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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万军

无学祖元禅师（1226～1286）是
我国禅宗史上的一代高僧，同时也是
中日佛教友好交流史上的一代使者。

无学祖元出生于鄞县的许氏之
家，早年在出家哥哥的规劝和伯父
的带领下，来到杭州净慈寺，从北涧
居简禅师得度，后又投径山万寿寺
的 佛 鉴 禅 师 门 下 钻 研 佛 法 。1263
年，出任东钱湖城杨村大梅山麓的
白云延祥禅寺住持。

祥元二年（1279年），无学祖元离
开宁波，东渡日本，出任建长寺的第五
世住持，后创建了圆觉寺，无学祖元任
开山住持。弘安九年（1286年）9月3日
圆寂，时年61岁，谥号“佛光国师”。无
学祖元奠定了日本临济禅的基础，他
所传的临济禅，对日本的武士道精神
和传统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为中日
友好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

关于无学祖元，最具传奇性的
故事是“独守寺庙喝退蒙古兵”。

1279 年，南宋灭亡，蒙古铁骑
入主中国全境。蒙古铁骑南下，进逼
温州，指向雁荡山能仁寺，此时寺住
持正是无学祖元。众僧逃离，只剩住
持一人，蒙古兵冲入寺庙，挥刀架在
他脖子上，喝令降服。无学祖元面不
改色，坦然诵诗：乾坤无地卓孤筇，
喜得人空法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剑，
电光影里斩春风！

蒙古兵被这个气势震撼，收回

兵刃，悻悻而去。这段传奇在日本僧
人天岸慧广的《佛光国师语录》里可
以找到记录。这本书对此描写得更
为具体：面对屠刀，禅师一不逃，二
不慌，他端坐禅堂，泰然自若。并高
颂诗歌，向杀手坦陈心迹：天地间虽
然没有一根竹子站立的地方，可是我
也早已经把人世看空；收起你的宝
剑，放下你的威风。不管你有多么快
捷的刀法，砍下的不过是一缕春风。

生死一线之际，无学祖元笑对
刀剑，为何有这种无畏精神？

无学祖元是从宁波起步修行
的。宁波既是中古时代欧亚大陆东
部的重要港口城市，也是传教者的
首选之地。日本的遣唐使在这里登
陆，宋代日本僧人也在这里开始求
学。在这里，无学祖元眼界视野得到
开阔，可以说是见过大世面的僧人。

这是从环境来说。另外，从“内功”
来讲，无学祖元之禅修的“临济宗”，具
有鲜明个性。它主张绝对自由的主体
精神，行事不依佛祖不依经，只依从自

己的内心世界：“人人皆可为佛”“直教
个个如狮子”，可谓刚性十足。

这些教诲，对于普通平民而言，
是一种触手可及的精神源泉，所以
广受世俗社会俗家子弟的追崇。特
别是南宋时期，临济禅成为难得的

“阳刚”补给，对于中国人抗击金以
及蒙古人凶猛的进攻，确保半壁河
山，起了很大的精神鼓励作用。

我们所熟知的岳飞、辛弃疾、陆
游、杨万里、文天祥等都是临济禅弟
子。从流传的南宋豪放派词人辛弃疾、
陆游、文天祥的词句中，我们仍能感受
临济宗那种“五逆闻雷”的刚烈宗风。

无学祖元虽然是个出家人，但对
国家兴亡并没有超然物外。蒙古铁骑
杀一个徒手僧人不费吹灰之力，但最
后之所以没杀他，大约不是因为害
怕，而是因为佩服——佩服大师的镇
定和勇气。而且，因为蒙古部落信佛，
所以蒙古帝国内僧侣地位比较高，在
蒙元将全中国“人分十级”中，僧人位
列第三，仅次于官吏。蒙古贵族统治

者对僧侣普遍敬重，这大概也是无学
祖元幸免于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奇迹般地“击退”了蒙古铁骑，
但国破，寺庙也不能成为避难所，所
以无学祖元必须选择下一站。恰好
此时，一份来自日本的邀请函到了。
无学祖元受日本镰仓幕府“执权”北
条时宗邀请赴日。

在古代日本，国家政权多为武
将控制，天皇为虚君，尤其是中世纪
以后，幕府把持了国家政权 700 年。
幕府有一个重要职位，就是“执权”，
是当时日本第一号人物。

无学祖元到日本后，和北条时
宗交往甚密，感情深厚。在入主当地
的建长寺当日，北条时宗就“亲执弟
子礼”，拜无学祖元为师，后常以各
种形式向他参禅问道，请益求法。

无学祖元也经常应北条时宗之
邀，应请说法，尺牍往来，相互礼赠
诗文物品。北条时宗去世后，无学祖
元又为其下火及祠堂入牌法事，是
名副其实的日本国师。

1286 年，无学祖元圆 寂 后 ，日
本 天 皇 敕 谥“ 佛 光 国 师 ”，并 由 后
光严天皇加溢“圆满常照国师”。

人 们 或许听说过日本的武士
道与武士道精神，听说过日本武士
道的魂魄就是生死毫无挂碍、临阵
彻无恐惧。宋末元初前往日本弘扬
临济禅法的无学祖元，他的那种大
无畏精神，也影响了日本的武士道。

现今，日本一些禅林寺院和博
物馆收藏的无学祖元墨迹，不仅是
研究无学祖元的重要史料，也成为
价值不菲的文化财富，是中日两国
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物史料。

东钱湖深处的白云寺
藏着一位宁波籍日本“国师”的无畏精神

吴启钱

“号称”与“称号”，形式上似
乎只颠倒了一下词序，差之毫厘，
内涵却有云泥之别。

号称，是一种对外的宣称或宣
示。号称的表现形式，是自吹自
擂，自封自夸，自我贴金，自我加
持，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
果。其本质，是一种有意为之的利
益算计，或者说是一种谋取某种利
益的手段。

与“自称”不一样，号称很少
用 谦 词 ， 而 喜 欢 用 “ 最 ”“ 极 ”

“太”“大”“超”“神”“圣”等绝
对化的词语。如“包治百病”的神
药，“天下无敌”的超人，用以沽
名钓誉，捞取好处，或用以虚张声
势，吓人骗人。

世界越是纷乱，社会越是浮
躁，江湖越是浑浊，法治越是不被
重视，各种“号称”就越多。只要
脸皮够厚，足够无耻，没有底线，
想号称什么都可以，反正“号”是
自己吹，“称”是自己称。

号称虽能把不知底细的人唬
住，但如果用常识和逻辑去鉴别，
则不难看出其“黔之驴”的本质：
色厉内荏，外强中干，名不副实。
特别是，如果号称到自己都完全相
信的地步，就会牛皮吹爆，出尽洋
相，成为笑料。

比如，号称穿了新衣的皇帝，
成了愚蠢的代表；号称“一代宗
师”的某“太极大师”，成为大家
茶余饭后调侃、嘲笑和讥讽的对
象。

事实上，我国有专治各种夸大
其词的法律。《广告法》 规定，广

告不得使用“国家级”“最高级”
“最佳”等用语。所以，近几年我
们看到的类似广告，已经越来越少
了。

与“号称”不同，“称号”是
一种被授予或赠予的身份、名称、
头衔或荣誉。

对于被授予者来说，称号是一
种通过长时间的努力付出，甚至奋
斗牺牲而获得的结果。称号是其奋
斗历程的记录，奋斗结果的写照，
人生价值的最好体现。

比 如 被 国 家 授 予 “ 劳 动 模
范 ”， 这 个 称 号 就 是 一 种 无 上 光
荣。即便某个称号不是通过授予而
获得，也是一种被广泛认可的褒扬
与荣耀。比如“白衣天使”，就是
社会公众对医护人员救死扶伤精神
的赞誉。

称号是荣誉，也是一种责任，
甚至是一种无形的约束。

比如“优秀共产党员”这个称
号，既会让人刮目相看，肃然起
敬，也会让人对其评头论足，看看
是不是名实相符。所以，“对得起
某某称号”，经常成为一种誓言式
的激励、鞭策。有时候，某个称号
甚至和生命一样宝贵，让人愿意为
维护好它，献出自己的生命。

授予谁什么样的称号，不是心
血来潮，不能随心所欲，而是有一
个公开的程序，比如提名、初审、
复核、公示和正式授予等；有一套
公正公平的标准，比如政治素质、
业务能力、贡献大小、社会影响和人
品形象等。即便是公众认可的，也有
鲜明的辨识度、典型的代表性和广
泛的影响力。因而，称号具有普遍的
公信力，授予一个称号，就树立了
一个标杆，培养了一个典型。

一个社会，“号称”的人越少
越好，而获得“称号”的人或机
构，最好能多些、再多些。

“号称”与“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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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正问题 王 真 绘

如此“儿童手表” 沈海涛 绘

陈鸣达

知人善任、知人善用，是领导
者的重要职责，也是必备素质。一
个称职高明的领导，是善于知人、
用人的。知之深、用之准，事业发
展；知之不多，用之不准，事业受
挫。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每
天都在发生着关于如何知人用人的
故事。

真知真用

刘邦是知人善用的高手。刘邦
出身平民，文不能书，武不能战，

“智不比张良、勇不如韩信、才不
敌萧何”，与竞争对手项羽相比，
实力相差悬殊，差点在鸿门宴上送
了性命。

但他知人善用，人尽其才，用
张良出谋、韩信带兵、萧何保后，
让吹鼓手出身的周勃、屠户出身的
樊哙担当重任，每个人的才能得到
充分发挥，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
成就一代伟业。

毛泽东有句名言：领导者的责
任，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干部。在
井冈山时期，陈毅已是红军高级将
领，粟裕还是普通战士，但在淮海
战役时，毛泽东主张调离陈毅，让
粟裕担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粟裕
坚辞。毛泽东坚持把战役指挥权交
给粟裕，并赋予其直接向中央报告
情况的权力。因为，毛泽东深知粟
裕是一个能带兵打仗的人。淮海战
役的胜利，证明了毛泽东在用人上
的英明。

假知真用

明明不知还以为知，并委以重
任，很难不出乱子。赵括是个毫无
实战经验的纸上谈兵者。当秦国派
兵入侵时，赵王想当然地认为，赵
括父亲赵奢是有名的战将，赵括熟
读兵书，想必比他父亲也差不到哪
里去，委任他为赵军统帅。结果，
赵国四十万大军，一触即溃。

一生谨慎的诸葛亮，也有看走
眼的时候，他自以为了解马谡，贸
然让他带兵守街亭，结果大败于魏
军，痛失街亭。

不知不用

领导者还不熟悉、不了解一个人
时，是很难委他以重任、给予重用的。

战国齐人冯谖穷困潦倒，无以
维持生计，听说孟尝君好客，便投身
其门下为食客。孟尝君问他有何爱
好，他答没有什么爱好，问他有什么
才能，他又答没有什么才能，这让孟
尝君怎么用他呢？于是，很长一段时
间里，冯谖被晾在一边，没事可做，
待遇很低。其他门客也看不起他，常
到孟尝君处告他的状。冯谖则常倚
着柱子弹着剑发牢骚，说什么“食无
鱼，出无车，无以为家”。

有些自恃有才的人，不是从小
处着眼，小事做起，让领导了解熟
悉自己，而是眼高手低，大事做不
了，小事不愿干，久而久之，默默
无闻，虚度一生。

不知亦用

知人用人其实是一个辩证的关

系，一个高明的领导者明白：用中
才能知，知后才能用。的确，一个
人的才能并非生而带来，而是在实
践中不断磨炼出来的；领导者对一
个人才能的了解，也只有在使用的
过程中才能逐渐发现。“是骡子是
马，拉出来遛遛”“要知道梨子的
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讲的就
是这个道理。当然，领导者在不知
情况下的用，只是小用、轻用、试
用，而不是知后的大用、重用。

前面说到的孟尝君，就是这样
的领导者。面对自称无任何爱好、
无任何才能的冯谖，孟尝君当然不
敢大用、重用，但收收租金和利息
的小事应该没有问题吧。于是，派
他到自己的封地薛地走一趟。

临行时，冯谖问主人买点什么
东西回来，孟尝君随口答道：“你
看着办，家里缺什么就买点什么回
来。”冯谖到薛地后，将所有的债
券焚烧，空着手回来。孟尝君心中
不悦，似有责备之意，问怎么没有
买回来什么东西，冯谖说，家里什
么都不缺，我把最缺的“义”买回
来了。

不久，孟尝君的相位被齐王罢
免，他回到封地，却受到当地百姓
的欢迎和拥戴。孟尝君这才明白，
冯谖为自己办了一件大好事，从此
更加信任重用冯谖。冯谖也不负所
望，为孟尝君出谋划策，提出“狡
兔三窟”的谋略。孟尝君因冯谖之
谋，重返政治舞台，名扬史册。

知而不用

明知有才，弃之不用，世上还
有这样的事？

有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

缘于两种情形：一种表现为功高震
主，恐致政局不稳。“狡兔死，走
狗烹”的场景在历史上重复出现。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打败吴王夫差
后，为越王立下大功的范蠡深知此
道，悄悄离开朝廷，隐居他处，得
以善终。另一位功臣文种以为，越
王会继续重用自己，却不幸断送了
性命。刘邦、朱元璋在夺取政权、
建立新王朝后，大开杀戒，大批开
国元勋死在他们的刀下。宋朝开国
皇帝赵匡胤为了巩固政权，防止

“黄袍加身”出现在他人身上，则
采取“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让石
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等
一批军事将领解甲归田。宋朝也由
此走上重文轻武之路，最后招致外
敌的入侵。

另一种知而不用表现为心胸狭
窄、嫉贤妒能。有的领导者担心用
能人会影响自己的地位和威信，在
本地区、本单位大搞“武大郎开
店”，对有用之才总是横挑鼻子竖
挑眼，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
还有的领导用人唯亲不唯才，明知
某人有才，因不是自己圈子里的
人，弃之不用，偶尔用之也是利用
而非真用。在这种情形下，那些有
用之才要么另攀高枝，要么长期受
压，难有出头之日。

上述五种用人方法，反映出领
导者不同的素质：真知真用，职责
所系，事业有望；假知真用，失职
失察，贻害无穷；不知不用，人之常
态，不足为怪；不知亦用，高明之举，
有利于发现、培养和锻炼人才；知而
不用，心术不正，不利事业。

请问大大小小的领导者，你属
于哪一种？

知人与用人杂谈

陈鲁民

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人世
间》里，男主角周秉昆爱说一句话：
日子苦吗？那就嚼吧嚼吧咽了。

他确实很苦，老婆没工作，靠卖
红薯为生，辛苦养大的大儿子死于
非命。他还两入牢狱，并被单位开除
公职。出狱后没工作，想借钱创业又
四处碰壁。可这些苦难，都被他咬牙
嚼嚼咽了，硬着头皮往前闯，最后终
于走出困窘，苦尽甘来。

虽然是电视剧，却充满了现实
生活的影子。

作家刘庆邦说：“生命是一条毯
子，苦难之线和幸福之线紧密交织，
抽出一根就会破坏了整条毯子，整
个生命。没有痛苦，人只能有卑微的
幸福。”从天性来说，人都是追求幸
福拒绝痛苦的，但痛苦却往往挥之
不去，不经意间就会猛扑过来，使我

们苦不堪言，痛彻心扉。
只要活着，痛苦就会与我们或

远或近地伴随左右，这也没啥了不
起，关键是不要被痛苦击倒，要学会
消化痛苦，将苦嚼嚼咽了，把痛苦变
为人生财富，最终战胜痛苦。

苦有两种，一是肉体之苦，一是
精神之苦。理性选择是，首先要敢于
正视，承认并接受它是生命中的一
部分，既来之则安之；然后就要学会
隐忍与坚持，与其和平共处，将苦嚼
吧嚼吧咽了，通过强大的消化功能，
将其变成生命的有益养分。

能不能将苦咽了，胸怀度量很
重要。古人说“不如意事十之七八”，
失恋、破财、生病、受伤、事业失败、
升职受挫、高考落榜、下岗失业、亲
人去世等等，每件事都能让我们无
比痛苦。有的人反应强烈，哭天喊
地，甚至走向绝路；有的人就比较冷
静，能控制自己的感情，承受力较

强，情绪也没那么大的波动，只是默
默地忍受。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之
一就在于胸怀度量，有人心胸狭隘，
一点痛苦就让他觉得难以忍受，痛
不欲生；有人心胸开阔，再大痛苦在
他那里也被稀释淡化了。

能不能将苦咽了，意志品质很
重要。面对人生之种种苦难，可以
用坚贞不屈精神来战胜痛苦，就像
在监狱里受尽酷刑视死如归的江
姐；可以用投身事业来转移痛苦，
像受了奇耻大辱发愤著述的司马
迁；可以用苦读钻研来忘记痛苦，
像备受屈辱遭人冷落而引锥刺股的
苏秦。

将苦难嚼嚼咽了，要咬牙发狠，
敢于担当。遇到苦难，绝不能学四处
诉苦的祥林嫂，那只会自取其辱，成
人笑柄；也不要转嫁痛苦与他人，能
扛就自己扛。要像“不传己苦与他
物”的苦瓜一样，该自己解决的问

题，就绝不去麻烦别人，宁可自忍其
苦去克服困难，咬紧牙关战胜挫折，

“自苦而不苦人”。进而，做到苦中作
乐，苦中拼搏，在吃苦中坚持，在吃
苦中升华，努力践行那个古老的真
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当然，将苦难嚼嚼咽了，也需要
一定时间消化。人们可能都有这样
的体会，距离越近之苦，感受越强
烈，时间越久远之苦，感觉越淡漠，
有的甚至渐被遗忘。所以，面对苦
难，一定要善于安慰自己，相信时间
是治疗所有痛苦的最好药物，时间
能稀释一切痛苦，这里需要的是耐
心和等待。

人生在世，那些意志薄弱、不肯
将苦难下咽者，只会一味地怨天尤
人，痛哭流涕，必然会成为苦难的牺
牲品。反之，谁能战胜苦难，将苦难
嚼嚼咽了，苦难也会成就谁，还他以
幸福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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