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就是你最大的底气

徐晟

常听人说：“我没有底气。”也
有人问：“你哪儿来的底气？”那么，
什么是底气？怎样获得底气？樊
登所著的《人生的底气》（中信出版
集团2022年12月版）将为你做出
解答。

樊登曾主持中央电视台《实话
实说》《十二演播室》等电视节目，
他钻研《孟子》多年，颇有心得，成
功打造了现象级课程“樊登讲《孟
子》”。《人生的底气》以该课程为基
础，选择与我们日常生活最切近的
内容，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从初
心、人生节奏、选择、交友、反思、善
念、成长方向等七个方面阐释《孟
子》中的经典篇章，指导我们在读
懂先贤智慧的同时，把握好自己人
生的方向。

何谓底气？樊登老师说：“所
谓底气，是与命运相抗衡的本钱。
人生最大的底气就是能照顾好自

己的内心，拿得起，握得住，最松
弛，不内耗。”一个人的底气，永远
是只有自己才能给予的，所以说

“你就是你最大的底气”。
怎样获得人生的底气？
首先，要不忘初心，心怀善

念。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
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
而取义者也。”舍生取义，在当今社
会来讲，就是面对灯红酒绿的花花
世界，我们不能让“乱花迷人眼”，
要不忘初心，不被一时的欲望所左
右。“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
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
说的就是人要有恻隐之心，心怀善
念。心存善念，才能受人拥戴，无
往不利。

其次要认准方向，学会选择。
《孟子》说：“原泉混混，不舍昼夜，
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
是，是之取尔。”人生要有目标，就

像江河之向大海，认准了方向，明
确了目标，才能勇往直前。

在前进的路上，要学会选择。
人生是一道多选题，世界并非黑白两
色，只有突破非此即彼的选择困境，
才能体会“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趣。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对于
择友，孟子主张：不挟长，不挟贵，
不挟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
也。“挟”就是倚仗。孟子告诉我
们，交友不能够倚仗年龄大，不能
够倚仗我比你有钱，我比你出身
好，不能够倚仗我们家的亲戚特别
厉害。为什么要交友？友其德
也。交友要交品德高尚的朋友，要
从他们身上获取正能量。

最后，要把握节奏，学会反思。
常听人抱怨，我书读了不少，但生活
仍没有起色。樊登老师借《孟子》中

“杯水车薪”的故事，提出了一种说
法，叫“击穿阈值”。什么是阈值？

就是你不达到那个值，就没法发生
相变。每个人的“击穿阈值”不一
样，很多时候努力看不见成效往往
就是没到“击穿阈值”，所以我们不
能心急，要遵循规律，把握好节奏，
保持一种进退自如的状态。

对于反思，孟子说：“仁者如
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
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反求
诸己，就是自我反思。射不中箭，
不能埋怨别人，而要反思自己，进
行自我调整。生活中，我们遇到问
题也不要怨天尤人，逃避永远无法
解决问题，只有学会反思，吸取教
训，才能不断进步。

“你就是你最大的底气。”樊登
老师的话让人深受鼓舞，也深受启
迪。《人生的底气》像一盏指路的明
灯，照亮了我们的心灵，为我们指
明了前进的方向，让我们在这个纷
繁的世界，能获得心灵的安顿。

从《俄狄浦斯王》看希腊悲剧
李聪雨

——读樊登的《人生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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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故”寄情 “笔记”达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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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2023“ 玄 武 湖 读 书
汇”——“夏之颂，我们一起读散
文”活动走进南京图书馆，带领
线上线下广大读者约见文学大
家。活动现场，作家、翻译家、出
版人等与读者共同品读散文中
的清凉一“夏”，一起就“散文最
独特的魅力是什么？”“散文在我
们中国人文化读本里的地位”等
话题展开探讨。“南京同城阅读
空间伙伴联盟”也通过云端为广
大读者推荐优秀散文作品。据
了解，“玄武湖读书汇”系列活动
秉持“我们一起来阅读”的理念，
通过文学大家推荐、领读等方
式，让广大读者感受文字之美、
思想之光，助力“书香江苏”“书
香中国”建设。 来源：我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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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诞生于瑞典夏季小木屋的
优雅小品，一次奇妙又有趣的乡间
避暑之旅。作者以诗意而洗练的文
字，呈现了一位文学家兼生物学家
眼中的生命百态和物种进化史，同
时呼吁人们与不同物种平等对话，
和谐共生。

《夏日木屋札记》（[瑞典]妮娜·
波顿 /著，薛荷仙等/译，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2023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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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的定
义：“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
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俄狄浦斯
王》是古希腊作家索福克勒斯创作
的悲剧，取材于希腊神话传说中关
于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故事，悬念
迭出、情节精妙且完整，具有高雅严
肃性。俄狄浦斯的励精图治和反抗
意志引发了人对命运无常的恐惧与
对美、善的追求崇尚之意。

神谕作为贯穿全文的线索，在
每一个重要的节点左右了俄狄浦斯
的命运。在知道自己真的如神谕所
说那般弑父娶母的时候，他并没有
选择苟且地生活下去，而是选择自
戳双目流放异地，正是这样的选择
使我们看到了索福克勒斯所表现出

来的被亚里士多德称为“带有普遍
性的事”，是亚里士多德认为的根据
可然或必然的原则某一类人可能会
说的话或者会做的事。俄狄浦斯是
一个具有英雄主义色彩的人，远远
超过世俗意义上的好人概念，并且
他所做的选择都是符合我们现实社
会中的伦理道德的，然而这些选择
却给他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这样的
悲剧命运是无法逃脱的，他的错误
就在于想违背神谕的预言，却一步
步地走向了神谕的预言。俄狄浦斯
悲剧最震撼人心的在于他反抗命运
的反复无常和荒诞性，而不在于他
是否征服了神意。关键就在于它拥
有悲剧的崇高美感与反抗命运的自
由意志。以主人公足够高贵的地

位，促使观众在他的悲剧故事中，
深刻感受处境的剧烈反差，进而产
生怜悯的情绪。另外，俄狄浦斯表
现了主人公崇高的精神和刚毅的品
格。即使他拥有这些品质，在无法
违抗的命运面前显得弱小无力，形
成第一层悲悯。此外，在注定的结
局下他仍然坚定自由抗争，也加剧
了戏剧的悲剧色彩。正是这样的
一个优秀人物所犯的错误才会使这
部戏剧的悲剧性更为强烈，正因为
优秀，他才会选择承认自己的错误
而惩罚自己，也正如此才使自己得
到了毁灭性的灾难。

《俄狄浦斯王》布局十分严谨，
作者创造性地运用一系列的技巧，
如惊异、悬念、突转、渲染，每一技

巧都是前一技巧的发展，有很强的
逻辑性。它还继承了荷马史诗的
倒叙式结构，故事从临近结尾的高
潮处写起，把追查凶手作为全剧的
起爆点，强化了西方文学从高潮处
写起的叙事传统。《俄狄浦斯王》的
结构是希腊悲剧的典范。亚里士
多德在《诗学》中提到，“完美的布
局应该有单一的结局，而不是如某
些人所主张的，应有双重结局。其
中的转变不应由逆境转入顺境，而
应相反，由顺境转入逆境。”

与以往悲剧和神话不同，此剧
淡化了复仇女神、强化了神谕的作
用，瘟疫首次成为重要元素。

而在希腊悲剧中，优秀的情节
离不开怜悯与恐惧的概念。

我喜欢读笔记，特别是旧笔
记，了解古人的情趣，是一种享
受。笔记，一种以随笔记录为主的
著作体裁，内容大都为记见闻，辨
名物，释古语，述史事，写情景。异
名则有随笔、笔谈、杂识、札记等。
读历史笔记大致分为：鬼神仙怪类
笔记，在魏晋时期十分盛行，是当
时笔记的主流，如《博物志》《搜神
记》《酉阳杂俎》及以后《阅微草堂
笔记》等。历史掌故类笔记，记录
掌故遗事、民情风俗、人物轶闻和
山川景物等，如《隋唐嘉话》《涑水
记闻》《归田录》《梦粱录》《辍耕录》
《菽园杂记》《七修类稿》《涌幢小
品》《广阳杂记》等。考据辨证类笔
记，如《封氏闻见记》《资暇录》《梦
溪笔谈》《容斋随笔》《日知录》等。

如：《世说新语》，刘义庆本来只
想把前人趣事逸闻编撰成册，它虽
然一度算作小说，但无论是从社会、
政治，还是语言、文学的角度，都有
极高的价值。实在算得上常读常新
的汉语典籍。步兵校尉“缺，厨中有
贮酒数百斛，阮籍乃求为步兵校
尉。”区区三句话，写活了一个好酒
的狂士。“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
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
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
此君？’”雅人深致，跃然纸上。

掌故最早是官名，亦称掌固，
西汉开始设置，属太常，主要是“熟
习礼乐制度等典章故事，备咨
询”。后把各种关于典章制度及相
关人物的遗闻轶事称为掌故。知
堂老人喜读笔记，他在《秉烛谈》的

“曝背馀谈”一文中把笔记分成这
么几类：“其一是卫道，无论谈道学
或果报。其二是讲掌故，自朝政科
名以至大官逸事。其三是谈艺诗
话与志异文均属之。其四是说自
己的话。”在同书另一篇“谈笔记”
中，知堂又说：“与这种神怪报应相
反而亦为我所不要看的有专讲典
章掌故的一类，如《啸亭杂录》《清
秘述闻》《郎潜纪闻》等，无论人家
怎么看重，认为笔记中的正宗，这
都不相干，我总之是不喜欢，所以
不敢请教，也并不一定是看不起，
他们或者自有其用处，实在只是有
点隔教，和我没有什么情分。”

唐宋元明清的笔记，历朝历代
都有人在说掌故，且能说得妙趣横
生。李白有天才俊逸之誉，每与人
谈论，“皆成句读，如春葩丽藻，粲于
齿牙之下，时人号曰‘李白粲花’之
论。”这是王仁裕编撰的《开元天宝
遗事》中的段子。魏征“尝取急还奏
曰‘人言陛下欲幸山南，在外装束悉
了，而竟不行，何因有此消息？’太宗

笑曰‘当时实有此心，畏卿嗔，遂停
耳。’”这是刘肃的《大唐新语》里赞
颂唐太宗从善如流的细节。像《鹤
林玉露》《武林旧事》《容斋随笔》，一
直到明清的《扬州画舫录》《啸亭杂
录》等史料笔记，也都是掌故丛书，
里面是令人目不暇接的逸闻趣事。
余怀记述晚明秦淮风月的《板桥杂
记》亦如此，文字雅丽，清隽。

笔记所载，多是琐碎片断，但
因有闻即记，较官修史籍生动真
切，其中不少资料还为正史所不
载。笔记也记录了一些传闻不确、
考订不严的东西。正式把笔记用
于书名的始于北宋的宋祁，著有
《笔记》三卷。明人胡应麟将笔记
分为“志怪”“传奇”“杂录”“丛谈”

“辨订”“箴规”等六类。
明末清初的余怀，写了一本

《板桥杂记》。板桥，即南京长板
桥。自东向西，过了板桥，就是旧
院。这里“妓家鳞次，比室而居”。
杂记中，记雅游，记丽品，记轶事。
余怀将见闻写成书，据实记录。时
至今日，这书成了难得的史料。如
其所记的：秦淮灯船毕集，“火龙蜿
蜒，光耀天地”；夏日，裙屐少年提
篮挈盒，高声唱卖：“逼汗草，茉莉
花”；“市肆精洁异常，香囊云履，名
酒佳茶，饧糖小菜，箫管瑟琴，并皆

上品”；“丁继之扮张驴儿娘，张燕
筑扮宾头卢，朱维章扮武大郎，皆
妙绝一世”等。这些记载都有助于
了解当年秦淮的风俗民情。

事物总是不断变动的，常在人
们不经意时变动。如果当时没有
留下记录，不久时过境迁，也就鲜
为人知了。所以，爱写笔记的，不
妨将最熟悉最感兴趣的，雅俗兼
收，巨细不漏，记录其详情，保留
其原貌。由于它真实，生命力就
强；由于它详细，可读性就大。这
样写，现在似乎无用，而将来也许
有益。它比起某些流行歌曲、言
情小说、武打影视……可能更持
久，也更为有益。

当代有人爱写笔记，写得很
好。黄裳在《珠还记幸》中写道：
他收到抄去的几十张纸片，是他
多年收集的名人墨迹，其中有梁
漱溟、胡风、吴晗、钱钟书、杨绛、
郭沫若、朱自清、茅盾、马叙伦、许
寿裳等人的。这些不仅是精美的
书法作品，而且是珍贵的历史资
料。他将收集的资料娓娓道来，
使人爱读，读了可以拓宽视野，增
长见识。极受读者欢迎的巴金的
《随想录》，也算是笔记之一种
吧。笔记，当然不如长篇巨著堂
而皇之。不过，大有大的用处，小
也有小的用处。若干年后，这些笔
记兴许比《板桥杂记》更有意义呢。

无论古今中外的读者，都爱
看笔记，读掌故。今人也有写随
笔记录的，但读来却大不如从前
人写的笔记了。

最终我明白了一件事：这座庄园
的恬静表象是带有某种欺骗性的。生
命和交流常伴我左右，尽管于我而言，
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只是匆匆过客。每
当我沉浸于独处时，我总能在小屋周
围遇到一些动物。而等我活跃的家人
们一回来，它们就会小心翼翼地与我
们保持距离，匿入背景音中。

植物则与动物大不相同。它们总
与我们同在，正是它们的枝叶为我们
增添了许多假日活力。树木撑起我们
的秋千，花儿在餐桌上陪伴着我们，而
我们也会为它们的繁衍而感到高兴。
在铺电缆之前，我的园丁便种好了各
类植物，现在它们已初现生机了。在
北面的陡坡旁起防护作用的是委陵菜
和丁香花丛，而在南面攀援而上的是
一些金银花。在我栽培的覆盆子丛日
渐枯萎时，甜美的野生覆盆子却在公
共用地上蔓延开来。小草们大概也是
如此，它们想要占领那没有灵魂的砾
石地。那些不情愿地探出头来的草叶
上还混杂着苔藓、山柳菊、剪秋罗和小
片小片的景天，这些植物可以自我繁
殖，已经适应了这片土地。

和植物一样，动物们也显露出了
自己的意志。也许是为了显示自己的
独立，松鼠们忽视了我们为其设置的
喂食器。而我们安装在朝南的那面墙
上的小蜂房也受到了同样的冷遇。野
蜂们颇有主见地从那儿飞过，却选择
将门框上的蜂巢扩建到窗框上。它们
对草木也有着自己的想法，毫无疑问，
它们对单一栽培的草坪不屑一顾，却
对紫景天倾心不已，雄蜂就为景天的
快速繁衍立下了汗马功劳。

事实上，单调乏味的草坪也不合
我的口味。 18世纪时，它们是宫殿门
前地位的象征，但如今，每家每户的房
子周围都是这样的草坪。在美国，草
坪所占的面积是全国玉米地面积总和
的三倍之多。为了维护它们，人们耗
费了数十亿美元、数百万公斤的杀虫
剂和大半的淡水。

我的庄园能够自我调整，这实际
上是一种解放。自从亚当和夏娃被赶
出伊甸园后，他们的后代就一直梦想
着能有一座自己的乐园，在其中汗流
浃背地劳作。尽管我知道打理花园的
背后可能藏有许多乐趣，但我从未特
别喜欢过除草。事实上，我姐姐正是
因为她家里新建的花园，而在一个新
的国家扎下了根。

在庄园的林地里，果树很难茁壮
生长，但那儿还有松树、刺柏、橡树和
桦树。其中，最繁茂的桦树就长在小
屋的两侧，一棵在门前，而另一棵在东
北角。角落里的那棵桦树与小屋离得
如此近，近到它的一根枝条都快要将
屋子揽入怀中了，而它的树根也已将

几块石板顶了起来。等到了秋天，园
丁可能还得将它修剪一下。

树木和房子之间总是显得那么亲
密无间。用于建造小屋墙壁、地板和
天花板的木材承载着树木的记忆，而
木材也能使房间变得又舒服又暖和。
在过去，瑞典的一项传统是在房子旁
种上一棵“守护树”，这样树根就会吸
走地基的水分，就像树木的灵魂在守
护着房子一般。也许这棵白桦树也把
自己当成了一棵守护树？

由于这棵树就在阳台边上，所以
很多时候我们总是聚集在它周围。待
到天气晴暖之时，在阳台屋檐的树荫
下坐坐，是件再惬意不过的事了，况且
那儿的空间还足以摆下一张大桌子。
每当我姐姐带着她最小的一群孩子和
一帮孙儿来到这里时，我们三代人都
会挤在那儿。而且，由于阳台只有三
面墙，所以大自然也加入了进来。

有时候，大自然甚至会轻柔地加
入我们所做的事中。先前，那群孩子
中年纪稍大的几个一直在玩蜗牛。现
在，孩子们又发现了一只蚱蜢，在给它
取名为“费迪南德”后，他们将它暂时
安置在一个长有青苔的碗里。这时，
我想起了我姐姐曾讲过的一些故事，
里面的主人公就是一只叫费迪南德的
蚂蚁。她的一个儿子也继承了她编故
事的能力。我最喜欢的故事与一只山
怪有关，它的行动十分缓慢，看上去笨
笨的，但只要它将手放在苔藓上，它就
能得出任何问题的答案，因为自生命
初始，苔藓便存在于地球上了。我想
它是一只很聪明的山怪，懂得植物可
以告诉我们许多道理。

在阳台上，我回想起了许多事。
每当夜幕降临时，大家便会开始做游
戏，就同我与我姐姐小时候一样。在
玩一种记忆游戏时，我突然有了一种
似曾相识的感觉，一切都在新的一代
中以新的版本重新开始着，就像树木
在抽出新芽时也会生出年轮那样。

每年春天，树木都会重施魔法，将
阳光和水变成叶子，而我每次都会感
到震惊。等到连古老的松树都春意盎
然之时，它们便要在各处撒播花粉
了。我曾听闻，一平方米的空间里能
容纳上亿颗花粉，对此我毫不怀疑。
即使是那些落在屋顶和窗沿上的粉末
里也闪耀着对未来的信念。

（选自《夏日木屋札记》）

我偶然读到余光中散文《我的四个假
想敌》，作者以一种新奇的笔触，将自己未
来的女婿描写成假想敌，用幽默的语句表
达父亲微妙又矛盾的心态，看到会心处，
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那种文字带来的新
鲜感与冲击力，让我得以在繁重的生活中
喘口气。因为这本书，我开始重新思考，
自己有多久没读过一本书了？

和闺蜜聊到我的状态，她推荐我看
《基层女性》，“值得咱们女生一看，世界很
大，我们能做很多事。”我兴冲冲地去啃读
这本书，读后久久不能平静。“一个人成长
的第一课，就是建立和原生家庭之间的界
限。做不到这一点，永远不会真正长大。”
活了30多年，第一次知道我们可以和父
母“划清界限”，从物质、精神上实现真正
的独立。从小被父母管束得循规蹈矩，我
一直在父母身边打转，考大学、填志愿都
是根据他们的想法来做，而后是被催婚、
被催孕，一路都被撵着走，最后便成为芸
芸众生里的大多数。回顾过往，一直是被
世俗环境裹挟着走，从没有按自己的想法
去安排人生中的每一步。

“活得勇敢一点，人只能活 3万天
……去积极尝试、体验，给你的生活打开
各种可能性，找到属于自己的自信，发光
发热。去运动、学习，和人坦诚地交流
……自信随之而来，你才会对生活建立自
己的理解，对生命产生自我的认知。”书里

的观点，让我意识到只有真正爱自己，内
心丰盈，被正能量环抱，生活才会更轻
松。这也是按下阅读重启键带来的意外
惊喜——对话自己、直面内心。

为此，我暗暗定下小目标，每天坚持
读一会书，每周写一篇感悟。老公知道后
调侃说我坚持不到一周，却没想到我不仅
坚持下来了，最近还报名参加社工证考
试，刷新了老公对我的看法，赶紧“献礼赔
罪”，竟是送上一本史铁生的《我与地坛》。

年轻时读课本里的《我与地坛》节选，
印象里作者总对母亲发火，生活郁郁不得
志，现在的心境重读，才能看到里面的光
明与治愈。读到“夏天是冗长的蝉歌和杨
树叶子哗啦啦地对蝉歌的取笑”，那一瞬
间好像心底被击穿，自动在脑中构建一个
庞大体系，回到了儿时，寻找消失的快乐，
又想着史铁生坐在轮椅上过完这一生，

“大多数时候的放弃，是你败给了自己，而
不是命运。”他也曾害怕过、愤恨过，最终
与自己和解，这朴素又富有哲理的文字深
深折服我，用虚怀若谷的心态面对生活，
方能处变不惊安之若素。

我细品慢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李
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看俗世烟火，品
百味人生，以平和的心态面对生活，寻找
自己的价值。只要愿意，我随时都能按下
重启键，细致且深刻地阅读，给贫瘠的灵
魂注入新力量。

地球首先是个植物王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