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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眼

岁月霓裳

村庄都是有姓氏的，张庄、王庄、马庄、刘
庄，中国有多少个姓氏，村庄就有多少个姓氏，
包括村庄里的房屋、池塘、麦场等等，都有姓
氏，张家老屋，李家院墙，王家榆树，赵家麦场，
包括坟地、沟渠、女人和孩子，黄家老坟，杨家
沟渠。

过去的女人，不管原来姓什么，结了婚之
后，一律随夫姓。丈夫姓李，就称李家的婆姨，
或者李家里的，也有把自己的姓夹在中间，譬
如李王氏、赵马氏、黄王氏。芸芸众生，虽说人
类的血型只有几种，但村庄是有姓氏的，也是
讲规矩的，不乱来，李家的血脉，王家的骨肉，
各有各的传承。

村庄的东边有一棵枣树，生长在黄家沟的
岸边，离村庄有二里地，没有人知道它的来
历。或者是大风刮来的种子，或者是一只不知
道什么来历的小鸟，衔来了枣，吃光了枣的肉，
把枣核遗失在这里，生根发芽，长成一棵树。
当爷爷发现了它，于是浇水，施肥，打杈，没见
有其他人来争搅，等树结出枣子时，临近的张

庄村里的一个老头便来较真。
爷爷说，这棵枣树生长在我们黄庄的地界

里，它就是我们黄庄的。那个老头不服气，便
吵吵说，不对。这棵树离你们黄庄二里地，离
我们张庄也是二里地，有你们的一半，也应该
有我们一半！爷爷生气了，攥紧了拳头，嚷嚷
着说，这棵枣树它姓黄，就是我们黄家的，不服
你试试？

那个老人看看束腰扎带的爷爷，再也没有
言语，低着头走了。从此，这棵枣树名正言顺
成了我们家族里的一员，它也姓黄，没有人敢
挑战爷爷的权威。若干年过去后，这棵枣树成
了两个村庄的分界线，但它依然姓黄，主权属
于我们家。

姓氏不仅是村庄的特质，也是一种权威，
具有一定的血缘关系。村庄在形成发展的过
程中具有原始蒙昧的一面，也有温馨和走向文
明的一面；是善良的，也是蛮横的；是精诚团
结，也是四分五裂；是各自为政，也是大一统。
正如我们民族的起源，当黄帝战胜炎帝时，两
个部落合并，华夏民族就形成了，于是大战蚩
尤，华夏的村落进一步扩大，从黄河到饮马长
江，范围在不断地拓展。

不管你是韩家庄、魏家庄，还是什么赵庄、
齐庄、楚庄，还是什么燕庄，只要我有这个实
力，你们的一切都是我们老秦家的，于是才有
了秦王一扫六合，统一天下。

村庄的形成有时也充满着狂风暴雨，远没
有我们想象中的朴实和善良。黄昏的时候，邻
村有一户人家，他们的女儿要结婚了，他们的

村庄叫王庄，他们只有一个女儿，为了血脉的
延续，家族的传承，不得不入赘了一个李家的
小伙子，但说好了的，等有了孩子，随母姓，也
姓王。

为了掩人耳目，婚礼在黄昏时举行。但村
庄的未来谁能说得了呢？孩子长大认祖归宗
的大有人在。村庄在不断地变幻，姓氏也在不
断地变幻，唐宋元明清，一个姓氏变幻成另一
个姓氏，一个朝代更迭为另一个朝代。

虽然名字变了，但国家存在，民族存在，村
庄存在，河流高山都存在，最重要的是文化和
老百姓存在就行了。有时候我们没有必要那
么较真，国泰民安是我们最好的期待。

紧挨王庄南边的是郭庄，听名字就知道，
应该是以郭姓为主的村庄，可扒一扒户口，没有
一家姓郭的，全是张姓。去年，村民们一致要求
改名，虽然没有得到政府的答复，他们已经想好
了新的村庄的名字，叫什么“麻窝张庄”。

村庄是有姓氏的，姓氏也不是一成不变
的。正如一片树林，这一百年生长的是构树，
下个一百年生长的可能就是国槐。我们老百
姓种地也有一个讲究，今年这块地种麦子，明
年尽量不种麦子，种红芋，种了麦子就是重茬，
收成不好。

母亲的娘家在朱庙，这个村庄我去过。村
子里的人一半姓朱，一半姓宁，朱姓人家住东
头，宁姓人家住西头，中间隔着一条路，泾渭分
明，分属不同的两个生产队。

朱庙村过去属于王楼大队，现在改为行政
村了。村民大多姓王，原来叫王在华楼，是过

去一个叫王在华的大地主，在村子里盖了一座
楼，方圆百里闻名。于是，人们把这个村庄叫
做王在华楼，现在简称王楼。这个楼早已不存
在了，留下来的只是一个家族的传说和村庄的
名字。

每一个村庄，都有一段辉煌的历史流传下
来，成为村民的念想；每一个村民，或者说家
族，都有一段美好的故事铭记于心，成为家族
繁衍生息的动力。

我们这个家族，应该是村庄的原始居民，或
者说是这个村庄的第一批定居者。有我们的辈
分为证，一个村庄辈分最长的，往往是最先来到
这里定居的人。尽管我们的村庄人口上千，姓
氏庞杂，有十来个，但我们家的辈分最长。

我今年已经50多岁了，父母过世，在村子
里比我辈长的人再也没有了。“先来后到”“先
尊为长”，这是规矩，也是村庄人老几辈子流传
下来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证据，我们这个家
族居住的地方，大多位于村庄的中心，我们的
祖先是第一批来此居住的村民，才有机会占据
村庄里最适宜的地方。

在村庄里生活得久了，会发现姓氏无处不
在。王家修的桥，叫王家桥；李家开的铺子，就
叫李家铺；郭家烧的窑，叫郭窑，最后都成了村
庄的名字。

村庄就是村庄，即使融入城市，成了城中
村，也保留着浓浓的乡土气息，传承着它的姓
氏文化，譬如我们这里的肖庄社区、鲍庄车站，
听一听它们的名字，就知道了他们的前世今
生。 ■张成林 摄影

村庄都是有姓氏的
宁高明

世上有一个通行的标准，
关于成败，关于荣辱，关于哀
乐，都有着虽不成文却又实实
在在摆在那里的标准。人们用
这个标准去衡量别人，衡量身
边一个个人，衡量古往今来的
一个个人。当然，人们也用这
个标准衡量自己。自己一生
活得值不值，活得风光不风
光，活得滋润不滋润，活得幸
福不幸福，都在这个标准里。

人们拿这个标准去衡量
别人，当然也会想到别人正拿
这个标准来审视着自己，评价
着自己，自己得照着这个标准
去努力，去奋斗，去追，去赶，
去超，这样才能博得别人的认
可，赢得别人的尊敬，成为别
人认为“有用”的人，从而进入
别人的朋友圈，成为别人的座
上客，与别人结成便于获得更
多人认可与尊敬的利益联盟。

这些都符合逻辑，人是社
会的人嘛，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有一次备课时，翻着手里
的语文课本，突然想到一个问
题，我们所学习的屈原、陶渊
明、杜甫、苏轼等等人物，用我
们通行的标准去衡量一下，在
当时都是些“失败”的人啊。
我又特意翻看了一下目录，这
些留下千古名篇的作者里，人
生畅达显赫者鲜矣。

我们所学习吟诵的传世诗文，大多出自人生
“失败”者之手啊，而他们同时代的那些炙手可热的
显要人物，通行标准中所谓的“成功”人士，现在只
能到史书中去查找了。

在各种“成功秘笈”充斥书店，成了畅销书的今
天，我们为什么还要学习这些“失败”者的作品呢？
这些“失败”者的诗文，为什么能够千古传诵不绝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还要追溯到“人”字上。人毕
竟是人，不同于其他各种动物。其他动物以觅食为
第一需求，吃饱了差不多就万事大吉，而人还不能
停留在这一层次上。这些留下千古名篇的作者，虽
然在“吃饭”问题上或多或少地遇到些困难，但他们
在世俗标准之外的精神世界的求索和开拓，引起了
后世同好者的共鸣，因此得以千古传诵不绝。

“人”字的尊严和高贵，正在于这些摒弃了所谓
通行的标准，而执着于精神世界的探寻的人。而对
于所谓通行标准摒弃之决绝，莫过于庄子。

我越来越觉得，庄子是有史以来选择了最高级
的活法的人。他深刻理解了先圣老子关于“有”和

“无”的辩证法，摒弃了世俗标准所认定的各种
“有”，以身外之物的大“无”，换取了精神世界的大
“有”。无待方得逍遥，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
得，唯庄子能也。

扯得有些远了，其实我只是想说，几十年来看
厌了各种的把戏，想着静一静，回到自己这里来。

衣食已得解决，可以说有了“不物于物”的资
本，尽量地不再“以心为形役”，剩下的大概就是“委
心任去留”了。

好在执着于精神求索的先圣先哲及当下俊才，
留下了足够丰赡的精神盛宴，爱好此道者当永远不
至于寂寞，永远可享充实丰盈的精神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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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没有高考，可是有科举，是官府通过书面
考试来选拔人才。士子考中了就如孟郊的“昔日龌
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
日看尽长安花”，落选的就如“月挂轻纱羞见人，天
地茫茫玄色深。当此时节应醉酒，莫道人生浮与
沉”。明代首辅张居正呢？此前曾经参加举人考
试，没想到落选了。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
赖，溪头卧剥莲蓬”。嘉靖十六年，张居正才13岁，
只不过跟辛弃疾诗里描写的孩子一样，顽皮，懵懂，
不谙世故，可是已经像个小大人似的，从家乡荆州
来到武昌参加乡试了，也就是举人的选拔考试。

张居正本应考中举人，从此步入仕途，可是因
为有人从中“作梗”而落选了。是谁跟小小张居正
过意不去呢？不是别人，正是当时有名的才子顾
璘。他是当时湖广巡抚，位高权重，炙手可热。而
张居正呢？别看他年龄不大，可在湖广一带也是小
有名气，算得上家喻户晓的人物，甚至一些民间传
说还把张居正形容得神乎其神。

张居正的聪明伶俐由来已久。两岁的时候，同
堂叔父龙湫读《孟子》，张居正耳濡目染就能记住里
面的一些内容。5岁入学读书，学到的知识已经遥
遥领先于同龄孩子。到了10岁，张居正就通晓六经
大义；至于吟诗作对，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比如，一次张居正爷爷出了上联：“莫学灯笼千
只眼。”张居正灵机一动，吟出下联：“要当蜡烛一条
心。”对得工整，天衣无缝。可是，这小小年纪，即使
才华横溢，中了举也并非好事。有道是“谦受益，满
招损”，自古以来这样的教训不知有多少。王安石
笔下的仲永，不就是因为神童骄傲吃老本，到最后

“泯然众人矣”？
顾璘想，即使张居正将来不“泯然众人矣”，也

有可能跟唐伯虎那样沦落为娱乐文人，一生的事业
都在诗酒风流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大才大志却不能
齐家治国平天下，实在遗憾。而一个13岁的孩子就
中了举人，也最易自我陶醉，不思进取。于是顾璘
对当时监试冯御史说：“张居正是一个大才，早些发
达，原没有什么不可。不过最好还让他迟几年，等
到才具老练了，将来的发展才没有限量。”冯御史觉
得顾璘的话有道理，就凭借手中的权力，没有录取
张居正为举人。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
百尺条”。顾璘让张居正举人考试吃了一回挫折，
并没有消磨张居正的斗志，而是深深理解顾璘的苦
衷。成年后的张居正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仆自以
童幼，岂敢忘意今日？然心感公之知，思以死报，中
心藏之，未尝敢忘。”

张居正的
一次“落榜”

陆琴华

儒、儒家、儒者是相通的名词，在先秦文化
的语境中，儒一般指对学者的称呼，如章太炎
先生所解说的“达名之儒”，用现代话语来说，
就是儒的普遍概念或广义之儒。

孔子的学说何以被称为儒家或儒学，儒的
特定涵义是如何确立的？孔子及其门徒，并未
给自己的学派冠以“儒家”或“儒学”之名。但
是，孔孟生活的年代，学者们自立门户、创立学
派也是事实。从孔子到孟子，虽然没有给自己
的学说命名，但是“学派”之别的意识是确定
的、明晰的。

孟子尝感慨孔子学说的衰落，说：“天下之
言，不归杨，则归墨。”墨子则说：“儒者曰：‘亲
亲有术，尊贤有等。’言亲疏尊卑之异也。”稍后
的道家庄子，同墨子一样也持批儒之立场，庄
子也把孔子及其门徒称之为“儒者”。也就是
说，那是一个以批判的方式给其他学说定性命
名的时代，而自己的主张怎么命名反而不是最
重要的。

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其学说虽然没有被
采用，但相传孔子弟子三千，在诸子百家中其
影响力应是最大的。到了战国时代，如孟子所
言，儒家学说的影响力已经远不及杨朱、墨翟
的学说。但是，由于孟子的雄辩和力行，虽然
儒家学说最终仍然没有被采用，却使之再次成
为时代“显学”。孟子与孔子的其他门徒一道，

奠定了被后世称为“孔孟之道”的学说根基。
殊为宝贵的是在春秋战国之际，诸侯之间

争霸称雄的战争年代，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保
持了对人性、人生价值、社会治理积极乐观的
进取有为精神。周游列国，锲而不舍地推行

“内圣外王”的思想主张，不遗余力地去实践
“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

诚如有学者所言，“孔孟之道”最大的精神
内涵是内在超越。但是，这种超越是内在的却
不局限于思想领域，而是表现为内在理想主义
的道德修行实践和外在理想主义的社会政治
实践相结合。因此，儒家的理想主义不是书斋
里的空想主义，也不是“堂吉诃德”式的主观臆
想、游侠主义，因而真正契合于当代社会的人
文文化建设。

先秦儒家的理想主义情怀，蕴含在其思想
学说之中，主要体现为人性本善的性善论、内
圣外王的政治思想、制民之产的社会治理思想
等方面。儒家的人性论，经历了从以“仁”为核
心人性善的意向，到孟子完成性善论之证成的
一个发展过程。

在孟子之前，围绕人性善恶的论争，有告
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说，无名氏的“性可以为
善，可以为不善”说、“有性善，有性不善”说等
主张。“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围绕人性善
恶的问题，孟子跳出经验主义层面，从形而上
的高度创造性地提出“四端说”，作出极具有说
服力的论证。

孟子“道性善”不局限于对“人性”做客观
的描述与分析，而在于将“人性”看作人之为人
之所在，“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
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
行，非行仁义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
固有之也，弗思耳矣”。通过对人性的自觉、反
省，确立人生信念，安顿精神生命，实现终极关
怀。“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内圣外王的政治思想。“内圣外王之道”语
出《庄子·天下篇》，并指出这一精神是古人的

伟大创造，只是由于时代变迁，变得“暗而不
明，郁而不发”。先秦儒家虽然没有用这个概
念构建“内圣外王”政治理论，但在事实上开创
了“为政以德”为核心的政治传统，儒家经典
《大学》系统地阐述了“修齐治平”为政之道。

思孟一派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内圣”思
想，创建了心性之学。子思把“诚”作为治国平
天下和“成己成物”的根本，孟子以性善论为基
础确立了“穷则独善，达则兼济”的人格理想和

“王道仁政”的政治理想。荀子对王道政治作
了具体的构想和设计，丰富和发展了孔子的

“外王”学说。
制民之产的社会治理思想。“故明君制民

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
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
之从之也轻。”由此可见，制民之产之“制”以保
障人民的基本生活。

“制”主要是调节、控制之意，进一步的具
体规划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
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
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
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
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
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认为，人民安居乐业乐生的社会治
理，构成王道政治的现实的必然的基础。基于
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境况，我们从中可以体会
到孟子制民之产思想特有的理想主义情怀。

■马永利 摄影

先秦儒家的理想主义情怀
王兆响 聂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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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迹人文

夏日的时光，仿
佛流动的画卷，在元
曲的韵律中徐徐展
开。在这热烈的季
节里，我沉醉于元曲
所描绘的夏日风情，
感受那别样的韵味。

“俏冤家，在天
涯，偏那里绿杨堪系
马。”关汉卿的《大德
歌·夏》中，女子的相
思之情如夏日的阳
光般炽热。她思念
着远方的情人，困坐
南窗下，数着清风想
念他。那份深情，仿
佛夏日的清风，吹拂
着我的心田。

薛昂夫的《西湖
杂咏·夏》则为我们
展现了西湖夏日的
美丽景色。“晴云轻
漾，熏风无浪，开樽
避暑争相向。”湖面
波光粼粼，晴空万
里，人们纷纷来到湖
边，享受这难得的清
凉。笙歌鼎沸，满座
飘香，仿佛整个西湖
都沉浸在夏日的欢
乐之中。

“采莲湖上画船儿，垂钓滩头白鹭鸶。”马
致远的《湘妃怨·采莲湖上画船儿》则描绘了一
幅采莲的画卷。湖上画船轻摇，白鹭在滩头悠
闲地垂钓。雨中的楼阁和烟中的寺庙若隐若
现，宛如一幅水墨画。在这夏日的画卷中，仿
佛能听到曲者的画笔在轻轻勾勒，带来无尽碧
意与舒畅。

元好问的《骤雨打新荷·绿叶阴浓》则展现
了夏日雨后的清新与宁静。“绿叶阴浓，遍池亭
水阁，偏趁凉多。”雨后的荷叶更加翠绿，池亭
水阁在绿荫的掩映下显得格外凉爽。这夏日
的雨后，仿佛是大自然为我们送来的一丝清
凉。

“酷暑天，葵榴发，喷鼻香十里荷花。”白朴
的《得胜乐·夏》则让我们感受到了夏日的热烈
与奔放。夏日的阳光炙热如火，葵花和石榴花
竞相绽放，荷花的香气扑鼻而来。这夏日的热
烈与奔放，仿佛是大自然在向我们展示它的活
力与魅力。

商挺的《【双调】潘妃曲》则以夏日的莲花
为主题，展现了夏日的清新与美好。“闷向危
楼凝眸望，翠盖红莲放。”站在高楼上凝望远
方，只见翠绿的荷叶中盛开着红色的莲花。
夏日的清新与美好，仿佛都凝聚在这朵莲花
之中。

“云收雨过波添，楼高水冷瓜甜。”白朴的
《天净沙·夏》则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宁静的夏日
午后。雨后的天空格外晴朗，湖水波光粼粼，
高楼上的水波荡漾着清凉。此时品尝一口清
甜的瓜果，更是让人心旷神怡。

张可久的《【正宫】醉太平·湖上洗荷花》则
让我们感受到了夏日的宁静与和谐。“洗荷花
过雨，浴明月平湖。”雨后的荷花更加娇艳欲
滴，明月倒映在平静的湖面上，仿佛整个世界
都沉浸在这份宁静与和谐之中。

“避炎君频称竹榻，趁新凉懒裹乌纱。”卢
挚的《【双调】沉醉东风·秋景挂绝壁》则为我们
展现了人们在夏日中的惬意与舒适。人们纷
纷来到竹榻上乘凉避暑，享受着这难得的清凉
时光。柳影中、槐阴下，人们或品茶、或下棋、
或聊天，度过了一个个惬意的夏日午后。

而今我站在这夏日的时光里，仿佛能听到
那元曲中的歌声在耳边回响。那些古老的文
字，仿佛穿越时空的隧道，将我带入了一个充
满诗意与浪漫的世界。

愿我们都能像那元曲中的文人墨客一样，
用心去感受夏日的美丽与魅力，去珍惜生活中
的每一份美好与温馨。如此，则夏日虽长，亦
不觉其热；岁月虽短，亦不觉其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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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不如养德

这些年，手头宽裕了，日子好过了，人们也
越来越惜命。惜命自然就想到养生，于是乎，
寻求养生之道的人越来越多。

有需求，就有市场。当下养生书籍浩如烟
海，养生产业方兴未艾。微博微信里，养生的
话题层出不穷，传授养生之道的聪明人，动辄
粉丝成群，俨然备受拥戴的明星。

当然是鱼龙混杂，大多为利益驱动，有市
场，其实不养生。

养生当然重要，倘若不入门径，闻风而动，
胡乱听信，不仅养不了生，说不定还会害生。
案例俯拾即是，这里无需赘列。

目前社会上流行的养生之道，五花八门，
有用没用，信奉者自知，我不敢妄加评说。

在我看来，养生既是生物学的问题，更是
心理学的问题。吃什么不吃什么很重要，怎么
吃也很重要；肌体运动还是不运动很要紧，怎
么运动也很要紧。但就养生而言，这些都治标
不治本，该生病时还是生病，该死的时候还是
不得生。

其实身体的病患很多源于心理原因，人逢
喜事精神爽，长期忧郁出病夫。人要不生病少
生病，心理调适，情绪管理是重中之重。

常生善美念头的人，心情愉悦的时候多；
对世界仁慈怜悯的人，心灵平静而清澈。气大
伤胃，怒从肝起，恶向胆生，不戒恶怒气，你怎
么养生都是没有用的。

善美念头，仁慈怜悯，养之于德。德行高
的人，少伤自己的身体，虽食人间烟火五谷，却
百毒难侵。即使偶有微恙，也能自我调适，少
药而愈。由是观之：养生不如养德，养德才是
真正的养生。

不做精神虚无的成功者

有那么一种人，他们的努力和执着令人感
动又钦佩，因为铁杵磨针之功，他们最终在自
己专攻的领域获得了成功，关心他们的人会因
此欢喜。遗憾的是，有的人一旦有成，便觉得
自己无所不能，从此大言不惭，目空一切，轻议
他人。熟悉还是不熟悉的领域，他们都要插上
一帜，俨然导师，口无遮拦，无所忌惮。

许多创业者成为富豪之后，往往精神虚
无，这是当代社会一个值得反思的现象。有些
人一旦创业成功，人生便失去了方向感，精神
顿感无着。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心无家国情
怀，二是眼里没有众生。

商业不能只讲成王败寇，没有底线的商业
成功，胜之不武；坚守底线的商业失败，虽败犹
荣。市场没有立场，商人要有商格。所谓商

格，涵义就在古人的这句话里：君子爱财，取之
有道。现在的不少商人，为谋求所谓的商业成
功，什么都敢干，无所不用其极；一旦赚到盆瓢
钵满，又什么都敢拿出来炫耀。

一个人被一些人追捧，并不意味着真正意
义的成功，也不一定就是好事，大多是一时一
事造成。当成功者的一切缺点都成了优点，这
是一种令人无语的“示范”。

成功的人生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勤勉学
习，不间断地积累个人才智；在固守道德底线
的基础上，设法增强在群体和社会的能见度；
感恩一切为你提供机会的人，将来自外部的所
有压抑转化为斗志；直面挫折，耐得寂寞，绝不
言弃，有坚持到最后的决心和勇气；逆境中从
自己找原因，顺境中不揽他人之功。

将所有的失败都看成必然，将所有的成功
都当作意外，这样，失败了你能坦然面对，成功
了你也能保持一颗平常心。 ■苗青 摄影

随笔二则
林清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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