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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如何才能取得成功？许多成功人士都对之有深刻的认识。
近代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曾说过：“在人生成功的过程中，需要具备三种
因素：第一是天才，第二是努力，第三是‘命’。”

他所述的“天才”我认为更贴切的说法应是才能，因为才能有先天
和后天之分，才能是一个人成功的第一因素；第二是努力，也就是勤奋；
第三冯友兰先生所讲的“命”，是一个人所遭遇的社会大环境，社会大环
境的变化及限定条件是一个人所无法改变的，通俗的可称为“机遇”。

综合上述三个因素，我认为勤奋是人生成功的关键。不说远的，就
说青田在海外的华侨，每一位华侨的成功史都可谓是一部辛勤奋斗、坚
韧不拔的创业史。青田人的精神概括为“大气开放，创业天下”。多年
前，也曾提炼为“敢闯敢冒，敢为人先”。一些回来的老华侨感叹在海外
的创业就是“岩壁塌（青田话）上种菜”，有些人没有任何根基，无亲无眷
无钱，不勤劳怎么行？

有些人成功固然有“命运垂青”之说，或者说这个人是某些方面的
“天才”，但其实天才与勤奋仍是不可分割的。所谓天才，勤奋绝对是首
要条件。我们承认人们的天赋有差别，但是能够成为天才，关键还是在
于勤奋。

鲁迅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国现代文学巨匠，用他自己的话说：“哪里
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我国现代著名学者
郭沫若认为：“形成天才的决定因素应该是勤奋……有几分勤学苦练，
天资就能发挥几分。”天资的充分发挥和个人的勤学苦练是成正比例
的。

中学时，我们就学过宋朝的政治家王安石写过的一篇短文《伤仲
永》，说的是金溪地方有个出生在农家的名叫方仲永的孩子，他家世世
代代务农，没有出过一个读书人。仲永五岁那年，连书写工具也不认
识，却能运用纸笔，写了四句诗，并题上名字。别人指定某个事物叫他
写诗，他能立即写出文采和道理都值得欣赏的诗来。可见他的确是个
天才。方仲永的父亲见有利可图，便天天带着他到处表演，向邑人乞求
赏赐，不让他读书学习。方仲永二十岁以后就与常人无异。这个生动
的例子就恰能得出天才是需要后天的努力和勤奋才能成为天才的这一
道理。如果“仲永”在如此天资的基础上再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
水”，那“他”或许会是另一个“爱迪生”或“爱因斯坦”。

把成功完全寄希望于“命运垂青”，这绝对是幼稚的想法。达尔文
认为：“幸运喜欢照顾勇敢的人、勤奋的人。”英国作家勒考克说：“我相
信幸运，而且我发现，我工作愈认真，我的运气愈好。”这就是说，幸运
也是特别偏爱勤奋的人，机会在任何时候都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的，
它与勤奋结下了不解之缘。不可否认某些人有可能凭运气谋得一份好
差事，但却不能凭运气保持它。有了良好的机遇，如果不勤奋努力，这
机遇迟早也会丧失。事业的成功，主要靠自己的奋斗创造。寄希望“夜
草”肥起来的，最终还是要饿肚皮的。《国际歌》中唱道：“从来就没有什
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事业的成
功，幸福的实现，既不能靠上帝的恩赐，也不能仰仗别人的施舍，要靠我
们自己的艰苦奋斗。

古代波斯文学家萨迪在他的名诗《蔷薇园》中这样写道：“富人如果
把金钱放在你手中，你不要对这点恩惠太看重；因为圣人曾经这样教
诲，勤劳远比黄金可贵。”赞赏勤奋，就要培养和发扬脚踏实地、埋头苦
干的精神。渴望成才，想干出一番大事业，这种志向和理想值得赞赏，
想要实现它就需要付出艰巨的、有时甚至是毕生的努力。

如果把成才的愿望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不付诸辛勤的耕耘，最终
只能是一事无成。世界上许许多多有才华之人——聪慧的诗人，出口
成章的才子，挥毫而就的画家……他们惊人的才能都是勤学苦练的产
物，长期积累的结果。

李白“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岁观奇书”，而后才能“日试
万言，倚马可待”。白居易五岁学诗，九岁谙声韵，十五岁“节读书”，所
以才能写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篇。外国著名大文豪莎士
比亚、但丁、歌德、巴尔扎克等都是“奇才神写”……无一不是长期努力
奋斗的结果。

勤奋是成功的秘诀，懒惰是失败的病根。我们宁愿以百倍的勤奋
去争取一分成功，也不能驰于空想、骛于虚声。我们赞赏勤劳，是因为
它不但能启迪人的聪明才智，开阔人的视野，而是只有它才能创造一切
财富，完善发展人类自身。

有一个成语叫举案齐眉，出处来自东汉时期的一对夫妻梁鸿与孟
光，说的是：“每当梁鸿回家时，孟光总是托着放有饭菜的盘子，托得跟
眉毛齐平，恭敬地送到梁鸿面前，以示对丈夫的尊敬。而梁鸿也是很有
礼貌地用双手去接。”

后来就有人用举案齐眉形容夫妻恩爱，相敬如宾。
最近看了一本书《浮生六记》，方知世上还有一种夫妻叫做沈复与

陈芸。
《浮生六记》是清朝文学家沈复写的自传体散文，全书共有六篇，现

存《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四卷，其中《闺房记
乐》为本文的核心精华所在，讲述了沈复与陈芸从钟情、订婚、成婚、日
常相处的爱情故事。

陈芸，字淑珍，是沈复舅舅的女儿，自幼丧父，独自靠女红养活一
家。她自小聪慧，贤淑大方。沈复十三岁时随母亲回去探亲，见了陈芸
所作的诗，喜爱不已，便对他母亲说：“若为儿择妻子，则非淑姐不娶。”
沈复的母亲也爱陈芸性子柔和，同意了沈复的请求，脱下金戒指作为订
礼。

自此，沈复的一切，陈芸都会将它挂在心上。
一年冬天，沈复送亲戚至城外，回来已是深夜，他肚子饿想吃东西，

但婢女给的枣脯并不合他的口味。正苦恼吃与不吃时，陈芸给他端上
了清淡小菜与暖粥，沈复高兴不已，欣然举筷。

还有一次，沈复出了水痘，在古代出水痘是一件大事，弄不好，就是
生离死别。陈芸得知后，便在家默默为他祈福吃斋好几年。

这些都是发生在他们订婚后，成亲前的事。
在陈芸的心里，你既倾心于我，你的事亦是我的事。
人在面对生老病死时，身边有一个人一直支撑着你，记挂你，惦念

着你，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十八岁，在父母的主持下，沈复与陈芸正式成婚。
刚成婚时，陈芸面对沈复有些拘谨。沈复为她披一件衣服，整理一

下袖子，她都会紧张不已，连连说“得罪，得罪。”沈复给她递一方巾帕之
类的，她也会很尊敬地起来迎接。

沈复为此有些气恼，他认为夫妻之间的相处不应被礼节束缚，而陈
芸认为这是对沈复的尊重。

沈复说尊重放心里就可以了，不必纠结这些繁文缛节。陈芸却觉
的对人要表里如一，比如对父母，心里尊敬他们，面上也不能放肆，不然
会让人产生误会。沈复觉的陈芸说的有道理，从此更加敬爱于她。

往后，夫妻二人之间的相处便自然、亲昵。
新婚一个月后，根据原先的计划与安排，沈复需去会稽继续完成学

业。
新婚就分别，虽是“桃李争妍的时节”，沈复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他觉得自己就如同失群的孤雁，情绪非常低落。
在书馆仅仅只是待了三个月，他就觉得像过了十年般漫长。
平时与陈芸虽时有书信往来，但也难解沈复对妻子的思念之情。

“每当竹院里起风、盈窗芭蕉托起月轮的时节，”沈复对景思人，常常是
梦魂颠倒。

先生感怀于他对妻子的思念，于是给他出了十道题，让他回家完
成。

小别重聚后的夫妇二人更是恩爱粘腻了。
盛夏酷署，沈复与陈芸搬进沧浪亭边上的临水小轩居住。
在“我取”小轩，沈复与陈芸研习书卷、谈论古史、品月评花、行酒射

覆……
有时，陈芸会虚心向沈复请教古文之意，沈复也会耐心倾听芸娘对

“李杜”诗句的理解，二人还会为看到一个好笑的词互相调侃。
沈复说他与陈芸二人的相处，就如同梁鸿与孟光，举案齐眉。但在

我看，沈复与陈芸的相处就如现代的每一对夫妻一样，轻松，甜密。比
之梁鸿与孟光之间的那种敬爱与疏离，更让人向往与羡慕。

沈复还特意刻了两枚带有“愿生生世世为夫妇”标识的阴阳印章，
夫妻二人各执一方，作为往来书信盖章之用。这份浪漫，世上夫妻独他
们一份。

他们也会了为各自的愿望与喜好，倾尽全力去帮对方实现。
沈复受朋友邀约，去参加庙会，回来后与陈芸大肆宣染庙会盛况。

陈芸很是向往，遗憾地说：“可惜我是女子，去不了庙会。”
沈复便说这有何难，穿上我的衣服，戴上我的帽子，画上眉毛，再效

仿男子走路就可以了。
于是沈复瞒着家人，带上女扮男装的陈芸去逛庙会。夫妻二人自

是高兴而去，尽兴而回。
试想，在男尊女卑，礼教盛行的封建社会，哪一个男子会让自己的

妻子出去抛头露面，仅仅只是为了逛一次庙会。
吴江的钱先生病故，沈复需前去吊唁。去吴江必经太湖，陈芸没去

过太湖，也想去见识一下，便提出以回娘家为由，中途与沈复会合，再一
道同游太湖。沈复听了，也是欣然同意，帮着陈芸一道隐瞒父母。然后
两人在太湖的船上，啃西瓜，赏夕阳，看星辰，与船家女喝酒，好不快
活。真真神仙眷侣一对。

沈复潇洒深情，陈芸也是善解人意。
苏州有南园、北园两处好所在。春天油菜花开的时候，沈复很想与

朋友一起边吃着热的酒菜，边坐着赏花，他觉得那一定是人间一桩美
事，但是苦于周边没有酒家，不能如愿。陈芸知道了，便为沈复想到了
一个好法子，就是雇个馄饨担子去。她自己则是为大伙准备了菜肴烹
调，又带了砂罐可以煎茶。

看花那天，沈复与陈芸带着一群朋友来到南园，择柳而坐。他们先
是烹茶饮茶，然后是暖酒热菜边吃边赏景。“当时风和日丽，遍地黄金，
青衫红袖在路上，来往蜂蝶乱飞，让人不饮都要醉了。”三两朋友，喝着
酒，饮着茶，吃着零食，看路边纷繁热闹，赏花赏景赏春光，这样的景象
真是让人无限向往。

沈复与陈芸年龄相当，志趣相投。他们谈诗论赋，养菊插花，制作
盆景，饮酒烹茶，真真伉俪情深，琴瑟和鸣，世上再也找不出比他们更登
对的夫妻了。

然而，俏皮活泼，得夫君喜爱的媳妇总是不被公婆所喜。陈芸也不
例外，沈复的父母不喜欢陈芸，连带着也不喜欢自己的儿子，又加上误
会，把他们赶出了家门。

失去父母的庇佑，沈复与陈芸的日子过的清寒起来。既便如此，在
陈芸的经营下，再平淡的生活，他们也过出了一份诗意。

夏天荷花初放时，陈芸会将茶叶装入小纱囊放在荷花心中，第二天
早晨取出来，再烹了雨水来泡茶，这茶自是更加香淳浓郁。

楼下住的地方窗户拆了，外面没有栏杆，空荡荡不好看。陈芸便想
出法子，用旧竹帘代替栏杆，既遮栏，还不费钱。

只是，可能连老天也要嫉妒他们，在后来的日子中，又让他们经历
了很多的磨难。

由于多年劳累，陈芸血疾发作，长久生病，医资大增。而沈复多年
没有工作，也只是靠卖画为生。一家人日子过得更加艰难起来。

屋漏偏逢连夜雨，沈复为人作担保借款五十金，借款人逃走，放贷
人在沈复这里要不到钱去他父母那里闹，公婆对他们夫妇更加厌恶。

为躲避债务，他们只能将自己的女儿给人做童养媳，送儿子去学经
商，陈芸在小时候一个闺蜜的资助下去乡下养病。

之后，又几经周折，夫妇二人一直游荡漂泊，生活困苦。
都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大难临头各自飞，但沈复与陈芸自始至终不

离不弃、相互扶持，直至陈芸最终客死他乡。
他们一家四口也未曾再团聚，作为读者也为他们夫妇感到遗憾。
但陈芸的风雅感性、俏皮聪慧，沈复的潇洒不羁、深情专一，以

及他们二人之间的那种彼此懂得、恩爱非常的关系还是会让我深深
羡慕。

没有牙齿的外婆

她拥有最短暂的时间
她的牙齿掉光了
吃饭都是在表演生吞活咽
她的皮肤经历了高强度的日光浴
收获了如熟透的香蕉一样的斑点
她的身体背着岁月
步履蹒跚
她拥有最漫长的时间
电视机成了摆设
上面落满了灰
她的午睡再没有人声闹铃
或许到暮色来临
或许到凌晨清醒
她的一日不再是三餐
再没有人饿着肚子催她做饭
她拥有最幸福的时间
她会和一颗卷心菜对话
拔掉它近旁的青草
她会摸摸秋葵的绿尖尖
等待它快快长大
她会给玉米戴上她的凉帽
再把她的汗水像雨滴一样落下
她自己的孩子都长大了
她又开始日复一日地照顾另一群孩子
她拥有最难过的时间
老伴走了
偌大的房子只有她一个
床是空的
沙发是空的
碗筷只摆一副
她自己
只是一饭一蔬
她很忙
忙着和太阳赛跑
忙着和月亮赛跑
她很闲
一个人坐着发呆，打盹
可以从清晨到日暮
她的房门大开着
光会如期而至
风会光顾
雨会拜访
只是少有人烟
她在等待
在沙发上眯着眼
在厨房里忙碌着
等待门铃响起
等待笑脸绽放
等待挥手寒暄

再见

纯蓝透亮的湖水
是我深深留恋的似水柔情
连绵不断的青山
是我劈斩不断的流连忘返
荒草萋萋的戈壁
是我不忍别离的荒凉
再见了
萍水相逢之人
再见了
投缘之人
湖水分流于五湖四海
我们也自当回归于
甘肃山东湖北浙江的人群
掬一青海的水
拾一兰州的石子
等石子投进湖水
湖面会荡开圈圈涟漪

浮生六记
——有一种夫妻叫做沈复与陈芸

■ 江兆苓

奋与懈盛衰之本
勤与惰成败之源

■ 吴吕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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