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孟
随
笔

四
川
文
艺
出
版
社

赵
文
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孟随笔 / 赵文孟著. -- 成都 :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411-4243-7

Ⅰ. ①文… Ⅱ. ①赵… Ⅲ. ①随笔－作品集－中

国－当代 Ⅳ.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0105号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出版发行
网  址
电  话
传  真

邮购地址
排  版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版  次
书  号
定  价

王其进 胡海燕
丁 丁
文 诺
喻 辉

四川文艺出版社（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www.scwys.com
028-86259285（发行部） 028-86259303（编辑部）
028-86259306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四川最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成都勤德印务有限公司
168mm×239mm 1/16
21 字  数 260 千
2016 年 3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5411-4243-7
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028-86259301

WENMENGSUIBI

文孟随笔
赵文孟　著



作者（右）与青城山翁（左）（师承太虚法师）合影



作者（左）与诗人敏歧（中）和作家刘允嘉（右）合影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1 ·

目  录

前 言…………………………………………… 1

布谷啼归 /智  清 ………………………… 12

泛舟溯源  /敏  歧 ………………………… 19

春风无痕  /刘允嘉 ………………………… 21

读《文孟随笔》/张幼兰 …………………… 23

文化视域下的人生多维审视  /傅德岷 …… 24

天道酬勤明心见性——对生命内涵的智慧

 思考 /傅  安 …………………………… 29

谢谢你带我找到天堂 /静  兰 …………… 35

相 处…………………………………………… 1

青城仙踪………………………………………… 4

山翁读书……………………………………… 11

何日彩云归…………………………………… 13

银丝拂尘……………………………………… 15

简陋的书斋…………………………………… 17

六顶天下灵…………………………………… 19

冰花为师……………………………………… 23

事 情………………………………………… 25

学会理解……………………………………… 28

一叶一世界…………………………………… 31

上善无为……………………………………… 34



· 2 ·

蚁国硝烟……………………………………… 47

蚌 童………………………………………… 49

钓 鱼………………………………………… 52

培植快乐……………………………………… 55

蜘蛛心语……………………………………… 58

疏 果………………………………………… 61

爱的回音……………………………………… 64

歉 疚………………………………………… 66

播 种………………………………………… 69

祭 车………………………………………… 72

做 生………………………………………… 76

爱与情………………………………………… 79

寻 宗………………………………………… 89

画 皮………………………………………… 93

布施尴尬……………………………………… 96

圆 融………………………………………… 100

语观其人……………………………………… 103

借东风………………………………………… 106

由来柔水拜远山……………………………… 116

茶 禅………………………………………… 120

根……………………………………………… 125

夜中春雷……………………………………… 135

旁 听………………………………………… 139



· 3 ·

读 书………………………………………… 143

作品寻踪……………………………………… 145

帽 子………………………………………… 148

神 韵………………………………………… 151

人生酬业……………………………………… 155

酬 业………………………………………… 208

疏 忽………………………………………… 212

明见心性……………………………………… 233

百病探源……………………………………… 275

后 记………………………………………… 289



· 1 ·

前 言

开宗明义，《文孟随笔》只想通过解析人生而体会《人生酬业》之真

谛，再以《明见心性》而悟得自度彼岸的智慧。因为世间“生死”事大，

人生唯有明白才会坦然快乐。

究竟因果履践还是业力由然？毕竟我们在这世间情缘相见。倘若来处

都一片朦胧，想必归程也同样昏暗？如果快意人生是昨天积累的祈福，那

么今天又何苦要去扮演明天痛苦始作俑者之角色？

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于是我想如此感悟必有其特殊时

空。可以肯定地说，不在岸上就在俯视凭栏的桥上。如果在混迹沉浮中翻

滚，不识来路也不知去向，就如同一朵朵随波逐流之萍藻。

如果萍藻能有一双夫子的眼睛，就会看见那片拥抱自己的青青牧场。

既然清晰明了知来识去，难道还会再被动去漫无边际地流浪？诚然如此，

请问又该从哪里上岸？哪里才能找到那双智慧的眼睛？怀揣疑窦的孟子便

从此开启了人生寻宗的旅程。

驻足间，感慨而吟：

日升月坠星依旧，云舟已渡半世秋。

镜里童颜鬓霜染，寻宗欣然略已酬。

世间宿因情缘聚，吾获快乐天施粥。

旦明六道本手脚，原来三界一尘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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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嘴笨无巧言，诚邀朋友一道探索人生真谛，但愿能携手解开束缚

自身的绞绳与枷锁，共同分享所有的快乐与寂寞。

为了表明我以诚交友，先将已涉心路的历程呈现。欢乐时我们一起放

歌砥砺，遇挫折处谨以孟子为鉴，甘愿做那填沟石头请从我身上踏过去。

在一夜静更深中醒来却生念头：睡觉乃纷繁劳困之身心归于宁静，就

是说人在梦中是毫无作为的。以此渐省而惊悟，人生能奋进的时间异常珍

贵，实在少得可怜，也就十年多点光景，这便是《相处》成篇的背景。

然，人生属于自己，所以如何处置又终归都是本人的权利。

不但流光逝水如朝露电闪，正法难求虔诚之外更要有分有缘。若无大

德开示并与之印证，误入旁门而不知还枉将自堕万劫不复之深渊。孟子求

真心切胜于戈壁望雨，加之父辈传说：青城膝下之古镇街子灵秀无比，奔

出仙山之味江又沿其脚跟绕过，故而捎来千百春秋之幽谧从未稍歇，而且

空谷深处更有真人唐求。有诗为证：

一瓢味江涤尘朽，万般真人若唐求。

劳蜂终日忙采蜜，舞蝶花间遗娇容。

万般景色暮归去，贪心不殉怨生忧。

旭日念珠菩提子，弯月轳台井上钩。

诗歌之诱惑让人魂牵梦萦，《青城仙踪》便是孟子我星空寻斗之行愿。

自从与山翁结成身影，方知“道”不远求就藏在世间万象之中。

“道”者，顺应自然之所为也。得“道”之“心”空灵无碍，得“道”之

“身”圆融和谐，得“道”之“人”所行之事心天合拍。

心性随时都在山翁印证之中，孟子实在受益匪浅。如《山翁读书》篇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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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让我明白了读书能让时空消逝，别人的辉煌、失败或顿悟，都将瞬间转

化为读者自身的素养。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就是后人不断吸取、借鉴

前人智慧与经验的过程，读书亦复如是。

与其说《何日彩云归》是对恩师的惦记，倒不如说是对山翁所传“万

法归宗”之崇敬。试问，师父又何曾离开过内心片刻？偈曰：

儒尚大爱生正气，释怀性空长舍利。

道法自然结金丹，更无言辞传后起。

所谓“正气”“舍利”“金丹”，实乃三家异名之一物耳。“大

爱”“性空”“自然”分别就是“儒”“释”“道”文化各自的老师，

“尚”“怀”“法”便是其感悟真谛切入的方法与途径。条条大路通罗

马，天上毕竟只有一个太阳，既然都是以寻找光明和温暖为目的，所以必

将殊途同归，这也就是先贤将此呼作不二法门的原因。

长夜被闪电划过，孟子却趁机看清了伸向远方的路。人生一旦迷茫

于阡陌就丢失了自己，此刻无论多么虔诚、勤奋，其实都在作茧中自我陶

醉。静下来想想，即便沙漠再大，只要认准一个方向挺进而不徘徊，无论

蚯蚓还是蜗牛，都会冲破束缚，并有资格去拥抱那片天涯的绿洲！《银丝

拂尘》就是孟子这段心迹的缩影。

如释重负当简行，既然是最靠近人生的答案，那求真务实的自我修

行又何须太多胭花粉脂？否则，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愈加惑心丧志。以示警

诫，我便做了篇《简陋的书斋》置于床头柜。圣曰：读万卷书还须行万里

路……孟子认为，此乃祖师慈悲的叮咛。既然识破“六道本手脚，三界一

尘宙”，世间又何来大小之别内外之分呢？心物既已圆融通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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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然从此而生。故而，豁然明白此刻之“心”，不正是以世间万物为

“用”的那个“本体”吗？所以孟子将祖师一片苦心理解成：读万卷书为

了明“体”，行万里路即以“用”证“体”。因为宇宙人生的真谛，必然

是理论与实际互为印证的统一结果。

不光纸上的文字叫书，其实脚下的路，天上的云和月，乃至四季变换

的雁阵秋霜与枫叶……无一不是书。说穿了行万里路，实乃以心遍“读”

世间万象之大书也。翁曰：六根统摄于心，眼观文字为读书，难道鼻嗅清

香耳闻泉音就不是？余根皆复如是。

如果追问何人在读书，谁都明白是自己内心。既然主人有全方位获

取信息的通道，又为什么只把眼观文字才叫读书呢？万里路上所有的色、

声、香、味、触、法，又何尝不是一部立体的百科全书？《六顶天下灵》

便是孟子在万里旅途中一个小小的脚印。

世间的道路不光有平直坦途，而更多是跌宕起伏或曲折盘旋，那是因

为向往之心都是直线，而实际旅途常常总要面对峻岭、狂涛甚至冰川。为

向往而攻克碍“行”之横亘阻隔，才有了筑路的蜿蜒曲折。既然明白心物

相通，难道绕过断崖的这段弯路就不是一本“书”？倘若不信硬要直奔过

去，想必下场少不了因愚痴粉身碎骨而断送天年。

人生为何有那么多的灾难与不幸，难道上天硬要抛弃孟子而我本身就

一点责任都没有？非也，只怪狂妄浮躁早已包裹了我势利的眼睛。弯道明

明就是规避险阻的智慧，却被理解成懦弱、窝囊、迂腐甚至倒退……我怎

么不明白远古的蛇族，就是凭借以曲求伸的法宝而挺进了中原。

快乐人生是自我身心“修养”的结果，二者却是不可“对立”的统

一，因为“修”与“养”本来就是内心互为“体”“用”的一物两面。谨防

在“修心”“养性”中丢失自己，于是《冰花为师》成为孟子心灵的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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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以如履薄冰的谨慎与时刻反省来自查自检，我们就会惊奇地发

现，原来那么多的烦恼与不快都是自找的。常常不是将“感性”凌驾于

“理性”之上，便是把“主观”“客观”肆意混淆。虽然有把鱼儿、小鸟

都养好的慈悲心，但就是不知该放它们进水里还是天上。最终还是《事

情》篇，让它们回到了各自的故乡。

兵曰：两军交锋知己知彼者胜……故而思之，人生何尝不也如是？

“道”不外求实乃因无外可求，何以故？三界本是同根物，人天小鬼

共心筹……

有如此“世界观”，这下好了，欲知彼心何须再向他处求密。因为众

生同根共本，自性里事物影子应该都是彼此相通的。所以，只要人能够客

观地反省自己，又何尝不是一种了解他人的途径？《学会理解》就是如此

换位思考的阅人之篇。为不忘山翁开示之恩，我还以《一叶一世界》而辅

证之。

佛曰：众生平等皆具如来德相……所谓“如来”，便是我等共通的

“自性”，也常被称作“智慧”。要是一旦找到它就会明白许多道理，从

此不惑而走好自己“主动”的人生路。它是眼睛明澈的前提，若已发现烦

恼与痛苦的根源还往坑里跳吗？

不是说它与生俱来，可怎么就不见踪影呢？原来是我们心上影尘厚重

将其蒙蔽太深的缘故。欲让其重见天光正如山翁所云：“一人一颗心，何

须到处求，剥去层层衣，自现金童身……”是啊，拂去上面的东西它不就

呈现了吗？

不过亲自去实践才发现，它却与世上之所获恰恰相反。比如修房造屋

是添砖加瓦的过程，而欲见其真容反倒要与日俱减，还得于减无可减处才

能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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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混浊是混入沙土的缘故，其实源头也是一汪清泉，与日俱减就如

泥尘在静定中淀出清澈的本源。溯流索泉，因为大海是涛浪放纵的深渊。

尘心涤垢的过程难道又不是在寻找人生宁静的家园？唯恐话多让心生惑，

我的本意便是《上善无为》之篇。

借用这双慧眼去看人生纵横交错的阡陌，便从此一目了然绝不再是

那张无绪的网。我就曾想：本该天大包容的心胸，一旦被贪婪填塞岂不顷

刻狭隘无比？因此而生出的人我“对立”之相，又会添加许多的利益纷争

来，正如那层层涟漪永无尽头。

要是有了这双能穿越魔障的慧眼，或许大家都会看得更宽更远？可悲

的孟子哟，就爱高估自己，总以为世间万物都因我而生，故所用之无不显

得理所当然。殊不知井底之蛙的我一觉醒来，原是庸人闭上眼睛陶醉在自

欺的黄粱里。既然是皇帝新装就无权拒绝嘲声，这算是我为《蚁国硝烟》

而写的一篇悼词。

获得快乐其实很简单，只需保证每刹那之起心动念都善意纯洁。因

为“相随心转”不光念念成形而且息息相通，常言道：种瓜得瓜，种豆得

豆，如果是戏人之念也难免结出尴尬之果。只因为自己才是念头唯一的知

情人，你说瓜豆之果该给谁呢？

感应快乐烦恼都是众生与生俱来的本能，结果的呈现通常都关联着心

起的第一念。《蚌童》篇不光是我亲身体验，而且通过《钓鱼》，我还明

白了二者如何选择。

天宇浩荡众生茫茫，说远道近，苦乐人生洒脱与累赘都源于那寸迷

茫的心光。千里虽遥终归始于脚下，敢问世间所有的快乐与烦恼，哪一次

又不是从最近的“父子”亲情间展开？若能看破其间所有假象岂不妙哉？

《培植快乐》篇便似包公对“父子”纷扰的客观仲裁。常言道：鸟飞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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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无极，鱼游阔海域无边……是因为它们亲自去飞过游过。若偏有人喧宾夺

主地说，有比它们更为精彩的感悟，我敢断言哗众者不是欺人便是自欺。

记得《蜘蛛心语》篇里有一段叙述：……久寂无应，灰蜘蛛只得又回

到它的住处……难道这不是孟子智枯慧竭之怂相么？人不欺心便卸除了自

性的枷锁，以平等心看世界就会发现原来众生都是好兄弟。只因局域不同

层面不同才致其属性相异，形态乃生存进化的自然选择，故而也就有了千

差万别之种类。

世人唯我独尊的劣根与生俱来，常常以怨报德而全然无知。若于弟

兄姊妹中独处顺境就觉得自己上天赐宠而高人一等，更将天下弱势视如草

芥嗤之以鼻。殊不知烈火炼赤金珍珠丑蚌呈，恰恰他们才是成就你的大恩

人，《疏果》终归阐明了尊贵缘于卑微的大义。

如果我们视天地为父母，难道大家不是同胞弟兄？假如又将躯身比作

天地，彼此岂不有了手足之情？确切地说众生一场又几时分开过？既如是

相处又何苦要相残、相争、相害，而不选择相容、相爱、相助呢？同根共

祖一定会有相通的感悟，或许它们身上就会给你真谛启示的箭头，说不准

还真会给你人生更为直接的答案。

翼下叽叽喳喳的雏仔，让我深切感悟了伟大的母爱，就因为此刻的神

圣让我写下了《爱的回音》。却在蚂蚁痛苦的呻吟中，发现了我深藏的冷

漠、狠毒与自私……为向被害的生灵真诚忏悔，我以《歉疚》篇明志。

躯身如车唯心所驶，没有司机的车只是闲置工具而已，人之身心亦复

如是。眼似感光球，耳犹采波器，鼻如吸味片，身比触摸屏……总之它们

只是为心获取信息的一条条线路“设施”。倘若无人使用就是一堆堆的破

铜烂铁，没有灵魂的尸身亦复如是。

一路省思不难发现，寻找人生真谛确实不能舍近求远，因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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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外求。其次，切忌颠倒而舍本逐末，因为“相随心转”。简而言之，悟

“道”修真其实就是本心除垢的过程。尘封的镜片一旦涤净，世界就会呈

现出原本的清晰与灿烂。

没有云影的天空蔚蓝深远，没有障碍的胸襟空灵无边，于是我明白了

烦恼并非别人赐予而正是自己心中滋生。所以，每遇不开心的当下就该首

先客观自省而细查己过，切莫动不动就向人兴师问罪。《播种》篇就时刻

提醒自己，在追求人生真谛的路上不要在意别人得了什么，而当先问问自

己究竟付出过多少？试问抡起大棒唤狗的《祭车》人，血腥的杀戮岂能感

应平安和谐与吉祥？这不是种豆欲收瓜的自欺又叫什么？

内心空灵思维才会敏锐清晰，对传统文化才能正确理解。如果炎黄子

孙连祖先旨意都似懂非懂甚至信口雌黄，那么这仅是糊弄面子问题还是一

个时代的悲哀？

山翁曾说：《做生》乃世人之无聊，日追月赶人生如环，何苦要在本

就完美的图上肆意地圈圈点点？即便想借此阐明某个议题，请问主角是谁

确定了吗？别忘了娇儿降临那刻也正是母亲受难关头，究竟在欢呼新生儿

的降世还是庆贺慈母之危临？

山翁开示让我猛然清醒，对“孝”文化仅仅是一知半解的皮毛而

已，原来“养”“敬”“志”三义才是其完整体系。但凡幸福人生必有身

“养”心“敬”伸“志”三全也，《爱与情》便是我对“孝”义理解的心

得体会。

直语通心本是务实求真的态度，人生寻宗又岂能言不由衷？倘若还能

忆起当初走失的位置，是不是一旦重新见到就等于找到了归家的路？但我

敢说即便不是起码也是望乡的指南。《寻宗》就是以天人合一之世界观，

践行着返璞归真的溯源理念，有诗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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