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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一方面表现为自尊自负，另一方面表现为吹嘘夸张。前者与一个人的见识、知识、经历

有关，后者与好大喜功不健康的心态有缘。一个人长期生活、工作在偏僻封闭环境里不可能有大格

局、高见识；一个人好大喜功爱好虚荣必然会吹牛邀功，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庄子在《秋水》一文中描写了一个叫河伯的人，

这位仁兄长期居住在黄河之畔，看到的只是黄河的

水涨水落，每当“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河伯便“欣然

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有一天他“顺流而东

行，行至北海，望不见水的尽头”，这时河伯才知道自

己过去是多么的盲目自大，并且自我反省式地感叹：

“一个人听说的道理多一点，就以为谁也比不上自

己，这就是说的我呀。”庄子笔下的河伯并不是真人

真事，但河伯所代表的形象确实很典型，在我们现实

生活中比比皆是。

河伯是幸运的，他走出了黄河，看到了北海，使

他的人生见识和格局有了质的飞跃。那么，那些终

生没有走出封闭狭隘环境的人呢，他们能够改变内

心的“自大”吗？可能有一点困难！人的见识不同，

经历、格局不同对同一个问题都有不同的看法，争辩

也争不出一个对错，因为相互之间不在一个起点

上。用庄子的话说就是：“井蛙不可以语于海，夏虫

不可以语于冰。”现今的网络上，经常看到一些不同

层次的人，为了一件事情争吵得面红耳赤，甚至于对

骂，最后还是分不出谁对谁错，真理在那里不是越辩

越明，而是越辩越糊涂。

据说孔子的一位学生遇到一个拜访者，问孔子学

生一年有几季？学生说一年四季这还用问吗？那个

拜访者说你错了，一年只有三季。俩人为此争辩不

休，恰逢孔子出来，学生兴冲冲地跑上前去问孔子：

“老师，一年明明是四季，他却说只有三季。”孔子看了

看拜访者说：一年确实只有三季。”拜访者带着胜利满

足而去。学生说：“老师你平时教育我们都说一年有

四季，今天怎么突然改口说只有三季呢？”孔子望了望

拜访者远去的身影说：“这种人你不值得与他争辩。”

如果说一个人因为环境所限，造成自己无知自

大还可以改变、可以谅解，那么，有一种人完全出于

自己的虚荣，故意夸大、造假、瞎编、自嗨着实让人厌

恶。在我们的周围你是否经常发现有这么一种人，

由他主政的小单位经济实力一般，业态也不新兴，科

技水平管理水平都上不了台阶，主政人为突显自己

的政绩猛吹猛嗨，什么年增长达到多少多少，在同行

业第一方阵，哪项指标又领先全国同行业等等，一句

话，“天下之美为尽在己。”世界上的大与小、强与弱

都是相对的，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如何走出“自大”的盲区，依我看第一种人加强

学习，深耕自我，走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开眼界、长

见识，向河伯学习，提升自己。第二种人改变起来有

难度，人们常说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嘛。但也不是

无方，只要端正心态，实事求是，做老实人干老实事，

承认不足，迎头赶上，毛病就可以改掉大半了。无知

与浅薄是产生自大的最佳温床，虚荣与好功助推自

大野蛮生长！

走出自大的误区 安徽合肥 周彪

姐姐比我大三岁。我在家中最小，父母

特别宠爱我，我从小很少干家务活。姐姐小的

时候，洗碗、扫地之类的事情都是她干。开始

的时候，姐姐还说父母偏心，不让我干活，有好

吃的东西都给我吃。而父母总说：“她小，你是

姐姐，要让着妹妹。”看父母从不叫我干，她就

趁父母不在家时叫我干，我没干好她还训斥

我，有时还动手打我。我也丝毫不让，和她针

锋相对地吵架、打架。有一次她叫我刷碗，我

一不小心把一叠子碗全掉在地上，打烂不少。

她看见二话没说，把打烂的碎片扫干净扔进垃

圾桶里。从那以后，她不叫我干家务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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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爷爷慈眉善眼，闲下来常给我们读《三国》与

《水浒》，读累了就躺在靠椅上，闭目养神一会，这当

儿，是跟他交流的最佳时机。于是问起后院里的蓼

蓝，幸亏那一问，让我知道蜡染使用的靛蓝，竟取自

蓼蓝。邬爷爷说：提取靛蓝是另外一个行当。我种

点蓼蓝，跟你大伯店里供着的关公一样，奉若神明。

你看我染的布，不仅耐脏、耐晒、不褪色，而且越洗越

鲜亮，这都是托蓼蓝的福。

上中学之后，开始接触古典文学，读《荀子·劝

学》：“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

老师解释道：“青是靛蓝的颜色，蓝是一种叫蓼蓝的

草。所谓盛于蓝，是指从蓼蓝中提取的青染料，比蓼

蓝更青更蓝……”青与蓝，从书本上跳到老师的口

中，绕来绕去。同学们听后，多半似懂非懂，然而我

心里明白，青是颜色，蓝是蓼。

蓼科植物，在六安东乡，除了邬爷爷，大概没有人

特意种植。它们生长在水沟旁或低洼的湿地里，阳春

三月，各种蒿蓼的嫩芽，齐刷刷从土里冒了出来，风吹

日晒，茎高叶密，待到立夏一过，红色小花聚成穗状，在

风中摇曳，不知哪位女孩看了，送给它们一个动听的名

字：水红花。凭着花与叶的不同，我的外公就能说出它

们的用处来：有的可以拿来做止血的药材，有的采下做

糟曲子的原料，红烧甲鱼时，辣蓼的籽，还可以当作去

腥的调味品。其中，叶子呈长椭圆形，晒干时由绿变蓝

的蓼，才是蓼蓝。

我到合肥读书的次年，邬爷爷谢世，邬家染坊

就此关张，夏季的一场大雨，又让邬家后院围墙坍

塌，从此蓼蓝便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直至踪迹全

无。毕业后被分配到陌生的县城。城西那片大湖，

放干水辟为军垦农场，可耕之处种小麦，边角地就

长蒿蓼。那个县城古称蓼城，在那里我心心念念盼

望碰见蓼蓝，但始终未能如愿。没法子，只得把希

望寄托于书本。这样，我就在《诗经·小雅·采绿》

里，实现了与蓼蓝的纸上邂逅。“终朝采蓝，不盈一

襜”，写诗的人没交待何以采蓝，注家替他说了。《孔

疏》：“蓝可以染青，故《淮南子》云：青出于蓝。”试

想，一个妇人，一个早上，采蓝不盈一襜，看来她的

心思不在采摘上，“五日为期，六日不詹。”原来是丈

夫行役在外，期逝未还。蓝，就这样被古人用文字

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哀愁。

书架上还有一本《四民月令》，这本书是汉代人

写的，作者在《三月》篇中说：“榆荚落，可种蓝”，又在

《五月》篇中说：“是月也，可别稻及蓝。”很显然，对于

蓝，周代人“采”，汉代人则开始“种”与“别”了。种，

不言而喻；别者，拔也。“别稻及蓝”即育苗在先，拔而

定植于后，故《齐民要术》交待：到了七月，才“刈蓝作

淀”作淀，是指制作靛蓝。

当我的外孙与孙子上中学后，他们在课本上同

样碰到“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那句话，老师同样

照本宣科“青是靛蓝的颜色，蓝是一种叫蓼蓝的

草。所谓盛于蓝，指从蓼蓝中提取的青染料，比蓼

蓝更青……”小兄弟俩，照样似懂非懂。我一时也

找不到蓼蓝植株，只好退而求其次，在百度上搜索

图片，再取出从丽江带回的蜡染台布，告诉他俩：这

块蜡染台布，是用靛蓝染制的，而靛蓝是从一种叫

蓼蓝的草里提取的，台布上靛蓝的颜色，更胜于蓼

蓝的青色。

两个小家伙相视一笑，然后异口同声地“噢——”

了一声，但我不知道这“噢——”的确切含义，是了然于

心呢？还是似懂非懂？

染坊里的蓼蓝 安徽合肥 程耀恺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家住在六安东乡，对门是邬家染坊。邬爷爷接收乡下人送来的白坯布，用

不同图案的模板，在坯布上漏蜡，蜂蜡凝固后，坯布入缸浸染，之后是漂洗、晾干、去蜡、再漂洗。作

为染坊，邬家与别家有两点不同，一是邬爷爷会在青花上制造冰纹，非常好看；二是他家的后院，沿

着院墙种了多丛蓼蓝。制造冰纹是技术活，我不懂，我的兴趣，只在那些长得比我还要高的蓼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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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晴晖丽，

垂柳万条柔细。

巢湖四野草青青，

明眸画意。

碧浪远无际。

幽姿摆摄多才艺，

尽与红梅喜。

友朋逸致无限，

高情若水风生起。

姐姐上小学一年级后，父母上班，因为没人

带我，妈妈怕我在家着急，就找学校领导，把我也

送进和姐姐同一所小学上学。姐姐不仅学习成

绩优秀，还是班级首批加入少先队的队员，她是

班级的学习委员，还是学校宣传队的乐器队员，

她会弹扬琴。她干什么事都很认真，暑假把扬琴

搬回家来练。扬琴架得高高的，我够不着，趁姐

姐不在家的时候，我就爬到家里高凳上，看着琴

架上的简谱，唱名1234567、音名CDEFGAB。弹

琴的童子功都是偷偷从姐姐那架扬琴上练来的。

记得我初三的第一学期，姐姐高一，母亲因

为患了重病，住院好几个月，父亲工作忙得分不

开身。白天，奶奶帮助照顾母亲，可奶奶也是七

十岁的人了，她说她只能照顾白天，晚上不能陪

夜。那个时候是没有护工的。于是晚上及周末，

照顾母亲的主要是姐姐和我。医院的条件还行，

但在陪护时间里，没有地方做老师布置的作业，

我心里非常焦急，就同父亲说道：“我妈病得真不

是时候，我都初三了，不到一年，就中考了，成绩

不好，会连高中都考不上呢，咋办呀？”父亲听我

这么说，一个劲唉声叹气。姐姐听见了赶紧说：

“这样吧，小妹考高中要紧，还是我以后多陪妈

妈，让小妹在家好好复习功课。”父亲长叹了口

气，点了点头。虽然妈妈住院几个月，我的学习

成绩没受到影响，倒是姐姐成绩从全班前三滑到

了三十名。面对父亲的忧虑，姐姐安慰道：“爸，

您放心，我离高考还有将近两年的时间，以后加

把劲，补过来就行。”

姐姐高三毕业后，考试失利，没考上大学，直

接报名去外地参加工作了，从不流泪的爸爸泣不

成声。我舍不得她离开家，就说：“姐姐，你留下

来复读好吗？我们在一个班级学习。”姐姐说：

“爸爸妈妈都老了，我该挑起家里的担子了。”

姐姐到外地上班去了。高三毕业后，我顺利

地考上了一所心仪高校。姐姐非常高兴，到处

说：“我妹妹考上了好学校，比我自己考上还要高

兴，只要她过得好，我就好。”这句话在我工作多

年后，她见到我也是这么说。

姐姐 安徽合肥 杨根秀

青门引·巢湖春行
安徽合肥 王家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