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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夜晚。有三两声鸟叫虫鸣，
汽车和飞机各司其职，还有人类的音乐和语声。“在我
看来，一切都理所当然。地球是一个生机盎然的星球，
充满音乐和言语。然而，过去并不总是如此。地球上
丰富多样的声音，此间种种奇迹，都是近期才出现的。
不单如此，它们还十分脆弱。”翻开《荒野之声：地球音
乐的繁盛与寂灭》这本书，我们听听自然的声音，或重
新侧耳倾听世界，以声音为桥梁去理解人与自然的关
系，这或许是面对当今变革和不平等的危机的重要指
南。

作者戴维·乔治·哈斯凯尔，致力于生物及环境方面
的研究。这本书从动物歌声的起源开始，穿越地球历史
的全部轨迹，通过旧石器时代洞穴中的猛犸象牙长笛、
现代音乐厅中的小提琴和耳机里的电子音乐，我们认识
到人类的音乐和语言同样是属于生态和演化范畴的故
事。然而，人类正在压制或扼杀地球上许多鲜活的声
音，我们应该回头去倾听地球的生命乐章。

“声音承载的信息，可以穿透迷雾、污浊、密林和黑
夜，能越过阻碍芳香和光线的屏障。”在地球十分之九的
历史上，都不存在交流之声。海洋最早出现动物，或是
海底珊瑚礁最初形成时，没有任何生物歌唱。陆地原始
森林里没有发声的昆虫或脊椎动物。那个时候，动物只
能通过捕捉彼此的目光，或通过接触以及化学手段来传
递信号和相互联系。

在地球上最早的能够发声并通过声音来交流的生
命是什么呢？作者通过对古生物的化石研究揭示了这
一谜题。“地球在沉寂长达35亿年后，昆虫给大地带来
了第一阵歌声……”之前虽然有生物偶然发声，但是并
没有用于交流的语言，所以生命界长久地保持沉默，而
当昆虫有了翅膀，发声的成本陡然下降，声音的交流就
有了立足之地。

“当生命相互联系时，新的潜力出现了。”动物的声
音成为创新的催化剂。在传播中，声音将生物连接在一
起，唤醒了生物演化和文化演化的潜在力量。这种创新
的力量，用数亿年时间产生了地球上令人惊叹的声音多
样性。“我们眼前这张纸上的文字，这些人类语言，不过
是声音、演化和文化极富成效的融合带来的产物之一。”
世间还有无数奇迹正在奏响。每个发声的物种都有独
特的声音。

地球历史上，声音从未像今天这样丰富多样。而如
今，世界上丰富多样的声音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岌岌可
危。人类这个物种，一方面将声音的创造力推至巅峰，
另一方面也是世界声学宝藏的头号破坏者。“我们的行
为正在使未来成为一个感官贫瘠的世界。”生态环境的
破坏和人类的噪声，都在削弱世界各地的声音多样性。

“环境”问题通常表现为气候变化、化学污染或物种灭
绝。“我们坐拥宝库，却又困守愁城。”

声音是具有创造力的，消除声响的多样性，将会削
弱世界的创造力。“倾听，让我们体会到交流和创造的奇
迹。倾听也告诉我们，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多样性正在
衰减。当地球上最强大的物种不再倾听其他物种的声
音时，灾难就会降临。”世界的生机，部分依赖于大家是
否愿意回头去倾听地球的生命乐章，那是一扇通往生命
创造力的窗户。我们，是时候该听听自然的声音了。

甘武进

倾听地球的生命乐章

1
不生闲气，则康健

常言道：“百病生于气，气顺才健康。”心
平气和，心情舒畅，则怡然健康，百病不侵。
若是时常情绪激动，生气烦闷，就会打破自然
平衡，从而滋生病邪。

从前，有名渔夫出海捕鱼，迎面一艘船向
自己冲过来，渔夫大声喊叫，无济于事，不得
已改变了航线。

回家后，渔夫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越想
越生气，整日无心捕鱼，竟还生了一场病。

后来，听邻居说起，那日的船是艘废船，
船上根本没有人。渔夫顿时感觉内心舒畅，
轻松自在了不少，哼着歌就回了家，疾病不知
不觉也消失了。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一个人若是过
于执着境遇，顺意时大喜，逆境时大怒，情绪
时刻被琐事牵绊，内心始终无法安定。如渔
夫一般，即使船上本来无人，也会因为思虑过
多，生气愤懑，最后累及身体。

而生活中，那些活得通透的人，都明白自
身的局限，懂得事无定态，不定义，不执着，不
纠结，内心平静，不生闲气，所以身康体健，自
在喜乐。

2
不说闲话，则远祸

《道德经·第五章》中说：“多言数穷，不如
守中。”大道无声，却亘古长存，大智无言，却
行稳致远。

智者明白适时保持沉默。不说闲话，不
惹是非，才不至于遇到无谓的困难。

魏晋时期，有一位爱做善事的名士，常收
留路人住在家中。

有一次他要出远门，临走前交代书童，若
有人路过需要借宿，带到偏房即可。

一日后，几名路人前来借宿，书童将人带
到偏房后，忍不住炫耀道：“我家主人富甲一
方，不仅院子宽阔，奇珍异宝更是数不胜数。
隔壁那间屋子可不要靠近，都是贵重物品。”

路人听后，心生歹意，将书童绑到屋里，
抢了一些金银珠宝，准备离开。

这书童此时又说话了：“姑且等着，我家
主人一定不会饶了你们。”几人听后，怒从心
起，于是放火烧了屋子，仆人也葬身火海。

“言多必失。”说话不恰当，只会让自己陷

入困境。
《水浒传》里有言：“三寸舌为诛命剑，一

张口为葬身坑。”一言兴盛，一言败亡。口无
遮拦，多说闲话，往往是在给自己挖坑。

人生在世，要谨言慎行，该说话时就说，
不该说时就沉默。管住嘴巴，不说废话，才是
真正的智者。

3
不做闲事，则少忧

“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世间万物皆
为内心的画像，内心清净，则诸事不生，内心
烦乱，便会被杂事缠绕，闲事烦忧，痛苦不堪。

曾国藩的四弟仗着哥哥的威严，在乡里
好管闲事，爱替人出头。结果因为操劳过度，
大病不起。

曾国藩写信劝诫他：“弟现在不管闲事，
省费许多精神，将来大愈之后，亦可将闲事招
牌收起，专意莳蔬养鱼，生趣盎然也。”他劝弟
弟不要多管闲事，痊愈后把精力放在自己身
上，享受清静的生活。

“多读古书开眼界，少管闲事养精神。”人
的精力都是有限的，与其耗费在别人的闲事
上，不如把时间和精力放在提升自身上。

确实如此，若是终日纠结于这样的琐事，
便很难跳出眼前的局限，看清问题的本质，从
而徒增许多烦恼。

真正的高手，做事之前，从不盲目行动，
不做闲事，而是分清局势，看透事物规律，保
持内心清明，只做核心重要的事，所以能够远
离忧愁，活得轻松自在。

“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所
谓“闲事”便是无关要紧的小事。人生短短数
十载，分清主次，理清顺序，抓住重要的事，做
好自己的事，提升自我境界，才是人生真正的
大事，是修行的最高格局。

4
放大格局，走好自己的路

看得远的人，不生闲气，身体健康才是最
大的成功；站得高的人，不说闲话，远离是非
才是最高的智慧；想得通的人，不做闲事，内
心清净才是难得的修为。

余生不长，愿我们都能放大格局，不计
较，不多言，走好自己的路。身体健康，心无
闲事，自在喜乐。 来源：人民网

有格局的人生：
不生闲气，不说闲话，不做闲事

有人说：“一个人最大的格局，莫过于不生闲气，不
说闲话，不做闲事。”仔细想来，颇具智慧。那些真正站
得高、看得远的人，不会因为糟糕的琐事而愤怒不已，更
不会因为无聊的小事而生出是非。

不为琐事所扰，不为闲事所困，专注自己，故而能活
得健康快乐，顺意自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