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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生活·阅读

上个月，吴永德新著《争做精神富有的

人》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这本

书摘编了他近年来在国家、省市级报刊发表

的 70多篇文章中的精华。

吴永德在基层政府、公安机关、组织人

事部门工作三十多年，他不但亲身经历了庆

元许多历史事件，还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

验，在实践探索中形成了符合庆元发展实际

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集结出版，是一笔很

宝贵的精神财富。

这本著作内容不算博大，但其视野开

阔，包含了作者对政治、文化、教育以及人格

修养、心理素质等许多现实问题的独特见

解。作者写作时善于从大处着眼，小处着

手，不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而且提出了解

决问题的办法，具有务实、脚踏实地的特色，

体现了作者对当今社会特别是在工作实践

所面临的热点问题的敏锐思考和深沉探索。

吴永德的文章不猎奇，写他熟悉的工作

生活、人物与场景，他总是以朴素的文字倾

诉着内心深处浓浓的诗意，把许多温馨的感

受定格为美丽的画面。或许，一个作者写什

么，大都与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情感紧密

相连。吴永德和我同是生于 1960年代的人，

菇乡山水给了他一双写作的翅膀，曾经的警

察生活又赋予他铁血与豪情。文言志，歌咏

情，书名《争做精神富有的人》已经诠释了鲜

明的主题。

我从小在闽江源头安溪流域成长，对故

乡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看到他有一篇名叫

《失在其中，得在其中》的文章时，竟有一份

莫名的感动。万家灯火平安夜，叶落龙山静

无声的画面中，有一位遭遇重症依然感恩和

珍惜生命的人，这种氛围让我落泪。

进入 2006年之后，吴永德因岗位变动，

全方位地体会了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诸多现

象，看多了社会转型时期各色人等种种现

状，其关注之多、其感悟之深可想而知。在

秉性上，吴永德又惯于思索，擅于分析。笔

者多次听到他对某些现象鞭辟入里的阐释，

这些阐释或思辨一旦诉诸于文字，即是一篇

篇洋溢真情、充满睿智的文章。

庆元 吴永飞

■ 本地新书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读《争做精神富有的人》

刘伯温从小聪明好学、博通经史，他 23
岁那年考中进士，之后做过县丞、省儒学副

提举、行省都事一类的官，但几经沉浮，终不

得志。正当刘伯温弃官归隐青田之时，受到

农民起义军领袖朱元璋的真诚邀聘，本来就

想施展抱负和才华的刘伯温经过一番思想

斗争后决定出山，辅佐朱元璋建立大业。

元至正二十年（1360 年）春，时年 50 岁

的刘伯温风尘仆仆来到金陵。伯温一到，朱

元璋马上召见，请教统一天下的大计。刘伯

温呈上早已构思拟就的《时务十八策》，详细

分析了当时形势，讲述了各项谋略方策。朱

元璋大喜过望，相见恨晚，立即安排刘伯温

在自己身边参预机密要事的谋议。刘伯温

帮助朱元璋征东平西逐鹿中原，表现出杰出

的军事才能和谋略，被朱元璋称作“第一功

臣”和“我的子房（张良）”。从刘伯温出山到

朱元璋登基，即 1360 年至 1368 年这一段时

光里，朱元璋对刘伯温言听计从，刘伯温也

发挥了自己的雄才大略，施展了济世救民的

抱负。这是刘伯温一生中最为辉煌的顶峰

时期。而接下来的路便不那么好走了。

老丞相李善长辞位后，朱元璋为谁接任

丞相之事找刘伯温商量。朱提出杨宪，伯温

说此人有才能，但无器量；又问汪广洋如

何？伯温说此人还不如杨宪；再问胡惟庸，

伯温说更不行，当丞相好比驾车，此人不但

驾不好，恐怕连辕木都会让他毁掉。朱元璋

见自己考虑的人都被刘伯温否定，心里有几

分不悦，就随口说看样子这个丞相只好请你

来当了。刘伯温听后一怔，连忙说不行不

行，我这个人疾恶太甚，当了会辜负您的期

望，您还是另招贤才吧！这是大明王朝建立

后，君臣二人表现出说话不投机的开端。

此时此刻，刘伯温的烦恼有二，其一是

他看出朱元璋本来就没有用他的打算，还可

能认为他否定别人是因为自己想当丞相，这

分明是对自己不理解、不信任的表现；其二

是朱元璋肯定听不进自己劝他不要用那三

个人的意见，此三人不论哪一位上台，对社

稷、对民族都很不利！不出所料，朱元璋先

后都用了那三个人，而那三人后来果然个个

都出了问题。古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刘

伯温在皇上面前从大局出发说的推心置腹

的话，很快便传进了那些人的耳朵，他们个

个都对刘伯温恨得咬牙切齿，更何况为了立

法定制，肃正纪纲，刘伯温得罪的权贵还有

不少呢！对于这些，刘伯温都并不觉得可

怕，最让他失望的还是朱元璋，刘伯温觉得

朱元璋登上帝位后，心态已经发生变化，唯

我独尊、说一不二的思想日益滋长，君臣两

人在一些问题上常常意见相左，虽然给自己

的加封不少，但对自己的信任度却在减少。

官场失意，我们这位青田老乡心中萌发

了退隐念头——归隐故乡回石门洞读书。

然而，在那个年代，一旦踏入深如大海的侯

门官场，人便失去自由没有了退出的余地，

皇权大到可以摧毁一切，小到可以无孔不

入，只身弃官回家，实际上更不安全。

洪武四年（1371年），61岁的刘伯温获准

辞官告老还乡。为了使朱元璋放心，刘伯温

把儿子刘琏留在京城为官，也算是人质。在

家乡，伯温小心谨慎，不见客、不言功，整天以

棋酒、垂钓为乐。洪武八年（1375年），刘伯温

为国家安全考虑，上奏建议对一块叫“淡洋”

的地方设巡检守卫。万万没想到，就因这件

事让政敌们钻了空子，他们弹劾刘伯温强占

“踞山临海，有君王之气”的宝地为墓地，蓄意

谋反。朱元璋立即下诏革掉了刘伯温年二百

四十石的俸禄。一生清白的刘伯温诚惶诚

恐，跑到京城想对朱元璋说清此事，朱元璋却

不置可否，又不接见，刘伯温既不能辩白又不

能离京，精神上备受折磨，不久便病倒了，这

样煎熬了三个月，直到病情恶化，才被送回青

田老家。不久，一代绝世奇才便去世了，时

年 65岁。

纵观伯温一生，参与推翻了一个封建王

朝又参与建立了一个封建王朝，他满腹经

纶，刚直不阿，一片忠心，就是不会用韬略保

护自己。他最终还是做了皇权的牺牲品，留

给后人无限的惋惜和思考……

想起伯温最后的遭遇，我心中总是隐隐

作痛，特作《七律·叹伯温》一首：“石门洞里

水清清，偶幻军师显圣明。报效时逢天下

乱，奇才幸遇武王迎。运筹帷幄开基业，帅

帐奇谋捣虏营。可叹一生忠义士，儿当人质

自担惊。”

龙泉 吴炜

刘伯温的悲哀
——读《刘伯温传》

《扛住就是本事》

如何把事做成，有哪些原

则和方法？我们能做的事，究

竟有没有边界？如何拥抱变

化，找准机会？做管理，如何带

团队，做决策？做经营，如何用

小成本完成大任务？年轻人又

该有怎样的心态？如何正确认

识世界？

在《扛住就是本事》中，作

者冯仑回顾了自己 60年的人生

经历、30年的商海沉浮，梳理了

一套关于人生和商业发展的方

法论，帮助读者掌握谈判、挣

钱、决策、经营、终身成长的底

层逻辑和方法，习得商业智慧，

看别人看不见的地方，算别人

算不清的账，做成别人没做成

的事。以终身学习的心态，勇

敢应对焦虑和压力。

■ 新书速递

《别想生活有答案》

或许每个成年人都曾经

历过这样的难眠之夜：从思考

学习、工作、生活的一件琐事

出发，任自己的大脑天马行

空，渐渐地开始追问自己与他

人的关系、自己与世界的关

系、自己与自己的关系……没

有一件事能想明白。即使不

主动去想，不知哪一天它们又

会潜入脑海。这些“恼人”的

思考其实就是哲学。哲学从

来没有远离过我们，也没有远

离过生活的现实问题。

这正是本书作者约尔格·

贝尔纳迪想要告诉我们的。

他为我们在生活与哲学之间

架起一座桥梁，帮助我们尝试

用哲学的思维去思考日常的

问题，不论是爱情还是友谊，

自然还是社会，职业选择还是

追求幸福，你都能在本书中看

到哲学家对此的思考。

认识吴永德是在 30
年前。那时他因工作需
要 ，经 常 到 我 们 村 走
访。我们都是延陵郡的
后裔，名字只是“德”与

“飞”之差。基于这样的
人生因缘，此后我们开
始了一段友谊。

刘伯温是一位集哲
学家、谋略家、文学家、
军事理论家、易学家和
天 文 学 家 于 一 身 的 奇
才，是我们丽水人的骄
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