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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莫被钱奴役

古往今来，人们为钱欢喜为钱愁。

记得孩提时的一天夜晚，妈妈在煤油灯下给我们在家的三兄妹

讲了一个关于钱的故事。很早以前，有一家腰缠万贯的财主，老两

口因为钱多而经常吵架，终日不得安宁。而邻居老两口是卖豆腐

的，虽然没钱可日子过得倒很平和甜蜜。一天，财主家又为钱闹起

来，女主人说：“咱们有钱的还不如邻居卖豆腐的呢。”男当家的把

眼一瞪：“我就不信，要是他们有了钱照样得吵，不信试试？”于是

两人打赌，把一块金条用红布包好，悄悄扔进了隔壁的院子。结果

第二天晚上，卖豆腐的老两口真的打起来了，一个喊用这钱盖房，

一个闹着要置地……听完妈妈讲的故事，弟弟说：“钱好，能买好

吃的。”妹妹说：“钱不好，它让人打架。”我眨眨眼，不知道是好

还是不好，只知道没钱什么东西也买不了。

说来人都不信，我长到6岁了还没见过一块钱是什么模样，更没

尝过花钱的滋味。因为当时农村太穷了，爸爸妈妈在生产队辛辛苦

苦干一年记工分，到年终分配时才能领回两块多钱，给的还是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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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还有就是养的几只母鸡便是“家庭银行”，一个鸡蛋也只卖几分

钱。这就是全年过日子的花销和四个子女上学的费用。一次，我在

路边拣到五块钱，因为不认识就问过路的小伙子：“叔叔您看这是

钱吗？”他看我是小孩，说声“不是”装进口袋就走了。从上小学三

年级开始学雷锋做好事，我每天坚持给五保户张五娘扫院子、生炉

子、提水，时间长了五娘心里过意不去，每月给我两毛钱。我高兴

极了，心想能买六支铅笔，一块橡皮，可妈妈知道后不许我要，说

帮老人干活不能要钱。没有办法，为了买学习用品，只能放学后去

地里割草卖，一筐两分钱。我小学毕业，全班四个村的学生只有三

个考上了省重点中学，我是其中的一个。虽然全家都很高兴，可连

五块钱的学费都凑不齐，还得妈妈去借。开学后，每月只能靠两块

伍毛钱的助学金打点全部生活费和学杂费。为了省钱，就不能住

校，每天往返15里路带上窝头咸菜去走读。直到18岁，带着6个鸡

蛋3块钱参军走进了军营。

时间如流水，转眼间我已年近半百，两鬓染白。在改革开放的

大潮中我毅然辞去报社总编辑的工作，下海弄潮经商八年，手里有

了钱。也许是没钱的日子烙印太深，也许是穷怕了，从来没有乱花

过一分钱。1989年，原秦皇岛市委书记白芸生离休带着孙女来津到

我当总编辑的报社看我，我请他们吃了一顿天津狗不理包子。还有

就是今年初请蒋子龙和宁书纶老先生商谈我写的《人生歌》的书

稿，也只是一起吃了顿便饭。有的朋友好意劝我说：“做生意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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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吃喝联系感情，你赚那么多钱留着做什么？”我莞尔一笑：“饭桌

上说的多是酒话，做生意要讲真话，这是我的一个绝招。”确实，我

靠说真话办实事赚了不少钱，也交了不少朋友。把所谓应酬交际请

客吃饭的钱省下来给职工发了奖金，大家都过上了富裕日子。同

时，资助有困难的同事、朋友，赈灾，支持慈善事业等花了几万

元。我觉得这是把钱花在了正道上。在孩子的零花钱上，我也把握

得很严。我只有一个儿子，从上小学时每月给一块钱开始，到上大

学本科给两百元为限，不够用自己打工贴补。家庭富有不能先富了

孩子，特别是独生子女。不能因为我们吃苦受穷多了，就给下代超

前提供享受空间，而是应给他们多留一点创造空间和体验吃苦的机

会。我想，这才是对子女真正的爱护与负责。去年冬天，由于身体

原因，我又辞去公司工作。坐了十几年的专车没有了，儿子考虑到

每周要回老家看奶奶不方便，也省得面子上不好看，建议我买一辆

新轿车。我理解孩子的好意，钱也没问题，可是我思考再三对孩子

说：“爸爸是庄稼地走出的人，坐公共汽车或打的栽什么面儿？省

下钱来让你奶奶给那些有困难的亲朋好友贴补点不更体面吗！”平

时，我给妈妈的供养钱足够老人家吃香的喝辣的，可妈妈说：“庄

稼人粗茶淡饭保平安。”老人常把钱偷偷塞给有困难的亲戚。每每与

我谈起这些事她都心花怒放。这样，我们三口之家也养成个习惯，

生活上不能超过妈妈的水准。吃饭时掉下饭粒都要捡起来吃了，盘

子里剩点菜汤也要喝了。我认为这不是小气，人应该惜福。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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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就是这样：有是因为不乱花，没有是因为不勤劳；节俭就是

惜福养德，奢侈就是种祸积恶。人呀，应该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到

无时想有时。

在对待钱的有无、多少、来去的观念上，历来人们追求不一，

结果也不同。这使我想起了两千多年前老子在道德经中讲的“知足

即富”的至深哲理，看清了八百年前宋朝范仲淹为相几十载“捐宅

办学”的先见之明，感悟了清朝曾国藩治家之道“富不过三代”的

普遍规律。近代著名佛家居士聂云台生于官宦之家，中年出家后所

著《保富法》中列举了许多亲眼所见：上海地皮大王陈公，家资四

千万两白银，而从不济贫救灾，七年后两手空空，人无踪影；江西

阔佬周翁，惜财如命，遗产三千万两白银，十年内被子孙败尽，沦

落街头……这就是有钱人“为富不仁”得了“富贵病”的下场，使

人感慨，令人深省。再看看近一个月内报纸电视曝光的得了“发财

病”的事例吧：四川女人何道仙急于赚钱做起了皮肉生意，不知耻

辱，反觉来钱容易，还先后把18岁的女儿和23岁的儿媳招去卖身，

五年时间赚到了大钱盖起了小楼，可都染上了性病。事情败露后，

落个夫离、子散、婿逃，三个家庭俱毁。广西玉林市委书记李乘龙

与当银行行长的爱妻都40多岁，风华正茂，住有豪宅，行有轿车，

放着好日子不过，贪污受贿千万之巨，被处极刑，追悔莫及。更有

甚者，某中等城市老干部医疗办公室主任50多岁了在老干部看病无

钱报销的情况下四年多时间贪污50多万元，本来认真交待，积极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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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便可保命。而他却爱钱胜命，在家人把赃款如数上缴后仍不坦

白，甘愿用钱换一粒子弹了事。这些人为钱所惑，为钱所害，究其

原因就是做了金钱的奴隶和牺牲品。殊不知：巧取豪夺，不是改革

开放的目的，必遭果报；物欲横流，不是中华民族的追求，必受天

谴；贪污腐化，不是做人的美德，必下地狱；尔虞我诈，不是市场

经济的产物，必受惩罚。易经上说：“天道亏盈益谦，地道变盈而

流谦，鬼神祸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其要义就是讲物极必

反，阴阳平衡，盈亏互补的道理，归根结底让人要走正道，不能违

反规律走偏更不能走邪，不然必遭制裁。

钱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我逐渐明白了：君子爱财，取之有

道；君子花钱，用之正道；钱，是好东西。小人爱财，取之歪道；

小人花钱，用之邪道；钱，是坏东西。钱，本无属性，无所谓好坏

之分，只有主仆之别，不能颠倒。如果做了钱的主人，那么就应该

善待他，有钱在安排好生活的情况下，可以助善、支教、扶贫、助

残、公益等，这才是一种真正的富有或叫物质转换成精神，以达到

升华境界。要是做了钱的奴隶，不仅贻害自己，而且累及子孙，最终

把财富变成一种灾祸而已。请细玩味老子道德经中的两句话：“既以

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其道之深，其理之明，实乃道

破真谛。这也是先人圣哲对钱财的一种宽容与厚爱的态度和释解吧。

人世间，活着容易活好难。难就难在活着一天也离不开“钱”

字。没有它，生活困难：拥有它，用好了更难，真叫人操心费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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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想得宽一点，把钱看开了，当好东

道主，不管多少，无论有无，也许活得会轻松些自在点。为此，我

编了几句顺口溜供各位看官参考：

如果是这样，我想爱钱有钱便是天大的好事。钱字太深，略抒

浅见。愿天下众多缺钱的人，正道赚钱，把日子过好；愿天下少数

有钱的人，把钱花好，以利后代成长。

（张 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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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夫的悲哀

有个富翁去海边旅游，见一渔夫正悠闲自在地躺在沙滩上晒太

阳。富翁问：“天气这么好，无风无浪的，你怎么不下海捕鱼？”渔

夫说：“我捕一天鱼能吃五六天，衣食无忧，挣太多的钱啥用？”富

翁说：“成了大款，你就可以舒舒服服晒太阳了。”渔夫笑道：“我

现在不是已经正在舒舒服服晒大阳了吗？”富翁无言以对，怏怏不乐

地走了。

三年后，富翁又来到海边，有个乞丐伸手向他乞讨：“先生，

行行好，可怜可怜我，给点儿吃的吧！”富翁一怔，认出这个乞丐正

是三年前那个舒舒服服晒太阳的渔夫。富翁问：“你怎么会落到这

步田地了呢？”渔夫也认出了富翁，羞愧地低下了头。他长叹一口气

后说：“先生，我真后悔当初没听您的劝告，我目光短浅，太容易

满足。这几年，捕鱼的人多了，人家用的是高科技捕鱼新设备，我

那小破船小破网再也捕不到鱼了。”

富翁听后喃喃自语：一个人倘若满足一时的生活无忧而丧失了

进取心，该是多么的悲哀啊！是啊，生活中不也有许多像渔夫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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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于现状、小富即安的人吗。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那些

偶获成功便放弃向更大的成功努力的人，其结局定会和渔夫一样，

得到生活的惩罚。

（蓦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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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要面子活受罪

国人的特性是爱“面子”，面子者，表面也，爱面子就是爱一种

表面的虚荣。为面子可以舍弃许多，要面子可以不要肚皮。

没面子当然没趣，但把面子看得太重，却是自己给自己找个包

袱背着。而且是下雨背包袱，越背越重。明明没吃饭，朋友问：吃

点吗？你却把脑袋摇成了“拨浪鼓”说吃过了，还做出抹嘴巴的样

子，煞有介事。明明没吃饱，朋友问，还吃点吗？你却一边忍着一

边眼珠滴溜溜地望着菜盘说一声吃饱了。其实喉眼里倒流涎水呢！

明明吃完了可以兜着走，小姐问：“打包吗？”你却一副大款爷们的

样子财大气粗地说：不打了。心里却连叹可惜，暗想给妻儿老小带

上一份多够味！

这当然只是说吃的几个爱面子细节，平日里因死要面子活受罪

的事还多着呢，一弯腰便可拾一大袋子。

愈要面子愈失面子，你说这要命不要命？

（欧阳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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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出一只手”给别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二十多岁时写了一部中篇小说《穷人》，学工程

专业的他怯生生地把稿子投给《祖国纪事》。编辑格利罗维奇和涅克

拉索夫傍晚时分开始看这篇稿子，他们看了十多页后，打算再看十

多页，然后又打算再看十多页，一个人读累了，另一个人接着读，

就这样一直到晨光微露；他们再也无法抑制住激动的心情，顾不得

休息，找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住所，扑过去紧紧把他抱住，流出泪

来，涅克拉索夫性格孤僻内向，此刻也无法掩饰自己的感情。他们

告诉这个年轻人，这部作品是那么出色，让他不要放弃文学创作。

之后，涅克拉索夫和格利罗维奇又把《穷人》拿给著名文艺评论家

别林斯基看，并叫喊着：“新的果戈理出现了。”别林斯基开始不以

为然：“你以为果戈理会像蘑菇一样长得那么快呀！”但他读完以后

也激动得语无伦次，瞪着陌生的年轻人说：“你写的是什么，你了

解自己吗？”平静下来以后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你会成为一个

伟大的作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出了反应：“我一定要无愧于这种赞扬，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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