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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别林清玄
勿失“想飞的心”

23 日，曾写出《人生最美是清欢》、《桃
花心木》等著名散文的林清玄病逝，享年65
岁。消息传出，各界人士和媒体通过不同形
式表达了悼念之情。

而就在1月22日上午9点32分，他还发
了一条微博：在穿过林间的时候，我觉得麻
雀的死亡给我一些启示，我们虽然在尘网
中生活，但永远不要失去想飞的心，不要忘
记飞翔的姿势。先生对死亡似有预感更有
淡然洒脱。

“ 爱的开始是一个眼色，爱的最后是无
尽的苍穹”；“今天比昨天慈悲，今天比昨天
智慧，今天比昨天快乐。这就是成功。”“以
清净心，以欢喜心过生活，以平常心生情
味，以柔软心除挂碍。”……太多的佳句乃
先生用心书写，更多的读者因为空间、境
遇、心绪的转换而赋予不同的含义：是台湾
人拂之不去的文化情结，是大陆人“认识”
台湾的惊鸿一瞥；是某个遥远而美丽的地
方，是永生难忘的青春梦想……

当今一些人潜心于名利和潜规则，甚至
以“裸”、“色”力搏出位，还不惜恶意炒作争
上头条，社会浸淫在低俗、浅薄、功利的氛
围之中，相比之下，林先生精心创作、传颂
不衰的好作品自然备受推崇倍显珍贵，林
先生的文章更似一个集纳生活、理想、悲
悯、素雅的“符号”，使我们静下心来，让灵
魂的呢喃抚慰疲乏的心灵，用文学的力量
医治创伤。

司马公有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
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我们可能写不出他那
样的经典文字，但不妨学习一下前辈的创
作精神，我们虽然是凡夫俗子，但应该对美
好的文字、高尚的人品保持一颗敬仰之心、
明白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真正的创
作，什么是动人心魄的真正源泉。这才是道
德水平、人文精神和社会文明不断进步的
阶梯。

他说“虽然明天还会有新的太阳，但永
远不会有今天的太阳了”，然而“心美一切
皆美，情深万象皆深”，“ 心随境转是凡夫，
境随心转是圣贤”。揖别林清玄，勿失“想
飞的心”。尽管大师相继离去成为感伤的背
影，但不朽的文字，不凡的成就与人格，犹
如一张无形的网，打捞起曾经遗忘的美好，
也催发出新生的期冀与奋发的力量。

斯涵涵

到底为什么会有“先录像后救人”，想必大
家都心知肚明，谁也别装外宾。在评价此事时，
尽管也有网友抬杠，但更多的人，包括获救者
家属，还是表示了理解与认同。从行为本身来
说，先录像后救人，“救”总比“不救”要好；从行
为后果来说，录像并没有影响救人，那么又有
什么不可以？相较于过往发生的冷漠路人见死
不救的案例，此事中五名大学生既有善心也有
策略，在救人一命的同时也实施了很好的自我
保护，表现简直堪称满分。

常识是，对公民个体的道德期许，永远不该
脱离特定的社会背景。在一个碰瓷者频出、好人
不时被“反咬一口”的年代里，在人人自危但求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语境下，我们不得不现
实一点，但凡未曾丢掉最后的良知、但凡还是在
见义勇为，就已经难能可贵了。至于说，“救人”
的姿势是不是得体、手法是不是合理、态度是不
是温柔等等，实在不该强求……“先录像后救
人”，这番操作的确不是尽善尽美，却几乎已是
那些心有疑虑的普通人，所能做出的最好选择。

人类的情感，本就是有价值排序上的先后
之别。对于一般人来说，恐惧感、自我保护的心
理，从来都是排序于“道德感”之前。显而易见，
人们不能以完美的道德去要求五名涉世未深

的大学生，不能期待他们成为完人般的道德偶
像。“先录像后救人”，很多人觉得“先录像”有
些“小人之心”有些“自私自利”了。可是知道
吗？正是“录像”这个动作，支撑着这些大学生
有勇气去救人，正是因为事前“对冲了风险”，
他们才敢于去冒险。

永远不要说见义勇为是一件零风险的事
情，永远不要自诩能够心无旁骛地去扶危济
困。我们必须承认人性深处的敏感与畏怯，必
须承认这个社会的复杂和恶意。让更多人愿意
担起责任见义勇为，绝对不能仅仅靠空洞的、
不切实际的道德倡议，而是要从技术层面提供
一系列“抵御风险”的保障，比如说各地出台了

“好人法”就是这一种抗风险机制。与之同理，
救人之前“先录像”，则是另一种抗风险机制。
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是公力救济，后者
是私力救济。

“先录像后救人”，如果我们草率地、一刀
切地否定这一行为，那么很可能的结果是，再
遇到这种情况，人们不会录像也不会救人了
吧？就鼓励见义勇为来说，“安全垫”的作用是
至关重要的。允许人们以各自的办法规避“碰
瓷”风险，恰恰是社会舆论所能提供的“安全
垫”。 然玉

漫画 赵顺清

“先录像后救人”
对冲风险才更敢见义勇为

近日，一名安徽籍

男子在武汉街头行走

时，突发脑出血跌坐在

地，5名大学生拍照取证

后救人。此举在网络上

引发争议。有网友为学

生的行为点赞，“我觉得

这样挺好的，既保护了

自己，又做了好事。”但

也有网友认为，“做点好

事都需要留证据。”对于

5名大学生的做法，被扶

男子的家属表示，“在保

护自己的情况下再去救

别人，完全可以理解。”

（1月23日《新京报》）

百姓话语 一家之言

发扬斗争精神 勇于担当作为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重要讲话精神

新华社评论员

“领导干部要敢于担当、敢于斗争，保持斗争精
神、增强斗争本领”。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
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
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斗争精神的重要作用，
对领导干部投身伟大斗争提出明确要求，为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
争提供了重要遵循。

我们党是在斗争中诞生、成长、壮大的政党。经
过近百年的奋斗洗礼，斗争精神早已融入党的血脉，
贯穿于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社会是在矛盾运
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今天，中华民族正
处在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改革发展正处在克难攻
坚、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前进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
顺，必须充分认识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和前途
命运的严峻挑战。唯有以充沛顽强的斗争精神奋勇
搏击、披荆斩棘，才能攻克新征程上的“娄山关”、“腊

子口”，不断夺取新时代伟大斗争的新胜利。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敢于担

当、敢于斗争，是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在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中发扬斗争精神，就要有直面问题矛
盾的勇气、“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豪气、啃硬骨头
挑重担的担当、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干劲。狭路相
逢勇者胜。领导干部要摒弃当“太平官”、过舒坦日
子的想法，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敢于斗争的自觉和胆
魄，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
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
决斗争，不可阻挡地把事业发展推向前进。

“花繁柳密处拨得开，才是手段；风狂雨急时立
得定，方见脚跟。”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既要敢于斗
争，又要善于斗争。当前，国内国际环境纷繁复杂，
各种问题叠加，各种矛盾凸显，各种思想观念和利
益诉求相互激荡。进行斗争、化解风险，应当坚定信
心，从容应对，把握规律、科学施策。要抓好战略谋

划，抓住问题要害，在实践中讲究策略和方法，把握
好时机和火候，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斗争，做到坚
决有力、务实有效。

防范化解风险，“关键少数”的作用举足轻重，
迫切需要锐意进取、奋发有为、关键时顶得住的干
部。有道是“人在世上练，刀在石上磨”，干部要成长
成才，必须经风雨见世面；干部要增强斗争本领，在
斗争中历练就是最好的课堂。“人才自古要养成，放
使干霄战风雨。”让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到重大斗
争中去经受锻炼，在搏击风浪中增长胆识和才干，
才能练就真功夫、硬本领，做到临危不惧、处变不
惊，实现化危为机、化险为夷。

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在新时代
的新征程上，永葆斗争精神，勇于担当作为，应对好
每一场重大风险挑战，把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做
实做好，“中国号”巨轮必将破浪前行，驶向光辉的
彼岸。 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