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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生活的压
力，工作的失意，学业的压力，爱的惶惶不可终日，
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挺不过来的，时间
也会教你，怎么与他们握手言和，所以不必害怕。”

这段话，是杨绛在经历了无数生活的磨砺后
总结出来的。

面对生活中各种遭遇，她都能保持着乐观积
极的态度。

一次，杨绛被安排在公共厕所打扫卫生，当其
他同事推开厕所的门时，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
因长年无人管理，厕所里满是污秽、臭气熏天，大
家纷纷避之不及。

杨绛却从容不迫，找来工具和去污粉，还用布
条和竹竿自制了拖把，用了十天时间，把厕所打扫
干净，让每一个来上厕所的人，不再需要捂着鼻子
进来、急急忙忙出去。

大家都对她佩服不已，好奇她是如何坦然面
对这些脏活累活的。

杨绛笑着回答：“因为我把这里当成了我的书
房，等我干完活，就能躲在这里看书了。”

“我们并不是因为生活圆满、身体健康才感受
到积极情绪的，而是由衷的积极情绪创造了圆满
与健康的生活。”情绪价值高的人，无论遇到什么

样的困境都能苦中作乐，保持良好的心态，帮助自
己熬过那些艰难的时光。

积极的情绪，就犹如黑夜里的一点微光。帮
助我们跨过低谷、战胜困境，在迷雾中找到奔向幸
福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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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的堂弟钱钟鲁曾说：“杨绛大嫂就像一
个帐篷，把身边人都罩在里面，外面的风雨都由她
来遮挡。”

1937年，在杨绛生育女儿期间，钱钟书经常因
为“笨手拙脚”而闯祸。他不是一不小心砸坏家里
的台灯，就是打翻墨水瓶，还把门轴也弄坏了。每
次他都会苦着脸向爱妻求助，杨绛听了也不气不
恼，只是微笑着说：“不要紧，我能搞定。”简简单单
一句话，顿时让钱钟书安下心来。

当钱钟书犹豫自己没有时间写书的时候，杨
绛对他说：“不要紧，你可以减少授课的时间，我们
的生活很省俭，还可以更省俭。”为了让丈夫能够
安心创作，杨绛扛起了养家的重担。每天，她都要
走很远的路去郊区的小学代课，还会去当家庭教
师来换取生活费。

即便物质生活捉襟见肘，无论是砍柴、生火，
还是洗衣、做饭，全都由她自己一个人来完成。

杨绛从不抱怨，始终保持着从容乐观的心
态。一句“不要紧”，伴随着先生和女儿的一生，给
他们带来了无限的温暖。

情绪价值高的人，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境，都
能够给予身边的人积极的情绪价值，帮助他人走
出低谷、渡过难关。

生活中，每个人都难免会经历艰难和困境。
怨天尤人，只会徒增烦恼；积极乐观，却能化痛苦
为快乐，传递给身边的人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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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这种快乐把忍
受变成享受，是精神世界对于物质世界的胜利，这
便是人生哲学。”

人生，总是充满了无常，与其自怨自艾，不如
调整好情绪，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1997年，杨绛的爱女钱媛因病离世。次年，她
深爱的丈夫钱钟书也离她而去。“我们仨”从此失
散了。

当身边的人都为她感到无比惋惜，不知该如
何安慰她时，杨绛没有因为悲痛而倒下。她乐观
地笑称，自己现在是“钱办主任”。

她将钱钟书留下的 7 万多字的手稿，悉心整
理、翻译，出版了《钱钟书集》。她还将夫妇俩的全
部稿酬，都捐赠了出来。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
来帮助贫困学子实现读书梦。

2003年，杨绛先生把他们的故事写进了自己
的新书《我们仨》里，用温柔和坚定的力量给无数
人带来了生活的勇气。

稻盛和夫说：“人生的道路都是由心来描绘
的。所以，无论自己处于多么严酷的境遇之中，心
头都不应为悲观的思想所萦绕。”

好的情绪，是治愈一切的良药。低谷时，用积
极的态度渡己；困境中，用豁达的态度悦人。

当我们在心中播下一颗积极情绪的种子，便
会收获欣欣向荣的生活。

来源：人民网

积极的情绪
是治愈一切的良药

杨绛先生说：“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
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杨绛虽然出身于名门，却经历了动荡和
战乱；虽收获了羡煞旁人的爱情，却也经历了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锥心之痛。但无论世事如
何变幻，她始终保持着积极向上的精神。

如今，杨绛先生虽已辞世多年，但她身上
乐观、坚韧的精神，却依然指引着无数的人。

徐霞客，是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驴友”。他不
仅爱旅行，花30多年时间游遍中国21个省、市、自治
区，而且还爱写日记——多达60万字的游记，被后人
整理成《徐霞客游记》。

翻开《徐霞客游记》，他出游时，不仅骑马，还带
仆人，吃饭下馆子，住宿进“酒店”，经常带上礼物拜
见朋友，抱回纪念品孝敬母亲……可谓不差钱的主
儿。要知道，徐霞客活着时从来没有靠发表文章挣
过稿费，游记出版时，他早已经去世了，不可能拿到
版税。而且那会儿没有网络自媒体，他不能像如今
很多旅游博主一样，靠粉丝与流量变现。

那问题来了，徐霞客不做官、不经商、不务农，他
的旅费从何而来？这得先了解徐霞客的身世。徐霞
客并非寻常人家的子弟，他出身于梧塍徐氏，也就是
江南巨富之家。徐霞客的高祖徐经与唐伯虎是好朋
友，一同入京会试，后因牵扯进了考场舞弊案，两人
最终未能上榜。可见，徐家也不是单纯的富商，同时
还享有“清江文献巨室”之名，其所筑的“万卷楼”中
藏有大批宋、元两代的古文献。

徐霞客的太祖父徐元献，是梧塍徐氏以文才著
称的佼佼者，高祖徐经在江南也颇具文名；祖父徐衍
芳更是终年读书，想要金榜题名，但未能如愿（此时
徐家开始家道中落）。父亲徐有勉则拒绝入仕，靠艰
难创业让家道中兴。徐霞客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
15岁时，应过一回童子试，没有考取。幸运的是，他
有个志行纯洁、喜欢游历的父亲，还有个豁达明理、

勤勉达观的伟大母亲。父亲去世后，本应守在母亲
身边的徐霞客，在母亲鼓励下决定远游。

所以，前期徐霞客的旅费主要靠家庭财富。但
有一个问题，徐霞客出远门，游历时间很长，尤其到
一些蛮夷之地，就算有钱，带多了也不安全。在他的
游记中，就曾记录多次遭遇强盗，几度绝粮。但徐霞
客是有充分准备的，他不仅练就了一身的野外生存
能力，在解决资金困难方面的手段也是花样百出。

首先是借。比如有一次被打劫后，“余周身无一
物，摸髻中犹存银耳挖一事。”这可怎么办？借呗！
被抢之后的徐霞客，弃舟登岸，直奔衡阳的朋友金祥
甫家。“是日忽阄一会。得百余金，予在寓知之，金难

再辞，许假二十金，予以田租二十亩立券付之。”人家
并不富裕，用民间集资方法东凑西凑了100两，这才
借给徐霞客20两，而代价则是徐家20亩田的田租。

其次是蹭。比如徐霞客沿途到访、住宿很多寺
庙，基本都是免费吃喝的。最幸运的是，徐霞客游广
西时得了一个好东西——中军唐玉屏“以马牌相
畀”。马牌是什么？马牌是明代军事人员给驿站出
示的信物。只要出示马牌，沿途驿站就要接待，主要
是派人挑行李和管吃住。他使用马牌大概两个月，
一直到他离开广西。

除了借和蹭，让自己的名声与独特魅力发挥最
大作用，也是徐霞客解决旅费问题的重要手段。比
如通过好友陈眉公介绍，他认识了昆明名士唐大
来。唐大来不仅资助了他游云南的旅费，还为他写
了数封“推荐信”，介绍给其他的好友。这种“因友及
友”，一环套一环的接力帮助，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
徐霞客旅费的可持续性。

虽然徐霞客家底殷实，有很多朋友资助，自己也
有很多办法，但当他用生命完成最后4年万里遐征
时，还是出了很大的问题。“是日复借湛融师银十两，
以益游资。”刚出门11天就开始借钱，可见他的旅费
已捉襟见肘。尽管困难重重，但徐霞客仍白天行、晚
上记，乐此不疲，孜孜不倦。

哪怕险象丛生，哪怕生死未卜，哪怕身无分
文……徐霞客的方向不会变，也从没有想过放弃。
也正因如此，他途中遇见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风
景，成就了他非比寻常的一生，也成就了名垂千古的

《徐霞客游记》。
在徐霞客短短 55 年的生命里，大半生都在路

上。他用行走和文字，给我们留下了一种宝贵的精
神：“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

马庆民

作为历史上最出名的“驴友”

徐霞客的旅费从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