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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宜读史。读史，宜夜读，天冷宜静思。我读

史不多，只是偶尔闲翻，所得也有限。有时读到喜欢

的一两句，也会心生感慨。春秋时，鲁国的左丘明在

《左传·文公七年》中说：“赵衰，冬日之日也；赵盾，夏

日之日也。”以冬日喻人，读来觉得新鲜，是件颇为有

趣的事。杜预在此条下注曰：“冬日可爱，夏日可畏。”

可爱与可畏，轩轾立分。我喜欢冬日的可爱，喜欢赵

衰如同冬日般的为人，总使人感到温暖而亲切。一个

人温和慈爱，容易接近，应该是近于可爱的吧。

冬日，是可爱的。过了立冬，忽然就有了岁月迟

暮的感觉。汉代辞赋大家蔡邕曾说过：“冬者，终也，

万物于是终也。”不管你是否愿意，只要到了冬天，花

儿已经开过，叶儿也曾茂盛，果实熟了，也收了，此时

大地一片苍茫。苍茫者，可远望，山长水远，寥廓了

然，空人胸怀，自有可爱之处。

冬天，叶落归根，收获之后，大地好像用尽了一年

的力气，变得瘦而干净，慵懒而坦诚。见过收获之后

的大地，忽然心生怜意，而它却在静静地等待着一场

霜或雪的来临。冬日的霜雪，对于空茫大地，或许是

可爱的。几个鸟巢，在树枝间藏不住了，在离树不远

的地方，看着鸟儿们站在巢边，或是在树枝上张望，叽

叽喳喳地叫着，不知道它们在忙些什么。树枝上还有

未落的几片树叶、几粒果子，村庄就在不远处，田野空

旷。忽然觉得很有兴致，就站在那儿看鸟。鸟在树上

大概也会看到我吧，它们会怎么想呢。我们离得那样

近，彼此并不相知，却兴致盎然地看着对方。

进入农历十月，天气忽然就冷了。早晨坐在窗

边，拉开窗帘，任阳光从窗口照进来，照在身上，暖暖

的。暖阳下，人变得懒洋洋的。眯缝起眼睛，若有所

思，又无所事事，便有乐哉陶然的忘我。想想，冬日的

暖阳真是可爱，知我怜我，施惠于我，我将何以报之

呢。我知道，冬日，又何曾求过谁的丝毫报偿呢。

在家乡小城，冬天里，雪并不常见，霜却常有。有

时，看到北方正在下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会勾起我

许多的想法，那些想法也纷纷乱乱如一场大雪，不知

下在了何处。那场雪离我那样近，又那样远，那样真

实，又那样难以企及。而看一场霜，就容易多了。清

晨早起，往郊外去，或是到公园湖边空旷的地方去，就

能看见落在草地、灌木上的霜，那些结在叶子边缘的

霜花，晶莹剔透。有时，我会蹲下来，看着那些霜花，

默默地出神。看着眼前的霜，想起小时候，早晨起来，

站在自己家的后院，就能看见村后田野里一片茫茫的

白。乡村的霜太厚了，像夜里偷偷下的一场小雪。可

是太阳一出来，田野里就升腾一起一层薄薄的雾岚，

薄纱似的浮动着，牵扯着，荡来飘去。不一会儿，那层

薄雾散去，霜也融化了。田野里枯黄的野草和稻茬，

青绿的蔬菜，又清晰可见了。冬天的清晨，一场霜和

阳光，于不经意间，为我们拉开了一个梦幻般的场景。

落了一夜霜的清晨，天气寒冷，出门时，鼻子和嘴

边哈着白气，样子是有趣的。太阳出来了，就有人走

出屋来，站在背风向阳的地方，晒太阳，闲聊。太阳暖

暖的，站在阳光里的人，应该是心生欢喜的。或是捧

一碗热粥，搛一点新腌的咸菜，咸菜是放了辣椒面，用

素油炒过了的，那份热辣，吃得浑身温暖。冬日里，乡

亲们能感受到温暖，却不一定能说出冬日的种种可

爱。冬日可爱，我的乡亲们也如冬日般可爱，那是一

种纯朴而自然的可爱。

冬日可爱冬日可爱

□□ 章铜胜章铜胜

“错”的解释。错在《说文

解字》中的解释是：（一）不正

确，与实际不符；（二）交叉着，

交错，错乱，错杂，错综（纵横交

叉），错动，错落（交错纷杂）；

（三）盘根错节。叉开，错开，错

车，错过机会；（四）用来打磨玉

石的石头，他山之石，可以为

错；（五）打磨玉石，攻错；（六）

镀金、银，涂饰：错金，错银，错

彩镂金。

古人造“错”。再来看古人

如何造这个“错”字的。也就是

说，“错”是“以金属嵌入他物”。

古代造字时期，金属是比其他

物品更“错”的东西，金属能够

对其他物质轻易嵌入并破坏，

这就形成了“错”是“以金属嵌

入他物”的情景。我们现在还

有保留着“错”的原始义的情

况，如错刀，用的就是“错”的原

始义。这样看来，现代人认为

“错误”之“错”是从古义中引申

出来的，但仍保留了古代的基

本义。找准边界，不介入他人

的事，就是“对”的、正确的做

法。不但不能介入，更不能强

行侵入改变他人，否则，就是

“不对”，就是“错”。在古文字

中寻找智慧，以此照亮前行之

路，彰显中国文化的深刻内涵。

对错之辨。对错是逻辑学

的概念。其定义是：如果主观

上的概念与客观上的事实是一

致的，则称为对的，否则称为错

的。在科学上，一个判断与事

实相符就是对的，否则就是错

的。这是客观对错，与人的立

场无关。人人都会有错，个个

都有错的时候，这是一个绝对

不错的哲理定论。常言道：“聪

明一世，糊涂一时”，说明聪明

一世的人也有糊涂之时。聪明

人不是不犯错误，而是一般不

会犯同样的错误；聪明人之所

以聪明，应该是比较理智，犯错

误相对比较少的人。错有大错

特错，有中错小错；错误的程度

不一样，因而错误的危害也就

不一样，进而错误的后果及带

来的影响又是不一样。

如何认“错”。认识错误的

程度决定了改正错误的幅度。

认识错误的程度越深刻，那么

改正错误的行动就越彻底。自

己错了不强词夺理，不推三顾

四，不文过饰非，这是对待错误

的应有姿态，没有这个姿态而

自以为是，其实什么也不是。

不愿认错，可谓错上加错；表面

认了错，实质不改错，等于没认

错。那种自认为“大错误不犯、

小错误不断”之人，应该更加清

楚清醒地知道，虽然“大错误不

犯”，但“小错误不断”的积累积

弊，其量变是会引起质变的。

“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就是这

个道理。

“错”的偏见。在现实生活

中，往往一些人总是喜欢对别

人的错处指手划脚津津乐道，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抓住别人的

错处不放，并不是真的要伸张

正义，则不过是想要满足自己

膨胀的虚荣心或者是用别人的

错来掩饰自己的错而已。每个

人都有自己的心智模式，如若

真是像上面所说的那样，不但

是对“错”的偏识偏见，更是自

身心灵的扭曲和歪曲。“容错”

是一种风度和大度，是一种胸

怀和胸襟。在这里，容错并不

是允许错误的继续存在，而是

一种周全和圆满，属于垫底的

呵护，其实爱护一个人也是同

样的道理，应该包容对方的问

题和缺憾，以及短板和瑕疵，即

使确实有问题存在着，也不要

有意刻意放大对方的问题，而

是心平气和地将心比心，学会

包容宽容，做到理解谅解，毕竟

我 们 每 个 人 都 不 是 十 全 十

美的。

怎样改“错”。俗话说：“人

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能改，善

莫大焉。”真正能够毁掉一个人

的，从来都不是犯过几次错误，

而是犯而不自知，有错而不自

省。在这个世界上，犯错后自

省是一个人能够突破自己，提

升自己的最好方式之一。当我

们犯了错，并且深刻认识到自

己的错误，那么才能够对症下

药，有的放矢地去完善自己。

过错许多时候可以给予原谅，

这个原谅应是别人给予的原

谅，自己不能轻易原谅自身的

过错。如若自己原谅自身的过

错，等于本人没有认识过错，没

有承认过错，那就更谈不上去

改正过错。我们提倡向“错误”

学习，并不是倡导学习错误本

身，而是学习怎样去认识错误

识别错误，怎样去改正错误避

免错误，就此引以为戒不犯错

误或少犯错误，这是向“错误”

学习的内核之义。

“错”的提升。既然我们在

错误中学习成长，提升完善自

己，我们就需要更多地经常地

能够反思和总结自己。《论语》

中曾子言：吾日三省吾身。如

果我们能够将反思总结作为自

己的日常功课，我们就一定可

以贡献给社会更多的正能量。

其实，人的一生都是在不断的

犯错中成长的。每一次的犯

错，就是一次自我学习和改进

的机会，只是在于我们是否对

错误有清晰的觉知和理智清醒

的判断，并且能够转换成现实

有效的改进行动。有鉴于此，

我们既不要谈“错”色变，灰心

丧气，也不能有“错”不改，无动

于衷。我们要知错改“错”，做

“明是非”之人；错而知“措”，做

“强举措”之人；错而不“挫”，做

“善作为”之人。

关于关于““错错””的哲理思考的哲理思考
□□ 沈福新沈福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