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代小说中总有骏马的身影，它们或
血统高贵，或技能超群，英雄配骏马，即使
单枪匹马也能杀出一条血路， 突出重围。
马儿从未被忽视，从它们的名字中就可以
看出：“绝影”、“奔青”、“翻羽”、“挟翼”等
等。 它们的意义不仅在于奔跑，更寄托着
种种情怀。 庄子感叹人生短暂，曰：“人生
天地间，若白驹过隙”。唐代人表达英雄情
怀，咏：“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 ”还有
《天净沙·秋思》中摄人心魂的悲凉：“古道
西风瘦马”。 以潇洒俊逸的形象进入文人
笔下的骏马，仿佛不再是依靠速度才能获取
荣耀的动物，而有了自己的灵魂，即使是被
人类主观臆造出的， 也仍使它显得卓尔不
群。

而现在，赛马比赛中，十二匹马有着自
己充满现代气息的“名字”：“一路骑兵”、“肥
仔糖”、“睡眠科技”等等。它们在赛场上竭力
奔跑，似乎不逊色于古代的驰骋。 而高倍望
远镜里，它们却神色木然、僵硬没有表情。奔
跑是因为被驱使而不是内心的渴望，马蹄飞
扬起的，不再是气宇和风度，而是汹涌的物
欲。它们舍命换回的，兑换成马迷们的金钱，
除了更好的饲养和无休止的训练，不再有人
为它们的奔跑寄情和讴歌。马儿奔跑的唯一

目的似乎只是到达终点，奔跑本身却丧失了
意义。 英雄不再，宝马何为？

鲁迅说：“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
灭给人看。 ”骏马命运的今非昔比便算是悲
剧之一吧。 它们的蹄子一直在奔跑，却没有
了那种侠肝义胆相伴左右。它们固然享受了
所谓的黄金饲料，但显然，总有一些马想回
到古代。

这让我想到了当下的医患关系。
从新闻里屡见不鲜的医患矛盾我们可

以窥见，那种“医生无所不知”的思想早已褪
去， 但随着这种盲目的迷信崇拜思想消失
的，或许还有应有的尊重与体谅。 有人把医
生救死扶伤的职责看作了义务，于是生命的
挽回得到的不再有感谢而是敷衍，医术上的

无力回天更有可能招来患者对医者的
行凶。更有甚者，有家属将家人患病给
自己带来的压力与烦闷没有理由的转
移到医生身上， 仿佛对着医生出气便
是他反抗生老病死的有效途径。 而我
们也可以频繁地看到某些没有医德的
医生做出“不塞红包不进手术室”的可
鄙行为。患者和家属都在怀念，怀念那
个医生尽职尽责不收红包不拿回扣的
年代，医生也在怀念，怀念那个患者对
自己尊重， 医患关系没有紧张得让人

讶异的年代。
一个小学生“老师就像是导游，引导我

们认识各种新奇事物” 的比喻已经取代了
“老师就像是园丁”的经典句子。这是令人欣
喜的转变，说明老师已经由训诫、命令，慢慢
向引导学生的角色变化。 但更多的，在这个
物质发展速度快得将灵魂远远甩在身后的
时代，变化的、丧失的、沦落的，是否是鲁迅
口中的“悲剧”？ 追求物质化的过程，往往最
容易忽略对灵魂的时刻把握。追求美好的物
质生活，通过信息时代索取所得，营造繁华
的世界，是一件值得向往的事，但以对灵魂、
对精神文化的漠视为代价去追求物质上的
满足，是一件可怕的事。

为灵魂搭座凉亭
长沙市周南中学高三年级 K1318班 谭翰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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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灵漪澜

梦 想空间

文 海拾珠

草原的夜晚总是姗姗来迟。 太阳
在远处的草坡一线天的无尽边界处徐
徐滑落， 此时黝黑的天幕在天际边又
缓缓地拉起。

草原的傍晚总是多情的， 充满了
眷恋，草原的晚霞又是那么万般柔情！ 它与
南方的傍晚截然不同。 南国傍晚的落日，犹
如一个极其顽皮的孩童，打翻了天宫大帝的
金粉墨盒，洒落一天的金辉，便急匆匆的闪
进了山峦背后，余辉在霎那间，被墨绿色的
云霞掩盖了，夜晚便来临。 草原的傍晚总是
有前奏的， 太阳的余辉总是柔和而透亮，在
天边尽情铺垫，在草原精心地描绘，犹如油
画巨作。 她不遗落草原天际处的每个角落，
每道起伏的草甸沟坡。细密软柔的牧草仿佛
都是翡翠金珠，在远处闪烁！ 那白天碧玉剔
透的九曲河，是草原多情的少女，在夜幕下
万种风情地无声流淌。河边是奔跑一天的少
男少女们在尽情地嬉戏，流传千年的歌声变
换成时代的音符在深情地吟唱，幸福的欢笑
也在无边地流淌。 远处，蒙古阿姐俊俏的脸
庞在傍晚余辉的映衬下化作一圈圈涟漪随
着河水无声荡漾，也许她正满腹心事地收拾

自己的容妆，解落那如云秀发，浸润着熠熠
生辉的落阳。

草甸山坡在落日余晖的映射下，或远或
近错落有致。 远处草坡上有白暗难分的一团
团在缓缓移动，那是羊群，牛群，马群正在放
牧人的追赶下前行。

我坐在蒙古包前，手里端一杯蒙古特有
的奶茶， 静静地等待最后一抹余辉的退出；
等待远处那飞翔的雄鹰消失在草原的尽头；
等待套马汉子渐渐远去的蹄声。 我知道，草
原的夜晚终于来临了！ 散布在背风坡的蒙古
包开始有了焰火的闪烁，我想一定是会有炊
烟的， 它是直的或者犹如九曲河一般的蜿
蜒，但我无法看见，只能在心里想象了。 我看
过大漠落日孤烟的雄浑，我体味过江南水乡
炊烟袅袅的灵秀。 但此刻，我最享受草原的
夜晚，草甸、蒙古包、多情的九曲河！ 套马汉
子坐在草地的马凳上，叭着旱烟，酌着一壶

小酒。 蒙古主妇正熬着奶茶，身旁正煮着
纯香的羊扒。 蒙古包的女儿不经意地挥
着羊鞭，嘴里低声地哼着小调，望着流淌
的河水，想着山那边的阿哥？

再放眼南望，一片开阔的草地上，零
乱而不乏有序地散着帐篷， 里面闪烁 LED
的充电灯，绿的，黄的，红的，蓝的。 点缀成了
草原的夜色。 我遥想成吉思汗的年代，那里
是否曾是草原儿女的情场？ 夜色的草原，也
许有草原汉子打马过的帐篷。 铁木真的铁骑
腾升的尘埃一定还在这夜空中飘扬；那草原
深处遗留的一棵棵不多见的树木，一定是他
当年插下的战旗。 一代天骄！ 我们几个喝了
几口上好的蒙酒，大口吃了手扒肉。 酒足肉
饱了，结队在草原走着，草原的天空似乎很
近，但又十分开阔，每个人都有吼歌的冲动！
也不知是谁起了头唱。 草原之夜不止一次地
飘扬南国汉子的歌喉！ 雄浑中多了一份婉
转！ 唱着唱累了，酒劲也上来了，我们索性躺
倒在一望无迹的草原，仰望星空，思绪万千。
畅谈人生理想、交流文学写作心得，更有天
马行空，海市蜃楼。

今夜微风绵柔。

何谓天性？ 花的天性是孕育花蜜，散发
芬芳；江的天性是奔腾不息，容纳百川。《中
庸》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
教。 ”天性是我们命数里不容随意更改的部
分，竹不变的是高风亮节，兰不变的是沉静
内敛， 人不变的是他心中始终坚持的信念，
而这世间不变的，便是顺天以致性的规律。

可清代文人评价梅的标准一反梅之天
性，认为“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
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 ”更有甚者，
有人为求此美，砍去端正的枝干，除去繁密
的枝叶，将梅天然的英姿剥斫为没有灵气的
病态，以迎合伪文人的“闲情逸趣”。殊不知，
“草木有本心，不求美人折。 ”梅树长于黄土，
梅花开于雪野，直曲二态，皆为梅的天性，又
何必要人为地去改变它？世间从来没有两片
相同的树叶，每一片树叶的脉络，都有自己
独特的纹路与品性，而我们该遵循的是尊重
每一份天然的本性，顺万物之天性，让其自

然生长。
柳宗元笔下的郭橐驼深谙顺天致性的

道理。 他根据木之本性，舒展其根，培土求
平，筑土要密，莳时若子，置之若弃，不害其
长，不抑其实，全其天而得其性，所植之树，
枝繁叶茂，果硕实丰，凡长安富豪之人皆争
迎郭橐驼为其园林种树。 仔细审察，郭橐驼
植树非有妙计，若说其妙，妙在能顺天致性。

人之性如梅之性，梅有直干或有曲枝，有
繁花或有疏叶；人有静敛或开朗，有谨慎或豪
爽。 一个人，还如一条河，河里的水流到哪里
都还是水。 但是，河有狭，有宽，有平静，有冰
冷，有浑浊，有温暖等现象，而人也一样。梅有
百态，人有千姿，各顺其性，则千姿百态。

育人如植树。 刚种植时，要悉心护根培
土，将源于内心的爱化作涓涓清泉注入树的
灵魂。栽种好之后，便可弃置不顾，让自然的
法则去考验它，约束它。 孔子的育人方法是
因材施教，这里的材即谓天性。 孔子弟子三
千，有史书记载的贤人七十二，这些贤者或
在政绩上有所建树，或在个人修身方面流芳
百世，究其成就的根源，在于孔子育人有方，
他不汲汲于优生，也不戚戚于差生，而是顺

其个性，因材施教。 老子的育人思想是行不
言之教，正如现代教育理论所主张的发挥学
生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强调教育者和教育对
象的平等性。 教师的不言，是为了引出学生
的万言，教是达到不教，教育者要引导学生
根据自己的能力自主探究。 所以，老子又说：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
芸芸，各归复其根。 ”此语意在教育学生要使
其回复天性的根本，能虚能静，顺其自然，方
能悟道，切不可拔苗助长，违背规律。 而观于
当下，有多少家长为使孩子身怀多技，削尖
脑袋要把孩子往名校送，四处寻求各种培训
班，数学奥赛班，英语提高班、作文秘笈班、
钢琴过级班、 游泳健身班……有班必报，有
赛必参。 可最终的结果又如何呢？ 孩子为了
赶班，马不停蹄，累跨了身体，迷失了自己。
还是德国诗人歌德说得对：“我们不能按照
自己的观念塑造孩子， 我们必须爱他们，任
他们的天性自然发展。 ”

梅要顺其曲直，树要全其天性，作为每
个人来讲，只有顺其自然的天性，发挥自己
的个性，才能明确自己存在的理由，才会感
受生活的意义。

这世上最寂寞的， 莫过于一个空虚的灵
魂。当今时代，物欲横流，我们容易迷失在庸俗
的浪潮中，无法自拔。 肉身虽可于高楼大厦下
避雨，而灵魂又该去何处乘凉？ 为灵魂搭座凉
亭，用水仙填充空虚。

尽奢华而弃灵魂，苦不堪言。
清末慈禧太后是出了名的“奢侈太后”，单

单是一桌御膳，便用尽天下食材，尝的是山珍
海味，品的是玉液琼浆。 就连洗浴也是极尽奢
靡之能事。 不道浴池宽大得夸张，竟还配置了
上百条毛巾，每条毛巾都要绣龙画凤。 在百万
人民挣扎于水深火热的同时，老佛爷大肆地挥
霍银两， 以为物质的享受可以滋养她的灵魂，
殊不知即使洗上千百遍花瓣澡，也洗不去她灵
魂厚重的铅华。

还有当今军部“大老虎”徐才厚，身为人民
的保护伞，竟疯狂贪污近十亿公款。 在他两千
平米的豪宅中，查获大量现金，称量之下竟有
一吨之重，如此腐败令人发指。 本应是反腐的
楷模，却带头腐败。尽奢华而弃灵魂，即使信仰
理念讲得再多，理想宗旨说得再好，也只是空
言空谈，遭人唾弃罢了。

如此这般为享受而弃灵魂于不顾，肆无忌
惮地追求物质上的奢靡，当真是庸俗粗浅。 如
果灵魂颠沛流离无处可栖， 那人怎能再称为
人？ 只是流连于纸醉金迷中的一具行尸走肉。

寻高雅而养灵魂，其乐无穷。
陈寅恪晚年，双目几近失明，而其授课之

余，便是“听书”了。每天他便坐在藤椅上，沏一
壶淡茶，在碎碎的阳光下聆听他的弟子为他诵
读的书。 一本又一本，他细细地品味，茶雾氤
氲，而陈寅恪也在这些书中滋养并升腾他的灵
魂，一晃便是十年。双目失明又如何？当灵魂拥
有一座惬意的凉亭，有纯洁的水仙作伴，即使
肉身饱受摧残，也能笑吟“绕堤柳借三篙翠，隔
岸花分一脉香”。

时间的长河滚滚前进，生命的钟声等待敲
鸣。物质的肉身终将会如沧海一粟的尘埃一样
在历史中湮没， 唯有那脆弱却也坚强的灵魂，
才能完好的在飞逝的喜怒哀乐中沉默站定。灵
魂的纯度决定人性的亮度，而从一而终的坚守
灵魂是最为关键的一步。

持本心而守灵魂，言易实难。
可能是灯红酒绿扰乱了心智，也可能是繁

弦急管侵夺了纯真。曾经文藻优雅的郭敬明也
沦落为低俗的仆人，在高楼林立之间他打造绮
丽靡华，宣示着他那刺金的时代。 曾经凭借正
义的灵魂为人民打假的方舟子，也开始为转基
因食品违心代言，可笑地砸毁高悬明堂的“打
假斗士”的招牌。

郭敬明和方舟子的灵魂原本可以找到一
座舒适悠闲的凉亭，却依旧被他们的宿主残酷
地抛弃在冰冷荒芜的原野， 任之寂寞飘零，无
家可归。郭方二人为一度之享受而丧失几度之
灵魂，难道不叫人叹息痛恨吗？

巴金曾说：“我们不能单靠吃米活着。 ”活
着还需要精神来支撑自己的灵魂，让自己的生
命与心灵结合以致绽放精彩。历史中，生活中，
许许多多人已经搭建或正在搭建那座为灵魂
歇脚的凉亭，2014 年感动中国人物张纪清，房
子越住越小，精神的凉亭却越筑越大。 我们应
当见贤思齐，养灵魂，守灵魂，让灵魂循着高雅
之路回家。

（指导老师：王芬）

顺天以致性
长沙市天心区第一中学 1301班 张子睿

云 淡风轻

过去与现在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302班 尹伊

草原之夜
长沙市第一中学高三文科实验 6班 曾理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