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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个艺术家能够给人提供什么呢？
他不是教师因而不能给人什么教导。
他不是领袖所以未必能给人指引一条光明或安全的道路。
他其实也不是灵魂工程师做不来总为别人以至自己脱胎换骨的事。
他们是以正规角度看这世界而看腻了的人，并且天真地以为别人可能也不大耐烦，所以公为私就去找
些新鲜的角度看这世界。
　　我想，李清明的文字也在寻找这样的角度。
　　——著名作家 史铁生　　这是一些闪烁着中国智慧的文字。
　　许多平常而深刻的道理，已经被我们的时代完全遗忘了，比如对生活的感恩，孝敬，比如君子有
三畏，畏天命，畏大人。
畏圣人之言⋯⋯这个时代所谓知识分子者言必拿来，成为习惯，已经造成这种知识，只是西方才有思
想。
似乎中国人在过去数千年的历史中从未思考过“我们是谁，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到何处去”之类似的
。
我一直对20世纪以降中国人的思想质量感担忧，尤其在1966年之后。
但很多时候，偶尔看见普通人的文字，才发现中国思想并没有消失，而只是从习惯上以为它应该出现
的地方转移了，转移到没有时间空谈、干着实事的普通人的文字，他们业余时间偶尔记录下的想法，
读起来却比知识分子的引经据典更为智慧。
我说的是李清明的随笔集《微雨独行》。
　　——著名诗人 于坚　　李清明身在商海，心怀哲思，对人生社会，均有独到感悟，其文中许多警
句妙语，可以大书高悬为座右铭。
　　——著名作家 莫言　　苦难、守望、惜福和感恩，很难在一本书里，看到这些一些字眼集中出现
。
其实，又岂止是一本书，当道德退行这样的字眼，真的已经不生长在我们的心田。
也许，我们在表达上的进步，远远走在了良知的前面。
文学界常有清醒者呼叶回到常识。
这些伟大字眼，也是和种常识，是一个文化的根基与底线。
当上述这些字眼串连成线，互为因果朴素地呈现的时候，我们在生存困境中感到一丝人性的温暖。
　　——著名作家 阿米　　一个人，工农兵学商五大行业全都亲身经历过，而且干一行精一行，行行
均有所得，不容易。
一个人，一个曾经当兵的，能在一项又一项全陌生的事业上有所成就，也不容易。
一个人，在从事繁忙的营之余，在诸多事务性的、习惯性的、礼尚往来性的、不得已而为之的交往应
酬之余，还有时间，还有精力，还有心情和兴趣来写写文章，以抒发自己对人对事的感受，更不容易
。
当今世界可供人们耗去工作之余时间的活动太多太多了。
舞文弄墨并不是件轻松的事。
它是一个人的心境，是一个人的格调，一个人的追求。
　　——著名作家 金敬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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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清明，1965年清明节出生，湖南湘阴人。
暨南大学新闻系毕业，高级工程师、一级注册建造师。
曾在广州军区政治部和广州军区后勤部工作，在部队服役近20年，后经商。
业余时间从事新闻、散文、小说创作，发表各类作品200余万字。
代表作有《滚石上山》、《梦起洞庭》、《微雨独行》等。
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会会员、《粤海散文》编委、广东散文创作委员会理事。
现为广州军颐企业集团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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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一个木匠在工作的时候，不慎将手表掉落在满是木屑的地上，他一面抱怨自己倒霉，一面拨动
地上的木屑，想找出他那只心爱的手表。
许多伙伴也提着灯，与他一起找表，可是找了半天，仍然一无所获。
等这些人去吃饭的时候，木匠的孩子悄悄地进到屋子里，没一会功夫，他居然找到了手表！
木匠又高兴又惊奇地问孩子：“你怎么找到的？
”小孩回答说：“我只是静静地趴在地上，一会儿我就听到‘滴答！
’‘滴答！
’的声音，就知道手表在哪里了。
”　　在慌乱中寻找出路，往往会失去方向，不如保持静默，拭去心灵的浮躁，出路往往就在你面前
。
　　人生不能总是忙碌，还需要一份宁静。
　　前一段，我入住10年前曾住过的一个部队四星级宾馆。
第一次见到的一位打工妹，10年中竟从副班长、班长、副部长、部长、副经理、经理，一直做到了今
天的副总经理。
当我问及个中奥秘时，这位成功人士的经验之谈，竟是遇事冷静。
她说10年来她曾遇到了许多无理取闹的客人、受过许多无端的委屈，遇事时她总是强忍自己，默默地
从一数到十，又从十数到百。
多好的经验啊，说起来容易，但要坚持，要十年如一日，的确是很难。
这位打工妹做到了，所以她成功了。
回顾自己的过去，因为修养不够，因为脾气暴躁，不会冷静处理问题，常常为一些小事，为对方的一
个小错而大发雷霆。
尽管后期知错，也想弥补，却发现所弥补的效果和自己的预想相去甚远，要和好如初并非易事。
　　古人嵇康的《养生论》对“心静”有其独到之见：“更宜调息静心，常如冰雪在心，炎热亦于吾
心少减，不可以热为热，更生热矣。
”也就是说，无论冬冷夏热，遇事均要心平气和。
　　闲来读“杂”方才发现：所谓静坐，竟是儒、道、释三家的共有初步门径。
清朝末期的士大夫代表曾国藩综合儒、道、释三家学说，把静字功夫看得更为重要。
他在日记中说：“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成为三代的圣人，亦是“静”字功夫足。
王明阳亦是“静”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
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
他还主张，精神静养必须按照静坐、平淡、改过三个步骤去进行。
他还说：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
能慎独和静处，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
　　道及静中改过，说到底，就是要学会在静中思考，要想一些白天和工作中想不通，解决不好的问
题。
一个不会很好地思考和总结的领导，很难成为一个出色的领导。
而思考的前提必须排除干扰，必须安静。
百动不如一静；百言不如一默。
“静处”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感受人生。
据说，在印度南部的马哈尔丛林里，人们用一种奇特的狩猎工具捕捉猴子：在一个固定安装的盒子里
面，装上猴子爱吃的核桃，盒子上开一个小口子，刚好够猴子前爪伸进去，但猴子抓住核桃后前爪就
抽不出来了。
猴子常常中计，因为它们有一种习性，那就是不肯放下已经到手的东西。
在这物欲横流的社会里，人的欲望是层出不穷且无止境的。
跑官、恋色、贪钱⋯⋯总想有了还想有，好了还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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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生命之舟是难以承载太多的功名利禄和浮华虚荣的。
要知道人生必须接受“失去”，学会怎样“松开手”，学会心静，方能轻装上阵，宁静而致远。
　　老子说：“清净物之正。
”南华真人发挥更详尽：“水静犹明，而况精神？
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镜也。
夫虚境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
”世间凡夫俗子，为名、为利、为妻室、为子孙，心如何静得下来？
外感热浪，内遭心烦，故燥热难耐。
　　六祖的一个故事，我等非佛门弟子的人也早已耳熟。
六祖第一次在南华寺讲佛，突然一阵风吹来，寺前的旗帜哗哗作响，不少听讲的人侧头望之。
六祖问：是什么在动？
有人回答是风。
有人回答是旗。
六祖厉声说：不！
是你们的心在动！
　　宠辱不惊，看门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
其意既是方法，也是心态。
运用之妙，则存乎一心。
　　现实工作中，一旦遇到较大困难，遇到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我就会“冷”处理，模仿一下在“
静”中找手表的小孩。
其方法是：闭门谢客，一杯好茶，一根好烟，净身漱口，静坐一两个时辰，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甚至，在每次紧张的挑战来临之前，我都会为自己保留一两个小时的心灵空间。
　　先哲们总是说：性格即命运。
好的性格，就会有好的命运。
好的性格怎么来？
无非就是要先“静”下来，要靠“修”靠“练”，然后变成习惯，再演变成性格。
　　所谓“静若处子，动若脱兔”，我想没有先期的“静”，也定会没有后期的“超脱”和“速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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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个艺术家能够给人提供什么呢？
他不是教师因而不能给人什么教导。
他不是领袖所以未必能给人指引一条光明或安全的道路。
他其实也不是灵魂工程师做不来总为别人以至自己脱胎换骨的事。
他们是以正规角度看这世界而看腻了的人，并且天真地以为别人可能也不大耐烦，所以公为私就去找
些新鲜的角度看这世界。
　　我想，李清明的文字也在寻找这样的角度。
 ——著名作家 史铁生　　这是一些闪烁着中国智慧的文字。
　　许多平常而深刻的道理，已经被我们的时代完全遗忘了，比如对生活的感恩，孝敬，比如君子有
三畏，畏天命，畏大人。
畏圣人之言⋯⋯这个时代所谓知识分子者言必拿来，成为习惯，已经造成这种知识，只是西方才有思
想。
似乎中国人在过去数千年的历史中从未思考过“我们是谁，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到何处去”之类似的
。
我一直对20世纪以降中国人的思想质量感担忧，尤其在1966年之后。
但很多时候，偶尔看见普通人的文字，才发现中国思想并没有消失，而只是从习惯上以为它应该出现
的地方转移了，转移到没有时间空谈、干着实事的普通人的文字，他们业余时间偶尔记录下的想法，
读起来却比知识分子的引经据典更为智慧。
我说的是李清明的随笔集《微雨独行》。
　　——著名诗人 于坚　　李清明身在商海，心怀哲思，对人生社会，均有独到感悟，其文中许多警
句妙语，可以大书高悬为座右铭。
　　——著名作家 莫言　　苦难、守望、惜福和感恩，很难在一本书里，看到这些一些字眼集中出现
。
其实，又岂止是一本书，当道德退行这样的字眼，真的已经不生长在我们的心田。
也许，我们在表达上的进步，远远走在了良知的前面。
文学界常有清醒者呼叶回到常识。
这些伟大字眼，也是和种常识，是一个文化的根基与底线。
当上述这些字眼串连成线，互为因果朴素地呈现的时候，我们在生存困境中感到一丝人性的温暖。
　　——著名作家 阿米　　一个人，工农兵学商五大行业全都亲身经历过，而且干一行精一行，行行
均有所得，不容易。
一个人，一个曾经当兵的，能在一项又一项全陌生的事业上有所成就，也不容易。
一个人，在从事繁忙的营之余，在诸多事务性的、习惯性的、礼尚往来性的、不得已而为之的交往应
酬之余，还有时间，还有精力，还有心情和兴趣来写写文章，以抒发自己对人对事的感受，更不容易
。
当今世界可供人们耗去工作之余时间的活动太多太多了。
舞文弄墨并不是件轻松的事。
它是一个人的心境，是一个人的格调，一个人的追求。
　　——著名作家 金敬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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