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爱让维权之花悄然绽放

郁春红

中国首部记述农民工法律援
助的报告文学《法律的阳光》由
群言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入选
江苏省作家协会“重大题材文学
作品创作工程”项目。

《法律的阳光》以江苏省法
律援助基金会资助的农民工典型
法援案例为主线，记录数年间法
援基金会在帮助农民工讨薪、维
权道路上所走过的艰辛与曲折，
书写法援律师、法援工作者“乐
为穷人打官司”的大爱情怀，书
中讲述的一个个关爱故事，让我
们欣然地感到“维权之花”正悄
然地绽放。

该书作者徐良文是位著作颇
丰的报告文学（含传记文学）作
家，又是位“老司法”，曾任江
苏省法制新闻协会秘书长。多年
来，他关注法律援助与农民工维
权这一重大问题，具有丰厚的经
验积累，为撰写此书，历时五
年，经过深入采访并精心梳理，
五易其稿，终于成书。书中通过

“司法援助，为一个农民工而启
动”“保护你的健康权”“法律的
温度”“法律援助点亮人生的红

烛”“为弱势群体做实事”“法援
永远在路上”等一个个鲜为人知
的故事，展示出典型案例的曲折
复杂，通过法律援助工作者的热
情服务，切实解决了许多农民工
打官司难的问题，让我们真切地
感受到了法律援助工作者捍卫公
平正义的关爱情怀，凸显了中国
法治建设与社会治理的筚路蓝
缕，体现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
大道之行。

“许多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往往才是真实的世界。”作者坦
言，农民工往往做的是城市中最
苦的活，吃的是最差的饭菜，住
的是最简陋的房子，而一年挣得
的血汗钱却得不到保障，被一些
黑心的建筑商、包工头克扣、拖
欠，甚至遭受暴力侵害……书中
例举的案例中，最突出的是劳动
报酬纠纷、工伤损害赔偿和交通
事故等三种类型。作者在颂扬公
平正义的同时，揭示了违法犯罪
分子的丑恶。在书中，我们听到
了农民工兄弟的控诉，更为农民
工兄弟的善良而感动。一桩桩令
人发指的案件终得以公正处理，

其背后是一位位满腔正义的法援
工作者的辛勤付出，他们用专业
知识，用本心去做事，做实事，
做好事，做对得起“天地良心”
之大事！作者饱含深情地展现了
法援工作者一腔正气、铁骨铮
铮，他们所做的一件件、一桩桩
体现法律援助精神的典型案例，
像一缕缕阳光沐浴着无助的弱
者，是那么的灿烂，又是那么的
温暖，正义得到伸张，悲剧得以
阻断，一个人，一个家庭获得挽
救，他们在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援制度的事业中，所
作出的无私奉献，令人在感佩之
余，引发对人生追求和价值观的
思考。

作者在谈论《法律的阳光》
一书的写作过程中，深感“这是
一件很繁杂且费力的事。”这也
从一个侧面说明农民工维权的复
杂性和艰巨性。农民工群体规模
庞大、结构复杂、分布广泛，他
们在维权、经济收入、个人能力
等方面仍处于弱势，在权益受到
侵害时，没有能力独自运用法律
武器来合法维权。而作为司法制

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援助通
过向这些缺乏能力、经济困难的
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使他们能
平等地站在法律面前，享受平等
的法律保护。

这对作家来说，既是义务又
是责任，作者认为，只要横下一
颗为人民群众解决问题的心，就
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关键是有
没有这个决心，是不是真心为他
们着想。

作者围绕农民工面临的突出
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深入
采访、细致了解，胆识兼具、秉
笔实录，告诉世人，警醒社会，
法律不会缄默，更不会迟到与缺
席，更不能让善良与良知蒙垢。
在法律援助的道路上，不仅需要
方方面面为此不懈地努力，为弱
势群体及时提供法律的支撑，而
且需要大力弘扬与彰显法律援助
正义使者的力量，亟需专业人
士、热心人士的付出与耕耘，同
时还需要不断地完善农民工的法
律保障制度，使劳动者得到应有
的尊重，为弱势群体撑起一片晴
朗的天。

闲读之乐
田秀明

——读徐良文的《法律的阳光》

读书“知入”与“知出”
张运辅

冬天可取暖，夏天可纳凉，累
了能歇脚，充电、饮水、Wi-Fi等可
以免费使用。近日，句容市图书馆
在帕缇亚广场和吾悦广场投放的

“句暖心小哥驿站”成为外卖员等
新就业群体一个温馨的家。此阅
读驿站以关注“小哥们”的阅读需
求为出发点，以公共图书馆供给文
献资源、提供服务为支撑，为他们
提供周到、便利、温暖的阅读服
务。近年来，句容市图书馆发挥公
共文化服务主阵地作用，将阅读设
施从中心图书馆向老百姓身边延
伸，城市公共阅读空间不断转型升
级。目前，该馆总分馆建设阅读服
务点达到 249 个，“全民阅读 书香
句容”品牌愈发响亮，被文化和旅
游部授予“国家一级图书馆”。

严洁 刘新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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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的创造》是意大利作家埃
莱娜·费兰特在英国《卫报》的专栏
合集，也是作家首次尝试自传性书
写。通过52篇凝练生动的短文，作
家回忆了对其有特殊意义的诸多经
历、人和物，阐释了自己对恐惧和嫉
妒、成长和衰老、身体与写作、谎言
和隐私等主题的看法。对于费兰特
的读者而言，这本书是除其作品、访
谈和书信之外，抵达作家一直拒绝
示人的面孔和自我的珍贵文本。

《偶然的创造》（〔意〕埃莱娜·费兰
特/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4月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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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影香书

唐代王建有诗云，“竹烟花雨
细相和，看著闲书睡更多。”南唐
李建勋也有诗云，“唯称乖慵多睡
者，掩门中酒览闲书。”人生多闲
时，如果能煮上一壶茶，慢饮细
品，随手拿上一卷书，或者一张报
纸，漫无目的地翻着看着，想必也
是生活中的一大乐事。

有些人读书，是为了攻克技
术难题，图一个学术上的发展机
遇；有些人读书，是为了提高学
业水准，奔一个人生中的美满前
程；还有些人读书，是为了积累
知识储备，求一个素养上的良好
修饰。这样的读书，始终是带着
功利性的，灯油熬尽，黑发成
霜。而闲读不是这样的，随意翻
翻，任性读读，思绪不枝不蔓，身

心无牵无挂，如清风徐徐，暖阳
灿灿，安逸而自在。

闲读，是一种身体上的放
松。凡人生活，总是逃脱不了人
间烟火的困扰，家庭的琐碎，工
作的劳累，日复一日，让人从身
体到身心都觉着疲惫不堪。奔
波忙碌之余，手执一卷，或坐或
卧，让一颗躁动的心沉静下来，
慢慢走进文字里的世界，山在眼
前巍峨着，水在眼前灵动着，茵
茵花香，啾啾鸟语，指尖在泛着
墨香的书页上柔柔滑过，身体放
松了，身心休憩了，闲读的每一
段光阴，无不萦萦着静与美的享
受。正如诗人顾城所说的，“草
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
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

好。”闲读也是这样的。
闲读，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愉

悦。读书，对于好多人来说或者
是个“苦差事”，而闲读不是这样
的，简单而快乐，是一种精神享
受，像呼吸一样自由，像花开一
样芬芳。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
说过，“喜欢读书，就等于把生命
中寂寞的时光换成巨大享受的
时刻。”枯燥烦闷时，闲读能使人
心情愉悦；迷茫惆怅时，闲读能
使人思路清晰；高兴快意时，闲
读更能使人享受生活。闲读，塑
造的是人的精神，升华的是人的
思想，精彩的是人的生命。

闲读，更是一种心灵上的洗
礼。有人曾经这样说过，“身体
和心灵，总要有一个在路上。”人

生如书，书亦人生，读书，哪怕只
是闲读，都是一场心灵的修行，
淡澈如初。读书能使孤独变成
一种享受，能使闲暇变成一种充
实，能使幽静变得烂漫多彩，能
使嘈杂变得宁静和谐。闲来读
一本闲书，书中的每一段文字都
散发着幽香，熠熠着的是人性之
光，照彻着人的灵魂，洗礼着人
的心灵。

汪曾祺先生曾经说过这样
一句话，“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
得找点乐子，想一点办法，老是
愁眉苦脸的，干吗呢?”汪先生的
这句话是为生活而写的，闲读或
者就是生活中的“乐子”，捧读一
本闲书，打发一段闲暇的时光，
生活里便有了无尽的乐趣。

怎样读书才能取得效果？经
验表明，处理好阅读中的“入”与

“出”是关键所在。南宋学者陈善
《扪虱新话》云：“读书须知出入
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
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
透脱，此是出书法。盖不能入得
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不能出得
书，则又死于言下。惟知出知入，
得尽读书之法也。”此论道出了读
书的精髓。

阅读中的“入”，是指对所读
之书全身心融入，潜心对其进行
研读与探索。《文心雕龙·知音》
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
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
显。”叶圣陶也认为：“文字是一道
桥梁，这边的桥堍站着读者，那边
的桥堍站着作者。通过这一道桥
梁，读者才和作者会面，不但会
面，而且了解了作者的心情，和作
者的心情相契合。”这说明阅读中
的“入”，就是读者通过文字去触

摸作者的内心，与其进行心灵的
对话。如此“入书”，方可“见得亲
切”，实现双方心情的“契合”。

阅读双方该怎样实现心情
“契合”？一个方法是坚持“精
思”。朱熹认为：“大抵观书先须
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
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
心，然后可以有得尔。”就是说阅
读要慢嚼细咽，通过揣摩语言，达
到把握文章内容、体悟作品意蕴
与情趣之目的。

在熟读基础上精思，确为“入
书”之妙诀。苏轼读陶渊明《饮
酒》诗后写道：“‘采菊东篱下，悠
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
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
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
索然矣。”苏轼发现“望”与“见”虽
一字之差，但意境全异。何故？
盖因陶诗所表达的是辞官归田后
的喜悦之情，故用“见”字来表达
悠然自得之感。若改为“望”，变

为主动寻求，就不但破坏了全诗
的意境，而且也与陶渊明的节操
相悖。苏轼的体会，表明他对全
诗意蕴和诗人的心境都有了深刻
认识；这种认识若离开了对全诗
全身心的“入”，离开反复思索，是
无法达到的。

阅读中的“出”，是指读者能
站在更高层次，对所读之书作出
分析判断，能从新的角度进行阐
发、评价和质疑。哲学家叔本华
就主张读书要与书本拉开距离，
不要“入”书过度，要敢于并善于
从书本中走出来。这样读书，方
可避免“是别人在代替我们思想，
我们只不过重复他的思想活动的
过程而已”；方可在读后能解其
意、识其旨、得其要，真正做到“用
得透脱”。明人王骥德《论须读
书》说“作诗原是读书人，不用书
中一个字”。这话也充满辩证法，
值得揣摩与深思。

鲁迅早年读过不少进化论书

籍，曾一度相信社会进化论：“总以
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
年。”后来，他在生活中发现了青年
们在阶级斗争中分化的事实，“目
睹了同是青年，则分成两大阵营，
或则投身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
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就这样，
他对这种理论产生了怀疑，并由此
发现其诸多偏颇和谬误。于是，他
摒弃了从书本中得到的旧认识、旧
观点，在斗争中树立了历史唯物主
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鲁迅不囿
于书本，敢于突破，敢于超越，提出
自己正确的认识和见解。他的这
段经历和思想转化过程，对于阅读
时怎样“出”于书，怎样“用得透
脱”，很有启示意义。

阅读，要“入”，也要“出”。
“入”是“出”的基础，不“入”则无
所谓“出”；“出”是“入”的目的，不
能“出”就失去阅读的价值与意
义。既能“入”又能“出”，才是阅
读者必须掌握的秘诀。

我无法在真实与虚构之间画一道分
割线。比如说，我构思了一个故事：我当
时四十八岁，那是冬天，我在一个空荡荡
的乡下房子里。我在淋浴房里，水龙头
关不上，热水已经用完了。我真的经历
过这种事吗？没有。我认识的人经历过
这种事吗？是的。这个人当时是四十八
岁吗？不是。那我为什么要以第一人称
编造这个故事，好像它真的发生在我身
上呢？为什么这件事发生在夏天，我却
说是冬天？为什么当时还有热水，我却
说热水已经用完了？为什么在真实情况
下，那人在五分钟内就脱身了，我却让那
女人在浴室里待了好几个小时？为什么
我要用很多其他插曲、其他情感、焦虑和
可怕的想法把故事复杂化呢？其实他们
给我讲这件事的时候，那是一件很简单、
无关紧要的小事。

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正在
试图按照果戈理总结出的原则，写一部
长篇小说。他是这样说的：给我一件日
常生活中再平常不过的事，我都可以写
出一场五幕喜剧。但我觉得这个回答不
尽人意。为了让自己想清楚这件事，我
假定自己带着相反的意图。假定说，我
要写一部五幕喜剧，我厌烦了到处搜寻
奇闻趣事，我想严格按照我朋友的经历
来写。于是我去找她谈，我会带着iPad，
甚至会录制一段视频，我想尽可能尊重
事实，和她讲述的故事高度吻合。

我回家开始创作，我反复阅读我
记的笔记，一遍又一遍看视频，一遍又

一遍听录音。但我很不安，我朋友真
的把事情经过如实告诉我了吗？为什
么当她谈到出了问题的淋浴房时，会
语无伦次？为什么她刚开始说得头头
是道，后面会出现病句，甚至是方言的
味道？为什么她说话时，总是望向右
边呢？右边有什么东西？那是我在录
像中、在现实中无法看到的。当我动
笔写时，我要怎么写呢？我会努力猜
想右边隐藏着什么吗？还有她对我隐
藏了什么吗？我会整理她的语言吗？
我会模仿她语言中的混乱吗？我会突
出她的语无伦次吗？将其夸大，让它变
得更明显吗？我会怀疑她讲的故事，提
出一些假设来填补空白吗？

总之，作品的可信度离不开我的想
象力，也需要通过想象实现一种连贯
性。需要赋予故事条理和意义，在必要
时，甚至要模仿缺乏条理和无意义的语
言。任何文学创作，因为它本身的性
质，总会带有某些虚构、人工的成分。
正如弗吉尼亚·伍尔芙所说，差别在于，
虚构的故事最终能捕捉到多少真相。

（选自《偶然的创造》）

自认一介书生，未尝自诩有资格“管
理”他人。然而人生于世，难免有“君今在
罗网，何以有羽翼”之叹，更兼“水深波浪
阔，无使蛟龙得”。于是随着遭际变化，我
亦不由自主思考起管理之道。依旧是不
想当领导的闲散心性，不过这番思考，竟
会引人入更为开通的境界，不拘泥在个
体，亦关乎周遭世界。

我没有管理学知识基础，走马观花
过眼些许，却也是偶有“鸡汤”般的心得，
有用，却只是有用罢了，索然无味。直到
一日无意间翻阅家喻户晓的儒家经典
《大学》，至篇尾论“絜矩”，惊觉这不就是
最最高明的管理之道？放在今日，管理
任何一个团队，依然适用，且与“乱花渐
欲迷人眼”的各类鸡汤相比，竟是如此切
中要害。

《大学》相传为孔子的弟子曾子所作，
全篇仅2,100余字。与《中庸》《论语》《孟
子》并列，位居儒家最为推崇的“四书”之
首。在《大学》接近尾声的部分，谈到君子
的“絜矩之道”。“絜”是“度量”“衡量”的意
思，“矩”是木工画方形的曲尺，引申为规
矩之义。“絜矩之道”顾名思义，可以理解
为儒家道德规范的法则。不过，“絜矩之
道”这一部分论述，同时竟也是十分实用
的管理及用人法则。

《大学》对“絜矩之道”具体的解释是：
“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
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
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
毋以交于右。”与《论语》中孔子讲的“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一脉相承。但“絜矩之
道”更关注体系的运转，侧重上下级相处
的层面，翻译成白话文即：“如果你厌恶上
级的某种行为，就不要用来对待下属；如
果你厌恶下属的某种行为，就不要用来对
待上级……”

人际交往中，人们常常受到类似关乎
同理心的教导。但身在譬如职场这样的
名利场，尤其当今社会竞争如此激烈，人
的行为往往全由名利主导，看待人与事的
视角也随地位立场而变，“横看成岭侧成
峰”，很受局限。职场人，无论身为领导还
是普通员工，少有人在处理与上下左右的
关系时，还能够记得去遵循这样的“絜矩
之道”，由此更加剧了名利的拉扯，一发不
可收拾。

其实，虽然内在精神一致，但推己及
人是一种纯粹的道德期许，儒家“絜矩之
道”之“絜矩”与“道”，却是很明确的规则，
换言之，可行性很强。“絜矩之道”在儒家

“君子先慎乎德”的道德传统内提出，却多
少带上墨家乃至法家实用主义行事风格的

色彩。“絜矩之道”淋漓尽致地诠释着儒家
“反求诸己”的自律精神，故而可以看作自
律这件事有章可循的良方。

《大学》对“絜矩之道”的定义本身，建
立在“上下”“前后”“左右”貌似对等的相互
关系。不过从篇章所举的例子看，明显更
强调居上位的“君子”以身示范的作用。这
在今天也是理所应当的。胸襟与担当足
够，才有居上位的资格；地位愈高，责任愈
大。否则德不称位，便是自取灭亡，在今天
这依然是颠扑不破的道理。“絜矩之道”列
举古圣贤例，言语寥寥，文辞琅琅上口，说
理却可谓苍劲有力。原来流传至今的经典
大道，皆有化繁为简的深厚功力。其中一
个出自《秦誓》的例子，翻译成白话文是这
样的：

“如果有一位大臣，忠厚诚实，没有特
殊本领，却心胸宽广，有容人之量。看到
他人有本事，他感觉就像自己有本事一
样；见到德才兼备之人，他发自内心地欣
赏，且不只是说说而已（还会用行动来爱
惜德才兼备之人）。这样的大臣还可以把
他留用，因为他能够保护我们的子孙黎
民，尚且能造福于世。”

随之又举一反例。
“如果（一位大臣），看到他人有本事

就嫉妒厌恶；见到德才兼备之人，就百般
阻挠让人家什么也做不成。这样的大臣
是不能留用的，因为不能保护我们的子孙
黎民，且这种人是很危险的。”对于这种心
胸狭窄、戕害贤人之辈，素来温柔敦厚的
儒家甚至主张“放流之”。

北宋大儒、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
鉴》中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
也。”《大学》“絜矩之道”所举上述两例，前
者是敦厚之人，但似于才学上略有缺憾，
后者则是心术不端的能吏。“絜矩之道”选
择留用前者而摒弃后者，足见德在才先，
德方为“帅”。

不过这也是有底线的，并不意味着要
任用一味追求空泛的道德完美，而无实际
才能的滥好人。前一例“无他技”，说明满
足分内之事的技能还是有的，且能够识人
之贤与不肖，处事明辨是非，正是做人、做
领导的大智慧，实则堪当领导之位。后一
例的不堪任用，不必多言。“絜矩之道”随
之要求仁人要“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能
举，见不善能退”，这就提出了对个人智慧
和正义人格颇高的要求，多少又颠覆了我
们对儒家温柔敦厚的印象。原来，儒家也
是有锋芒、爱憎分明的。

这样的团队管理、为人处世之道，着
实值得借鉴，而且，中国的古人居然在经
典中不费多少笔墨，就讲得清清楚楚。

虚构与真实

《大学》“絜矩之道”
即是管理智慧之精华

吴一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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