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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典】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
移 ，威 武 不 能 屈 ，此 之 谓 大 丈
夫。——战国 孟子 见《滕文公下》

【注译】富贵不能使心志迷乱，
贫贱不能使节操改变，武力不能使
人格屈服，这才能叫作大丈夫。

【解读】 孟子，名轲，生于
前 372年，卒于前 289年，今山
东邹城人，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思
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主
要代表人物。相传孟子是鲁国贵
族孟孙氏的后裔，后家道衰微，
从鲁国迁居邹国。幼年丧父，家庭
贫困，孟母仉氏，艰辛地将他抚养
成人。孟母管束甚严，大家熟知的

“孟母三迁”“断织教子”的故事成
为千古美谈；孟子十五岁入学，
受业于孔子的孙子子思的门人，
广泛学习“百家之长”，使自己的
学识达到了“可为人师”的程度；
孟子年轻时，志向非常远大，他有
一句非常著名的话，说“五百年必
有王者兴，当今之世，舍我其谁
也”。大约在三十岁左右，孟子也
效仿孔子，开办私塾讲学传道，宣
扬儒家学说，虽然弟子盈门，但是
影响力度较小，要想“宣道救世”，
推行“仁政”主张，必须说服那些

手握决定权的国君们，于是孟子
开始带着自己的弟子们周游列
国，直接向国君们推销自己的“仁
政”思想，甚至还可以为“仁政”找
到一个“试验基地”。孟子用了近三
十年的时间，游说诸侯，还是不能
让诸侯们放弃争霸。70岁的时候
回到邹国，开始著书立说，写下了
光辉的《孟子》七篇传世。孟子继承
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
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有“亚圣”之
称，与孔子并称为“孔孟”。

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政治
上诸侯纷争，“争地以战，杀人
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
统治阶级“庖有肥肉，厩有肥
马”，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而
广大劳动人民则“民有饥色，野
有饿莩”，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孟子正是看够了纷争，看够了杀
戮，看够了奢侈，看够了饥饿，
看透了治乱兴衰，在先秦诸子中
独树一帜地提出了他的“性善
论”观点。关于“性善论”，孟
子认为人天生有善端，在 《告子
上》 中他说，“善”即“恻隐之
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
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

非之心，智之端也。”他还说：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
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也
就是说人性的善，就好比水朝下
流一样。人性没有不善的，水没
有不向下流的。他接着说，“有
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
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啥意思
呢？有天赐的爵位，有人赐的爵
位。仁、义、忠、信，乐于善道
而不知疲倦，这些都是天赐的爵
位。还是说，“善”是人与生俱
来的。这种“性善论”是他一切
政治主张、伦理观念和道德修养
的思想渊源。

“善”，在君，则发乎为仁。
首先，对老百姓要施仁政。在
《孟子》 开篇 《梁惠王上》 中，
梁惠王问孟子说，我对于治理国
家也算是尽心了，但为什么不如
邻国？孟子回答他说,不耽误百
姓的农时，粮食就吃不完；不用细
密的渔网到大塘捕捞，鱼鳖就吃
不完；按一定的时令采伐山林，木
材就用不完。粮食和鱼鳖吃不完，
木材用不完，这就使百姓养家活
口、办理丧事没有什么遗憾的了。
百姓生养死丧没有什么遗憾，这

就是王道的开始。五亩田的宅
地，房前屋后多种桑树，五十岁的
人就能穿上丝棉袄了。鸡、猪和狗
一类家畜不错过它们的繁殖时
节，七十岁的人就能吃上肉了。一

百亩的田地，不要占夺农夫的农
时，几口人的家庭就可以不饿肚
子了。搞好学校教育，不断向年轻
人灌输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道
理，头发花白的老人就不必肩扛
头顶着东西赶路了。七十岁的人
穿上丝棉袄，吃上肉，百姓不挨冻
受饿，做到这样却不能统一天下
的，是绝不会有的。他接着告诫梁
惠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
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
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
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
坚甲利兵矣！”他还说：统治者“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在《尽心
下》中，孟子提出了一个光辉的论
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还是要求统治者要把老百姓放在
首位，发乎善心而成仁政。其次，
对臣下应以礼相待。在《万章下》
中，孟子说：“用下敬上，谓之贵
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贵贵尊
贤，其义一也。”就是说，地位低下
的人尊敬地位高贵的人，这叫尊
敬贵人；地位高贵的人尊敬地位
低下的人，这叫尊敬贤人。尊敬贵
人和尊敬贤人，道理都是一样的。

在《离娄下》中，孟子对齐宣王说：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
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
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
如寇仇。”身为臣子，固然要对国
君尽忠；身为国君，也不能自恃
高人一等，不把臣子当人看。商
朝末君纣王，昏庸无道，不懂
得礼下臣子，听信宠妃妲己的
谗言，将忠臣比干的心挖了出
来。从此商朝少了一位忠心耿
耿 、 一 心 为 国 的 好 大 臣 。 后
来，商朝被西周所灭，纣王也
死在了鹿台。最后，对其他诸
侯国应当修德怀远。在 《尽心
下》 中 他 说 “ 春 秋 无 义 战 ”，

“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
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就
是说：春秋时期没有什么正义
的战争。有仁德的人在天下是
没有敌手的，用最有仁德的去
讨伐最没仁德的，为什么还要
流那么多的血，以至于把木槌
都飘起来了呢？他又说：“国君
好仁，天下无敌焉”，“不仁而
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
下者，未之有也”。翻译过来就
是：国君如果好仁德，那么天

下就没有敌手。不行仁德还能
获得一个小国的统治权，这种
情况是有的；但不行仁政，还
能获得整个天下的统治权，就
没有过。孟子在 《离娄上》 中
还说：“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
则诸侯皆为之驱矣。虽欲无王，
不可得已”。意思是：现今天下若
有喜好仁德的国君，那么诸侯们
都会为他把老百姓赶来，即使不
想称王天下也是做不到的。在谈
到邹国跟楚国打仗的时候孟子
对齐宣王说：“今王发政施仁，使
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
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
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
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
王。其若是，孰能御之？”就是：如
果现在大王发布政令、施行仁
政，使得天下做官的人都想到大
王的朝廷里任职，农夫都想到
大王的田野里耕作，商人都想
到大王的市场上做买卖，旅客
都想从大王的道路上来往，各
国痛恨他们国君的人都想跑来
向您诉说。果真做到这
样，谁能阻挡大王一统
天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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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一个人，一段历
史，一束思想，一种文化，一个
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源泉。

——《廉语金典》

史海钩沉武则天曾经三次召见陈子昂。
文明元年（684 年）春，24 岁的陈

子昂中举。当时唐高宗晏驾不久，其
万年福地的选择困扰着朝廷。陈子昂
在未授官职的情况下，就给武则天上
了一篇近两千言的《谏灵驾入京书》。
武则天“奇其才，召见金华殿，拜麟台
正字”。麟台，就是秘书省；“正字”，就
是“雠校典籍，刊正文章”。一个刚刚
中举的年轻人，不是先到基层锻炼，就
直接进了“国务院办公厅”，应该说是
重用了。

其实，陈子昂的建议武则天并没
有采纳，高宗的灵驾还是回了关中。之
所以召见并授予其职务，是因为武则天
爱才，同时也是为了广开言路。陈子昂
获武则天召见并授予官职的消息很快
传遍了洛阳。人们把陈子昂比作汉朝
的司马相如和扬雄。卢藏用的《陈氏
别传》说：“时洛中传写其书，市肆闾
巷，吟讽相属，乃至转相货鬻，飞驰远
迩。”即全洛阳都在传写这篇名文，甚
至还有文贩子到处兜售他的文章。

垂拱元年（685年）十一月，武则天
诏问群臣“调元气当以何道？”尝到甜
头的陈子昂因是第二次上书劝武则天
兴明堂、大学……于是，武则天第二次

召见他，“赐笔札中书省，会条上利
害。子昂对三事……”陈子昂这份谏
书两千六百多言，一是批评朝廷派九
道出大使巡按天下是骚扰百姓；二是
刺史、县令很重要，但只重资历的“干
部制度”导致地方干部很平庸；第三就
是发展生产，不要打仗。陈子昂的建
议虽好，但没有新意。当年武则天也
曾给高宗上十二条建言，同样有“劝农
桑”“息兵”的建议，关键是要拿出具体
的可操作的方法。就拿“息兵”来说
吧，武则天也不想打仗啊，但突厥、吐
蕃老是骚扰边疆，掠杀百姓，咋办？说
什么“去刑罚，劝农桑，以息疲民。蛮
夷知中国有圣王，必累译至矣”，其实
是自己哄自己，没有那样的好事。从

“赐笔札中书省”可以看出，武则天对

陈子昂寄予的希望很大，但看过他的
上书后，心有点凉，没有封赏他。

垂拱三年（687年），武则天打算先
由雅州（今四川雅安）进攻羌人，进而
袭击吐蕃。陈子昂上表劝阻。永昌元
年（689年）3月 19日，武则天第三次召
见陈子昂，要他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鉴于上次的感受，武则天特别叮嘱他：

“论为政之要，适时不便者，毋援上古，
角空言。”即抓住当前为政的要害问
题，指出哪些是不正确的，不要引经据
典，大发空洞议论。陈子昂于是上《答
制问事八条》：一是废弃刑罚，二是民
可任官，三是任用贤才，四是去掉猜
忌，五是征求批评，六是鼓励奖赏，七
是停止征伐，八是安置皇族子弟。陈
子昂的奏章递上去后，武则天一直没

有回复。按照《新唐书·陈子昂传》的
说法是：“虽数召见问政事，论亦详切，
顾奏闻辄罢。”

为什么会这样呢？问题就出在书
生气上。武则天以七旬皇太后的身份
三次召见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不
可谓不诚恳，但是，陈子昂却东拉西
扯，写得冗长而又毫无新意。

“大而空”其实是书生类知识分子
的通病。这些人受到赏识后，就忘掉
了主宾的位次，把上级当小学生看待，
满口“子曰诗云”，喋喋不休地教训，忘
却了“简练”二字。就拿陈子昂这三次
谏书的字数来说，一次比一次多，但武
则天没有批评他。后来，武则天让他
做了右卫胄曹参军，一个看管武器装
备的小官。意思就是要他到基层打
磨。杜甫不也曾任过“右卫率府胄曹
参军”吗？由此就可以想到，无论你怎
样有“文化”，但在务实的领导眼里，

“吊书袋子”永远没啥前途。
为政不是为文。很多时候上级要

的就是解决实际问题，不是什么空洞
的说教。如果用几句话能说明白的
事，就不要长篇大论。

“毋援上古，角空言”，一千多年前
武则天的谆谆告诫，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 宋宗祧

毋援上古角空言

忍冬，这个名字，有孤傲之气。
天寒地冻，风冽水冷，让北方的

冬日显得有些漫长，即便有猫冬的
心态，日子也得慢慢数着过。入了
九，八十一天，是一个个劫，需要一
次次度。画梅或对联消寒，这古典
的文艺范儿需要心境，多数时间聊
胜于无。

忍冬，多见在中医的处方里，氤
氲有一股药香。它的元身就是金银
花，为我们所熟知。

春夏季是金银花的青春期。它
枝叶葳蕤，青藤翠蔓，四处攀爬，沐
浴 在 阳 光 里 ，绽 放 出 最 舒 展 的 姿
态。目之所及，无论是在疏林田垄，
还是在竹篱颓墙，都精神抖擞，青春
无比。最让人喜的，是它造化神奇
的花。在缀着朝露的清晨，一对花
儿，生于叶腋之中，开得雅白，蒂带红
色，映着蓬勃的朝阳，散发出点点幽
香。转过午后，并蒂花中，有一朵先
换了面目，变成黄色，香气随即浓郁
起来。到了傍晚，那黄色花朵，因了
暮色的浸润，变得细腻起来，像美人
头上的金钗。自此，枝枝对对，皎洁
与澄黄辉映，缱绻曼妙，绮艳多姿。

在《本草纲目》里，这晨银晚金
的花儿，唤做金银花，也叫金钗股。

清代王夫之写过《金钗股》诗：“金虎
胎含素，黄银瑞出云。参差随意染，
深浅一香薰。雾鬓欹难整，烟鬟翠
不分。无惭高士韵，赖有暗香闻。”
一种花儿，能与珍贵的金银相连，又
以高士相称，可谓“青眼有加”，身家
不寻常。

“天地氤氲夏日长，金银二宝结
鸳鸯。山盟不与风霜改，处处同心
岁岁香。”金花银花并蒂并根并花，
若是撷其一朵，另一朵花必紧随其
下，形影不离。因为一蒂二花，两条
花 蕊 探 在 外 ，成 双 成 对 ，似 鸳 鸯 对
舞，故有鸳鸯藤之称。

能与鸳鸯结合的，都是好名字。
在《夷坚志·再补》中，宋朝洪迈

记载了一则故事：“崇宁间，苏州天
平山白云寺五僧行山间，得蕈一丛
甚大，摘而煮食之，至夜发吐。三人
急采鸳鸯草生啖，遂愈。二人不肯
啖，吐至死。”他形象地描述了鸳鸯
草的形状：“此草藤蔓而生，对开黄
白花，傍水处多有之，治痈疽肿毒有
奇功，或服，或敷，或洗皆可。今人
谓之金银花，又曰老翁须。”

“鸳鸯帐里暖芙蓉，低泣关山几
万重。明镜半边钗一股，此生何处
不相逢。”在明镜般的水边，杜牧作

别友人，随手扯下一根忍冬藤相送，
有折柳送君之情，也有共勉之意。

就风韵和雅趣而言，金银花远
远逊于忍冬，但人们喜欢这富贵的
俗 ，何 况 清 丽 的 花 儿 ，有 素 雅 的 气
质 。 张 恨 水 曾 说 ：“ 金 银 花 之 字 甚
俗，而花则雅……每当疏帘高卷，山
月清寒，案头数茎，夜散幽芳。泡苦
茗一瓯，移椅案前，灭烛坐月光中，
亦自有其情趣也。”金银花匍匐生长
能力强，适合做地被栽培；人们根据
自己的审美意境，可把它那细而柔
的蔓条，缠绕弯扎成花廊、花架、花
栏、花柱，以及让它缠绕假山石等。

虽然“此花长于田野篱落间，人
视之与草芥无异”,但喜欢者不少，
为 其 歌 赋 者 比 比 皆 是 ：“ 金 花 间 银
蕊，翠蔓自成笑”“世俗不知爱，弃置
在 空 谷 ”“ 幽 花 发 溪 侧 ，间 错 金 珠
簇。徐看是鹭藤，香味浓可掬”“情
知 无 俗 姿 ，安 能 悦 众 目 ，一 经 题 品
余，名字跃岩谷”“天公省事压粉华，
淡 白 微 黄 本 一 家 。 却 被 毫 端 勾 染
去，无端分作两般花”“金银赚尽世
人忙，花发金银满架香。蜂蝶纷纷
成队过，始知物态也炎凉”“声名非
足羡，臭味独堪亲。心苟能无欲，花
原不累贫。芬芳聊永日，黄白岂通

神。试煮贪泉酌，知难易性真”……
或道其香，或言其姿，或绘其行，或
借 花 抒 己 胸 襟 ，意 象 斑 斓 ，哲 理 精
邃，不一而足。

人们喜欢它，或缘于它的药性：
“忍冬，茎叶及花，功用皆同。昔人
称其治风除胀、解痢逐尸为要药，而
后 世 不 复 知 用 ；后 世 称 其 消 肿、散
毒、治疮为要药，而昔人并未言及。”
金银花摘下晒干后，呈浅黄色，清香
犹 存 。 金 银 花 茶 ，略 微 苦 ，却 有 回
甘，是暑天清热败毒的佳品。

人们喜欢它，或在于它的家常：
“ 引 露 牵 风 百 尺 长 ，繁 花 白 白 又 黄
黄。浮空一片金银气，好作医贫活
命方。”清朝张德裕说：“今人多用其
花随处有之，取之不竭。”“如此简、
便、贱三字毕备之良药”，人们自然
要“移根庭栏间，以备急”。

忍冬花期长，从春到秋，花开不
绝。花谢，叶落，到了深秋，长长的藤，
会长出紫红色的新叶来，在寒冬经久
不凋。在冬日里，看着这藤，念着忍冬
之名，让人感受到一种生命的暗示。

忍是“心字头上一把刀”，下面
还摆放着一颗心。忍，原本就是一
种默然的修行，在尘埃里开出自己
的花儿。

♣ 任崇喜

忍冬记书人书话

♣ 楚惬 法林

衣带渐宽终不悔

孙顺霖先生是我崇拜的人。
我赞佩他的学识、学养和作为。
细细翻阅《文史杂记》初稿，更使
我对他刮目相看。

孙顺霖出身于贫寒农家，从
小养就孜孜以求、博览群书的人
生基调。求学之时，除了功课，他
搜罗名篇，与书为伴，广博多学，
标定了自己以知识谱写、铸就人
生的风向之标。

孙顺霖1960年投笔从戎，在
人民解放军兵营里摸爬滚打。其
间除了兵营生活，还苦苦读书，充
实了人生的学识积淀。15 个年
头之后，转业到河南省教委工
作。为适应新的工作岗位，他重
新考入大学，攻读中文专业。兹
后便如鱼得水如虎添翼，养成了
学文、写文、购书、看书后写文的
学识演延轨迹。来到他的书屋，
触目即是他积累的各类书籍五六
千册。

大学毕业之后，自上世纪 80
年代始，孙顺霖便在河南的一些
报刊上开辟专栏，加之以后又专
门从事高等院校文史教材的古籍
整理、研究，这就更迫使他在古代
文史的学海里恣意遨游，并艰辛
地向古代文史的峰巅不断攀登。
直至耄耋，还能有如此作为就是
写照。这种“不到长城非好汉”

“更上层楼”的人生搏击精神难能
可贵！

数十年来，特别是自从到省
教委工作之后，孙顺霖学识渐进，
大作颇丰，让人目不暇接。关于
《文史杂记》，孙顺霖以“人物简论”
“教育畅言”“杂论”和“附录”四个
栏目设就。凡数十万字，不少算是

“拾轶”“集萃”“拾贝”。细细看来，
此文集虽然被他谦称之为“杂记”，
但通览文稿，细细品味，加上作者
的“自序”和“自跋”，可对孙顺霖的
平生以及年华轨迹，乃至其为人品
格和为学精神窥其一斑，这就是
《杂记》真正的社会价值、学术价
值。当然，一些人们相知、但不能
其详的古代文史知识也是难得一
见。如“人物简论”中的《医生张
仲景》《商鞅变法》《满江红》等；

“杂论”里的不少篇章更是闻所未
闻，看了令人耳目一新。看了“附
录”，更使人立体、全方位地了解
了孙顺霖的为人之道和为文之
道，真乃令人叹服。

对于辛弃疾的《青玉案·元
夕》最后一句，著名学者王国维在
《人间词话》中就曾经引申、借
意。他说，成功人士的成功有共
同的内在逻辑，而那种逻辑正在
晏殊、柳永、辛弃疾的三首词中的
三句话。他指出，古今之人凡成
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
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
楼，望尽天涯路（晏殊）”此第一境
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
人憔悴（柳永）”，此第二境也；“众
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
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此第
三境也。

通览孙顺霖的《文史杂记》，
再回味他的其他著作，以及他的
文思、学养、知识、人生建树的积
淀过程，伏案思忖，辛弃疾的那阕
词以及王国维的释义升华，这不
正应及了他一生学术追求的几个
阶段吗？

是为序。

诗路放歌

♣ 吴万夫

最难舍的托付

唯有梅花不负心（国画） 马春嵋

女儿是盛开在我心田里
一朵最美的小花
从冬到夏
我都忙碌着扎牢篱笆
守望她的花期
悉心呵护她免被风吹雨打
我期待岁月静好

女儿是我朝夕相伴的影子
没承想，长大后的女儿
却燕子一样飞落人家
我知道，每对新人
都会拥有不一样的甜蜜与富足
但我仍然念念不忘
对女儿千般叮咛与万般祝福

今生今世
我不奢望女儿大富大贵
只愿女婿执子之手
平安地走过每一个春秋
这也是一个父亲最难舍的托付

无题
人生是一条船
即使奋力划行
也难免
在时光的河湾里搁浅

今生了无遗憾
我只想在生命静止的瞬间
把对亲人的爱意与祝福
交给风帆

偿还
儿女是父母最大的债主
即便没有约定
这种债务关系
也笃定长期有效
只是
父母还款的方式
有些特别
纵使无人索要
他们仍甘愿做牛做马
乃至用生命做抵押
加倍偿还儿女一生

新锐珠宝设计师高洁在海外邂
逅野性神秘男于直。回国后，高洁在
芮华高管、表姨穆子昀的帮助下走
上自创珠宝设计品牌的道路，却发
现于直正是芮华金饰的传承人，同
时还是仇家女儿的未婚夫。为了报
复，高洁设下爱情陷阱，把于直夺了
过来，可她却不知道，自己也同样走
进了于直设下的圈套，成为于直的
商战筹码。真相大白之时，于直绝情
离开，在不知不觉间付出真心的高
洁，遭受沉重打击。在母亲遗愿的支
撑下，高洁重整旗鼓，创立了属于自
己的珠宝品牌，与同样创业的于直

再次交集。两人逐渐解开误会和心
结，因共同的事业理念越走越近，最
终追回了曾经擦肩而过的爱情。

《只为遇见你》主线非常清晰，
是当下最为火爆的“行业+情感”双
线组合。情感线一波三折，以珠宝为
背景的行业线也非常夺目。传统技
艺、现代工艺，传承意识、创新精神。
正如《只为遇见你》电视剧导演王子
鸣在花絮中所说，想要展现的正是
当代年轻人为了追求极致工艺美学
而努力拼搏的工匠精神，具有引人
深思、发人深省的现实关怀和正能
量情怀。

《只为遇见你》

富贵吉祥图富贵吉祥图（（国画国画））孟向东孟向东

♣ 田 果

新书架

人与自然

——《文史杂记》序

（外二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