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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谦虚低调，尽显人生的气度

有句话说得好：“人在低处时，不要锋芒毕露，低
调才是成大事的哲学，也是一种修养。”

人生就像一棵参天大树，越是向往高处的阳光，
根就越要伸向深邃的地底。身处低位时，藏锋是一种
远见，守拙是一种智慧。

真正成熟、有本事的人，懂得谨言慎行，放低姿
态，才高不自诩，位高不自傲，不显山不露水。如此才
能认清局势，看清自己，不断升级思维的层次。

《菜根谭》中有云：“立身要高一步，处世须退一
步。”

地低则成海：海纳百川，能融万物。
人低品自高：不论身居何位，懂得低头的人，才能

有更高的处世格局。

2
沉稳蓄力，尽显做人的深度

身处低谷，除了要不断提升自己外，还需要静待
时机。

纵观浩瀚的历史，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
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

《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
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
发愤之所为作也。

这些文人志士虽深处困境，却懂得以低处为灵魂
的再生地，以处变不惊的心态去面对，最终磨砺出生
命应有的锋芒和光彩，赢得另一番广阔天地。

人在低处，并不意味着毫无抵抗命运的能力。熬
得住，出众；熬不住，出局。

一个人再有能力，当遇到最难熬的时候，也要沉
得住气，将诸多失意藏于忍耐之中，等待合适的时机，
如此才能有专注于修行的契机。

正如《鬼谷子》中所说：“遇横逆之来而不怒，遇变
故之起而不惊，当非常之谤而不辨。”如若再怀揣进取
之心，就一定能扭转时局、蓄力高飞，迎来灿烂的黎
明。

3
温柔善良，尽显生命的温度

身处顺境时的言行举止，是一个人外在的名片；
而身处逆境时的一言一行，才是一个人内心的真实写
照。如果因为一时的失意而迁怒于他人，只能暴露出
自己的狭隘。

得意时，礼貌周到是本分；失意时，泰然处之是修

为。
《平凡的世界》里有一句话：“即使没有月亮，心中

也是一片皎洁。”
有的人，即使身处黑暗的境地，心中也依然坚守

那道亮光。
或许正是因为体会到生活的不易，那些身陷泥潭

的人，更愿意点亮一盏灯，用善良的心去对待这个世
界，对待身边每一个人。

人在低处时，善良也是一种选择。就像一道柔软
的光，温暖别人的同时，终有一天也会照亮自己的路。

4
守住人生的低处，才能活得从容自在

低，既是成功的起点，也是修行的良方，更是守胜
的秘诀。

人在低处，要有恪守为人的宽容和谦卑，要有迈
向成功的决心与信念，更要有看尽得失后的豁达和坦
然。

人不畏低，才能有孚众成王的气度和修养。守住
人生的低处，才能活得从容自在，才能活得通透。

当你品过世间百态，跨过低处泥泞之途，方能览
尽高处旖旎之景。

来源：人民网

守住人生的低处

作为“70 后”作家群体的一员，朱家雄的文学图
谱上始终环绕着“青春校园”“北大”两大主题，《穿过
北大校园的漫长青春》也不例外地延展在这一路线之
上。这本随笔集共有六辑，收录了朱家雄近30年来
创作的有关校园、青春、成长和文学话题的精选文
章。文章写作或修改时间自1993年始，2021年终，既
有对经历的即时记录，又有对记忆的经验重组。

穿梭在时光之匣中，不难看到作者的笔力与思考
逐渐由青涩稚嫩抵达成熟而智性，其间一以贯之的则
是真诚和朴素的语言风格及观照世界的赤子之心。

第一辑《燕园深处的气象》是对作者耳闻亲历的
燕园生活片段或某一剖面的撷取。大部分篇章记录
了作者与北大名人的接触或往来，由于创作时间较
早，叙事者以懵懂、天真和好奇的学生视角打量和观
察汪曾祺、季羡林、谢冕、莫言等名人大家，以平和活
泼的语调还原了一个日常化、世俗化的北大，校园生
活的丰富蓬勃、寻梦一族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学子英
才的昂扬风采历历在现。

第二辑《追梦路上的咏叹》的众多篇目显得随性
而至，任意而谈，所涉遍及个人生活经验、社会现象、
哲理思考、历史科普等等，连缀起作者在文学追梦道
路上的尝试与探寻。

如果说前两辑的内容还比较自由散漫，自第三辑
始则扎实地落脚于文学本身，并逐渐往纵深、细小处
打开。《文学写作的体悟》一辑涉及文学大师、写作坚
守、写作个性化、网络媒体等诸多问题，作者与时代同
频共进，对文坛生态保持着清醒的洞察和沉思，其中
不乏批判性的尖锐目光。但随着叙述的推进，可以发
现作者在对问题进行细密分析后，往往寄托了乐观的
期待与对未来的展望，其间贯通着对中国本土性传统
的强调和对历史的溯源与思考。

第四辑《天马行空的诗思》可谓作者文采和诗情
的集中焕发，既有《血或水：从诗歌写作中拧出的体
液》《海子：来自乡村的歌手》《诗人的道路》一类对诗

歌特质、诗人个性进行分析的感性之作，又有《点击
〈北大情诗〉》《北大与中国新诗》《特殊时期的中国诗
歌》对诗歌谱系的勾连和对诗歌问题的独到见解，以
及《诗歌与青春同在》对自身诗歌创作经历的真情剖
露。诸篇行文晓畅，浸润着作者的诗识、诗性及对诗
歌的热忱。

第五辑《真诚用心的阅读》记录着作者个人化的
文学阅读和观察体会。《史诗气度》《〈红楼梦〉怎么就
成了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国学素
养和积淀，《倾听成长的声音》《〈山羊不吃天堂草〉的

语言艺术》对文本的细致解剖必以作者敏锐而纤细的
文学感受力为支撑，《想说忘记不容易》《“哈佛题材”
走俏之谜》又深具把握时代文化状况的精准眼光。

朱家雄始终以亲历者、旁观者和记录者的身份扎
根文学现场，与同代作家共同成长，第六辑《两代新锐
的奋斗》所收录的七篇文章倾注着他对“70后”作家
群体的深厚情感。作者从命名问题到写作优劣再到
创作困境密切关注着“70后”作家的创作及存在状况，
并为打破这一群体的沉默情形发出了诚挚的呼吁。即
使《“80后”：又一代人崛起了》《韩寒的文学史焦虑》两
篇文章将目光聚焦于后起之秀，但作者问题意识的起
源、视点的发出仍不脱对“70后”作家的挂牵。

书中一众篇什不见得都发生于北大校园这一具
体场域，作为文学高地，北大哺育和滋养了一代又一
代文学青年，成为他们开启梦想与人生的园地，也塑
造了他们的精神气质和感觉结构。以之为精神原点，
朱家雄以“北大人”的自觉缓步记录着自身的见闻感
怀和生命行迹。

《穿过北大校园的漫长青春》既有历史的回音，又
有当下的声响。这些印刻在时光中的文字绝非只是
作者的一己之见，而是代表着“70后”一代人共通的
经验和心曲，见证着文坛的流转变化。青春短暂之感
伤、回忆漫长之自怜等况味在文中皆被扫荡，“漫长”
这一厚重定语并非对阶段性生命时间的修饰，它不带
有岁月沧桑变换下的咏叹调及抑制不住的悲戚之感，
而是一种文火慢煮，北大带给一代学子的精神滋养在
时间的发酵中慢慢蒸腾，青春在一次次的咀嚼和回味
中接续，仿佛从未中断。

跋涉在青春的延长线上，作者始终不变的是对文
学初心的凝望和坚守。沉浸在这些带有现场感的讲
述当中，读者的体验正如作者评《红瓦》所言：“载着我
们回到了那光辉、温暖而摇晃的岁月，身体拔节上蹿
的声响又回荡在耳畔。”这或许便是“漫长青春”的应
有之义。 张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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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能抵达生命的高处

人生不可能永远顺
风顺水，总会经历高低起
伏。委身低处，并非要穷
困潦倒，而是能熬得过困
境，稳得住情绪，撑得起
志向。

一 个 人 ，修 养 好 不
好，低处见分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