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家欠文债，习以为常。对当事人
来说，的确有种债极沉重的感觉，总让
人背负一生。我就欠了一笔这样的债。

1985 年秋，接到了冯牧先生的信：
“许久不见，时在念中。前些天我去内蒙
古，在火车上一夜读了你的《燕赵悲歌》，
害得我一晚未睡好。这篇东西，我以为是
近年来难得一见的佳作，它的影响，可能
再过一段时间才会看得明显。希望你再
鼓余勇，多写几篇这类令人荡气回肠之
作。有一事相请：作家出版社开张了，明
年要出一本大型刊物《中国作家》，初定
了要我来管事。我不想一亮相就打不响
头炮。因此，恳切地希望你为这个刊物写
一篇（无论长短、无论题材）作品，作为对
作协的支持，也作为对我的支持，使我不
至于在去到后就陷于困境。现在已经够

‘困’了……十月的中美作家会，还要烦
你来参加助威，谅无推辞。”

冯牧先生当时是中国作协的领导，
我只是地方一名普通作家，这封没有官
腔、没有套话，诚恳、平等的约稿信，给

了我巨大的压力。毕竟，冯先生对我还
有知遇之恩。1979 年，我的小说遭到批
判，想不到，冯牧先生居然在北京公开
支持我，肯定我的小说，并亲自主持讨
论会。

1982年，冯牧先生率领几位中国作
家赴美国参加第一次中美作家会议，历
时一个多月，我得以近距离接触和观察
他，雅博多识，厚善大气，他是难得一见
的谦谦君子。参加中美作家会议的，有
已经获得世界声誉的美国著名作家，还
有诸多旁听的学者与作家，冯牧先生在
会上从容温润、游刃有余，赢得美国作
家的赞誉，于是，才有了后面许多年的
中美作家的交流。

那时，我还是一家工厂的业余作
者，从冯团长身上学到很多东西，长了
见识，特别是待人的那种自然雍和、心
地清明。此后不久，我调离工厂，到天津
作协任职，操办的第一次文学报告会，
冯先生从北京赶来为我撑台，结果，想
听他报告的人太多，大厅挤不下，只好
临时转移到礼堂。这样一位有恩于我的
前辈，亲笔赴信要稿子，岂能不受宠若
惊？他虽然在信里说“无论长短，无论题
材”，我却不能以一篇短文或随意写个
短篇去应景，他如此高抬《燕赵悲歌》，
我必须拿出一个不低于这部中篇小说
的作品，才对得住前辈的嘱咐。

当时，我的创作状态在长篇里，曾

专为此放下长篇，写了两部中篇小说，
自觉都不是很理想，不敢寄给冯先生，
只得又拾起长篇……就这么一拖再拖，
转眼两三年过去了，大约是 1988 年夏，
接到冯牧先生第二封催稿信：

“我不久前开了刀，还在休养。我们
的情况你可以想见。写信给你是想寻求
你的支持，免使《中国作家》面临危境。
因此，你曾答应支援的大作，希能抓紧
时间搞出来，以便赶上第五期（这一期
是关键，影响到明年我们的命运问题）
发表。最佳时间，也可能是最紧张的时
限，是六月底或再拖两三天，否则，工厂
就会出麻烦。这是关系到我们这个多灾
多难的刊物能否生存下去、不被挤垮的
大事，千万请你帮一下这个忙。”

我当即回信，讲明自己的全部兴趣
和精力都用在长篇上了，还有半个月的
时间怕长篇收不了尾，实在不行，我可
以把长篇的前半部先寄去……因为没
有最后完稿，我对这部书能否配得上前
辈的厚望和《中国作家》，心里没有底。
没有接到冯先生的回音。后来因为一些
原因，我的创作不得不收笔。本来在写
作上就没有大志向，于是，天天到海河
游泳。这样折腾了两三年，我才真正全
身心投入了创作。

很遗憾，当时，冯牧先生已遽归道
山。我欠先生的账却不敢忘，长篇小说

《人气》完稿后，寄给了他创办的《中国

作家》。几年后，我自己最看重的一部书
《农民帝国》，也照样给了《中国作家》。
倘若冯老有自己的墓地，而不是位列八
宝山，我当到他的墓前焚烧这两部书稿
以祭。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农民帝国》
获得了鄂尔多斯文学奖，并授予我“鄂
尔多斯荣誉牧民”的称号，随赠一匹鄂
尔多斯草原上的马。

中国文学刊物多，奖项也多，我写
作大半生，自然也获得过一些奖励，其
中，令我觉得最沉实而具冲击力的，就
是鄂尔多斯文学奖的奖杯——它是用
青铜制作的一尊“苏鲁锭”。此物原是安
放在成吉思汗金帐顶部和大旗的顶端，
代表战神和至高无上。鄂尔多斯是成吉
思汗的永生之地，取“苏鲁锭”代表鄂尔
多斯，立意不俗。

我还十分珍视鄂尔多斯草原上“荣
誉牧民”这个称号。我来自农村，当过农
民，眷恋土地，喜欢庄稼、草原和“六畜
兴旺”，曾写过一篇文章《去趟草原一年
不生气》。许多人都认为，草原能治疗忧
愁、抑郁与愤怒。那一届的颁奖大会就
在鄂尔多斯乌审旗举行，这里原是大夏
国的国都所在地，时称“统万”。十六国
时期，匈奴左贤王刘卫辰与桓文皇后苻
氏之子赫连勃勃，姿容俊美，多谋善战，
东征西讨，创建大夏国。

那一次的颁奖会，也是至今我见过
的最盛大的文学颁奖典礼了。在草原上

搭起一座主席台，主席台两侧是观礼
台，因为颁奖穿插在大型文艺表演之
中，吸引了从四面八方聚集来的牧民，
台上台下，人山人海。从鄂尔多斯草原
各部赶来的马术队、摔跤手、乌兰牧骑
演出队，以及穿着漂亮的各种样式和花
色的蒙古族服装的模特队，在草场上举
行了隆重的入场式。草原上一片欢腾，
几十匹骏马依次风驰电掣一圈圈掠过
主席台，骑手们在马背上闪转腾挪，上
下翻飞……演出中有两个年轻小伙子
演唱“二人台”，模拟一对老夫妻斗嘴，
嗓音高亢婉转，响遏行云，又惟妙惟肖，
入耳入心，令人迷醉。

不禁想到冯牧先生懂戏，尤爱京
剧，自己也能唱，假如这场颁奖大会有
他在，会更圆满……

正走神儿，似乎听到主持人喊我的
名字，但听而不闻，并未意识到“蒋子
龙”跟我有什么关系。待现场沉寂下来，
经旁边的人提醒，我才回过神来，赶紧
起身离座，疾步驱前领奖。

热闹归热闹，兴奋归兴奋，谁能想
到，整场颁奖大会，我自始至终都在怀
念冯牧先生。这一切，都因他创办了《中
国作家》，才有了跟鄂尔多斯的合作及
这场特殊的颁奖会。我想，《中国作家》
的编辑们和我一样，心里是把这场盛大
的颁奖会以及“苏鲁锭”杯和草原宝马，
献给冯先生，作为对他的衷心纪念。

立秋时节，几个文友决定去查干
湖看一看。冬季里查干湖捕鱼的壮观
情景在电视上已经看过多年、多次
了，但却始终没有机会去亲眼看一看
查干湖。想想看，辽阔的东北田野，在
大雪之下的几百公里冰面上，那种传
统凿冰捕鱼的震撼场面是何等的振
奋人心。是啊，错过了冬天，但不可以
再错过秋天。自古以来，秋天给文人
们的感受总是绚烂多彩的。那么，查
干湖会给我们怎样的感受呢？

驱车从哈尔滨出发去吉林省的查
干湖，不过三个多小时车程。若说开车
是一种享受真是不为过，尤其是秋天。
秋天不仅凉爽，而且多姿多彩。在不停
转换的秋光、秋风、秋景的沉醉之中，我
们来到了查干湖。查干湖，蒙古语为“查
干淖尔”，意为白色圣洁的湖，位于吉林
省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让
我惊讶的是，先前从电视里看到的查干
湖，和我亲眼所见的查干湖，竟有如此
之大的差别。电视里的查干湖毕竟受到
了电视屏幕的限制，只能集中在查干湖
的湖面上展示冬季捕鱼的场面，使得那
样宏大的场面，人为缩小了很多。当你
身处查干湖景区，你会发现这里太大

了，浩瀚的湖面暂且不说，单说万亩的
花海，就让人大饱眼福。花海中有紫色
的鸢尾花、紫藤花和鹅黄色的波斯菊，
还有格桑花。万亩湿地之中的白头鹤、
东方白鹳、白枕鹤，让人赞叹不已的“野
鸭渡”“天鹅渡”（这是我冒昧给起的名
字），以及栉比鳞次的漂亮民居，俨然一
个偌大的人间天堂。乘坐快艇在查干湖
上飞驰，于惊心动魄之中，又有一种兀
然升腾的英雄之感。我完全没有想到快
艇在湖面上飞驰的时候，恍惚之间感觉
是在穿越沟沟壑壑的山地，那种无比颠
簸的感觉仿佛是在战马上、在战车中驰
骋。不过，当你乘坐在游轮上，那种悠闲
的荡漾于湖面上的感受又完全不同了，
它给人一种抒情诗般的舒缓，小提琴般
的悠扬，心境是那样的好。尤其在如此
清爽湛凉、荡若丝绸般的水面上滑行，
一种极为奇妙的感觉，瞬间从头到脚袭
上全身，让心中的浊气一扫而空。

正当午时，我们去吃鱼宴，其中
有一条30多斤重的大鲢鱼。我端着肥
硕的大鱼非常吃力，心想，他们从哪
里搞到这么大、这么结实的盘子，又
是怎样做出这么好吃的鱼呢？餐桌上
最让我们震惊的是鳡鱼，它像一柄锋

利的匕首，即便是躺在盘子里已经被
烹饪过了，却仍然能保持那种凶悍的
气势。据说，鳡鱼非常凶猛，不仅可以
撞断拦鱼的竹竿，还可以冲破结实的
渔网扬长而去，所以这种难以捕捉的
鱼非常名贵。当然最贵的还是大白
鱼。我原以为大白鱼是兴凯湖的特
产，其实不然，查干湖也盛产大白鱼。
相比鳡鱼，大白鱼就显得温柔文静多
了，鱼肉白而细腻，清蒸为之上品，吃
在嘴里有一种特别的柔弱之感，让人
不忍心粗鲁食之。当然，查干湖的湖
虾也很鲜美，脆脆的，尽管荷花色的
虾身上有芒刺存焉，却脆而不刺唇
舌。刺喉哉？不刺也。这该是烹调上的
一种绝技吧。由此我联想到，查干湖
这里每一个人一定都是做鱼的高手。

秋天里的查干湖不仅美丽多姿，
而且风情万种。不像冬天，单纯的白
色，单纯的雪，单纯的冰，单纯的鱼。
秋天的查干湖有许许多多的层面，俨
然一本巨大的画册，每翻开一页，闯
入你眼帘的都是一幅绝美的画面，让
人陶然而醉，击节而赞。

向晚时分，我们一行人去湖边欣
赏月下的查干湖。噫吁兮，美乎壮哉！

我完全没有想到，查干湖的水在静悄
悄的夜里是那样的汹涌，像蒙古族的
马队一样，从深不可测的天边奔腾而
来，不由得让人胆战心惊。月光又将夜
湖之水的奔腾、汹涌、跳跃，凸显得淋
漓尽致，还让这所有的一切披上了银
色的盔甲。我想，这样的壮观也只有在
秋天、秋夜，在十五的月光下才能够有
幸欣赏到。

徜徉在查干湖景区，不单是无
处不在的绿的树、花的海，还有几
家古色古香的寺庙。例如妙音
寺，这是一家藏传佛教的寺庙。
查干湖景区之中，还依然保留
着蒙古族风情。在蒙古包里我
们欣赏到了一个女孩子表演的
骑马舞，她把马的刚烈、马的奔
腾，表现得那样铿锵有力。可以
说，是我看到的所有蒙古族舞蹈都
无法与之媲美的。我还听到了原汁原
味的蒙古族歌曲，那种嘹亮，那种高
亢，那种韵味悠长的民族风，让人陶
醉。慷慨的主人请我们吃烤全羊，还
给每一个客人戴上了湖蓝色的哈达。
那一刻我在想，生活在查干湖是幸福
的、开心的。

父亲是一名从教 40 年的特级教
师。慈祥略带坚毅的面容、携书执教
的形象、学生环绕身旁亲密交谈的场
景……每逢教师节，我都辗转反侧、难
以入寐，我在思念敬爱的父亲，他的一
生就如一部电影萦绕在脑海中。

父亲生于 1902 年，祖籍永年县
小北汪村。他自幼聪慧好学，6 岁就
在村中的私塾馆读书，后来考入永年
广府城师范讲习所。学习期间，他结
识了一位从上海来的金老师，金老师
常与父亲促膝长谈，谈国家积贫积弱
被列强欺凌，谈劳苦大众受封建统治
者压迫剥削。金老师向父亲传输革命
理想：只有用知识启迪少年儿童的思
想智慧，厚植爱国精神，为国家培养
革命的青春力量，才能改变任人宰割
的不堪状况，建设强大的国家；星星
之火可以燎原，受压迫的群众觉悟

了、团结起来了，就能形成不可抗拒
的革命巨流，这股巨流是改变国家命
运的有生力量。

父亲教书的第一站，是永年县河东
七方村。父亲任教后，发现村里只有几
个学生。经深入了解才知道，在他之前
来过几位老师，因为难以忍受艰苦的环
境全都离开了。父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家访，得知其他孩子不上学的主要原
因，是家里穷买不起书本与笔墨纸砚。
于是，父亲把自己的米卖掉，换成钱买
齐书本文具，让在校学生给上不起学的
孩子家长传话，新来的老师把上学需要
的书本文具都准备好了，不用自己掏钱
就能上学。孩子们口口相传，村里40多
个适龄儿童都来上学了。

孩子们放学后，教室空了下来。
父亲又想办夜校，教成年人读书写
字。他让学生给家长传话，晚上到教

室来，老师免费教他们认字读书。这
个举动让村民们很受感动，他们晚上
到校学习时，带着平日里舍不得吃的
白馍、北瓜、白菜等吃食送给父亲，以
表谢意。淳朴的民风、真挚的情意，令
父亲爱上了这方土地。为让更多的人
受到教育，父亲的足迹遍布周边十几
个自然村，他讲授文化知识，传播革命
思想，很受村民们爱戴。

日寇侵华给无数家庭带来了灾
难。1943 年农历五月，日本军队对永
年县小北汪村进行大扫荡。八路军得
到消息，赶来救村民于水火。父亲从
学校返回家中，要送我的哥哥温生才
——他们年仅 16岁的唯一的儿子，参
加八路军的抗日队伍。母亲心有不
舍，父亲却义正辞严地说：有国才有
家，面对日本人的掠夺与侵略，我们必
须反抗，只有反抗才能保家卫国。抗

日是伟大的，是光荣的，儿子必须去！
父亲的铮铮话语说服了母亲，全家人
含泪送走了哥哥。

哥哥随八路军大部队踏上了抗
日的征途。1947 年 3 月上旬，在解放
永年广府城的战斗中，哥哥献出了年
仅 20 岁的生命。当部队用白布裹尸
把哥哥送回家时，母亲昏倒在地，不
省人事。父亲强忍悲痛，在村民的帮
助下，料理了哥哥的后事。父亲用颤
抖的手挥笔写下：奋勇杀敌，战死战
场；保国卫家，忠孝至诚。横批是：浩
气长存。写罢，父亲掷笔长呼：儿子，
安息吧！在痛失爱子的打击下，母亲
卧病床榻，就在哥哥牺牲三个月后，
母亲也撒手人寰。坚强的父亲忍着
内心巨大的悲痛，为母亲订了上好的
棺木，挥泪写下：对敌千层恨，教子一
个忠。横批是：如是岳母。写罢，声

泪 俱 下 地 大 声 疾 呼 ：英 雄 的 母 亲
走好！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全身心投入
国家教育事业，干劲十足，任劳任怨。
他调动频繁，哪里建校有困难，就被调
往哪里，但他无怨无悔。他说：我成长
于动荡的旧社会，建设繁荣强盛的祖
国是我的夙愿，国家有需要，我唯有迎
难而上。在他心中有着一团奋斗之
火、信念之火，他甘为“火种”，在教育
这条道路上逐梦人生，传授文化知识，
传播红色信仰，守护精神家园。

父 亲 的 教 育 生 涯 止 于 1958 年
秋。但他培养的“桃李”没有忘记他，
每逢节假日，他教过的学生络绎不绝
地前来看望。学生们说：老师像灯塔
一样指引着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前
行，我们会在老师的精神感召下，勤奋
工作，建功立业。

父亲于 1976 年逝世。万事无不
尽，徒令存者伤。愿父亲安息，我们定
会传承教育传家、服务社会的家风，为
中华的繁荣昌盛拼搏奋进、追梦人生。

2022年8月26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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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子龙专栏●
文 债 □蒋子龙

敢 于“ 示 弱 ” □李云贵纳凉蒲团上
□路来森

逐 梦 人 生 □温彦英

饮冰小史
□肖复兴

秋 到 查 干 湖 □阿 成

老北京，在没有冰棍和冰
激凌更没有冰箱的夏天，最早
吃冰是有等级的。有皇上的
时候，皇上要给各位大臣颁发
冰票解暑。《燕京岁时记》中
说：“各衙门例有赐冰。届时
由工部颁给冰票，自行领取，
多寡不同，各有等差。”工部这
样正儿八经的衙门颁发冰票，
还得按官阶大小领取。

后来，读过一本《北京民
间风俗百图》，清同光年间版
本，其中有一幅题为“舍冰水
图”，上有工整小楷题词：“凡
三伏时，官所门首搭一席棚，
木桶盛凉水，上置冰一块，棚
上挂黄布四块，写皇恩浩荡，
民间施舍，写普结良缘，以为
往来人止渴。”看出来从乾隆
到同光时期冰的进展，不仅有
衙门的赐冰，也有官府舍冰，
再到后来到处卖冰，冰才与民
同乐，走进平民百姓家。

这便要归功于冰窖厂的
建成了。旧时京城，一北一
南，各有一个冰窖厂，北在什
刹海，南就在珠市口。冰不再
独为官家专属，开始对大众开
放，专门在冬天结冰时藏于地
下的冰窖厂，就等着天大热时
节卖个好价钱。清时有竹枝
词说：“磕磕敲铜盏，沿街听卖
冰。”敲铜盏卖冰，成了那时京
城街头的一景。这是指卖冰
的，还有专门送冰的。张恨水
在文章里说：“每月再花一元
五角钱，每日有送天然冰的，
搬着四五斤重一块儿大冰块，
带了北冰洋的寒气，送进这冰
箱。”他说的“这冰箱”，不是现
在的冰箱，是一种“绿漆的洋
铁冰箱，连红漆木架在内，只
花两三元钱”。土制的，靠的
是冰窖的冰来维持冰点。

对于贫寒人家，夏天里吃
冰，吃的是冰核儿。《燕京岁时
记》里说：“京师暑伏以后，则
寒贱之子担冰吆卖，曰‘冰胡
儿’。胡者，核也。”即把冰砸
碎，一小块一小块地卖，比敲
铜盏卖的冰还要便宜，也可以
说是最便宜的一种冰了。

北京的普通百姓真正能
吃到冰棍，是新中国成立了

“北冰洋”食品厂之后的事
情了。

蒲团，已然很少见到
了，除非是偏远的乡村。从
前，蒲团却是寺庙、乡村人

家的习常坐具，随处可见。
用蒲草、麦秸等编织而成的圆形垫子，

大小不一，直径不大，厚度不均，属“软
垫”，但却软硬适度，坐上极为舒适。此
外，蒲团还可以隔潮、通气，尤其在盛夏，
多阴湿天气，坐在蒲团之上，能很好地预防
湿气上身。由于通气，又不会久坐生疮。

大部分蒲团，都是以自身材质裸露着存
在的，但有的蒲团，也会在材质的基础上，
裹上一层麻布；讲究的人家，甚至裹以丝绸
之类，使之登上大雅之堂。

寺庙里，蒲团供僧人坐禅、跪拜时使
用。在民间，蒲团就是一种家常坐具，这种
功效，历久弥新，永不落伍。

宋代诗人冯时行有一首 《蒲团》 诗：
“瘦骨何支离，老鹤惊晴霜。软苎联溪蒲，
一榻风月堂。四序自鳞次，跏趺贯炎凉。达
官重锦茵，妙姬罗衣裳。寒士倚清秋，忧居
涕浪浪。此君勿相留，我欲坐相忘。”

诗人借用蒲团，诉说生活的清苦，未免
丧失了蒲团自然的风雅，品味起来，似乎有
些煞风景。好在，最后一句“我欲坐相忘”
还算放达，遗憾的，却只是一种无奈下的放
达。因此，在思想格局上，就显得局促，露
出一份落魄、失望的气息。

相较之下，生活于金末元初的元好问，
就大不相同了。他作过一首 《鹧鸪天》，词
中写道：“抛却浮名恰到闲，却因猥懒得颟
顸。从教道士夸悬解，未信禅和会热谩。山
院静，草堂宽，一壶浊酒两蒲团。题诗寄与
王夫子，乘兴时来看药阑。”

抛却浮名，人却懒散，居然懒散至“颟
顸”，但此等散漫无拘的生活、性格，却也
可爱。不曾想到的是，本该清静自修的人
们，却在夸夸其谈，大谈“悬解”。解除束
缚 ， 使 人 了 悟 ， 本 是 好 事 ， 竟 至 “ 热
谩”——也就是空泛、无稽之谈的意思。这
样看来，就使人厌烦了。于是，作者就想

“山院静，草堂宽，一壶浊酒两蒲团”了。
这便是境界，闹中取静，坐在软适的蒲团
上，“两人对酌山花开”，通透、豁达、朗
澈，适其所适的同时，也真算是蒲团的解
人了。

同样是一个蒲团，却传达出两种不同的
生命境界。夏日炎炎，蒲团纳凉，更是别有
一番风趣。

蒲团纳凉，年轻人少，老年人多，尤其
是农家老妇们，盘腿一坐就是大半天。坐于
大门口，做针线活儿；坐于胡同口，闲话家
常，是一种现象，更是一道风景。

夏日中午，也许是女人们睡眠少了，总
会见到她们一帮一伙的，各自携一蒲团，团
坐于树荫下，纳凉。喁喁私语，甚至于朗朗
大笑，满头白发，则仿佛白莲盛开，坐于蒲
团上的每一位老妇人，好似都成为了自由自
在的“女菩萨”。

清代黄图珌的 《看山阁闲笔》 一书，
谈到读书之所“宜”，其中之一提到“宜云
窝”：“蒲团一个，安顿于烟霞之最深处，
出金经静诵数过，不觉白云一片，迷我去
路也。”

读书，坐蒲团，间歇蓦然举首，眼前白
云一片……人在白云间，那读书人简直就是
逸人，就是神人了——读书人，就是一位坐
于蒲团上的“云中仙”。浪漫如此，真是游
弋在诗情画意之中了。

在日常生活中，骄傲者会到处碰
壁，谦逊者则会遍地坦途。一个真正能
做到“示弱”的人，必定是以事业为重
而且敢于负责的角色，是一个豁达坦
荡、宽宏大量的主人公，也是一个人情
充盈、满腔智慧的佼佼者。古今一理，
鲜活的例子，就摆在史册与现实当中，
正如陆游的诗句：“古训必三复，危途
仍十思。”

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金戈铁马，
用兵如神，居然也有“示弱”的一面。有
一天，戚继光喝了酒，情绪激动，偏偏
很多人议论他“惧内”。一气之下，他竟
借着酒力集结军队，杀气腾腾地回到
家里，意图“重振夫纲”，证明自己不怕
老婆。可刚刚看到妻子王氏，他就怒气

全消，心中还升起三分柔情，将腰中宝
剑交到妻子手中，反倒恭恭敬敬地说：

“请夫人阅兵。”
此时，戚继光虽然输在了气势

上，却赢在了情场上。由衷的谦让与
柔情，随即换得夫人王氏的挚爱。王
氏不仅在战场上舍生忘死地帮助戚
继光，在生活中，也是无微不至。她知
道戚继光爱吃鱼，就将那些美味的鱼
肉一股脑地留给丈夫；自己只啃鱼
头。亲人之间，有时让自己弱一点，退
一步，对方自然也是心知肚明。显然，
这种“示弱”是出于一种由衷之爱，值
得称道。

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
战国时期，蔺相如大挫强秦威风，保全

了和氏璧。赵王“以相如功大，拜为上
卿，位在廉颇之右”。居功自傲的老将
军廉颇，当然不服了，他期望羞辱蔺相
如的想法，早已郁积心头。出人意料的
是，城府极深的蔺相如反倒不计较，他
竟回避矛盾，主动示弱了。

《史记》写道：“不肯与会。相如每
朝时，常称病，不欲与廉颇争列。已而
相如出，望见廉颇，相如引车避匿。”

手下人愤愤不平，都以为蔺相
如软弱，让高傲的廉颇欺负苦了。蔺
相如却很轻松，耐心地解释道：“夫
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
臣。相如虽驽，独畏廉将军哉？顾吾
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
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

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
急而后私仇也。”

很快，蔺相如的话就传到了廉颇
的耳朵里，老将军细细品味，格外羞
愧，于是负荆请罪，成就了千古佳话。
显然，蔺相如的“示弱”，是从社稷安
定、国计民生出发，他及时避免了将相
失和、两败俱伤的局面，做出顾全大局
的理性、豁达之举。

毋庸置疑，敢于“示弱”，就是敢于
负责，就是诚实。适时“示弱”，则属一
种生存智慧，也是一种获取成功的手
段。平心而论，暂时地“示弱”，绝非软
弱与妥协，而是一种理智、一种忍让。
为人处世能做到适时“示弱”，才能成
为整个事件的最大赢家。

吃冰也有等级（漫画）
喻 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