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时候，一大堆的事赶在一起来了，而且还
有时间限制，让我很烦。 
看到英文中有一句话： 
“I am not myself.”意思 
是“我烦着呢”，照字面 
译是“我不是我自己”， 
是啊：我都不是我自己 
了，那还能不烦吗？ 
所以，我要做我自己。 
现在，我以一个修炼人的 

心态来做事，不再被外 
界的忙乱带动、不被 
多余的欲望搅扰，把帮助 
别人的事和工作上的事都当作自己想做的
事，只想着做好我应该做的，这样能把事情
做的又快又好，没有了“忙”，只有心无旁
骛的“快”，没有了“烦”，只有随其自然
的平静。想起古人那种乐天知命的心态和生
活，真是羡慕啊，比较起来还是欧洲国家的
生活更接近于人的正常生活。李洪志老师在
《放下执著》中说：“世间人都迷，执著名
与利，古人诚而善，心静福寿齐。”一语道
破天机。修炼人通过修炼能够返本归真，返
回自己的先天本性，离“道”越来越近，想
到此，心里真是：春意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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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冬天有一段时间很
忙，忙的没顾上做饭，一直在
外面买东西吃，忙过之后收拾
一下家里的菜篮子、果篮子，
发现：土豆长芽了，白菜开花
了，苹果也起皱了，不由的笑
起自己来。  

生活在大陆的人大多很
忙，忙的很多事顾不上，但好
像又习惯于忙，有的人要是偶
尔不忙的话，真不知道干什么
好，很多退休的人本可以享受
天伦之乐了，却还要去上班，
他们说：在家里实在闲的呆不
住。有的人刚去欧洲时，不习
惯那里的生活节奏，觉得太慢 
了，也想不通为
什么自己在国内
的时候，一天到
晚追名逐利的忙
还是贫穷，而欧
洲人并不是那么
紧张忙碌，生活
却很轻松、很富
有。 

 
 
 

中国的汉字是有意义
的，看到有人解字说“忙”
字是个“竖心”加个“亡”
字，就是“心死”，我由此
想到：“忙”很多时候并不
是自己的本心在动，而是被
外界的什么力量所带动，也
就是说那个时候，活的不是
自己。我还认为“忙”的生
活是一种变异的生活，现在
大陆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差， 

人们普遍有生存危机
感，竞争激烈，而“奋斗”
的成果很多是被腐败的官员
用于腐败或内耗了，所以忙
的看不到希望。 

我们中国人哪，特
别是知识份子，在经历
了共产党的各种政治运
动的盲从之后，现在普
遍自我感觉比较“理
性”、“成熟”了。 

这反映到对于社会
问题的认识上，就使人
们产生出一种似乎看起
来很“冷静”的情绪：
一是认为共产党是强
权，惹它不起，说了也
没用；二是容忍于以国
情 、 民 情 的 “ 特 殊
性”，来为不合情理的
现实，甚至严重的人权
侵犯作解释、找理由。 

于 是 ， 感 觉 “ 理
性”的人们变得比较
“无奈”了，关注更多
的是自己眼前的利益，
对于社会不公、腐败、
人权、言论信仰自由等
敏感问题，人们只是满
足于私下里发发牢骚， 

就算想，也用“慢慢来，情况
会越来越好”的幻想来说服和
宽慰自己。 

这种“无奈”真的是理性
吗？ 

一般说来，理性来自于自
己的独立思考。但是用所谓
“国情”来忽视人权迫害的说

辞，基本上同中共的宣传一模
一样，很难说那是自己独立思
考的结果。 

说到国情，“家家都有本
难念的经”，看看世界上多少
国家的总统不是弄得焦头烂
额？但别人并没有用“国情”
来限制自己人民的诉求，让人
民“不作为”，只让统治者自
己“作为”。中共强调所谓的
“国情”不过是为了维护自己
的统治和集团利益找借口。举
个简单的例子，中共说百姓的
文化素质不高，所以不能搞选
举。可是，香港人的文化素质
应该够高了吧，为什么还要一
再推迟香港搞普选呢？我们这
里先不讨论选举好不好，就是
说“国情”不过是被中共搓捏
的道具而已。 

所以，人们在党文化的教
育下形成了自觉的“理性”思
考，其实并不真正理性。其中
不理性的最大表现就是，似乎
面对中共强权显得“无奈”，
但却又在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
的要去为中共的恶行败迹辩
护。 

比如，你说中共的人权记
录不好，有人就会理直气壮的
说美国也有人权不好的时候，
凭什么说中共不好呢？听起来
是不是好象很“理性”？不过

人世苦
 

人世苦 
生老病死苦 

富贵荣华转眼无
欲求不得苦中苦

名利情当福 
到头来 

赤条条全无 
 

人生茫茫归何处
返本归真苦海出
修炼方得度 ◇ 

大家仔细想想： 
中国人权的改善是对

谁有好处？当然是我们老
百姓自己了。 

这种所谓的“理性”
有助于中共改善人权吗？
我们知道，只有批评中
共，才能促使它改进。如
果用鸡蛋里挑骨头的办法
去找受迫害人的不是，然
后来为恶名远扬的中共开
脱，中共还需改进吗？ 

这种用类比来找理由
的做法最受用的是谁？当
然是中共了。我们老百姓
为什么要鼓励中共继续作
恶来压制我们老百姓自己
呢？ 

可见，本来一个再简
单不过的有利于老百姓的
事情，在党文化的氛围中
却不知不觉在所谓“理
性”“成熟”的幌子下变
得有利于中共继续欺压人
民了。“被人卖了还帮人
数钱”，怎么能还说是
“理性”呢？ 

（文／欧阳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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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劈旗杆 不祥之兆  
2005 年 7 月 21 日下午 3 点 10

分，天阴的很，风刮的很大，不一会
下起了瓢泼大雨，对面看不见人，电
闪雷鸣，伴随着的一道闪电，咔嚓一 
声清脆的雷声，把关押大法弟子的朝阳沟劳教所大
门上的挂着国旗的旗杆给劈倒了，所有人都说不是
好兆头，“树倒猢狲散”。2005 年 10 月 1 日，朝阳
沟劳教所在操场东面空地上升旗，集合所有人宣
誓，不一会，刚升上去的旗自动下降了一尺多，等
到下午，就成了降半旗。大家都说这共产党真要完
蛋了。第二天一个狱警跑过去把旗扯下来拿走了。
◇ 

妹夫小王与朋友合伙在东北某地开铁矿。不久
前，两人开车回河北老家办事，夜间行车走山道，由
于两人都很忙累，疲劳驾驶的小王睡着了，车从山路
冲向 50 多米的大沟里，沟底有树，车在树空中跌跌
撞撞穿行时，两人才醒来，吓了一身冷汗，车几近报
废，而人却一点皮都没伤着。天亮时，找来当地居民
帮忙抬车，众人都觉得奇怪：车从那么高摔下来，车
都撞瘪了，人没事儿，这事儿真是太神奇了！这时小
王突然想起，自己已退党，身上 
还有大法护身符，小王的眼泪
流下来了，大声喊：“退党真
是保平安哪！大法护身符真
灵！谢谢，谢谢啊！” ◇ 

《三国演义》是中国文化精髓的一部份，作者罗贯
中以一曲《临江仙》开篇，不仅概括了整个三国故事，
而且其宁静致远的意境浓缩了整个人生。有人说罗贯中
是一位学佛的居士，这一点从《三国演义》给人的启发
与沉思中可以看出。如果不是对佛学有很深的研究并身
体力行，是很难写出如此发人深省的杰作。一部好的作
品，除了脍炙人口以外，更重要的是引起人们对生活和
人生的思考，沉淀心中的杂质，使境界得到升华，让读
者与作者引起共鸣，其作用决不亚于哲学对人的启迪。 

随遇而安，顺应天道 
修行佛道的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淡泊名利，随遇

而安，顺应天道，人永远无法和自然规律抗衡。除了佛
法，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也提倡“顺天者昌，逆天者
亡”，人是自然的一部份，当然要遵循自然规律行事，
不要执著自己的见解，因为一切皆空，执著除了带来痛
苦，别的什么也得不到。 

诸葛亮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典型，以至
后人留下了“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的感
叹。但是他“七出祁山”的逆天行事终以失败而告终。
当汉朝气数将尽时，任何人都挽救不了它的灭亡，这也
就是为什么当刘备三顾茅庐寻访诸葛亮未遇时，巧遇崔
州平，恳请他出山复兴汉室时，崔州平拒绝的原因。 

崔直言相告，汉朝气数将尽，
不是人力所能挽回，劝刘备顺应天
意，但刘备胸怀大志，无法放弃复
兴汉室的理想，因此真诚邀请诸葛
亮出山，诸葛亮为了报答知遇之
恩，竭尽全力贡献自己的才华，可
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
外”，年轻时代百战百胜，以至使
曹操闻风丧胆，让周瑜英年早逝，
但即使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能掐
会算的诸葛亮，当逆天行事时，也
挽救不了失败的命运。事实上劁周
一直上奏后主刘禅，夜观天象的结
果是魏不当绝，此时北伐不利，诸
葛亮智慧过人，岂能不知天象，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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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为了报答托孤之重，宁愿逆天行事，即使知道失败，也
要按自己的意愿去做，其情可嘉；但任何东西都不是永
久的，包括人类的生命，因此，理智上来说，执著的追
求没有任何意义，诸葛亮费尽千辛万苦，用毕生心血建
立的蜀国，最后还是让刘禅拱手让给了魏国，诸葛亮的
功绩今何在？只为后人留下无限的感慨！时也？运也？
还是命也？ 

有舍才有得 
佛家讲“舍得”，有舍才有得，小舍小得，大舍大

得，不舍不得，同时教导众生舍去自私自利，以德为
本，中国古语也有“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可载舟，
亦可覆舟”，刘备可谓深谙此道，魏蜀吴三国之中，刘
备势力最弱，然最终能得“三分天下有其一”的结果，
除了与诸葛亮的忠心耿耿，料事如神分不开外，与刘备
的德行也有很大关系，他能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
用”，倘若刘备怀疑诸葛亮，那么诸葛亮纵有天大的才
能，也难以施展，当刘备问及诸葛亮有多大的智谋时，
诸葛亮回答“主公有多大胆略，亮就有多大谋略”，刘
备便当机立断把自己的佩剑交给诸葛亮，此等行为，又
岂是小肚鸡肠之人所能企及？ 

再者，刘备具有仁义之心，以百姓为重，不愿抛弃
百姓，携民渡江的场面感人至深，刘备虽不占天时和地
利，但他占了个人和，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义薄云天的
故事千古传颂，至今无有出其右者，这样的胸怀，不成
大事，也实是不合天道；另一方面，刘备仁德之心人所
共知，他好不容易得了谋士徐庶，但当得知徐庶之母被
囚禁在曹营时，在徐庶得知大量军事机密的情况下，便
毫不犹豫地放走徐庶探母，此等胸襟，非常人所能及，
因此才有了徐庶“回马荐诸葛”及“进曹营一言不发”
的故事，正是因为刘备舍了徐庶，才得了诸葛亮，仁德
至深，确实能感天地，何况于人乎？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三国演义》给我们的
启示，世事莫不如此，人类也就这样无穷尽的循环，又
何必计较是非成败，因为它转瞬即空，古人为攻城夺
地，奋勇厮杀，最终成为后人的笑谈。罗贯中以“纷纷
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作为《三国演义》的结
束，启示后人顺应天道，看淡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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