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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报道

进到济宁界内，看到路边不时有一种叫
“甏饭”的快餐卖。“甏”这个字，还是到了邹城，
问了当地人才知道的。饭确实不错，肉都是用
罐子蒸的，另外还有多种煮过的菜可以搭配，
而且价钱便宜。这是旅途中吃过的比较不错
的一种小吃，有机会去济宁的朋友一定要尝
尝。

到邹城时已是黄昏了。这里素有“孔孟桑
梓之邦，文化发祥之地”的美称，城虽称古城，
可却找不到半点的古旧，走过了不少地方，在
中国真的很难找到那种保存得很原汁原味的
古迹，除非经济极不发达的地区。晚上转街，
吃了一顿可口的甏饭，算是个不错的记忆。

第二天一早，赶往孟府。穿堂过院，有些
厅房里面是孟家的家族史介绍，还有几间是介
绍孟子近代的直系后人的。转了一会儿，出了
门前往旁边不远的孟庙游览。

孟庙的规模比孟府要大得多，里面遍栽古
松古柏，看年代应该是比较久远了，古碑文也
是随处可见的。青瓦的屋顶虽有许多已修缮
过，可还是有种古老的气息游离其间。殿中供
奉的大都是历代儒家的诸贤，耐人寻味的是在
孟府、孟庙中孟母是极占一席之地的，包括后
面要提到的孟林，也是遵循着“先孟母后孟子”
的古说。从这点上说，孟母的贤惠为中国社会
母性文化的传承预留了空间。

走到孟庙的尽头，是一片开阔地，当时周
围已经围了许多的人。不大一会儿，鼓乐开始
齐鸣，一列装扮成春秋战国时代的官员、侍从
列队进场，原来这里配合“十一”黄金周，在表
演古代孔子所提倡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中
的射艺。代表着古代贵族的男女夫妇双双入
场，互行礼仪之后，宾主之间再行礼，然后下人
进酒，劝酒之间又是一翻互施进酒礼，随后便
是开始表演射艺。射手上来后，先是与主客施
礼，然后才迈步进入场中，同样还是每射一次
都要施礼。观看时感觉是如此的繁复，可看后
却颇感一种“大开眼界”的新奇。

春秋战国时期行的应该是周礼，孔子因为
看到“礼崩乐坏”，于是才尽一生之力要恢复周
礼，而且尽可能地将已经失传的周礼详细地考
证出来，并在诸侯国之间进行推行。孔子究竟
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想就是因为当时天下大
乱，没有了一条可遵循的纲纪，诸侯国之间拼
死玩命，个个以动刀动枪为上上策。孔子渴望
用一种自发的道德纲常，来约束住这种离乱与
动荡。孔子的这番思想，在乱世无疑是天真
的，但许多事都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到了太平
盛世，儒家提倡的这套礼仪章法，便彰显出它
强大的治国、治世的能量。后来在他的门人弟
子曾子、孟子等人的大力推动下，尤其是到了
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家”思想的提
出，最终将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作为政治纲领
确定了下来。而孟子也因对孔子的学说进行
了一次跳跃式的提升，而后世将他们二人合成
儒家的精神领袖，并以亚圣的称号来尊称孟
子。

看这场表演另有一个感触是，礼在当时已
经规范到了每一个动作都有专门的程式。据
说，当年鲁国祭祀时，有些礼仪连鲁君都不甚
清楚，最后还是孔子站出来进行了一一的订
正。所以他所注的《六经》，实际上主要是做了
一个考证与编著的学术工作，真正代表他个人
思想的还是《论语》。

对这场表演另外一个感触那便是，在春秋
战国时期，贵族夫妻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至
少在礼仪表演中体现出来是这样，而且男主人
对女主人的尊重甚至要高于后世。女性地位
的沉落，从某种方面说，是儒家几千年来一直
提倡的尊卑观念造成的，但这个逐渐凸显的尊
卑观念，是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强化而形成
的。溯本求源，在儒家思想形成之初，客观地
说，男女的尊卑观没有那么反差强烈。而如果
我们细致考察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性的话，那时
的诸子百家的思想各成一家，所以人性与生活
还没有规范化、制度化，那时的人性应当说是
健康的，具有个性的，昭彰的……

孟林在邹城的东南方向，四基山的西麓。
四基山是连绵不断的四座山，因坐落的山顶都
是齐头的，很平坦，古人说“如基”，所以叫做四
基山。出了城大概几十公里的样子，一列不是
太高的小山便连绵起伏在左前方。先是经过明
鲁王陵，因为时间太紧了，所以也就放弃了进去
参观的念头。孟林实际上是在北宋景祐四年，
才在兖州知府、孔子第45代孙孔道辅寻访下找
到的。当年孔道辅分析孟子晚年生活在邹县，
最后终老在这里，所以墓地也不会离此太远。
后来经过多次探查，最后确认在四基山，并且报
告给朝廷。北宋皇帝知道后很高兴，表扬孔道
辅办了一件大好事。从那时到现在，已经有九
百多年。九百多年来，林地不多扩大，庙堂不断
增修，逐渐形成了今天这个规模。

在一处小山前，我看到了一块牌坊。停了
车，顺着小坡一直爬到头儿，一座破旧的门房，
进去后正面是一大间祭祀用的大殿。殿后就是
孟子的坟墓，一个拱形的用石头围成的坟丘。
转了一圈，出门时一位老人和我讲了一堆关于
孟林的事，最后问我看他多大年纪了，我说六十
多，老人呵呵大笑，我都八十八了，每天没别的
事，就是来这里来陪着老祖宗坐上半天，这一辈
子也就过去了。看看四周，荒野的群山四处埋
着数不清的孟子的后人，历代都有。

从孟林出来，已是快中午了。看看地图，
到德州还有二百七八十公里。如果走国道的
话，少说也得七八个小时。忽然想起来时一个

“驴友”说的，他们在北京周边玩了一圈，走的
都是高速。于是一咬牙，在快到曲阜时一给油
门，便蹿上了高速，下午5点多时赶到了德州。

来到济宁
先学会一个字

天津东丽 北方

5月15日下午，2018孟子故里（邹城）母亲
文化节系列活动之一“孟母教子的当代价值”高
端论坛举办，一场“争做新时代孟母，注重家庭教
育”的讨论就此开启。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所
长姜秀花，发表了题为《孟母教子的文化启示》的
主旨演讲。她认为，孟母教子系列故事流传两千
多年，已经成为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成为中华
民族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挖掘孟母
教子故事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核及其当代价值，
对于增强国人的文化自信具有深远意义。

以先进的价值观
作为传统文化传承的根本

价值观是深藏于人们内心的准绳，是人们
处理事情、判断对错、选择取舍的价值标准，对
人生道路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每个时
代都有其主流的价值观念，为社会大多数成员
所尊崇效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
精神栖息地，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永久流传，最
根本的还是因为蕴含着都能够普遍接受和认同
的共同价值理念。孟母教子最典型的事迹是孟
母三迁、断织喻学、买肉示信、教子明礼、劝子远
行，故事都看似简单，实则包含了追求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一体化的价值理念。这些价值理念
是孟母自身的，也是她所处的时代的，更是中华
民族延绵不绝的精神魂魄。

孟母从孟轲3岁到7岁期间四年三迁，不仅
为孩子创造了一个好的成长环境，更重要的是
定居于学宫旁。后来又鼓励孟子师承孔子之孙
子思门下学习六艺。这样就建立起了孟子与周
礼和早期儒家文化之间的现实关联，体现了孟
母在当时诸子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中，唯独对
孔子的忠恕之道情有独钟，崇尚礼乐学习，想把
孟子培养成知书达理、重礼明义的儒者的价值
期许。所以后人有称：“夫人教子，志在孔子。
古今以来，一人而已”。正是孟母以其对邹鲁文
化的体认和实践，精心为孟子规划着人生，使其
养成“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的品行，将其置身于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秩序建构中，从而
终成一代亚圣。

孟母教子故事所体现的价值观念，与我们

现在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公民个人层
面的价值准则，即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有着
血肉相连的血脉关系，都有教孩子实实在在做
人的内涵。坚守这一价值准则，需要家庭、学校
和社会共同努力，从娃娃抓起，全面提高人民的
道德素养。在这方面，家庭更是要帮助孩子扣
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迈好人生的第一个台
阶。当前我国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
合，就必须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
养分，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
得益彰，从而不断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水平。

以国家意志
作为传统文化传承的基石

国家意志体现了一种公共意愿和追求，体
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信念和文化内核。
孟母身处封建时代的父权文化体系中，“男尊女
卑”观念与尊母文化矛盾并行。孟母教子之所
以能被干秋垂范，并在男性中心文化体系中构
成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正是因为以尊母文化
为原点的孟母教子故事中，所蕴含的价值理念，
符合当时社会主流的愿望和需求，才不遗余力
地通过一系列手段把具象的、碎片化的孟母教
子故事整合为国家整体意志，并进行制度层面
的建构和巩固，从而形成一系列文化制度、文化
产品和文化规范，引导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

西汉时期，从韩婴的《韩诗外传》到刘向的
《列女传》，基本形成了孟母教子的5个故事，之
后各朝代也是广泛流传。但元代之前，还都基
本属于知识阶层的描述和民间传颂。到元朝，
统治者由于感到知识结构脆弱的单一蒙古游牧
文化难以维持和巩固统治，因此，便接纳根基深
厚的儒家文化，对孟母的尊崇也日益隆盛。孟
母教子故事传扬主力明显官方化，孟母也日益
被塑造为一种偶像化的存在。

首先，对孟母大加诰封，赋予其尊贵的身份
地位。元仁宗追封孟母为邾国宣献夫人，这是
历史记载上孟母有封号的开始。其次，1738年，
清代改封孟母为邹国端范宣献夫人。孟母身份
的官方化，为芸芸众生的高山仰止提供了楷模，

也为各级政府尊崇孟母、弘扬孟母教子文化提
供了支持。其次，建立纪念祠堂和遗迹，为孟母
文化传播提供阵地。例如地方政府修葺孟母
墓，为孟母树碑立传，重修断机堂，为孟母塑像，
建立孟母祠、孟母庙，命名孟母泉等等，使官方
和民间开展孟母母教文化传承活动有了重要的
活动场所，增强了此类活动的仪式感和感召
力。第三，出现大量反映孟母文化特质的各种
文字记载和传播载体，将孟母精神进行世俗化、
民间化渗透。比如学校教育中有蒙学第一书的
《三字经》，文中“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
杼”一句，传播广泛，童叟皆知；其他如浩繁的文
人作品、官员拜谒感言、家族贺寿词、墓志铭、堂
铭、判词等各种文献里，都留下了很多对孟母的
颂扬之词。而群众喜闻乐见的杂剧、戏曲等文
艺表现方式，更是将孟母教子故事演绎得有血
有肉、更加丰满。孟母文化的故事经过世俗化
传播，全面参与民间生活，成为现实世界中人们
的一种美好精神信仰和价值追求，这一文化早
已超越故事本身，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符码和中
华民族精神文明的文化基因，直到今天仍具有
历久弥新的生命力。

以批判精神
作为传统文化创新的动能

强调母亲作用的同时，不要忘了父亲的作
用。孟子是在父亲缺席的单亲家庭长大，因此母
亲作用得以凸显，这是孟子和其母亲的一种特殊
人生际遇。惟其如此，孟母所具有的中国妇女的
传统美德才显得更加珍贵。但是在传统社会中，
与中国父权中心文化体系相适应的教育和家庭
制度中，实际上父亲的教子优势和角色作用更加
突出，所以才有了“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
惰”的说法。中国历史上也出现了众多的父亲教
子典范，像曹操、诸葛亮、司马光、范仲淹、颜之
推、柳公绰、曾国藩等等，都留下了家风家训的千
古绝唱，非常值得去挖掘。诸葛亮诫子格言、颜
氏家训、朱子家训等，都是在倡导一种家风。

对孟母的认识要更加全面。首先，孟母除
了是母亲，也是一个独立的女性。除了教子，还
有自己的人生。孟母教子故事广为传颂，名字

和事迹列为《列女传》之首，人们对孟母的研究
和宣传主要专注于教子，对于她来自哪里？如
何生活？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研究和认识并
不全面。从她的故事中，不仅看到了一个母亲
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也看到了故事背后，一
个单亲母亲的自尊自强、自信自立精神。所以
我们要从整个生命周期的角度，从多重角色的
角度，去认识孟母，赋予她更完整的人生。其
次，孟母文化是有时代局限的。虽然她应该是
非常自强自立自尊自信的伟大母亲，但时代在
她身上烙下了深刻的封建父权文化烙印。

对孟母文化的宣传，在突出女性家庭作用
的同时，也要强调妇女的社会作用。在孟母所
处的时代，女性没有社会地位，主要是主内的角
色。但现如今男女平等是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
展的一项基本国策，妇女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半边天力量。习总书记说：“没有
妇女，就没有人类，就没有社会”“我们强调促进
男女平等，发挥妇女在各个方面的积极作用，都
是对的，要坚定不移。同时，我们也要注重发挥
妇女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独特作用”。
所以对女性角色、作用和贡献的宣传，就不能过
分突出家庭，要更加全面客观。

总之，虽然对孟母文化还需要有更深入全面
的解读和宣传，但孟母教子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符
码，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重要文化基
因，批判的精神创新传播内容和方式，对于讲好
中国故事，树立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意义重大。

孟母文化已成为精神文明的重要文化基因
图文 本报记者 赵星灿

山东是人类文明东方腹地，邹城、曲阜比
邻，孔子、孟子都诞生在这片人文沃土之上，虽
然他们生活的年代相距百年，但他们的学术思
想与政治主张的核心“仁爱”，有着血缘般的传
承关系。那么究竟是谁最早在他们的内心播撒
了爱的种子呢？长成参天的仁爱精神之树呢？
答案是母亲。首都师范大学女性研究中心主任
王红旗从母亲文化的前历史出发，阐释了孟母
教子的当代意义。

母亲不能再没有名字

据史书记载，孔子、孟子自幼在母亲的教育
下成长。作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母亲，孟母三
迁、断机教子等故事，历经世代的诗书传诵而家
喻户晓。

“在女性没有社会地位和职业的时代，孟母
独自担当起养育儿子的责任。她的生活艰辛可
想而知，她为给儿子寻找一个适宜的、良好的成
长环境，三迁其家，让孟子开始变得守秩序、懂
礼貌，喜欢读书，而且她发现孟子读书不够专
心，有些不思进取的厌学的苗头，就当面用刀把
织布机上的布割断，严肃告诫孟子，只有从小好
学，才能有所得，荒废学业如同割断织布，就会
半途而废，再次让孟子受到启发，得到激励，自
觉地从早当晚勤奋读书，认真学习。这样一位
亲和、严肃与坚强的母亲，以言传身教、因势利
导的教子方式为后世敬仰。”王红旗说。

孔子的母亲因历史记载更略，她如何以家
存的古圣先贤典籍，自己创办私学来教育孔子
就成了千年之谜。“虽然她只活到三十八岁，但
是从孔子出生到成人，他们都是相依为命，生活
在一起。”王红旗说，2017年两位山东籍的青年
作者林峰、叶长强由红旗出版社出版了《孔母颜
征在》一书，她有幸在出版之前拜读文稿，以‘母
亲颜征在是孔子从生命到精神的塑造者’为题，
为书做序。她认为这本书的问世，为研究孔母
对孔子的影响以及孔母教子，开启了一扇门扉，

并提议把原来的书名《孔母》改成《孔母颜征
在》。

“如果在我们当代为母亲立传，母亲不能再
没有名字。孔母与孟母是中国历史上千千万万
母亲的杰出代表，但并不是男权文化意义上的
传统母亲。她们以自己女子本不弱，为母则更
强的母爱生命故事，在先哲的心灵世界最早播
下了仁者爱人的种子。虽然在封建男权文化历
史里没有母亲，或者是作为其父其子的陪衬而
出现，但世世代代的母亲以庇护和教育孩子成
长的亲子经验，传承生生不息的母爱接力，汇成
滔滔汩汩的母亲文化历史长河，使人类大爱绵
延不息。”王红旗讲道。

“母亲文化的核心内涵是母爱，《孟子·梁惠
王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天下可运于掌’，阐释了家国同构的治国之
道。在《孟子·离娄章句下》有‘仁者爱人，有礼
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
之’，强调的君子之道都是母爱文化的精神。”

母爱源于母生文明时代的原形母亲

翻开中华母亲文化的前历史，即原始母系
氏族社会，会发现母爱源于母生文明时代的
原形母亲。“女性人是人类生命起源的第一形
态，原始母系氏族社会是人类社会起始的第
一形态。在漫长的母系氏族社会，女性是人
类生命与社会之家的原形母亲。她们在创生
宇宙自然与社会家园的过程中，找到了人类
精神生命创造最原始的土壤，创造了人与人、
人与家、人与自然，万物育我唯一的平等的关
怀伦理，构建了一个和谐的宇宙大家庭。在
这个大家庭里，母爱是人类生命之爱，世代繁
衍传承的主动脉，像母亲的乳汁哺育着人类
纯真的爱的灵魂，昭示着未来人类和平的理
想社会。”王红旗说。

在她看来，无论男权文化如何贬低母亲的
形象，掩盖母亲历史的真相，遮蔽母亲爱的精神

价值，发源于大家庭的母爱原出能量，都是人类
世界情感文化的最基本构成，家国伦理与哲学
的源根。“人类不仅有家之母亲、国之母亲，人类
本是宇宙之子，在地球母亲的怀抱里，坐地日行
八万里，悬浮于宇宙母亲的生命之岛。因此宇
宙是一棵巨大的亲情树，只有一种语言，那就是
爱。母爱是人类一切爱的源头，经一万年进化，
已汇成人类共同精神。”

中华民族的原形母亲是女娲，王红旗说，
“当代考古已经充分证明女娲真有其人，她是一
位原始部落领袖。因为母亲女娲以生命之爱创
造了人类的三大壮举，被封为三皇之一的第一
女皇与伏羲氏、神农氏齐名。她以至高无上的
母亲大爱，母仪天下的康泰，厚泽万世之灵魂，
为后世留下了母生文明时代母亲文化的精神遗
产：以民为子的人本思想、家国同构的朴素思
想、相亲相爱的伦理观念。据《尧典》记载，母亲
女娲抟黄土以造人后，为了使人类能够尽快的
繁衍，在每年农历的三月三日，春暖花开时节开
办青年男女弹琴示爱的春社情人节。她以母亲
的慈爱与威严，最早建立了人类以爱为基础的
婚姻家庭。”

据《淮南子》记载，母亲女娲炼五色石补
天，带领子民重建家园，经历了与自然水神顽
强的搏斗，天地才恢复了原来的秩序。“补天也
包括补人文之天，可见她博大的母爱情怀，以
民为子的美德，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理想，是
孕育当代民族性和人类性的永恒的文化母
乳。”王红旗讲道。

当代缺乏对孟母教子
母爱精神本质的认识

当代母亲文化历史的建构，是从社会现实
家庭出发，聚集当代母亲教育的先进理念与子
女相伴成长的先进经验。但是如今有诸多的母
亲只重视孟母教子的外在形式，从儿时起就为
孩子选名校、择名师或者送孩子走出国门，而缺

乏对孟母教子母爱精神本质的认识，忽视对孩
子教育润物细无声的爱心和耐心。而是以望子
成龙、望女成凤的急功近利，把孩子塑造成母亲
父亲想要的样子，而不是孩子自己想成为的样
子，甚至因长期缺乏平等的爱的对话，而造成事
与愿违的悲剧。

“教育是百年大计，家兴国才强。从人类文
化艺术出发，回顾中国社会金色童年时代的母
亲文化历史，捡拾人类初心的家文化与母爱样
式，从原形母亲、古代杰出母亲的文化精神遗存
里惊喜的发现，母爱的人本精神是数万年流淌
在中华民族文化血液里的生命基因。能够揭开
当代人类物质财富遮蔽下的精神贫困，摆脱私
欲、物欲、权欲的沉重的翅膀，提供深厚的中国
母亲文化经验。尤其在探索全球化的新文明之
道正在向东方转向之时，孟母教子作为中华母
亲教育的象征典范，对重塑家国风、民族魂、人
类心具有世界性的普世价值，能够唤醒人类内
心情感深处沉睡着的，或是永远令人清静的情
绪，爱的觉醒，为人类未来点起新的爱与希望。
因为母亲文化以其博大、悲悯、智慧的平等的和
谐的爱，以无形的而深刻的形式影响着人类各
民族的文化传统。用亘古不落的暖阳，普照人
类的精神原乡，我们灵魂的诗意栖息地，所以这
就是我们当代来谈孟母教子最大的价值。”王红
旗说。

是母亲在孔子孟子的内心播撒了爱的种子
图文 本报记者 崔璐

周末济宁故事文化讲堂

两千多年前的匡地，被困于此的夫子心急
如焚，翘首以盼。失散于后的颜子苦苦追寻，望
眼欲穿。当师徒二人的脚步踏在同一片土地
时，那种劫后余生的喜悦，自夫子胸中发出一句
掷地有声的感慨：“吾以为女死矣。”随后是对爱
徒的上下打量，那洞悉一切的目光似乎要将他
的徒儿尽收眼底和心底，再不容分开。而颜回
的一句：“子在，回何敢死？”更是让夫子刚刚放
松的心再次收紧，他被眼前这个血气方刚的小
子感动了，这个小子是把他的命和夫子的命牢
牢拴在一起了，他还要一路陪伴、照顾夫子周游
列国呢，他还要继承夫子的衣钵，将夫子的学说
发扬光大呢，他怎么敢死？他怎么舍得死？

可是上天还是在他32岁风华正茂的时候，
露出狰狞面目，斩断了他行走于求学求道路途
上的生命线，斩断了他与夫子在人世间的一切
联系，徒留哀恸于夫子心中。“颜渊死，子曰：
噫！天丧予！天丧予！”上天无情地剥夺了夫子
的挚爱，那个“语之而不惰”“君子坦荡荡”“闻一
而知十”的颜回远行了，怀着夫子未竟的事业一
去不返。

在那个人生七十古来稀的时代，在那个生
存环境朴素简陋的时代，生命无时无刻不预告
着它的脆弱。弱冠之年萎落尘土苍天可鉴，豆
蔻之时香消玉殒黄土为证。生命的脚步不敢走
得匆忙，那不期而遇的死亡之神等在生命的每
一处路口，随时拿出那一份契约等着人填写。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锦衣玉食的光阴
微笑着向我们告别，散发李白的那一叶扁舟一
弄便弄到了现代。于是现代人望着枝头的果子
天真地以为：生命之果经过光阴的“光合作用”
开始变得硕大，且让我装进生命的背篓，供我慢
慢侵吞、慢慢挥霍。

于是，鼻涕未干的孩子叼起了烟嘴，有着铁

一般胳膊和腰脚的青年彻夜网游，承前启后的
中年麻将桌上酣战……夜以继日，经年累月，生
命的皮囊不再光洁，有蛛网纵横密布；机器的内
部不再灵活，有生命的茧将它包裹。那生命的
借记卡上，是一次次透支而不偿还的劣迹，直至
逾越了那最后的期限，终将由生命的债主将它
收回，而宣布作废。

有消息报道：一位少女，因不愿意按要求剪
短头发，而选择了跳楼！一位狼爸，因六岁的儿
子未写完作业，而将其痛打致死……还有，还
有，一位12岁少年路上痛殴一位老者；一位老
者滚落楼梯，生命垂危而无人问津……

在这些人的心中，生命的价值竟是如此卑

微，若草芥，若柳絮，若一条沟渠，若一盏孤灯，
无法在心头掂量出沉甸甸的分量。在他们看
来，生命既然无法招之即来，那可以挥之而去，

“慷慨”地向生命交一张站台票，便“潇洒”地踏
上生命的列车，等不及到站，便孤注一掷地扬长
而去。更有甚者，视别人的生命如儿戏，挥动暴
力的铁拳，让凶残曝晒于阳光之下，让人性在光
天化日下扭曲。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闭上眼睛，可我逃不过
现实，一双双哀伤的眼睛在我的心底浮起，那是
阮玲玉，那是张国荣、那是李恩珠、那是崔真实，
那是我至爱的三毛和海子……那哀伤的眼睛里
突然就落下泪来，一滴、一滴……

我知道你有千百个理由告诉我你活不下
去，我知道生的厌倦取缔了活着的权利，我知道
你离世的决心百转千回，但我只有一个理由来
回应你：无论发生了什么，好好活下去！沿着林
语堂散文《人生自然的节奏》中说道的那条生命
之路微笑着走下去。给自己准备些“早秋精
神”，向忧愁微笑，向生命之林的寒霜赞美！因
为“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珍爱生命：翻越生命之冬的篱笆
清扬

周末下午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