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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人生

 “努力”、“奋斗”、“进步”，这似乎是成功者不可
或缺的因素，亦是社会和人类发展的主旋律。可偏偏有那么
一些人，他们在生命的关键时刻，因为选择了“退步”而留
下美名。这是为何呢？不妨让我们一起来品一品那些在激流
中知退、勇退、善退的历史人物吧。

范蠡三迁

李白诗云：“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乡尽锦衣。”勾
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作为勾践身边最重
要的谋臣范蠡，在会稽之败后，他与越王一起侍奉吴王，暗
中谋划复兴越国之计，终于在二十多年后灭亡了吴国。

后来越国军队北进淮河，尊崇周室，号令中原，越国迎
来了最鼎盛的时期。而作为上将军的范蠡，却在他人生顶点
之时，选择离开越王，泛舟五湖。

他走后，还不忘写信劝说老友文种：“飞鸟尽，良弓藏；
狡兔死，走狗烹。越王是长颈鸟嘴，只可以与之共患难，不
可以与之共享乐，你为何不离去？”

只可惜，文种无法完全放下自己的荣华富贵，只是称病
不再上朝，错过了全身而退的最好时机。后来，有人中伤文
种将要作乱，越王便赏赐给文种一把剑让他自杀，这位同样
辅佐越王称霸的大臣就这样自杀收场，令人唏嘘。

而范蠡到了齐国后，改名换姓，自称鸱夷子皮，他带着
家人在海边耕作，治理产业，几年后积累财产达几十万。

不久后，范蠡就因为贤能做了齐国宰相，可他却叹息道：
“住在家里就积累千金财产，做官就达到卿相高位，这是平
民百姓能达到的最高地位了。长久享受尊贵的名号是不吉祥
的。”于是他归还了相印，散尽家财，再一次离去。

后来范蠡来到陶地，他认为这里是天下的中心，利于经
商。这一次他改名陶朱公，从零开始创业，过了不久，再一
次赚取了巨量的财富。

范蠡明得失之理，盛则思衰，进则思退，故而在志得意
满之时，还能看到潜在的危机。不但如此，他视名利如无物，
因能全身而退，三迁皆有荣名，绝非常人所能及。

张良功成身退

说起汉朝，汉初三杰是永远绕不开的话题，而三杰中，
张良的事迹更是富有传奇色彩。张良祖上任韩王之相。秦灭
韩后，张良散尽家财招募勇士，在博望坡刺杀秦始皇，使得
天下震动。

刺杀失败后，张良改名换姓，藏匿在下邳，又遇黄石老
人授兵法，他日夜研读，后能收敛锋芒，应机权变。到天下
大乱之时，张良辅佐刘邦平定天下，建立汉朝。

其中“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鸿门宴救刘邦”、“金
城千里”、“重赏雍齿”等故事家喻户晓。刘邦也因之称赞
张良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外，吾不如子房。”
并封张良为留侯，任大司徒。

张良虽然拥有如此高的地位，可他却一点都不放在心上，
他曾对刘邦说：“我家世代为韩相，到韩国灭亡，不惜万金
家财，替韩国向强秦报仇，天下为之震动。如今凭着三寸不
烂之舌为帝王师，封邑万户，位居列侯，这对一个平民来说
已经是至高无上的了，我已经非常满足。我愿意放弃人世间
的事情，追随神仙赤松子去了。”

后来，张良劝刘邦定都关中，跟随刘邦入关以后，张良
便辟谷修炼，闭门不出。“留侯从入关。留侯性多病，即道
引不食谷，杜门不出岁馀。”（《史记》）

刘邦死后，吕后感激张良保住了太子的帝位，因不解张
良为何要辟谷，竭力劝说张良进食。过了八年后，张良去世，
谥号为文成侯。

张良死后，葬于龙首原。赤眉之乱时，有人掘开了他的
墓，打开棺木时看见一个黄石枕头像流星一般腾空飞去，而
墓里却没有张良的尸骨，只有一篇素书和几章兵略。据《太
平广记》记载，张良修道成仙，乃是太上老君身边的太玄童
子。

张良早悟升沉之理，深知止足之规，实践“功成名遂身
退”的天道，最后修炼成仙，令后世仰望。

周三畏挂冠而去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或许岳飞也未
曾料到，不能“直捣黄龙”竟成了每一个热血男儿共有的遗
憾。而那个罪魁祸首或许也不曾想到，自己如今仍然跪在岳
庙里赎罪。

但在当时那个历史时刻，面对秦桧滔天的权势，又有多
少人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呢？绍兴十一年（公元 1141 年）十月，
奸臣秦桧兴岳飞之狱，命御史中丞何铸、大理卿周三畏审问。
在听了岳飞的申辩后，周三畏发现岳飞根本没有谋反之心，
乃是一位真正的英雄。

《宋史》记载“铸、三畏初鞫，久不伏；禼入台，狱遂上。”
他俩都不肯陷害忠良，没有按照秦桧的要求去罗织岳飞谋反
的伪证。虽然经受了巨大的权势压力，但周三畏最终也没有
选择与秦桧同流合污，而是舍弃官职，挂冠而去。

要知道，一介书生寒窗苦读十余载，为的就是功成名就，
而此时弃官，不但一家人的生计会出现困难，还极有可能被
秦桧当成岳飞的同党，一同迫害。在当时的情况下，周三畏
的选择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故而在他死后，人们为他建了
个“忠隐庵”以示纪念，千百年来，民间也一直在称颂着他
的故事。

 结语

进，需要的是坚韧的毅力和恒心，而退则必须有极大的
智慧和勇气，如能明了进退之道，人生的旅途便有了航线，
风雨中就不再迷失方向，甚至可以助人避开潜伏着的危险。
特别在如今这个特殊的时代，“退”的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
了。

不知读者有什么关于“退步”的故事，也请一起分享吧。

文／新宇

今天写出我发自心底的感恩，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和大
法， 救了我妻子的命，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家。

2007 年我妻子因患双肾结石，先后在两家大医院里做了
多次手术，找了多位专家教授都没能治好她的病，最后把妻
子两肾治的没了功能，而且双肾积水。经过专家会诊，主治
医生告诉我，最好的办法就是，长期把导管挂在妻子体外排
水。但是因为导管经常堵塞，所以要频繁的去医院做手术。
大小手术做了无数次，看着妻子天天受罪，我那几年每天以
泪洗面，总想让妻子的病快点好，想尽各种办法给她治病。
结果什么办法都用尽了，也没治好妻子的病。那几年妻子身
体上总是挂着两个导管，给她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的痛苦与
不便。亲朋好友看她病重，经常来探望关心。

2011 年有一个亲戚带来一本《转法轮》，告诉妻子现在
只有大法能救她了 ，妻子认真读完《转法轮》后，毫不犹豫
的走进了大法，开始修炼法轮功。仅仅一个月后，妻子就拔
掉了身上的导管，双肾畅通，不再积水了。从那时起妻子通
过学法炼功，至今为止，十几年来再没去医院打针吃药，身
体很健康，无病一身轻，还可以正常的操持家务、带孙子。
我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是慈悲的师父救了我妻子，也救
了我全家，我很支持她修炼大法，同时我自己也每天诚念九
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念着念着我也受益了，
不知不觉中我全身的疾病也都好了。

一、肝硬化不治自好

2014 年新工地开工，我长期在外工作，少不了喝酒应酬。
某日突然感觉身体不舒服没有精神，立即去医院做了全面检
查，检查结果为肝硬化，医生要我立即住院治疗。我没同意，
只开了点药和吊针，打完吊针后，我就回家和妻子一起炼功，
同时长期敬念九字真言。一年后又去医院检查，结果显示肝

硬化没有了，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我一命。

二、腰部受伤之后

2017 年的一天下着大雨，工地上的挖机正在挖基础，因
工人操作不当，突然挖机头打在了我的背上，顿时疼的我倒
在地上就动不了了，过了好长时间，我才慢慢爬起来。然后
去医院做检查，医生告诉我是腰部脱节，需要马上做手术。
我不想做手术，第二天又去了另一家医院做检查。医生也说
需要马上做手术，我没有同意，就直接回家休息了。到了晚
上妻子叫我和她一起炼功，只炼了一天功，我的腰就不疼了。
过了几天我又去医院检查，医生看了片子说不用做手术了。
随着不断的炼功，腰也恢复正常了，是师父又一次救了我。

三、师父给我净化身体

因我长期在工地上工作，衣食住行不太规律，积攒下许
多病症。我的左腿站立时间长了之后会很痛，而且还患有腰
椎盘突出，有时吃饭，食物会突然梗在食道里咽不下去，之
前我还患有胃病和胆结石。但我就是坚信大法，长期默念九
字真言，晚上下班后就在宿舍里盘腿打坐，慢慢的这些症状
就都消失了，我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

有一次工地搞装修，我开车去接工人上班。回来的路上
突然胃部剧痛，顿时疼的我大汗淋漓，衣服全被汗水湿透了，
已无法开车，就把车停在了隧道里面。因隧道里不许停车，
来了三个巡警叫我立即把车开走，我心里念着九字真言坚持
把车开了回去。第二天去医院检查身体，结果什么病都没有，
一切正常。我悟到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

我炼功后什么病都好了。万分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

文／源馨

幸莫大焉
的至福

文／云升

历史上那些
“退”的智慧

喜爱修炼文化的人，对《西游记》中“人身难得，中
土难生，正法难遇”这句话无不印象深刻，此发自内心的
感慨，在通天河老鼋的言语中也许显的有些沉重。为何如
此说呢？话还得先从故事说起。

在《西游记》第四十九回 < 三藏有灾沉水宅 观音救难
现鱼篮〉中，老鼋想报答大圣恩德，准备驮他们师徒过通
天河西去，为表诚意朝天发誓道：“我若真情不送唐僧过
此通天河，将身化为血水！”三藏仍然恐不稳便。老鼋便
道：“师父放心，我比那层冰厚冻，稳得紧哩，但歪一歪，
不成功果！”

行者道： “师父啊，凡诸众生，会说人话，决不打诳
语。”大圣讲得此话，不禁让人深切体会到人言的份量，
而神赋予人类的语言，那可是其它生灵都羡慕不已的。

决不打诳语，有着人言为信的神传所在，也就是说誓
言不可违背天道，否则后果会很严重。这一点千年修行的
老鼋，可比在世间寿数不过百年的凡人要见识的多，更绝
不敢轻言给自身招至灾殃。那么老鼋与他们师徒结缘又有
什么所愿吗？

却说那师父驾着白鼋，那消一日，行过了八百里通天
河界，干手干脚的登岸。三藏上崖，合手称谢道：“老鼋
累你，无物可赠，待我取经回谢你罢。”老鼋道：“不劳
师父赐谢。我闻得西天佛祖无灭无生，能知过去未来之事。
我在此间，整修行了一千三百余年，虽然延寿身轻，会说
人语，只是难脱本壳。万望老师父到西天与我问佛祖一声，
看我几时得脱本壳，可得一个人身。”三藏响允道：“我问，
我问。”

谁知三藏面见佛祖却并没想起此事，所以这最后一难
也就不无缘由，正诠释了人言为信的因果，否则八大金刚
又怎会刚巧将他们师徒停落至通天河西岸，足见大道的运
行规律分毫不差。预将允诺就一定要依天道为标准，且不
可轻言，更不能寡信，因为其中的天理可是任谁都逃不过
的。

那么人言又为何如此重要，从“信”字的组成便不难
对人的本性有所醒觉。因为人的天性通神，所以人可修正
法，而世间动物即便修了千年，不得人身终成不了正果。
所以老鼋为此一世就等了千年，好在它与修炼正法者有
缘，只又可惜本性难改，它一时发怒，将三藏翻落水中
并湿了经卷，不知此举是否正应了它暂且不得人身的必然
呢？

人世间虽然红尘万丈且充满诱惑，但生命的真实都渴
望着回归本源，那是心灵深处无可替代的宿愿。幸莫大焉
的是佛恩浩荡！今逢创世主给所有众生开示了得救回天的
大法！如此机缘，更是万古难全，所以一定要珍惜！万万
不可因丝毫偏见而错失如此天地间无与伦比的至福所盼！

能耐指一个人的能力、水平，说一个人有能耐，就
是这个人能力强，解决问题的本事大。能力为什么说成
能耐呢？细究，实在耐人寻味。

 “耐”是耐得住，它是一种态度，一种自信，一种
意志力的体现。耐得住什么？耐得住寂寞，耐得住困苦，
耐得住烦恼，耐得住·总之，你得经得起生活中各种风
吹雨打，你才会炼就出无所不能的本事。

正如孟子所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
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吃苦，磨炼才是壮大
起来的根本。而吃苦，最难的莫过于心之苦。我想到一
个词——“耐心烦”。

这是我小时候，听的最多的一个词，用于褒扬一个
人脾气之好。一个人能耐住烦恼的滋扰，心态祥和，语
气可人，便令人钦佩。原来，这生活的细节中，也蕴含
着修行的道理呢。

其实，人在尘世，琐事纷扰，心里难免浮躁，焉能
没有心烦？能耐住心烦之人，必是胸怀宽阔，坚毅乐观
之人，绝非等闲之辈。能经得住风雨吹打，方能成就大
事。当然了，人于逆境，沮丧者有之，怨天尤人者有之，
又有几人能心事淡然，顺遂自然呢？耐住心烦是一种境
界。

诚然，能耐住心烦者，不只是天生的性格，更需后
天的磨炼。所谓劳其筋骨者即是，这是上天对一个身负
大任者的身心磨砺，让其身经百苦，以成其事！

耐得住才能心如止水，才有气度和智慧，才有不凡
的境界。耐须大忍的意志，须反反复复的打磨。王阳明
曾说：“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
定。”

作为修炼人，更能体悟“能耐”二字，能耐便是忍
耐。大法师父在《精進要旨》中说：“ 忍是提高心性的
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
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 ”朋友，
让我们在大法中清洗尘垢，修出大忍之心，忍尽苦难，
修成神佛的境界。

文／唐恩

随笔：能耐

大法师父救了我妻子的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