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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往好处想

则无往而不乐

歌德说：“人之幸福，在于心之
幸福。”心放宽了，生活自然就顺了。

《黄庭坚传》里记载了这样一个
故事。黄庭坚19岁那年，在乡试中
考取了第一名，入京科考时却名落
孙山。

放榜当天，落榜之人纷纷捶胸
顿足，唯有黄庭坚泰然自若。他没
有在意亲朋好友异样的眼光，回到
家乡，继续闭门苦读。3 年后，他再
次参加科考，果然不负众望，位列三
甲榜首。当他准备进入官场大展宏
图时，没想到，迎接他的却是屡次被
贬的命运。

一次，因人构陷，黄庭坚被贬至
荒凉之地——黔州。朋友替他担
忧，他却一笑置之：“凡有日月星辰
明耀之地，无处不可寄此一生，又有
何忧？”

在那段清苦的时光里，他焚香
读书，养花种草，修篱种竹，将破败

不堪的住所，打理得井井有条，日子
过得悠然舒适。

生性洒脱的黄庭坚，总能在逆
境中发现生活的美好，而后将起伏
无常的经历写成散文，趣意盎然。

正是凭借这种淡泊从容的心
态，他熬过了所有波澜曲折，不仅重
获朝廷重用，还创作了无数脍炙人
口的佳作。

如果他因为一时的失意而灰心
丧气，或许就不会有后来的名垂青
史。所以，生活美好与否，往往在于
一个人的心态。

心存阳光的人，所到之处皆是
繁花似锦，生活顺遂明朗。相反，心
底布满阴云的人，目之所及皆是枯
枝败叶，生命也就黯淡无光。

人生路上，若遭遇狂风骤雨，就
砥砺前行；若偶遇花香满径，就闲庭
信步。如此，才能内心湛然，无往而
不乐。

生活不简单

尽量简单过

庄子在《逍遥游》中写：“鹪鹩巢
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
满腹。”意思是说，鹪鹩在深林里筑
巢，林子再大，也不过是占了其中一
根枝条；偃鼠饮黄河之水，黄河再
大，也不过是灌满自己的肚子。

动物如此，人生也是如此。物
质素简的人，活得更轻松；生活简
单、专注行事的人，走得更长远。

东晋时期，陶渊明原本在朝为
官，后来明确了心中志向，选择归隐
山林。

归隐后，春种秋收，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常常趁着农闲之时，在
山林溪边的茅屋旁，耕耘栽培各种
花草树木。偶尔，也会在闲暇之时，
垂钓山溪。即便生活清贫，却也怡
然自得，过着桃花源般与世无争的
生活。

“很多人说生活没那么简单，可
是生活本就是一餐一饭，一生专心

做好一件事。”由此可见，生活本就
不复杂。当你把那些不属于生活的
事物剔除干净，就会发现，幸福是一
件很容易的事情。

广厦万间，卧眠不过七尺；良田
千顷，日食不过三餐。与其终日缠
绕于繁杂的物欲、俗事上苦不堪言，
不如删繁就简，去伪存真，过从容自
在的生活。

对待生活的心态，往往决定生
活的状态。

余生很贵，找个让自己活得舒
服的方式。凡事往好处想，修一颗
欢喜心，携一份好情绪，应对世事无
常；生活往简单过，修一颗平常心，
拥一方小天地，悦享三餐四季。

路漫漫其修远兮，潮起潮落，风
雨兼程。

愿我们都能安喜于光阴，安稳
于日常，不慌不忙，舒心做自己，过
快意人生。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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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中讲：“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
伏。”有一个从容的心态，能够淡定看待眼前的困境，
才能过得冷静，活得洒脱。然而，很多人却因想得太
多而疲惫，放下太少而烦恼。

想要活得舒服，就需要取舍有度，凡事往好处
想，生活往简单过。

“肚中有墨水，文章才能成。”我们常用“一肚子墨水”比喻
读书多，学问多。殊不知，古人原来真的喝墨水。

最早关于喝墨水的记载是一千多年前的南北朝时期。当
时北齐国把“喝墨水”称作“饮墨水”，是对读书人写字基本功
很差的一种特殊惩罚。

《隋书》记载：侍中考核各州郡官员时，考得比较好的“文
迹才辞可取者”，会被吏部录用，写字很差的待选官员，会被处
以“饮墨水”的惩罚。有意思的是，这种惩罚，对喝墨水的数量
也做了具体规定。

《隋书·礼仪志四》记载：“正会日，侍中黄门宣诏劳诸郡上计。劳
讫付纸，遣陈土宜。字有脱误者，呼起席后立。书迹滥劣者，饮墨水
一升。”可见在应试时，书法写得很差，会被罚喝下一升的墨水。甚至
当秀才、孝廉等再会试时，监考官发现“其有脱误、书滥、孟浪者”，也
要叫他到专设的房间里去喝墨水一升。梁武帝在位期间，也曾明确
规定：“差缪者罚饮墨水一斗。”

由此可以看出，“饮墨水”是当时对字迹拙劣和文采不佳者的惩
罚。

这条荒唐的法规，在李世民登基后，被一纸诏书废除。可是“喝
墨水”这句俗语却保留了下来，成为形容知识多少、衡量学问深浅的
标准。

虽然“喝墨水”不再是惩罚，但有趣的是，唐代以后，许多读书人
竟然不罚自饮，喜欢偶尔“啜饮”以表风雅。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就有

“麻衣如再著，墨水真可饮”的诗句，他还在《仇池笔记》中记载：“真松
煤远烟，自有龙麝气。世之嗜者，如藤达、苏浩然、吕行甫，暇日晴暖，
研墨水数合，弄笔之余，乃啜饮之。”说是藤达三人书法很差，时不时
磨一些墨汁喝一点——这和黄庭坚的“睥睨纨绔儿，可饮三斗墨”有
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相信喝墨水会提高书法水平。

有“啜饮”，就有“酣饮”。据《新唐书·文艺上》王勃传记载：“勃属
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数升，则酣饮，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笔成篇，不
易一字，时人谓勃为腹稿。”这段描述性文字，说的是王勃在写文章时
不假思索、下笔成文的故事，既为后世留下了“腹稿”一词，也留下了
一处疑窦：王勃是不是真的酣饮墨水？

还有一种喝墨水，是不得已而为之。沈括在《梦溪笔谈·故事》中
写道：“至试学究……亦无茶汤，渴则饮砚水，人人皆黔其吻。”意思是

“学究”考试时，考场条件较差，没有茶水供应，另外为了避免作弊，也
不允许工作人员递送茶水，若考生口渴，只能喝墨砚水。所以文中的

“黔其吻”，就是说因喝墨水致使嘴唇成黑色。
至于那些因专心致志学习而误喝墨水的，也是数不胜数。比如

儿时迷恋写字的王羲之，比如创作《三都赋》的西晋文学家左思，比如
清代的著名学者戴震……

那问题来了，墨汁那么臭，那么难以下咽，古代人如此喝法，不怕
中毒？

其实古代墨水与现在的墨水成分大不同，是可以达到食用标准
的。贾思勰在《齐民要术》里最早记述制墨的方法，李时珍在《本草纲
目》中明确指出这种墨是无毒的。另外，从唐宋开始，制墨技术被大
大改良，制作时常常在墨里面加入麝香、犀角、冰片、樟脑等十几种中
药，这样的墨创作出来的字画，光泽度更饱和，防腐性更强，同时让墨
也有了“香墨”和“药墨”之分。

香墨不但可以写字，还可以用来做菜、调味。《北砚食单》里记载
一道别有一番滋味的“墨汁肉”，就是用香墨汁等调料制作而成。后
来还出现用麻油、猪油等油脂燃烧成烟而制成的“油烟墨”，可食用性
又超过了香墨。

清代时，有一种
“八宝五胆”的药墨，
是用十几种非常名贵
的中药材合制而成，
因善治顽症、防病养
生、美容功效奇绝，当
时与云南白药、漳州
片仔癀称中华三大奇
药之首。因药源珍贵
稀少，手工制作、工艺
复杂、产量有限，故由
有“黄金易得而药墨
难求”之说，此药远销
海外，至今仍广泛流
传于东南亚一带。

如今的墨水，不
能直接喝，更不能像
古 人 那 样“ 开 怀 畅
饮”，所以，我们只能
用另外一种方式多

“喝墨水”。 马庆民

苏东坡：今天你喝墨水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