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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家雷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
学则殆。”只是学习而不思考，就会
迷惑而无所得，只是思考而不学习，
就会精神疲倦而无所得。

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把这句话
看成是一种良好的读书方法。读书
学习应该与深度思考有机联系起
来。学习是成事之基、立身之本，不
学习不行，不积累、不提高、不进步，
基础不牢，终究是沙上建塔，一无所
得。不思考更不行，没有思考的过
程，学的东西再多也只是个书柜，不
能做到融会贯通，也不能把知识转
化为能力。这与西方哲学家康德的
名言“感性无知性则盲，知性无感性
则空”异曲同工。

孔老夫子的这段名言也深刻揭
示了量变到质变的哲学道理。

学习要有量的积累，这是提升
自己知识底蕴的基础。思考就是从
中寻找规律，实现质的飞跃。这个量
变到质变的飞跃，其实就是人们所
说的“窍”。

“窍”，在汉语辞典里的意思是
比喻事情的关键。人们常说“开窍”
就是指心里“明白了”，思维通畅了。
也可以说是看透事物背后的规律和
本质了。与之相反的一个词叫“一窍
不通”，就是形容那些愚笨且没有领
悟能力的糊涂人。

同一本书，有的人读了，很快就

能触类旁通，领悟到所表达的主题，
而有的人则是“水过地皮湿”，不求
甚解，读了若干遍就是不明白其中
的奥义，就像一团乱麻，找不到解扣
的地方。“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
人”，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这就是所谓的“开窍”与“不开
窍”的区别。

我们通常所讲的“学思践悟”，
实际上是一个人螺旋式成长提升的
过程，这里面也蕴含着“开窍”的道
理。

“学”，就是学习知识，就是吸
收，如同电池充电，这是量的积累。
北宋欧阳修写过寓言故事《卖油
翁》，文中射箭高手的百步穿杨，与
卖油翁的钱孔滴油是一致的，形象
地说明了“勤学苦练”“熟能生巧”的
道理。一句“无他，但手熟尔”，成为
了经典名句，至今深入人心，千古流
传。

“思”，就是不断思考，就是总
结，寻找规律。“思”字下面是个“心”
字，要用“心”思考才能有所收获。庄
子的《庖丁解牛》，描写了庖丁神乎
其神解剖全牛的过程，向人们揭示
了只有经过反复实践，不断进行理
性的逻辑推演，才能掌握了事物的
内在规律，做事才能够得心应手，游
刃有余。从古到今，凡成功者都不是

“人云亦云”的大多数，而是专注思
考的少数人。懂得思考，是一个人走
向成熟的必修课。

“践”，就是敢于实践，实际做
事。学习思考的最终目的是做事。曾
国藩曾多次说，“天下事，在局外呐
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
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这句
话体现了实践的重要。“小马过河”
的故事也是体现实践重要性的一个
例子。小马想过河，问牛，牛说顶多
沾湿蹄子。问松鼠，松鼠说水太深
了，差点淹死。然而，水的深浅是相
对的，因人而异，唯有走过，你才知
河深河浅。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只
有自己亲口尝尝才知道。实践才能
出真知。

“悟”，就是觉醒，就是跳出，升
华认知，这是质的飞跃。“跳出三界
外，不在五行中”。通过跳出和升维
思考，才能“一览众山小”，把握事情
的前世今生和来龙去脉。知其然，更
知其所以然。这也暗合了《孙子兵
法》中的“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
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一
个苹果从树上落下来正好砸到了牛
顿的头上，牛顿就思考，为什么苹果
会掉下，月亮却掉不下来，由此激发
出灵感，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道”
是“悟”出来的。

系统来看，这是一个相辅相成
的闭环过程，与王国维在《人间词
话》所说的人生三种境界也是一致
的。经过了“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
高楼，望尽天涯路”的迷茫空虚、忧
伤愁闷，再加上“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执着追求、无怨
无悔，而后艰辛探索、不懈努力，突
然就有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
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意境，
终至醍醐灌顶，豁然开朗，恍然大
悟，形成“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坦
然。这样的闭环过程，也就是知晓

“是何”，参透“为何”，明确“如何”，
应对“任何”的环环相扣，有力的推
动着人生发展进步，不断向上向前。

成功是什么？某种意义上讲，成
功就是量与质交替增长的过程。蕴
藏多年的经验积淀，在这个“开窍”
时候就进入到了天宽地阔、妙不可
言的境界。

这个时候的人生，仿佛开挂一
样，宛如进入到了新的天地，找到焕
然一新的感觉。过去的看似平平常
常、独立存在且无用的东西，现在合
纵连横，组合成了有价值的资源要
素。原来工作学习时的手忙脚乱，无
从下手，现在成为上下贯通，左右相
融，知行合一，浑然一体的知识能力
体系，很快就能理出头绪，找准窍
门，做起来就很容易顺风顺水，得心
应手，仿佛妙手天成。

同样的笔墨纸砚，在一般人那
里产生的可能是废纸。而在艺术家
的手里，很可能创作出价值连城的
艺术珍品。

开窍的人想着想着就“通”了，
不开窍的人想着想着就“疯”了。

这便是“窍”的精妙之处吧！

说﹃
窍
﹄

以文塑企，以农活旅，以技促兴
山东草源红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连宇文化赋能乡村振兴

汲取优秀文脉资源

打造诗词教学基地

草源红生态科技产业园坐

落在泗河北岸，是集国学研学、

生态电商、休闲养生、产品展销、

流量平台、创业培训、垂钓中心、

文旅创作于一体的多功能生态

科技园。

连宇介绍，园区总布局“八

区一园+平台”，涵盖米面油粮，

瓜果蔬菜，生化用品、非遗产品、

康养产品等180多种产品。同时，

该产业园还是生态美食创新基

地、企业家培训创业基地、李白

诗词教学基地、国学(儒学文化)

研学基地、绿色教育基地，楹联

创作基地、直播电商基地，持续

打造“文旅、农旅，乡村振兴+国
学研学”四维一体的优秀传统文

化“两创”示范点。

“我们产业园地处中册腹

地，西接李白庄，当地对李白非

常喜爱与怀念。李白不仅性情品

格受人推崇，豪放、逸俊、洒脱的

诗词，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宝贵结晶，是中国人的精神原

乡。借着这样的地理优势，我们

在产业园内修建了李白诗词教

学基地。其中陈列关于李白的书

籍、诗词等，便于大家阅读学习，

从而了解李白、走近李白、学习

李白。”连宇说。

梳理12个系统课程

推进国学“八进”工程

文化是企业的灵魂。在企业

经营中，连宇将优秀传统文化融

入到企业文化建设，树立“人无

信不立”的企业理念，以文化凝

聚人心，形成“自动、自觉、自发”

的良好工作氛围。

连宇还带领企业积极开展

各类有意义的开文化主题活动。

每天打卡诵读《论语》，开展经典

诵读、传统文化讲座等活动，读

圣贤书、立君子品、做有德人。定

期组织读书会，分享阅读体验，

组织“比学赶超”技能活动，激发

技能人才干事创业热情；利用节

假日元旦、春节、中秋节、重阳节

等传统节日，开展活动，激发活

力。

“每周日晚上我们都会在

产业园区内，开展国学经典研

学活动，探寻优秀传统文化新

的时代内涵，从而使其更好地

融入现代生活。”连宇表示，国

学研学目前已形成较大的市场

规模，也是企业下一步发力的

重点。“泗水美丽淳朴、生态美

好，在这开展研学游活动，不仅

能在青山绿水间，得到身体的

放松，也能从中汲取传统文化

的养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情。”

连宇还积极参与泗水助农

事业，采用“电商直播+农户规

模化种植”的全新模式为乡村

振兴贡献力量。此外，连宇也较

为关注残疾人就业问题，通过

培养残疾人电子商务、电商直

播、手工制作等专业技能，推动

社会上形成理解、支持残疾人

就业创业的良好氛围。

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系统学习，连宇已形成学而

篇、为政篇、企业管理篇等12

个系统课程，将全面推进国学

“八进”工程，做好宣传。“我们

将持继续继承和发扬优秀传

统文化，从中汲取养分，为企

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连

宇说。

记者 陈丹 通讯员 翟常森

连宇，山东草源红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作为外地人，她因喜欢济宁的儒家文化，便来到济宁泗
水，并在此扎根、创业。她带领企业大干实干、砥砺奋进，在乡村振兴与文化“两创”等方面辛勤耕耘，为当
地农业发展、文化传承贡献坚实力量。

连宇积极参与助农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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