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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修身
□王光

《了凡四训》说：“身有过恶，
治而去之”，就叫修身。

《弟子规》上说：“无心非，名
为过；有心非，名为恶。”我们的
古人以有心与无心而把错误分
为过与恶，很显然，“恶”要比

“过”在程度上更加严重。
这个划分是非常重要的。古

人说“心为善恶之机”，说明我们
的心念是产生一切善念与过恶
的根源。我们又常把心说成“心
地”，因为心每时每刻都产生许
多念头，如同大地滋生出万物一
样。人心生起善的念头多，就像
地里长出许多好庄稼。若是生出
恶的念头多，就像地里长出的都
是荆棘杂草一样。

所以，古人的修身都立足于
修心。也可以说，中国两千多年
来国学的真谛也正是在修心上。
修心，就是每当心中起了一个坏
的念头就赶紧打消，使自己的心
念时时刻刻处于良善的状态。古
人说：“不怕念起，就怕觉迟”，意
思就是不怕自己起了恶念，就怕
自己还觉察不到这是个恶念，还
在继续恣意妄为。所以，通过修
心就可以正心，心念端正了，那
么我们的言语行为也就找到了
出发点。

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古人说：“有益于人，是善；有益
于己，是恶。”可见，古人对于善
恶标准的区分是非常高的，把是
否有益于他人与自己当成善与
恶的根本界限，这是我们今人不
得不警醒的地方。

对于如何修身，我们不能不说
说曾子的修身之道。曾子曰：“吾日
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
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曾子是孔子的学生，也是孔子
的孙子子思的老师，深得孔门真传
精髓，可他时时刻刻都在省察自己
的过失。他的修身之道，包括了如
何以下待上、以平辈对平辈及以上
对下三个方面的关系内容：

一是“为人谋”者，说的是为
人“臣子”者之道。就是今天说的
下级、打工者，有没有忠于自己的
职守？是弃法而受贿还是背后暗
侮君亲、叛其所事？抑或以私废
公，消极懈怠？做下级的、打工者
有没有真正忠实守业，恪尽职守、
爱岗敬业？曾子反思的是如何以
下待上的道理。

二是“与朋友交”者，每个人
都有朋友，对朋友而言，是平辈与
平辈之间的关系。曾子说，对待朋
友要言而有信，讲的是如何处理
与朋友之间的平行关系的道理。

三是“传”者，是指言传身教
者，泛指“君亲师”，就是今天说的
当领导的、为人父母的、做老师的
三种身份。“传不习乎？”的“习”字
是力行的意思，要求下级做到的，
为人“君亲师”者，则人要先则己，
自己先要做个榜样出来。

要求下级廉洁奉公，自己却在
贪污腐化，这是“传而不习”；为人
父母者，要求子女遵守道德，自己
却在外面滋事生非，这是“传而不
习”；做老师的要求学生不吸烟，自
己却吞云吐雾，这也是“传而不
习”。所以，为人君亲师者，要求为
人臣子者做到的，自己先要身体力

行，率先垂范，以身作则。这里说的
是如何以上对下的道理。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每个
人都是“为人谋”者、“与朋友交”
者、“传”者，都是这三个不同身份
的集成者。曾子对自己过失的省
察，是从为人臣子之道说起的，是
从一己之身开始省察的，这是社
会的细胞与基础。我们这些打工
者、做下属的有没有恪尽职守呢？
与人家交朋友，业务往来，有没有
诚信为先呢？如果我们又是在单
位做领导做老师在家做父母的，
除了言教之外，我们是否在身教
上下过工夫呢？

同时，我们要明白一点，做君
亲师的，占据着社会的主导地位，
如果只是“传而不习”，圣贤再好
的教育也只能是空洞乏力的“说
教”而已，其最终结果只能是“上
梁不正下梁歪”。

从曾子的修身之道，我们还
可以看出，我们的祖先总是孜孜
不倦地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以此
使自己端心正念，从而彰显出自
己的本性良知，使自己的心念、言
语乃至日用万行达到止于至善的
境界。所以，孔子说：“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明”是彰明、显明。“明德”是我们
人性的本善与良知。“明明德”则
是读圣贤书，接受圣贤教诲的目
的，要在做人做事上，时时处处体
现出自己的良知良善来。“亲民”
是“新民”，是舍旧图新，通过对自
己过失的省察，使自己不断改过
迁善，实现自我更新。

虽然，曾子说的是他自己的
修身之道，可是，我们应当把他的

修身之道作为我们自己的修身之
道。因此，我们这些做领导的、做
父母的、做老师的，都应当将曾子
的这句话当做座右铭，时时刻刻
来省察自己，要求下属、学生、子
女做到的，我们首先要一一做到，
身教胜言教呀！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变革的
年代，“上下交征利”的社会背景，
使每一个人显得浮躁不安，正邪
的标准几乎丧失殆尽，人们难得
再静下心来省察自己有哪些过
失，娱乐成为打发时间、取代人们
修身安己、省察过失的替代品。如
果一个人不知省察自己，不知改
过迁善，只知盲从“耳目之欲”，人
性的智慧与良知也将逐渐消失。

修身，可安己可立人。修身，

不妨先从曾子的修身之道做起，
从自己的起心动念到日常言行，
每天都要检点一遍，给自己打打
分，三条之中做到了哪些？还差
哪些？修身，可立命改运，如明朝
袁了凡与俞净意公修身改过之
事，他们通过修身，一个使自己
的人生锦上添花，一个使自己绝
地重生，在人生旅途上各自抒写
了精彩的亮丽篇章。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像古人
一样，在繁忙的工作生活中，静
静地思考一下如何修身安己，如
何修身立人。如何通过自己的修
身改过，像古人那样“变换本质，
别生精彩”，真正从修身中获得
人生的实益，领悟到古人修身之
道的真滋味。

当了一次“架客”
□曲征

在故乡的丧俗中，有个名
词，叫做“架客”。所谓“架客”，
就是在逝者出殡时，搀扶逝者
子女以及逝者儿媳妇的人。因
为出殡时逝者子女眼看着亲
人就要离开自己，心情无比悲
痛，悲怆异常，什么情况都会
发生，所以“架客”的责任重
大，任务挺重，当次“架客”是
很累的。

“架客”，一般由逝者子女

的亲戚担当。逝者儿子以及儿
媳妇，一般由儿子岳家一方的
人来搀扶，如果岳家离得远或
者岳家已经没人，也可以由逝
者儿子的舅家人来担任“架
客”。而逝者女儿，一般由女儿
的婆家人来完成搀扶的任务，
如果还没结婚，就由其他亲戚
担当。

前段时间，笔者一位堂
姐的公爹去世了，笔者与堂
弟一起，充当了一次“架客”
的角色，任务是搀扶堂姐夫。

堂姐夫在家排行老大，走在
出殡队伍的最前面，还负责
出殡时摔老盆，而以民间风
俗，这个“老盆”必须摔碎，否
则不吉利，所以作为架客，责
任就更大了。因为人们都认
为，老人去世，儿女悲伤，连
续几天守灵守得有气无力，
即使“老盆”摔不碎也情有可
原，但是那当“架客”的就应
该帮助逝者儿子完成这一

“壮举”。因此，出殡前，架客
一般都与逝者的大儿子商量

交流一下，重点是如何将老
盆摔破，谁用力谁不用力等
等，都要提前说清楚，免得届
时手忙脚乱出意外，一旦摔
不破老盆就会落埋怨。在农
村，老盆摔不碎，是“架客”最
大的失职。

我当架客的那天，出殡
前，我们就与堂姐夫进行了沟
通，一致决定，届时由堂弟帮
忙狠劲一摔。所以，那只老盆
被摔得细碎细碎，总算完成了
任务。记得我父亲去世的时

候，我被内侄架着，而哥哥的
岳家因为离得太远，是由舅舅
家的表哥来搀扶的。

说实话，如今农村时兴的
丧俗，陈规陋习抬头，披麻戴
孝，鼓瑟喧天，祭奠排场，浪费
铺张，已经受到许多人的反
对。不过，笔者觉得，唯独“架
客”搀扶逝者子女这一点，还
值得称道，因为这个小细节体
现了一种人性关怀，很有人情
味，这也是农村丧俗中的一个
小小的亮点吧。

【有此一说】

□徐勤玲

西方人崇尚自由，西方文
化中有许多关于自由的论述。
然而面对各种各样的自由理
论，我却对什么是自由、如何
才能实现人生的自由，始终没
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儒家文化
很少专门论述自由，但是从我
家的两位老人身上，我分明读
懂了儒家文化中隐含的自由。

我小时候生长在农村，伯
父独身一人，与我们生活在一
起。后来，我们随父亲迁入城
里生活，伯父一人留在了农村
老家。那时伯父身体还很健
壮，农活、家务样样能干。父亲

每年回家数次，买很多吃的用
的探望伯父。十多年前，已是
八十多岁高龄的伯父患了重
病，父亲把他接到城里的大医
院看病，生活上精心照顾。为
了让伯父得到更好的治疗和
生活得更舒适，父亲提议让伯
父留在城里与我们一起生活。
但是习惯了农村生活的伯父
坚决不同意，执意要回农村老
家。于是父亲只身一人陪伯父
回到农村，照顾伯父直至他安
然离世。

现在回想起来，已是多年
没在农村生活的父亲，当时承
受了多大的辛苦啊！

他要独自一人承担伯父

的病痛给他带来的精神煎熬，
又要克服生活上的种种不便，
况且那时他自己也已是六十
多岁的老人了。

公公有与我父亲相似的
经历。老公也有一位伯父，独
身一人且身体残疾，生活上需
要人照顾。一开始，已在县城
定居的公公，每半个月回农村
老家一趟，与他人轮流照顾伯
父的生活。一年前，由于种种
原因，照顾伯父的任务落在公
公一人身上。已经年近七十的
公公，毅然独自一人从县城搬
回农村老家居住，照顾年近八
十的伯父的生活。

我的父亲和公公都是很

普通很平凡的人，但他们是我
最敬重的人。面对相似的情
况，他们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我常常想，是什么促使他们做
出这样的选择呢？没有人要求
他们这样做，也没有人规定他
们非这样做不可，而且在别人
看来，他们这样做要失掉许多
自由：由于随时需要照顾亲
人，他们的身体被束缚了，行
动被限制了。可是我知道，他
们是自由的。

孟子说：由仁义行，非行
仁义。在孟子看来，从本性中
具有的仁义之心出发的行为，
是自觉自主的行为，因而是合
乎道德的；如果行为的出发点

是社会规定的仁与义，即使这
种行为是好的，但由于缺乏道
德的内在自觉性，这种行为也
不能算是道德。由仁义行，是
从本心出发而行动，由我做
主，因而是自由的；行仁义，是
依从社会的规定而行动，不由
自己的内心做主，因而是不自
由的。

我的父亲和公公之所以
做出同样的选择，是因为他们
认为非那样做不可，而不是考
虑外在的规定或别人的评价。
他们完全是从善良的本性出
发，根据内心的道德原则去行
动，因而他们的心灵是自由
的。

从两位老人身上看自由与道德

“架客”这种习俗，体现了一种人性关怀，很有人情
味，这也是农村丧俗中的一个小小的亮点吧。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像古人一样，在繁忙的
工作生活中，静静地思考一下如何修身安己，如
何修身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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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随时需要照顾亲人，他们的身体被束缚了，行动被限制了。可是
我知道，他们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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