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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哲理并不只在伟大的著作中产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处处可见，它需要你去发现、去挖掘。
本书所选的文章篇幅虽然短小，却大都是由作者在平常生活里、身边事物中发现其独特的、发人深省
的人生哲理。
    如卢梭的《如果我是富豪》，卢梭向往的富豪生活不是拥有一座城市和宫殿，却是在“景色优美的
山坡上拥有一间质朴的小屋”，在这里接待的客人不是达官贵人，而是“人数不多但经过挑选的友人
”，“为了成为自己的主人，我们将是自己的仆从”，在这种喜悦中作者对自己说“我还是人”。
再如富兰克林的《美腿与丑腿》，通过一个人对美腿和丑腿的不同态度，显现出对方是性格乐观、对
人豁达，还是性情苛酷、郁郁寡欢。
“乐观的人所注意的只是顺利的际遇、晴朗的天气等等，同时尽情享乐；悲观的人所想的和所谈的却
只是坏的一面，因此他们永远感到怏怏不乐”。
    通过阅读本书，或许能让你在今后的生活中发现更多的美，获得启迪智慧的人生道理，这正是本书
编者的愿望。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哲理小品.外国卷>>

内容概要

本书精选的外国哲理故事意蕴深妙，语言简练，深入浅出地阐发了丰富的人生真谛，其中的智慧既可
以帮助人们去理解学习和生活的意义，也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贴近生活，融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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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春将至》    [日本]井上靖    我喜爱这种等待春天的心境。
住在东京的我，尽管是很少，但也能捕捉到一点儿春天的信息。
今晨，从写作间走下庭院中去，只见一棵红梅和另一棵白梅的枝上长满牙签尖端般小而硬的蓓蕾。
    过了年，把贺年片整理完毕，就会感到春天即将来I临的那种望春的心情抬起头来。
    翻开年历，方知小寒是一月六日，一月二十一日为大寒。
一年中，这时期寒气最为凛冽。
实际上日本列岛的北侧正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南半部的天空也多是呈现着欲降白雪的灰色。
当然也有时遍洒新春的阳光，却不会持久，灰色天空即刻就会回来，寒气也相随而至，不几天即将降
雪吧。
    严冬季节，寒气袭人，理所当然；在这种情况中等待春天的心情，是任何人都会产生的。
不光是住在无雪的东京和大阪，即便是北海道和东北一带雪国的人们，依然是没有两样的。
总之，生活在全被寒流覆盖着的日本列岛的一切人，不管有雪、抑或是无雪的地方，只要新年一过，
都会感到春日的临近，而等待着春天。
    我喜爱这种等待春天的心境。
住在东京的我，尽管是很少，但也能捕捉到一点儿春天的信息。
今晨，从写作间走下庭院中去，只见一棵红梅和另一棵白梅的枝上长满牙签尖端般小而硬的蓓蕾。
    我的幼年在伊豆半岛的山村度过，家乡的庭院多梅树，初春季节齐放白英。
没有樱树，也没有桃树，只种了一片小小的梅林。
也许是幼年时代熟悉梅树，直到过了半个世纪的现在，我依然喜爱梅花。
梅花，对于我，已经成为特殊的花。
    如今，故乡家院里的梅树减少了，而且年老了，已经看不到幼年时期那种纯白的花朵。
即便同是昔日的白花，却略含黄色，并不像《万叶集》和歌中吟咏的酷似雪花的那样洁白了。
    今朝春雪降，洁白似云霞；    梅傲严冬尽，竞相绽白花。
（8-1649）    犹如观白雪，缓缓降天涯；    朵朵频飞落，不知是何花。
（8-1420）    前一首的作者是大伴家持，后者是骏河采女。
读了这类和歌，那种纯白的沁人心脾的白梅，立刻就会浮现于眼帘。
    故里家中的梅树都已枯老，但东京书斋旁唯一的一株白梅，却尚年轻，因而花是纯白的。
    梅树过早地长出坚硬的小蓓蕾，这个季节可还没着花。
正是在这尚未着花的时刻，自然地培育着一种望春的心情吧。
水仙的黄花，山茶的红花，恐怕是这个季节屈指可数的花朵了。
    去岁之暮接近年关的时候，我瞻仰桂离宫，广阔的庭园里也未看到花开，只见落霜红和珠砂根的蓓
蕾，在广阔庭园的角落里，隐约地闪烁着动人的红光。
这个季节，仿佛是树木的蓓蕾代替花朵炫耀着自己的地位。
    乘此雪将融，会当山里行；    且赏野橘果，光泽正莹莹。
（19-4226）    这也是大伴家持的歌。
野橘即是紫金牛，我觉得紫金牛的红色小蓓蕾映衬着皑皑白雪的光景，也许确实具有踏雪前去观赏的
价值哩。
    前面讲过，我喜爱这种在几乎无花的严冬季节等待春天的心情。
每日清晨，坐在写作间前廊子的藤椅上，总是发觉自己沉浸在这样的情致之中。
眼下还是颗颗坚硬的小蓓蕾，却在一点点长大，直到那繁枝上凛然绽满白花，这种等待春天的情致始
终孕育在心的深处。
    我出国旅行，总是初夏和仲秋季节回来。
当然，也并非出于什么理由作了这样的决定，而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结果。
然而，如今却想在什么时候，在那春、天已经有了信息却难于降临的二月底或三月初，结束国外旅行
，重踏日本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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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想一定会深刻地感受到日本节气变化的微妙，和随之改换面貌的日本这一季节景物的细致美
。
    然而，这种等待春天的一、二、三月期间，大气中的自然运行，却是非常复杂微妙，春天决不是顺
顺当当地走向前来的。
    小寒、大寒，大致都是一月初或月中，因此，新春一月便是一年中最冷的时节，一直要持续到二月
四日的立春时分。
当然，这不过是历书上的事，实际上也并不如此规规矩矩。
有时小寒比大寒还冷，又有时大小寒都不那么冷，等到二月立春之后，才真正冷上一阵子。
不，与其说冷上一阵子，毋宁说这种情形居多。
    但是，尽管只是历书上写着，立春这个词，也蕴含着一种难以言状的明朗性。
过年了，春天就近了；春天近了，等到春天到来的心情便活跃起来。
历书上的立春，使人涌起一种期待：这回春天可真要来了！
    实际上，春天总是姗姗来迟，寒冬依然漫长；然而，千真万确，春天正在一步步走近，只是很难看
到它会加快步子罢了。
这种春日来临的步调，恐怕是日本独有的；似乎很不准确，实际上却准确得出乎意料。
    人们都把立春后的寒冷叫做余寒，实际上远远不是称为余寒的一般寒冷。
这时候，即会降雪，一年中最冷的寒气也会袭来。
然而，即便是这种寒气，等一近三月，便一点一点地减轻，简直是人们既有所感、又无觉察的程度。
    不过，即便进了三月，春天依然没有露面。
只是弄好了，阳光、天色和树木的姿容，会不觉间给人以早春的感觉，余寒会变成名副其实的春寒。
这样，与此同时，连那些从天上降下的东西，那种降落的样子，也会多少发生些变化。
那就是“春雪”、“淡雪”和“春霰”。
总之，春寒会千方百计改变着态度，时而露出面孔L来，时而又把身子缩了回去。
    在这样的三月里，有一次寒流袭击了日本列岛的中部，正是三月十三日奈良举行汲水活动的当口。
近畿一带，奇怪的是这时节却受到寒流的洗礼。
也正在此时，我在东京的家，三月初开始着花的白梅达到盛开时分。
每年，当我望见白梅盛开，便又一度想到历书上的记载。
于是发现，大抵上相当于汲水日，或在其以前以后两三天，并且就在两三天里气温下降，十分寒冷。
我的眼前浮现出，在奈良古寺的殿堂里，松枝火炬照亮黑暗的情景。
看来，也许井非照亮了黑暗，而是照亮了寒流。
这时节的春寒，确实是不容怀疑的。
    白梅是在汲水时节盛开，红梅却只乍开三分。
白梅在三月末凋零殆尽，红梅却进了四月，还多是保存着凋余的疏花。
在那白梅开始凋落的时分，杏花和李花就开始着花，好不容易春天才正式来到人间。
    然而，三月末，或是四月初，我家的红梅繁花正盛的时节，还要再来一次寒流。
、那正是比良湾风浪滔滔的季节。
自古以来，就流传着比良大明神修讲《法华经》之时，琵琶湖便风涛大作，寒气袭来。
实际上，这时节京都和大阪地方还要经受一次最后的寒流袭击。
不只是京阪一带，东京也是如此。
    这样，与杏、李大致同时，桃树也开始着花。
杏树的花期较短，刚刚看到开了花。
一夜春风就会吹得落英缤纷，或是小鸟光临，霎时变成光秃秃的。
李花虽不像杏花那样来去匆匆，但也是短命的。
比较起来，依然是桃花生命力强，一直开到樱花换班的时节。
    今年恐怕也与往年相似，一、二、三月之间，寒流会在日本列岛来来往往，梅树的蓓蕾就在这中间
一点点长大吧。
日本的大自然，在为春天作准备的家当，既十分复杂，又朝三暮四；但是总的看来，恐怕也还是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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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一种严格地遵循既定规律的动向。
梅、杏、李、桃、樱，都在各自等待时机，准确地出场到春天的舞台上来。
    李芒译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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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阅读哲理，为自己的人生储备智慧。
用我们微小的瞳孔去发现广阔的世界，用我们有限的人生去体会无限的哲理。
用心去发现，将滚缩的真知化为鲜活的智慧，我们就能在学习和生活中驾轻就熟。
    哲理并不只在伟大的著作中产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处处可见，它需要你去发现、去挖掘。
王俊编著的《哲理小品》所选的文章篇幅虽然短小，却大都是由作者在平常生活里、身边事物中发现
其独特的、发人深省的人生哲理。
通过阅读本书，或许能让你在今后的生活中发现更多的美，获得启迪智慧的人生道理，这正是本书编
者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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