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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小文谈

是大家常说家常
□叶小文

马凯同志是国务委员、国
务院秘书长，其工作繁忙可想
而知。去年，我偶然在人民日
报海外版的“望海楼”专栏，读
到他的一篇谈格律诗的文章，
才知他在百忙中仍钟情于传
统文化，而且造诣很深，品位
甚高。文中写有如下意思：

格律诗是大美的诗体，是
中华文化瑰宝中的明珠。历史
告诉我们，因其大美，格律诗
没有被打倒、被取代，也永远
不会被打倒、被取代。只要汉
字不灭，格律诗就不会亡。复
兴中华文化不能少了格律诗，
因为这种形式实在是太美了。
格律诗是以汉字为载体的。汉
字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以单
音、四声、独体、方块为特征的
文字。汉字把字形和字义、文
字与图画、语言与音乐等绝妙
地结合在一起，这是以拼音为
特征的文字所不可比拟的。格
律诗的基本规则，把汉字的这
些独特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为格律诗的无比美妙和无穷
魅力提供了形式上的支撑。它
给人以均齐美，节奏美，音乐
美，对称美，简洁美。格律诗借
助于汉字的独特优势，创造出
美妙的情感表达形式。它是先
贤们在长期的诗歌创作过程
中，经过千锤百炼后形成的

“黄金定律”，是宝贵的艺术财
富。

如此精到的见解，真的
“是大官，更爱文化；是大家，
常说家常”啊。我就斗胆不分
上下亲疏，一心以文会友，将
我发表过的一些短文寄给马
凯同志，向他求教。他竟然亲
笔手书，回我一信。信中写道:

小文同志钧鉴：小文大
作，每每拜读，感慨良多。言简
意赅，有采无华，实不多见。还
望能坚持下去，一以贯之。我
常想“是大家常说家常”，也一
直想找到一对，终不得，求教
为盼。另送线装《心声集》请雅
正。顺致夏安。

庚寅年夏 马凯
我喜出望外，立即复函如

下：
马凯国务委员钧鉴：端午

节前，喜获惠赠线装《心声集》
和手书大札，爱不释手，反复
诵读。感激之意，无以言表。难
晤君面，却闻“心声”！诵读《心
声集》，不禁想起佛教常说的

“庄严国土，利乐有情”。闻君
常吟诗，诗中自多情。此乃“高
官”的“有情”，又“是大家常说
家常”之“常情”。此乃“情为民
所系”的深情，又是“为生民立
命，为天地立心”之豪情。

人民出版社为我出过一本
《小文百篇》，其后我又发表了
近百篇短文。拟凑够 250 篇之数
后，再集一本，或名《小文二百
五》，既有“小文的 250 篇小文”
之意，也想说明：学海无涯，天
外有天；佳作无穷，读之汗颜。
我虽笔耕不辍，杂论一番，其实
捉襟见肘，败笔时现。充其量，
还只是个“二百五”而已。唯有
学习再学习，努力再努力，突破

“二百五”，进入新境界。
遵示，对“是大家常说家

常”的佳句，兹不揣浅陋，勉强

凑一对：
是大家常说家常
非小文才显文才
显“文才”靠“小文”不行，

得有“大文”、“美文”。江山代
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五百年。

此对或也可改为：
是大家常说家常
非小文化作文化
破开来看，有“‘非小’亦

‘是大’，‘家常’乃‘文化’。大
家说家常，小文作文化”之意。

当然，也暗含“非小文，是
大家”的一点奢望和追求。但
又琢磨，均未押韵，果然难对，
真的是：

是大家常说家常
非小见短识见短
但“大家”能令“小文”作

对，也是缘分：
是大家常说家常
因小文缘起文缘
这回字虽入韵了，意却未

必贴切。容再细想。顺颂夏安！
叶小文

我不懂格律诗，既然马凯
同志出了题，就不知深浅，挖

空心思，编造一通，给他回复。
殊不知，前不久一次会议间隙
遇到马凯同志，他对我一笑，
只说了一句：我出的是下联，
要请你对的是上联啊。

我汗颜了，格律诗原来有
如此多的讲究。赶紧找位中文
老师请教。老师说，从格律上
看，“是大家常说家常”果然是
下联，求对的是上联。我便赖
着不走：您既然是中文老师，
请对出一副上联！只见他苦苦
寻思，沉吟良久，方得一对：

偏小人物议人物
是大家常说家常
我问，“小人”对“大家”，

“人物”对“家常”，说得过去。
但什么叫“物议”？他答，“物
议”也称“物论”，议论之意，古
汉语常用。柳宗元在《衡阳与
路得分路赠别》中诗云“直以
慵疏招物论，休将文字占时
名”。

这个对子，似有点学问
了，但我仍不满意。故写此文，
求教方家：“是大家常说家
常”。

○叶小文：中央

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

记、第一副院长。著名

学者，著有《小文百

篇》、《多视角看社会

问题》、《化对抗为对

话》等多部著作，本栏

目特邀顾问。

■身边的传统

送小饭
凡是老人健在的人家，当别

家老人去世时，都会给人家送小
饭，以图自己老人去世时，人家
也来送。

□曲征

前几天，叔父去世了，笔者帮着料理后事。
停灵三天，来了几个给逝者子女送饭的。在农
村，给逝者子女送饭，被称为“送小饭”。

送小饭，是街坊邻里之间相互关爱、相互
帮助的体现，也是非常人性化的一种做法。因
为老人去世之后，逝者子女要穿着孝衣在灵
堂里守灵，来了吊唁的人，子女还要陪着人家
哭泣一场，加之吊唁的人多，所以，守灵的这
几天尤其是出殡的这一天，子女要连续哭泣
好长时间，又加上子女还要在院子里祭奠，所
以根本没有时间做饭。当然，如果在这种场合
硬是去做饭，别人会笑话的。

因此，老人去世之后，子女吃饭就成了一
个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就想出了给逝
者子女送饭的做法。所送饭食一般是面条或
者面叶。

在家乡，送小饭的饭食是最好吃的，与平
常的饭食不同，非常讲究。具体来说，用料要
多，要做得有滋有味，让逝者子女喜欢吃、乐
意吃，细心的人还要打听一下子女们平时爱
吃什么饭，以及咸淡嗜好，然后再下厨去做。

送小饭，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兴起的，在笔
者的记忆里，童年时代，就见过母亲给别人家
送小饭的情景。那时候，没有面条机，完全是
手擀面，母亲擀完面条，晾在面板上，然后拉
风箱、烧锅，锅热了，倒上油，加上葱花，倒酱
油，倒水，把水烧开，下面条，再打上几个鸡
蛋，抓上盐，撒上香菜，拌上少许醋，然后舀到
盆子里，趁热端进逝者家里。进了逝者家门，
一面陪着逝者子女哭一场，一面劝说子女要
好好吃饭，别把身体搞垮了。

当然，老人去世之后，送小饭的是多还是
少，一方面决定于逝者子女平时对待老人的
态度，以及对待街坊邻居的态度，如果人品不
错，口碑很好，送小饭的人就多；另一方面，还
决定于别人家老人去世时，你有没有给人家
送小饭。所以，凡是老人健在的人家，当别家
老人去世时，都会给人家送小饭，以图自己老
人去世时，人家也来送。

笔者的妻子通情达理，每当街坊邻居有
老人去世，她总是不辞辛苦地擀面叶，送小
饭。有时我劝她说，下现成的面条多省事，何
苦亲手擀面叶？她说，面叶好喝呀！

【下期话题】

棍棒教育在今天

【话题缘起】中国素有“棍棒底下出孝子”一说，这段时间，关于“狼爸”教育孩子上北大的

新闻成了人们议论的热点。“中国狼爸”萧百佑崇尚体罚，“三天一顿打，孩子进北大”，而

他的 4 个孩子中，确有 3 个进了北大。虽有专家学者质疑，但却有大批家长力挺。您怎么

看“狼爸”的体罚教育呢？请登录微博齐鲁参与讨论。

■有此一说

《三字经》何以影响到今天

□苗得雨

六岁上私塾时，念的第一
本启蒙读本是《三字经》。这是
本世事百科，从自然知识、社
会知识到古今历史，三字一
句，还求押韵，内容丰富，文字
简洁。读时倒背如流，尽管不
完全理解，却久久怀念，存得
一本，时而翻翻。另几本启蒙
读 本 ，是《 百 家 姓 》、《 千 字
文》——— 常称的“三、百、千”。

《千字文》也是世事百科，1280

字，无重字，还押韵，文字也漂
亮。《日用杂字》，是酌情读。而
后便是“四书”、“五经”———

《论语》、《大学》、《中庸》、《孟
子》(上下)，《诗经》、书经(《尚
书》)、易经(《周易》)、《春秋》、

《礼记》。
六岁时读的书，何以多年

还怀念？这《三字经》，实际上
是一个久久的积累，非一代、
一人所作。它最早的作者，是
宋代王应麟；明、清陆续有人
补充；1928 年，民国时期的章
炳麟(浙江人)重新修订。此人活
到 1936 年。后来我们先后弄过
几次新的《三字经》，却都没有
传开与传下来，值得深思。

凡历史的东西，时代烙印
总会有，但这是本传诵知识的
文学，准确、客观，还是它的基
本特色。里边写到的有的事例，

经不起推敲，如“如囊萤，如映
雪”，萤火虫夜里在山野间飞，
尾部发光，你若捉住，它就不
发光了，也不可能放到瓶子
里，让它照着读书；在雪的映
照下读书，也有些不容易。多
数事例是好的，如“昔孟母，择
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
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

“香九龄，能温席”，“融四岁，
能让梨”，“苏老泉，二十七，始
发愤，读书籍，彼既老，犹悔
迟，尔小生，宜早思；若梁灏，
八十二，对大廷，魁多士，彼既
成，众称异，尔小生，宜立志”，

“莹八岁，能咏诗，泌七岁，能
赋棋，彼颖悟，人称奇，尔幼
学，当效之”，“蔡文姬，能辨
琴，谢道韫，能咏吟，彼女子，
且聪敏，尔男子，当自警”。上
边的“囊萤”、“映雪”，是“家虽
贫，学不辍”，这精神也可嘉。

似乎最不大好接受的，是
开头的“人之初，性本善”。《千
字文》开头“天地玄黄”，好接
受；《日用杂字》的开头“人生
天地间，庄农最为先”，也好接
受，联系今天看，农业是基础，
有农则稳，觉得那“最为先”的
强调，很对。而这个“性本善”，
我经久久思考，觉得还是对
的。善，包括善良、纯洁、美好、
友爱等意，我观察过我的娃娃
和娃娃们的娃娃，真善美，与

生俱来。还如常说的“一张白
纸，可以写最好最美的文字”。
人的一些毛病，是受到社会影
响以后才有的。所以，抓教育，
这件事，多么重要。此书讲了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
相远”之后，入题就是讲教育。

“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
以专”。这个“贵以专”的教育
宗旨，现在看，又是多么对。

“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
之惰”，母亲呢？前面已有“昔
孟母”，这里就不再重复。“子
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
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
不知义”，都已是千古名言。

讲自然知识方面，“三才
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

“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
不穷”，“曰南北，曰西东，此四
方，应乎中”，“曰水火，木金
土，此五行，本乎数”，“稻粱
菽，麦黍稷，此六谷，人所食”，

“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
所饲”，“曰喜怒，曰哀惧，爱恶
欲，七情具”……

讲社会知识方面，“高曾
祖，父而身，身而子，子而孙，
自子孙，至玄曾，乃九族，人之
伦。”孙的儿子为玄孙，再往下
还有来孙、仍孙、云孙、耳孙等。

要读的书，列入了从“训
诂”到“四书五经”，“论语者，二
十篇”，“孟子者，七篇止”，“作

中庸，乃孔伋”，“作大学，乃曾
子”，“诗书易，礼春秋”，然后还
有其他“子”与“诸史”。

历史方面，“自羲农，至黄
帝”，一直讲到民国。“五霸强，
七雄出”，“嬴秦氏，始兼并，传
二世，楚汉争”，几句就几个朝
代。“通古今，若亲目，口而诵，
心而唯，朝于斯，昔于斯”。

接着又列了一些古人肯用
功致学的人，从“昔仲尼”(孔
子 )，到一些贫苦普通人的事
例。

全书总的精神，是劝学，
学而知，学而明，“犬守夜，鸡
司晨(已是千古名句)，苟不学，
曷为人(何以为人)；蚕吐丝，蜂
养蜜(也已是千古名言)，人不
学，不如物，幼而学，壮而行
(学以致用，要行动)，上爱国，
下益民。”至于“扬名声，显父
母”，一个人有了好的名声，当
父母的脸上也光彩，从这个意
义上说，也没有什么不对。药
家鑫年纪轻轻就那样作恶，与
当父母的教养能没有关系？他
父亲感到“现在还在受刑”，这
不是一般的反思。

“人遗子，金满盈，我教
子，唯一经；勤有功，戏无益
(胡闹腾没好处)，戒之哉，宜勉
力。”当念到这里，同学小伙伴
们常加一句“师傅放学，吃饭
去！”当然不能让老师听见。

六岁时读的书，何以多年还怀念？这《三字经》，实际上是一个久久的积累，非一代、
一人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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