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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在想，人的欲望到底有多
大？这几日，看电视剧《大秦赋》颇有感
想。吕不韦曾是一商人，吕不韦问他父亲：
农民一年到头的辛苦，种粮食能得几倍的
利润。吕不韦的父亲也是商场中的一把好
手，毫不犹豫的说：十倍。吕不韦又问他父
亲：买卖珠宝可以获得几倍的利润?吕不韦
的父亲想了想说：几十倍。然后吕不韦又
问他父亲：要是能买卖出一个国君，可以获
得多少倍的利润？吕不韦的父亲想了想觉
得回答不上来，只能说：难以估计。从这番
谈话中不难看出吕不韦的欲望有多大。一
个商人，能经营到政治、国家等层面，一般
的商人是经营不到如此高的境界。
吕不韦最精彩的这笔投资包含着生死，获
得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帮权位。

嬴政幼时在赵为质，饱受凌辱磨难，所
幸大难不死成为秦王，秦王的欲望是一统
天下。在吕不韦、李斯、王翦等人的先后辅
佐下，平灭六国，建立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
国家。

可见，人的欲望有天大。
儿时，听人讲过“贪心不足蛇吞象”的

故事。其实这是“人心不足蛇吞相”的一个
传说，其大意是：从前有一个人救了一条蛇
的命，蛇为了报恩，不断的满足他的愿望。
这个人一开始只要求简单的衣食，蛇都满
足了他，后来要求做官，蛇也满足了他。一
直到他做了宰相，还不满足，还要求做皇
帝。蛇此时终于明白了，人的贪心是永无
止境的，于是一口就把这个人吞吃掉了。

所以，蛇吞掉的是宰相，而不是大象。
故此，留下了“人心不足蛇吞相”的传说。
后来有人把宰相的‘相’写成了大象的‘象
’，从而演化成‘人心不足蛇吞象’。再后来
有人把‘人心’直接改为了贴切的‘贪心’，
也就有了‘贪心不足蛇吞象’的故事。

人不能知足，知足了便没有欲望，没有
了欲望便没有了精彩的人生。人不能不知
足，不知足，就有了“贪心不足蛇吞象”的故
事。归纳总结，人的一生就是加法和减法
的过程。前半生是加法，加的过程中，欲望
也在加，后半生是减法，减的过程中，欲望
也在减。加加减减，即是人生。

同车一行人去上海，大都市的氛围，让
有志的人想奋发，让无志的人想自杀，让女
孩们兴奋到忘乎所以。我在想，有志的人
应该去上海感受一下，奋发图强；无志的人
最好不要去上海旅行，知足者常乐，平平淡
淡也是真；感情基础不牢的年轻人，最好不

要领女朋友去上海旅行，同在一片蓝天下，
生活却有天壤之别，因为欲望会膨胀到分
手。

朋友辛苦一辈子，从太原给儿买了房，
满以为他儿子会很知足，不想，他儿子说，
为啥不从北京买，我还想去北京发展呢。
我无语。感叹人生，无论你多辛苦，攒下多
少钱，对后人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数字，数
字大不一定是好事，数字小也不见得是坏
事。

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有着很多的欲
望，因人而异，各有不同。生病的人想尽快
恢复健康，缺钱的人想拥有很多财富，有志
的人想施展才华，步步高升。有人贪酒，有
人好吃，有人爱唱歌，有人爱跳舞等等。忽
又想起一则故事，说有位将军，不爱吃肉，
感觉吃肉是最难受的事。有一天，有两个
士兵打架，将军说：罚他们吃肉。于是军中
便有了很多打架的士兵，将军疑惑。这正
是有人喜欢有人厌。

经历过以前物质匮乏到如今物质过剩
的人，知足心可能略多一些。超市的大米
有2元多一斤的，有10元多一斤的，从电视
上看到东北的大米还有几百元一斤的，那
真是以粒论价。有多好，没吃过，不知道。
有人开玩笑的说，我吃过，如此高的价格也
还是大米，没吃出小米的味道来。

说归说，笑归笑，价格高自然有价格高
的原因，也不能“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

我曾在小学附近问上学的小学生，人
为什么活着？小学生摇摇头，走了。我又
问稍大点的小学生同样的问题，那小学生
拉着另一个小学生用异样的眼神边走边回
头看着我，她们肯定认为我提的问题很可
笑。是的，这是一个哲学的问题，用一句话
是不能够回答的，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回
答，那姑且是：为了欲望而活着。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君何在？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
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
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
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
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
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
见了。”这是《红楼梦》里的《好了歌》。可知
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
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
’。看懂这些‘好’和‘了’，还有多少欲
望？也许，没有欲望就是最大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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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姥今年85岁民，虽已耄耋之年，
但姥姥身材瘦小，步伐矫健，耳聪目明，
丝毫看不出来是一位八十多岁高龄的
老人。

姥姥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从小
家境贫寒，没有上过一天学，大字不识
几个，就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成人
后嫁给了当时颇有文化的姥爷。姥爷
是村里的村支书，一干就是四十多年，
姥姥在姥爷的影响和带动下也早早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还担任妇联主任一
职。性格开朗，为人善良，爱打抱不平
的她在村里威望很高。姥姥如今八十
多岁了还坚持下地干活儿，种地收粮，

一点也不压于年轻人。姥姥常常会跟我
们讲起小时候她的妹妹被狼吃掉的往
事，讲她的父辈与日本皇军对抗的情形
等等，在我们听来只是故事，但却在老人
的心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迹，是经过岁月
的洗礼和时间的冲刷也磨灭不掉的。

记得姥姥八十岁生日时，我从金
店为她精心挑选了一个刻着寿字的戒
指，我总是在换季和她生日时为她买上
几件合身又新潮的衣服，姥姥虽然生长
在农村，但她思想很超前，很容易接受
一些新鲜的事物，例如我买的衣服总是
有很大方漂亮的绣花，样式也很年轻，
姥姥都能接受而且颇为喜爱。今年生
日，我又为她挑选了一件紫色带花的衣
服，给她订了一个寿桃蛋糕，送给她一
串带有她属相的吊坠项链。虽然礼物
都不太值钱，但这都是我精心准备的一

片心意，相信老人们要我们的也不是什
么金钱和物品，而是一份时刻牵挂在心
的孝心和一份孝顺。每次看着姥姥我
就会不轻易地想起姥爷，那个节俭了一
生的善良和蔼老人，而他已经离开我们
十几年了。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生老
病死，而血脉代代相传，长辈一生为晚
辈付出，而他们用得着晚辈的也就是人
到暮年时，在身体有疾时，而有句话是：

“子欲养而亲不待。”为了不让我们今生
对老人对亲人有这样的遗憾，我们一定
要在老人健在时，在他们需要我们时，
伸出双手，奉献我们的爱和孝顺。哪怕
只是多回家陪陪老人，多跟他们聊聊天

说说话，跟老人吃顿饭，给他们添几件
新衣，为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记得网络上盛传一句话，什么事
都可以等，唯独孝顺不能等，所以说孝
顺要及时。孝顺包括方方面面的，有精
神上的慰藉，有物质上的满足，有时间
上的陪伴，有心灵上的沟通等等，孝顺
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可以多陪他们
一起出去走走，旅旅游，散散步；可以多
陪他们吃吃饭，聊聊天；可以尽我们的
所能为他们提供更好更舒适的生活环
境；要想尽办法让他们开心健康，感受
天轮之乐，让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如
今八零后我们这一代已经面临着上有
老下有小，我们一定要善待我们家中的

“宝”，活在当下，及时孝顺。
作者单位 水峪煤业

孝顺要及时
张丽丽张丽丽

且行且珍惜
韩洁芳韩洁芳

小小 巷巷

董宝军董宝军 摄摄

《大秦赋》观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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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月来临，一切都在自然规律中
趋步向前，平凡的日子里每天按事情
发展的顺序反反复复，时岁枯荣。30
多的年纪已然没有对时光飞逝抱有太
多雀跃的心情，而更多的是希望时光
慢点再慢点，永远十八岁。

翻过一页页万年历表，回想三百
多天来，有重要的日程，有风轻云淡的日
子，唯独没有生活的热情，就像一杯寡然
无味的白开水，索然度过，悲喜雷同。

既是辞旧迎新之际，在此许下愿
望，第一个，记忆中上一次全身心投入
地看一本书，是什么时候？一想到这
个问题，有点头大。平日里的书一本
本都是心头所好，自买回来后就鲜少
再翻，崭新如初，原封不动，新书早已
蒙了尘。如多数人一样，对买书不遗
余力，却难得看书，阅读的时刻少得可
怜，把书本身的阅读功能失去了，更多
的是把书当做一种自欺欺人的标签。
所以新的一年，惟愿，能与喜欢的书多
点亲密接触，静享读书的时光。第二
个，因势利导，事实上我们被困在种种

标签中，不论是生活还是心灵，总觉得
拥挤不堪。扪心自问，真正需要什
么？而那些不需要的，是否将其从生
活中清空？要将自己的生活填满，不
算太难；可若要将繁杂的多余枝叶剪
去，却顾虑颇多，无从下手。这样的心
态，其实更多是源于对自己的不自知
和不自信，需要靠这些标签才能找到
存在感。新的一年，杂乱清空，往事清
零，如此一来，才能感受到心空天地宽
的乐趣和美好。其三，以前要的不是
这种以后，鉴于与既定目标相悖，一年
即将结束，岁月之痕如同树的年轮般
深深浅浅地刻画出日月星辰，令我唏
嘘、让我难忘，除了感叹时间太瘦、指
缝太宽的同时，默默祈祷来年诸事顺
遂。

也许是出场顺序颠倒，但我无法
逆转；亦步亦趋地生活走向，迷失了自
我；命远的安排，我无力掌控，最好的
力量就是不过分挥洒，要张弛有度，且
行且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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