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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应本分

本分是本分者的宣言书，本分是本分者的座右铭。

本分是一种清醒的界定。做人处世，难免名利的纷争，也难断

得失之计较；人生在世，难却物欲的诱惑，更难了凡俗的需要！当

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之所欲，勿劫于人。处世为人，就

必须清楚本身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以及权利，更应该明白自己起码的

人性、人格和应有的品行。

本分也是一种理智的信念。处身于机遇与困难并存、希望与失

意同在的竞争环境，生活在道义与欲望相悖、理想与现实反差的客

观世界，人们大多憎恨卑鄙的自私贪婪，却难以抵挡它现实的功

用；人们无不渴望高尚的无私奉献，又极易淡忘它那脱俗的呼唤。

高举宁静的本分，就不难挣脱卑俗的重围，走近崇高的境界。

本分还是一种真诚的原则。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

无！也许人生这个特殊的生命过程中，不乏自私的潜在，也许那动

人的情分，业已无济于膨胀的欲求。但那不曾泯灭的良知和道义，

总在警醒疲惫的心灵。自尊自律，即便没能获得丰厚的回报，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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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守己，至少可能收获心安理得。

本分更是一种严肃的操守。君子乐得其志，小人乐得其事；君

子爱财，取之有道。无法无天毕竟是狂徒霉烂的行径，卑鄙无耻终

归是宵小之流的勾当。向往富贵和辉煌，应该珍惜清贫和寂寞；期

盼成功与幸福，必须正视失败和痛苦！胸怀坦荡，勿须企盼高尚的

光芒，守护自我，何必畏惧卑鄙的风浪。

本分是一种力量，一种成熟的力量；本分是一种智慧，一种闪

光的智慧——不在本分中无憾地死去，就在本分中不悔地前行！

（朱雄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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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的决定负责

命运对人似乎很不公平，作为广播和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我

听人们倾诉生活经历已经20年了，几年前，当有听众一而再、再而

三地向我悲诉“厄运”时，我开始思索这种做法的下意识动机——

不外乎让我产生下面一类联想：“她在很小时候就被父亲抛弃了，

理所当然她不相信任何一个男人；她的生活过得这么糟，根源全在

于此！”

巧妙的自我麻醉术，大妙了！一个人过去的不幸遭遇，难道真

的是造成他现在全部难题的原因吗？我不由得对这种态度深为担

忧，因为它会使人以“受害者”自居，从而心安理得地怨天尤人，

裹足不前。

凯西就是这样的一个听众，她在电话里告诉我她在25岁时第二

次婚姻又破裂了，“凯西，”我打断她，“你的第一个丈夫粗暴，第

二个丈夫吸毒，难道事前你一无所知吗？”

“婚前我就猜到了几分，”她的回答惊人地坦率，“但是我的父

母离婚，兄弟又不幸死去，我苦恼得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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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这“苦恼得要命”导致她两次轻率地走进婚姻之门，企图以此

摆脱精神痛苦。现在，她是带着两次婚姻留下的三个孩子艰难度日

的单身母亲。

看来，“受害者”反复倾诉苦难多数是出于这样的心理需要：

“想想我经受的伤害、失望和心灵创痛吧！因此，我不能对给自己生

活造成的不幸和给别人带来的麻烦负责……”

我不禁要问，难道他们真的相信：仅仅出身高贵、教养良好、

社会条件优越的人才能——并且愿意——以勇气、毅力和责任感对

待生活吗？难道他们真的相信：懒惰、怯懦、不负责任仅仅是某种

精神或神经症的产物吗？

自欺欺人之谈！

你也许会讥讽我“唱高调”，甚至骂我“冷血动物”，但我坚持

认为：即使一个人的过去有种种缺憾，他仍可以选择今后的生活道

路，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生活原本如此。当然，你

可以拿“你怎么可以谴责受害者，让他们对惨遭的不幸负责”一类

话来反驳我，但是，谴责受害者和努力使他们明白“弃旧图新，改

变生活得靠自己”的道理完全是两码事！

今天，不少失败者不愿承认自己有自由的意志和不可推卸的责

任，我们生活的地方已经变成了一个充斥借口的国家，“我是受害

者”成了时髦的用语。有一幅叫做“弗兰克和欧内斯特”的喜剧连

环画，两个流浪汉靠墙坐着聊天，一个问：“你相信这是命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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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答：“当然，我可不愿意承认落到这个地步是因为有些自己

可以把握的事没把握好！”

当然，我的听众中也不乏勇敢面对厄运的人，在听他们谈体会

后，我的结论是：失败者要想建立自尊心和健康的人际关系，必须

从决心做已确定的事开始。

30岁的贝思给我写信谈到她不幸的童年：先后被一个陌生人和

一个父亲的朋友强奸；父母在她6岁时离了婚；由于太穷而上不起大

学。“在这种背景下，我极有可能甘当‘受害者’，”她说，“但

是，我选择了以勤奋工作和坚持不懈来改变生活条件的道路，虽然

我的某些决定未能完全摆脱童年经历的影响，但我仍要求自己对自

己做出的决定负责。不管我们过去如何，只要决定从现在起弃旧图

新，我们就会变成较有出息的人，这个世界也会变成较为光明的生

活场所！”

说得太好了，承认本人应对生活搞得一团糟负责虽然令人痛

苦，但是，只有这种承认才能给你力量去改变现状。

21岁的基恩吸毒8年了，“我什么毒品都吸过”，他承认，他过

去觉得“和朋友们寻欢作乐，大刺激了，叫人欲罢不能。”

现在他戒了毒。“我过去有一些人生目标，但总是达不到，”基

恩告诉我，“我尝试过改变工作、朋友和恋人，却全无效果。最后

我明白了：恶根就在我自己身上——而这是吸毒种下的。”

基恩决定向自己的坏习惯开战——彻底甩掉它！再不原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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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己，再不当“受害者”。

人生难免会有变故、冲突、孤独、失败，有时，生活就像是一

场障碍滑雪赛，一条充满荆棘的路，一种烈火灭身的考验，甚至是

上苍对你开的一个糟糕的玩笑。从某一时期说，我不认为你遇到的

不幸都是你的错误或你的行为结果，但我确实认为，从长期看，你

的生活质量和“幸运”与否，却是由你的勇气、道德选择和人生观

来决定的。

这就好比你承包一项工程，运来的建筑材料中有坏砖和劣钢，

但你仍然得当承包商，怎么办？躺倒不干吗？以次充好吗？叹息

“命运”吗？改变计划吗？坐等优质材料吗？

一位叫克里斯蒂娜的听众写得好：“我们越是抱怨别人给我们

造成的困难大，浪费的时间就越多；因为在你抱怨的时候，就没有

心情采取行动！”

（日昌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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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之心不可无

于我而言，儿时所敬畏的，不是漆黑的夜和凶恶的鬼，而是天

上的闪电雷霆。当它袭向人间时，老祖母总会喃喃道：喏，某年某

月，某某就是被这样的金钩电闪给轰死的，因为他不忠不孝。或

者，母亲也会搂着我谆谆道：那是老天爷发怒了，不知是谁又做了

伤天害理之事。或许因为这样的告诫与暗示起了作用吧，每当听到

那惊雷亮闪，我便对“天罚”有了敬畏之心——敬仰它那对人间邪

恶无所不察的睿智；畏惧它那对人世之事善恶有报的威严。于是，

每当远方传来老天爷的第一声呵斥时，便自然加入到了孩子们的合

唱之中：“天老爷，莫打雷，请你娃娃吃白米！”……

人一长大，自然不信那全然没有科学依据的“天罚”之说。尽

管如此，当我踟蹰于那善恶是非之门前时，仍然会不由自主地忆起

童年时代的“天罚”故事，想起孔夫子“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

言”的古训，尤其是看到反腐、严打中那些无法无天的奸邪之徒

时，更对老天有眼添了几分情感上的倾斜。与其信其无，莫如信其

有：当初他们如果也懂得敬畏，懂得老天用雷电在呵护自己，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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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也许不至于步入歧途，受到法律惩处吧？

还记得威廉·戈尔丁在小说《蝇王》中，把人在嗜血本能占上风

时堕落为“人兽”的轨迹描述得令人触目惊心。其实，人性中假恶丑

的一面，往往是在失去了对天罚的敬畏或者法律之堤的挟制，才像洪

水猛兽般地肆虐开来的。陀斯妥也夫斯基说得好：“假如魔鬼并不存

在，实际上是人创造了它。那么，人准是按照自己的模子创造它

的。”为了搬掉这具可怕的模子，我们确有必要恢复另一种可怕——

对于外在法律内在道德的惧怕之心。或许古人早就明白这一点，不

然，我们的老祖宗何以提出君子有三畏的训示？不然，西方又何以

有圣经上的摩西十诫以及忏悔仪式等等？看来，尽管科学早已解释

了电闪雷鸣的物理原由，论证了因果报应的无稽，可是，在做人处

世的现实中，人们内心依然要给“天罚”之类留下一点位置，以便

让内在的道德约束自己的行为，不违背诚实善良、正直无私等从古

至今别无二致的基本规则。

美国《读者文摘》曾做过一次“丢失”钱包的道德实验。在12

个地方“丢失”的120个钱包，结果归还了三分之二。许多归还者认

为，他们的这种品行源于对上帝的信仰，其实从另一角度来说就是

对上帝的敬畏。我国从来不缺乏社会公认的准则，例如儒家的纲常

信条、大同的社会理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道德需求等等。这些

准则，不依然是使人敬畏之动力吗？今天，为了使人性之恶不至于

泛滥，我们只能求助于法律的健全与公众舆论的监督，去铸造人们

-- 008



的一颗敬畏之心了。

法纪与道德的实施，能让人心灵震撼的原因，全在于它们本身

的权威性、严肃性。古代邯郸的百姓常在过年那天为国君赵简子献

上斑鸠，以祝长寿。赵简子不仅收下它，还重赏献鸟者。他自得地

说：“正月初一放生，说明我有恩德呵！”可是，一旁有说客立即指

出：“百姓知道你放生，才敢争相捕捉，这样只能使斑鸠死得更多

更快。如果你真要让它们活下去，不如干脆全部禁捕。捕捉了又放

掉，如此恩德与过失实在不能互补呵！”显然，禁中有放，网开一

面，便失去了法纪的严肃性，人们敬畏的不是法纪，反而只是君王

的权势，这怎能不将人性中恶的一面——逢迎屈从释放出来呢？古

代还有一个叫曲端的将军，因其当副将的叔叔吃了败仗，他就按军

法将其处斩。在给叔叔的祭文中他痛哭道：“啊，斩副将的是泾原

部统制的主将，祭叔叔的是侄子曲端。”在这公与私之间，无情与有

情之间，谁能不为那执法如山大义灭亲的行为而怦然心动凛然兴

叹？谁又能不为他捍卫法律的权威性而肃然起敬怵然生畏呢？

说到底，敬畏又是一种个人心态，一种出于道德法纪自律的心

态。它的养成，除了维护道德法纪的严肃与权威外，还有赖于社会

大环境的熏陶。当年，大画家梵·高在矿区当牧师时，同矿工们一道

乘升降机来到地层深处，他不禁产生一种进入地狱的恐惧之感，于

是请教老矿工：是否因为习惯了，你们才没有了恐惧？可矿工们却

说：“不，我们永远不会习惯，永远恐惧——只不过我们学会了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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