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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Fo r e w o rd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个体生命的 “ 童年 ” , 单纯 、 无邪 、 明 亮 ,

充满理想 , 是人生 中 的 “ 梦之 乡 ” , 它 不 可重复 , 留 下 的是永恒

的 神圣记忆 。 一 个人有没有这样的神圣记忆 , 是大不 一样的 。    

青少年的主要任务是学 习 知识 , 通过知识的 学 习 、 积 累 , 构

筑一 片 属 于 自 己 的精神 家 园 。 每个人都应该有 自 己 的精神 家 园 ,

从某种意义上讲 , 它 比知识本 身更重要 , 虽 然 , 精神 家 园 的 构筑

必 须建立在 学 习 的 基础上 , 但如 果学 习 不 以 构 筑精神 家 园 为 目

标 , 那是徒劳无功 的 。    

本套 系 列 丛书 从构建学 生精神 家 园 这一 主 旨 出 发 , 去思 考 、

设置青少年阅读教育的 内 容与 方 式 , 帮 助 青 少年朋友在 阅 读 中发

现和提升 自 我 , 营造 自 己 的精神 家 园 。 虽 然 , 就生 活平 面 而 言 ,

青 少年远不及成年人宽 泛 , 社会阅 历 有限 , 但他们 可 以通过书 籍

这个通道 , 去打破时空的 限制 , 穿梭古今 , 漫游于人类所创造的

精神空 间 , 从而拓展 自 己 的 精神生 活层面 , 提高 精神 生 活质量 。

在 阅 读过程 中 , 他们 可与 创造人类与 民族精神财富 的 大师 、 巨人

们 对话 , 体味大师 、 巨人们在书 中所描述的 生活 , 感悟前所未有

的精神境界 , 开创丰 富 、 有价值的 “ 第 二生活 ” 。    

本书 自 始至终贯穿 着这样的 全新理念 :  “ 在 阅读好书 中 构建

自 己的精神 家 园 ” , 让 同 学们在自 己 感 兴趣的 问 题 中 展开 广 泛阅

读 , 在广 泛的 阅读 中挑选 出 一篇 或一组真正感动 、 启 迪 自 己 的 文

学精品 , 并把这些 精品 当 作 自 己 研究 社会 、 研究 人生 、 研究历

史 , 甚至是研究 自 己 的 案例 。 在读 、 品 、 悟的过程 中 , 激活 自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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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思想 、 感 情 , 初 步 学会用 人文社科的 研 究 方 法去探究 文 学 案

倒 , 用 自 己 的眼睛和心灵观察 、 体验 、 构建新 的 生活世界和 艺 术

世界 。    

教育理论家们所倡导 的 “ 自 主性学 习 ” 、 “ 探究 式 学 习 ” , 以

致 “ 快 乐 学 习 ” 、  “ 快 乐教育 ” 等理念和情景在这里得到 了 最充

分的体现 , 在此 , 同 学们 可以 由衷体验到 自 主 习 的 愉悦 , 开启 一

种新的 阅 读方式 , 使 “ 我 手 写我 口 ” 、  “ 我手 写我 心 ” 的 写 作本

体现得到 真正的 体现和升华 , 这是真正 意义 上的 “ 成 功教育 ” 、

“ 快 乐教育 ” … …    

应试教育 的 最大 问题在于它 剥夺 了 孩子们仰 望星 空 的 幻 想权

利 , 压抑了 他们好奇 、 探索 、 发现 、 创 造的 欲望 , 用 残酷的 生存

竞争 , 打磨他们 生存的锐 气 , 消 解他们的 理想与 青春激情 , 最终

把他们 变成一个 “ 成熟 ” 的庸人… …    

我们这套书 所要做的 工作 , 不过是将所有的 阅 读 、 品悟升华

为 纯净 而 丰 厚的 心 灵史诗 , 用 阅 读 来 陶 冶 心 灵 , 营造精神 的 家

园 , 把 “ 属 于孩子 的还给孩子 ” , 放手让他们 自 由 、 健康地成 长 。    

本书编委会

2 0 1 0 年 9 月 2 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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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 个微笑代表一 个希望, 每个希望带着气份光芒 , 点 亮 心

灵每个暗淡 的 角 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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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

冰 心    

雨声渐渐地住了 , 窗帘后隐隐的透进清光来 。 推开窗户 一看 , 呀 ! 凉云

散了 , 树叶上的残滴 , 映着月 儿 , 好似荧光千点 , 闪 闪烁烁地动着 。 ——真没

想到苦雨孤灯之后 , 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 图画 !    

凭窗站了一会儿 , 微微的觉得凉意侵人 。 转过身来 , 忽然眼花缭乱 , 屋

子里的别 的东西 , 都隐在光云里 ; 一片幽辉 , 浸着墙上画 中的 安琪儿 。 ——

这 白衣的安琪儿 , 抱着花儿 , 扬着翅儿 , 向着我微微 的笑 。 “ 这笑容仿佛在哪

儿看见过似的 , 什么 时候 , 我曾 …… ” 我不知不觉地便坐在窗 口 下想 , ——默

默地想 。    

严闭 的心幕 , 慢慢的拉开了 , 涌 出 五年前的一个印象 。 ——一条很长的

古道 。 驴脚下的泥 , 兀 自滑滑的 。 田 沟里的水潺潺的 流着 。 近村的绿树 , 都

笼在湿烟里 。 弓儿似 的新月 , 挂在树梢 。 一边走着 , 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 ,

抱着一堆灿 白 的东西 。 驴儿过去了 , 无意中 回头一看 。 ——他抱着花儿 , 赤

着脚儿 , 向着我微微的笑 。    

“这笑容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 ! ”我仍是想——默默地想 。    

又现出一重心幕来 , 也慢慢的拉开了 , 涌 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 。 ——茅

檐下的雨水 , 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来 。 土阶边的泡儿 , 泛来泛去 的乱转 。 门

前的麦垅和葡萄架子 , 都濯得新黄嫩绿的非常鲜丽 。 —— 一会儿好容易雨

晴了 , 连忙走下坡儿去 。 迎头看见月 儿从海面上来了 , 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

下了 , 站住了 , 回过头来 。 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儿 , 抱着花儿 , 向

着我微微的笑 。    

这 同样微妙的神 情 , 好似游丝一 般 , 飘飘漾漾 的合了拢来 , 绾在一起 。

这时心下光 明澄静 , 如登仙界 , 如归故 乡 。 眼前浮现的 三个笑容 , 一 时融化

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



快 乐赏析    

曾 经有一位作家说过 , “ 爱 的 微笑像一把神奇 的钥 匙 , 可 以 打开 心 灵 的

迷宫 , 它 的光芒照 亮 周 围 的 一切 , 给周 围 的 气氛增添 了 温 暖和 同 情 、 殷切的

期 望 和奇妙的幻 景 。 ” 这句话可谓是本文主 旨 的 另 一种表达 。    

作者在文章描写 的是那种 没有一 点 儿 声 音 , 只是真诚 、 自 然 、 纯净 的 微

笑 , 然而 , 在这宁静的环境 中 , 好像听到 一 首优 美 的 乐 曲 , 作者不知不 觉 地走

进 了 一种宁静的 天地 , 而 且深深地被 陶 醉 , 乐 曲 始 终是看 不 见的 , 唯一 的 是

三张真诚 、 自 然 、 纯净 的 微笑 的脸 , 那 笑 声 似乎在 空 中 漂 浮 着 , 笑 得那 么 温

柔 , 那 么甜蜜 , 那 么 纯 真 。 陪 同 微笑 出 现 的 鲜花 , 则 把这一切衬托得更加 美

丽 、 温馨 , 让人不 由 自 主地从心 中感叹 : 微笑的魅力 就有这 么 大 !    

爱 自 己原 本也没有错 , 我们都是凡人 。 然 而无论 “ 利 己 心 ” 走得 多 远 , 只

要有善念相伴 , 我们都会是一个好人 。

培植善念

鲍 尔 吉 · 原 野    

过去 , 西藏有一位高僧 叫潘公杰 , 每天打坐 , 在面前放黑 白两堆小石子 ,

来辨识善念恶念 。 善念出 现时 , 拿一颗 白 石子放在一边 ; 恶念出 现时 , 取黑

石子 。    

佛法 中的善念是利益大众 , 恶念则不简单指杀人越货 。 在脑 中转瞬即

逝的享乐之念以及贪慕 、嫉妒 、 嗔恼等都可称之恶念 。 而欺诈偷盗 已是罪不

容赦了 。    

以现今的 角 度 阐述 , 善念 即仁爱 , 而恶 念不过是欲望 。 欲望 是什么 ?



“ 是我们保持生存的 主要工具 ” ( 卢梭 ) 。 由 于欲望的 指引 , 人生克服种种 困

难走 向满足 。 “ 因此 , 为 了保持我们 的生存 , 我们必须爱 自 己 , 爱 自 己 要胜过

爱其他一切东西 ” ( 卢梭 ) 。 可见 自 私的本性已经深植人性之中 , 所谓欲望实

为生存之道 , 不应有善恶之分 。 然而 , 爱 自 己须有一个限度 , 超过 了此限 , 就

可能变成恶 , 甚至罪 。 而人的欲望恰恰是永无止境的 。 因此 , 为了共 同 的利

益 , 爱 自 己还应该爱我们生存的环境 , 注意到别人也需要爱 。 不能推及他人

与环境的爱 , 叫作冷酷 , 这就是恶的生成 。    

一个人把爱兼及他人与环境 , 包括植物 、 动物 。 佛法称此为 “ 慈 ” 。 如果

目 睹苦寒之 中的贫儿老妇 , 心里生出 一点点 同情心 , 则是另 一种大善 。 这种

情怀 , 即所谓 “ 悲 ” 。 慈悲两字 , 听起来有些苍老 。 有人甚至会觉得它 陈腐 ,

实际它穿越时代 , 是凝注苍生 的大境界 。 今天流行的 “关怀 ” 以及 “ 温馨 ” , 不

过是它的现代版 , 内涵如一 。    

善念其实是小小 的火苗 , 倘若不精心护佑 , 它在心 中也就旋生旋灭 了 。

并非说 , 只有造福万代才叫 善 。 譬如有人建议削平喜马拉雅 山 , 让 印度洋的

暖流涌入 , 使干旱的西北大地变成热带雨林 。 此善大则大矣 , 却要我们等待

太久 。 古人有诗 : “ 为鼠常留 饭 , 怜蛾不点灯 。 ” 虽然琐细 , 读后感觉心 中暖暖

的 , 大过印度洋的 暖流 。    

潘公杰大师在黑 白 石子 中辨识善恶二念 , 到晚上检点 。 开始 时黑石子

多 。 他掴 自 己 的耳光 , 甚至痛哭 、 自 责 , 你在苦海里轮回 , 还不知悔过么 ? 3 0

多年之后 , 他手下全变成 白 石子了 , 大师修成菩提道 。



    我们达不到高僧那种 至纯之境 。 爱 自 己原本也没有错 , 我们是凡人 。

然而无论 “ 利己心 ”走得多远 , 有善念相伴 , 你都会是一个好人 。

快 乐赏析    

作者用层层深入的 结构 , 紧扣题 目 “ 培植 ”二字 , 把“ 爱 ” 的种子 种在每个

人的 心里 。 从高僧如何培植 自 己 的善念开始说起 , 让人觉得 “ 善 ” 高 不可攀 ,

培植 “善 ” 更需要坚若磐石 的意 志 , 接着 作者分析 “ 善” 与 “ 恶 ” 其 实 只 有一 步

之遥 。 除 了 爱 自 己 , 还要爱 他人与 环境 , 这就是 “ 善念 ” , 进一 步 阐 述 , 除 了

“善念 ” 还应该有 “ 善行 ” , 特别是举手之劳 而让人心 中 暖暖的 “ 小 善行” , 至

此 , “ 善念 ” 已 然 “ 培植 ” 到 每一位读者心 目 中 。    

我们都 不是圣人 , 无法像西藏 大 师般摒除一切 恶念 , 一心 为 善 。 但善念

是灵魂的庙 宇 , 少 了 它 的庇护 , 心 灵将不 复 闪 光 。 “ 勿 以 恶 小 而 为 之 , 勿 以善

小 而 不 为 。 ” 培植善念 , 让手 中 的刻 刀 不至弯 曲 , 让雕琢的天使形神俱备 。    

正如文中 所言 , 把行善之心 由 己及人 , 对万 物 关怀 , 是为 “ 慈 ” ; 看 见别人

遇难 , 心生怜悯是为 “ 悲 ” 。 “ 为 鼠常留饭 , 怜蛾不点 灯” , 事虽 琐 细 , 读起来却

让人心 头一暖 。 用 善念雕塑 自 己 , 并不 需要计较刻 刀 大 小 , 为 之 , 金石 可镂 。    

默默注视 , 去发现那些 习 以 为 常或视而 不见但却可 以 改变 的苦难 , 相 信

这种眼光能改变一切 。    

没有人能救下一只羊    

查 一 路

弗雷泽匆匆地赶路 , 他手持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生 的文凭 , 去一家慈



善机构应聘 。 从事慈善事业是弗雷泽一生的 理想 。 去 的路上 , 弗雷泽在一

家烧烤店门 口 停了下来 。 这家烧烤店正在宰一只 活生生的羊 , 店 主为了标

榜新鲜 , 招揽顾客 , 把屠宰的地点就选在了烧烤店的 门 口 。    

弗雷泽经过时 , 刀锋正在逼近羊的脖子 , 许多 围 观的人尖声 地叫 了起

来 。 正当刀锋要亲吻小羊幼嫩的肌肤时 , 弗 雷泽看了看表 , 犹豫 了一会儿 ,

最终作出 了选择 。 他挤进人群 , 走到店主的 面前 , 做店主的 思想工作 。 店主

微微一笑 , 我宰我的 羊 , 与你何干 ? 再说 , 我 不宰这只羊 , 会宰另 一 只羊 , 你

不可能救下天下所有的 羊 。    

无奈 , 弗雷泽挤出人群匆匆赶路。 快接近慈善 中心的那栋大楼时 , 一个

流浪汉拦住他 , 想跟他说点什么 , 弗雷泽看一看表 , 早过了预定的时间 , 弗雷

泽心急如焚地把流浪汉推开 。    

慈善机构的负责人 、 谢顶的约翰逊先生 , 坐在沙发上 , 显 然有些不满 。

弗雷泽慷慨陈词 , 描述 了 自 己如何想救一只羊 。 约翰逊先生更为不满 , 年轻

人 , 你忽略了另 外一个细节 , 你在门 口 不耐烦地打发 了一个流浪汉 。    

约翰逊让弗雷泽过去 , 一扇 很大的落地窗户 , 窗外 的一切尽收眼底 , 包

括对面的烧烤店和大楼门前的那条街 。 不过 , 弗雷泽不 明 白 自 己所做有何

不妥 , 毕竟 , 一只羊正面临 着刀 锋 , 是生存问 题 , 而流浪汉面 临饥渴 , 是生活

问题 。    

“无法改变天下 的羊被屠 宰的命运 , 但是你可 以改变一个人 的生 活境

况 。 ”约翰逊先生说 , “ 我每天站在窗前看对面 的烧烤店 , 一群群围观的人徒

劳无益地叹息 , 然后走开 , 犹如一场场激情的道德表演 , 结果是没有人能救

下一只羊 ; 而可 以改变的 苦难 , 只 需要伸手到 口 袋里去掏一枚硬 币 , 却 没有

人暗地里悄悄地去做 。 ”    

“没有人能救下一只羊 , 没有人不可 以改变另一个人的生活 ? ”弗雷泽喃

喃 自语 。    

约翰逊先生攀着弗雷泽的 双肩说 : “ 默默注视 , 去发现那些 习 以为常或

视而不见但却可 以改变的苦难 , 相信这种眼光能改变一切 。 ”

快乐 赏 析    

本文以 小说的形 式 , 由 一 只 羊的命运表现人间 生 活 的 善 恶 、 恐惧 、 饥饿

和无奈 , 虽 然人性 中 的 温暖并 未完全泯灭 , 但 阴 寒的 感 觉仍使人不 寒而 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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