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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淼

前段时间，曾读过这
样一则小故事：一个小和
尚在做粥的时候，看到一
片灰尘落入粥锅，赶忙用
勺子把灰尘舀起，他又不
忍心浪费粮食，于是就把
舀起的有灰尘的粥喝了。

虽然过了很长时间，
这则小故事仍然让我难
以忘怀，且每每想起，心
中总会有几分感动，也生
出几分感慨。

初读“小和尚”，第一
感觉就是纯朴，纯朴得近
乎纤尘不染。细细品味，
纯朴可爱的小和尚人品
更是可贵，就像镶在这颗
佛心上的星星，闪烁着人
性的光辉，这种光辉就是

“人之初”的本真。
灰尘之小，小到可有

可无；灰尘之害，也应是
可有可无。小和尚做粥不
容微尘，做人做事也一定
不 容 瑕 疵 ，可 谓 精 益 求
精。反观现实，小和尚几
乎成了天外飞仙，难寻其
踪，难觅其影。看看灰尘
飞扬中的饭摊和污迹斑
斑的餐桌，听听地沟油的
泛滥和添加剂的嚣张，在
寻寻觅觅和诚惶诚恐中，
食入口中、裹在腹中的何
止一片灰尘！小和尚的可
爱，在于他没有私心杂念
的佛心；利欲熏心者的可
恨，在于他们唯利是图的
贪心。我们做人，要经得
起 打 听 ，当 仿 小 和 尚 之
心；做事，要经得起推敲，

当学小和尚之举。有位企
业家一直坚持“实实在在
做人，认认真真酿酒”的
信条，其酒品才如人品一
样醇正，人品也像酒品一
样声名远播。

人生于世、活于世，
总要吃饭，总要穿衣，而
这一切都来自于艰辛的
劳动和执著的创造。小和
尚自饮染尘之粥，从健康
的 角 度 讲 ，似 乎 并 不 可
取，但其对劳动的尊重和
对劳动成果的珍惜，着实
让我们肃然起敬。静下心
来想一想，无论是固有资
源的不可再生性，还是再
生资源的局限性，都足以
唤起我们的忧患之心。

生活中，当你抽着高
档烟，喝着高档酒，吃着

上千元、上万元甚至数万
元的大餐，偶然想起那些
土里刨食的黎民百姓，想
起那些为吃为穿、为住为
行、为学为医而犯愁的弱
势群体，想起那些衣不蔽
体 、食不 果 腹 的 街 头 乞
丐，你还忍心点着第二支
烟 ？还 忍 心 端 起 第 二 杯
酒？还忍心品尝那些山珍
海味？难得的良心发现，
定 会 让 你 汗 颜 ，让 你 觉
醒，因为浪费是可耻的，
奢侈与腐化是更大的浪
费。

记得有一个大项目
老板，在选择材料供应商
时，竟然选择了一个名不
见经传的年轻人，最初的
理由是，这位年轻人曾经
吃掉了别人剩下的三个

包 子 。在 这 位 大 老 板 看
来，对一粒米、一个剩包
子都不肯浪费的人，对国
家大型工程的骨干材料，
会当做生命来对待的。在
这里，节俭不单单是一种
美德，更成了人生走向成
功的独特优势。

地球孕育了万物，承
载着万物，是最最艰难的
母亲。地球母亲敞开博大
的胸怀，接纳了万物，哺
育着万物，就是让天下苍
生和谐共存、轮回不尽。
地球上的每一个分子都
应心怀大爱，义不容辞地
做些善事，珍爱生命，珍
惜资源，这样我们的家园
才会更加美好。

就像那位可爱可敬
的小和尚。

从小和尚自饮染尘之粥中醒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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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鹏山

曾经有一次，接受一
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记
者采访，记者突然说了一
句话：“我们大家都知道，
孔子就是一个官迷！”我愕
然而愤怒。愕然的是，她如
此年轻，怎么会有这样的
观点；愤怒的是，她怎么用

这样鄙夷
不屑的口
吻来和我
谈 孔 子 。
稍微冷静
一 下 后 ，
我直视她
的 眼 睛 ，
告 诉 她 ：

“ 你 一 句
话有两个
错 误 ，知
道吗？”

现在
是她愕然
了 。我 告
诉 她 ：你
说“ 我 们
大家都知
道”，这是
双重的强
加 于 人 。

首先，你强加给我们一个
所谓的“事实”：“孔子是一
个官迷”；其次，你还拉来
大家一起做你的附议，也
就是说，你不仅自己认为

“孔子是一个官迷”，而且
你还认定所有人都这样认
为。如此，就造成一种三人
成虎、众口铄金的效果：

“孔子是一个官迷”于是成
了一个人人承认并皆知的
事实。那么，我告诉你：第
一，也许你这么认为，但并
不是“我们大家都”这么认
为，比如，我就不这么认
为。第二，“孔子是一个
官迷”不是事实。

事实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 从

司马迁到今天的诸多孔子
研究者——— 都知道孔子大
约在 2 0 岁时就已经开始

“仕”——— 也就是做官了。

那一年孔子生子，鲁昭公
给他送了一条大鲤鱼表示
祝贺。联系到三年前孔子
赴季氏家宴被阳货赶出，
我们说，孔子的“士”的身
份随着这条鲤鱼的到来而
又回来了。还不仅如此。鲁
昭公这样的抬举，表明这
个 2 0 岁的年轻人出类拔
萃，被上层社会认可。所
以，接下来，顺理成章地，
他就去季氏家里做家臣
了。家臣就是官啊。因为，
天子有天下，诸侯有国，大
夫有家，这个“家”，不是我
们今天的人人有家的家，
而是指一个世袭了很多特
权和政治地位的“家族”，
从某种意义上说，“家”就
是“官府”，季氏当时是执
政，他的“家”，就相当于鲁
国的“政务院”，阳货这样
的首席家臣，实际上就是

“政务院办公厅主任”。那
么，孔子去季氏“家”做“家
臣”，也就相当于去鲁国的
政务院做公务员了。

孔子在季氏的政务院
至少做了两任官：委吏和
乘田，而且做得不错，很有
政绩。到最后，甚至可能还
做过管理祭祀、礼仪方面
的较高级别的官，可以入
太庙，可以参与会见国宾。
这样一直做到他 3 0 岁左
右。

按说，孔子在政务院
一做十年，要政绩有政绩，
要资历有资历，要人缘有
人缘(他个性好，温良恭俭
让)，等待他的，就是升迁。
可是就在这样的关键时
刻，十五岁就“志于学”的
他，为了自己的“学”，也为
了辅助别人的学，为了自
己“明明德”，也为了“亲
民”(朱熹解释为新民———
也就是教导人民)，他突然
辞职了，租几间民房，招几
个学生，做私立学校的校
长兼老师了。

放弃高官(至少是做高
官的前景)、厚禄(此时他的
收入一定远远高于他办学
的那点学费)，去从事私人

教育，我们见过这样的“官
迷”吗？

从此以后，一直到 50

岁，20 多年的时间里，孔子
就安心地在他的学校里，
和学生们在一起，“小六
艺”(礼、乐、射、御、书、数)、

“大六艺”(《诗》、《书》、
《易》、《礼》、《乐》、《春秋》)，
切磋，琢磨，讨论仁，讨论
义，讨论政治，讨论成人，
讨论君子小人，讨论出处
穷通。心无旁骛，任时光流
逝，花落水流，青春不再，
暮年到来。我们见过这样
的官迷吗？

此时，鲁国的政治状况
愈加令人担忧：一天天衰落
下去的国运，强敌环伺；一
天天混乱下去的政局，贼臣
弄权。这时，孔子出山，挽救
国家，已成朝野的一致吁
求。于是，有贵族责怪孔子：

“子奚不为政？”——— 你为什
么不出来从政？孔子一笑，
说：“《尚书》上说：‘孝呀，孝
顺父母，友爱兄弟，把这种
风气推广到政治上去’，这
也就是从事政治呀，为什么
一定要做官才算从事政治
呢？”

甚至，最为可笑的一
幕出现了：那个曾经把 17

岁的孔子从季氏家宴中赶
出来的阳货，此时挟持了
鲁定公、季桓子从而把持
了鲁国大权，他也逼着孔
子出来做官，还上演了一
出“送礼逼人回访”，威逼
孔子做官的活报剧。

孔子没有冒犯他，没
有拒绝他，但也没有答应
他。到最后，阳货只能悻悻
而退，而孔子则施施而还。
我们见过这样的官迷吗？

不久，阳货倒台，鲁国
经历了如此巨大的政治动
荡之后，急需有人来收拾
残局，收拾人心。这时，孔
子出山了。从 5 1 岁到 5 5

岁，四年时间，孔子从乡长
做起，一直做到司法部长、
公安部长，最后，甚至被季
桓子任命为他的助手，相
当于政务院副总理！

在那样的时代，在鲁
国这样特殊的国情下，这
已经是士人做官的顶点
了！可是，就在官运如此亨
通之时，孔子又不干了！他
离开鲁国，以 5 5 岁的高
龄，坐木轮车，走坎坷路，
颠颠簸簸，周游列国去了！
我们见过这样的“官迷”
吗？

孔子周游列国 14 年，
去了 7 个国家，又有人说，
孔子是找官做去的。这在
逻辑上就不成立：如果要
找官做，他何必离开鲁国？
在鲁国他不是做得好好的
吗？

孔子当然不反对做
官，也愿意做官，但是，正
如他的学生子路所说：“君
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做
官，那是为了推广道义！

士而仕本来是士族子
弟的唯一正当出路，从这
两个字的造字法可以看出
两者的必然路径：士族子
弟一旦成人，就是仕。

但孔子已经在对士进
行重新塑造，赋予士新的
内涵。

我们看《论语》，孔子
和弟子们讨论的，几乎没
有专业，没有知识，更没有
技术，有的是什么？是有关
价值的讨论！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
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
仁篇》)

“士而怀居，不足以为
士矣。”(《宪问篇》)……

从此，“士”的人生目
标不再是“仕”，而是承担
价值。

所以，孔子不但不是
“读书做官”传统的开创
者，恰恰相反，是“士”而

“仕”传统的终结者。无论
是“学而优则仕”还是“仕
而优则学”，士的核心使命
和定位都是“学”，而不再
是做官！
(鲍鹏山，上海电视大学中
文系教授、硕导，央视“百
家讲坛”主讲人，《儒风大
家》杂志专栏作家。)

□刘开

要不是看了2011年12

月13日齐鲁晚报“青未了”
上《荨麻疹变音之惑》的文
章，我还真不知道新版的

《新华字典》把“荨”（ qián）
的读音已经改为“寻”了。对
于这个“荨”字，我在 1934

年 13 岁时就认识了。我想
之所以要改，大概就是因为
全国大多数人都根据读半
边的习惯，把它念“寻”的缘
故。由此我又想到“屿”字改
音的事儿。

这个“屿”字在解放前
的《新华字典》上读音是

“序”。1950 年春一次早晨
学习，我读报时把“岛屿”读
为“倒序”，许多同志都提出
质疑，只有我们的县委书记
认识这个字，说“老刘念得
对，这个字就是念‘序’。”大
概到了上世纪 60 年代，《新
华字典》上把这个字的读音
也改为“雨”了，不过开始还
注明“旧读‘序’。”后来连旧
读音也不再注明了。这种改
变就是根据“从众”的原则，

“约定俗成”而改变的。

■被误解的孔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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