游春的风气。唐代诗人
杨巨源写过一首《城东早春》：“诗家清
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若待上林
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崔护的

《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
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
依旧笑春风。”诗歌背后的凄美故事，
一定也与游春赏花有关。

二十四番花信风，无论是水仙、梅
花、桃花、李花、梨花、山茶花，还是
迎春、海棠、杏花、蔷薇、牡丹、芍
药、辛夷花……我相信，正如同百花对
于它们赖以生存的泥土与空气的热爱一
样，我们对于这些或娇艳、或文静、或
热烈、或雍容华贵、或朴素高洁、或喜
欢凌波、或天性耐寒，各自蕴涵着不同
性情与气质的鲜花，不是也会更加亲
近、了解和热爱它们吗？写过《花城》
的散文家秦牧先生说过：对着那些花团
锦簇，我们从看到的花想到没看见的
花，从知名的想到无名的，看它们都在
浅笑低语似的，它们都像是眨着眼睛在
启发着人们说：“再猜猜吧，瞧，我们
为什么会这样美呢？”

颇为可惜的是，今天，花朝节这个
富有诗意和文化趣味的春天的节日，已
经被人们忘却了，甚至几乎失传。花朝
节不仅仅是一个花的节日，也是一个文
化节，一个用鲜花装饰的“美育节”。
这样的节日竟被忘记，甚至失传，实在
是太不应该。

四季之中，只有一个春天，正如人
生只有一次童年。如果说，春天也有什
么缺点，那就是：春天永远是短暂的。
春光匆匆，就像桃花、樱花、杏花的绚
丽而易逝。也因此，像“桃李春风一杯
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客子光阴诗卷
里，杏花消息雨声中”……这样一些咏
叹春天的诗句，我总觉得，其中有着深
长的惜春意味。

那么，热爱春天、热爱生活和生命
的人们，请珍惜这美丽的大好春光。请
记住诗人们殷勤的叮咛：“抓住！抓住
那逝水年华……”要知道，人生的童年
只有一次，生命的花期也只有一次。

（作者系湖北省作协原副主席）

春 的 礼 赞
徐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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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特别强调“既读有字的书，又
读无字天书”，既要学以致用、又要学以
备用。书中那一段“置之死地而后学”
的经历描述非常有趣，也非常有哲理。

阅读提示：

山乡春来早 孔艺 摄

艺
苑
笔
谈

艺
苑
笔
谈

书
话
漫
谈

书
话
漫
谈

阅读提示：

大自然是一位神奇的“魔术
师 ”， 他 不 仅 创 造 了 春 、 夏 、
秋、冬四个美丽的季节，还赋予
了每个季节各自不同的景色与特
征：春有繁花，夏有清风，秋有
硕果，冬有飞雪。自古以来，人
们又根据每个季节的气候特征来
合理地安排农事：春播、夏长、
秋收、冬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