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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点滴滴，师恩难忘
——— 写在我的老师孔范今教授执教 45 周年

□马知遥

人和人的相遇都有一定的
缘分。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一
天，我会从遥远的八千里外的新
疆小城阿克苏就到了济南生活；
怎么也想不到，我会在毕业近十
年后要重新以考试的方式回到
山东大学学习。记得那年我还在
济南时报做一名文化记者，因为
有许多关于文化的问题要请教
专家，而且当时的报纸对文化的
传播还比较重视，经常会举办一
些文学笔会和讨论会也要邀请
专家们参加，我就成了这些活动
的热情参与者和组织者。一来二
去就和孔范今先生认识，而且一
起交谈的机会也在不断增加。当
有一天，孔先生知道我是一个人
来到济南打拼天下，而且对文学
有着别样的情感时，他鼓励我可
以继续深造。当时我已经毕业近
十年了，外语已经忘得一干二
净。但先生鼓励的话语为我点燃
梦想。我记得他说：“只要你愿意
学习，我的大门会为你敞开。”

我真的就放弃了当时收入比
较丰厚的报社记者的工作，开始
长达八个月的封闭性复习备考。
那一段时间，我断绝了和外界的
任何联系，只在复习的苦闷中会
去找孔先生聊天。先生那时最常
说的一句话是：在当代像你这样
的年轻人不多了。人只要有理想，
就还有希望。因此，有时候去先生
那里，似乎就是为了得到那样一

句鼓励，这时疲倦
的身心立刻就又加
足了马力。

头一次的硕
士研究生考试，因
为精神过度紧张，
考前发了高烧，结
果那年政治差了
一分，没能录取。
我觉得有点愧对
先生，许久没去找
先生。在后来孔老
师的一堂课上，我
作为在职身份旁听。他对着全班
同学说：“人的一生总会有很多
波折，我们不能因为一两次挫折
就打退堂鼓，要相信付出早晚都
会有回报。你们都很年轻，年轻
就是资本，要相信自己。”那堂
课，我满脑子都是孔先生的声
音。我相信那话是先生专门说给
我听的。

上博士的时候，我的女儿诞
生了。因为自己全职上学没有任
何收入来源，生活和精神上的压
力也比较大，我试探地征询了先
生的意见，看能否在上学的三年
中在外兼职。先生答应了。他当
时的话是：你有了家庭，应该尽
一点责任。现在的困难都是暂时
的，克服一下，等你毕业了，想当
作家还是其他什么职业就可以
任你挑了。我知道先生明白我内
心深处的作家情结。他几乎洞悉
着我们的内心，因此也清楚地理
解着我们。

我于是在一所民办高校里
连续担任了两年的大学语文老
师，在山东电视台公共频道充任
了近半年的特邀嘉宾。生活清
苦，日子却甘甜。有时候挣点小
钱会买点小礼物去看先生，他总
会说：你现在还在到处打野食，
别买这些东西给我，等你发了大
财，开着卡车来送我也接受。

当时我可能真没有领会到
先生的真情，总以为那只是正常
的客套话。而当我做了导师，在
拒绝寒门学子的礼物，在不遗余
力地帮助勤奋好学者完成他们
的求学梦时才发现，我对他们说
的话恰恰是孔先生当年对我说
的话。那些话都是一个老师对一
个喜爱的学生真诚的话语，那里
面透着怜惜和尊重。

孔先生上课从来不带厚厚
的讲义，通常是一张纸，上面写
了提纲，然后一讲一个上午，娓
娓道来。在中途休息时，他会给

那些喜欢抽烟的同学散
烟，与学生们打趣。紧张
的课堂一下子活跃起来。
一旦进入正式讲课，他又
总是学理清晰而充满锐
气地将课堂气氛调动到
思维活跃不断深入思考
的境地。他对学界的研究
现状了如指掌，对学界一
些不良的学风和治学方
式不免会发出自己的质
疑，同时他启发我们不能
迷信所谓学术中心地带

发出的声音，要从真正学理的角
度去思考。有时他讲到动情处会
回顾个人的成长史，尤其是自己
少年时代的一段饥饿往事。他讲
到他当教师的父亲如何潦倒到
无法真正养家糊口，带着他一起
去讨饭。那一定有着非常不堪的
感受，我发现孔先生讲到讨饭的
经历时，眼睛有点潮润。而当他
叙说到有一天，讨饭到一妇人
家，那家妇人将家中刚刚做好的
唯一一碗粥给了饥饿中的孔家
父子，当他怀着感激喝粥，当他
离开时还能听见那家小女孩委
屈的哭声时，我已经不敢抬眼看
孔先生一眼。

“那妇人的举动，让我学会要
善待一切需要帮助的人。”先生说。

有一个细节必须说到。在毕
业几年后的一天，我们忽然听说
师母病了。但孔先生不希望学生
们来看望。他说：探望的人多了，
会无端加重师母的病情，他希望

自己来照顾师母，并相信师母的
病会得到痊愈。而且他说：你们
都有工作和家庭，不能耽误你
们，而且我也有儿女。

四个月过去。师母出院了，康
复得很好。听说孔老师一人在医
院陪床陪了四个月。师母出院后，
孔先生的头发明显比过去白了。

我后来听说，一些师兄弟姐
妹听说师母住院的消息后寄来很
多钱。孔先生打听到他们的住址
又一一退了回去。先生说：他的积
蓄足够了，不需要花学生们的钱。

现在孔先生很少参加社会活
动和各种应酬。他的原则是和老
伴每天在一起吃饭。而且他还坚
持每天给师母熬骨汤，增强体质，
他说他自己也吃一点。那天他告
诉了我具体做法，认为我们这个
年龄上有老下有小，也该到进补
的年龄了。

尽管我现在远离济南，而且
毕业后由于各种原因从文学专
业转到了民俗和民间文化的研
究方向，但先生从来没有责备过
我，在他心中：只要他的学生们
在各个行当中都能干出成绩，就
是他最高兴的事情。而且很多年
来，当我遇到大的事情无法解决
时，我总要向孔先生咨询，这似
乎已经成为习惯。

也许只是想听到电话那边
那位已经银发满头的老人开朗
而中气十足的声音，也许就是为
了让他老人家知道：我很好，我
还在努力更好！

□王绍忠

昨天晚上下了一宿麻秆雨，
今晨天空湛蓝，云淡风轻，气候温
润。我跟家属早起返乡给岳母祝
寿。进了大门，只见前来拜寿的亲
友挤得四合院风雨不透，就跟赶
会似的。听得有人祝福说：“天晴
日头亮，预兆身体壮。伯母，您今
年保证无病无恙不招灾！”立时，
传出岳母开心的笑声。

老人家今年六十六是“双吉
日”，民间有“六十六，吃块肉”的
传统习俗。岳母膝下无子，我这闺
女女婿半个儿就代行其事了。骑
上电动车便上街采购，先到“丰
年”肉铺割了六斤重的膘薄肉实
的里脊，又按照家属买菜要挑上
乘的叮嘱，我直奔村东头旧城门
外。

这里是一片山民约定俗成的
“露水集”(开市早、时间短)。我先
来到一位头顶草帽、肩搭披布(汗
巾)大伯的摊位前，只见西红柿艳
红油亮，摸一摸皮薄肉软。“熟透
了。”大伯笑吟吟地说。“啥价钱？”
我问道。“都是本乡本土的坐地
户，不是亲戚就是熟人，决不卖高
价砸人，昨天行市是七毛，今日六
毛。”我愣怔了一下，以为他说错
了，又重复了一遍。大伯这回没吱
声，只伸出右手的大拇指和小拇
指，在我面前亮了亮代表“六”字
的手语符号。“咋这么便宜？”我提
醒大伯说：“县城市场上都卖一块
八，您别赔了本呢。”

“庄户人家不惜汗，自家的力
气不花钱，咋卖都是赚。”他拾满
盘子一称说：“抬头秤，去掉半斤
零头，整六斤。”我摸了半天口袋

没找到零钱，大伯认为我带的钱
不够，亲热地说：“没有外人，明天
给我捎过来就行。”我忙不迭地掏
出一张百元大票递了过去。

我接着又去买黄瓜，邻位大
嫂笑容可掬地问：“也来六斤吧？”
我点头应允。过完秤，我从车上取
下菜袋准备装进去，大嫂一眼瞥
见了车上刚买的鲜肉，她快人快
语地指着黄瓜说：“晌午是炒菜还
是拌菜？”“热天还是拌着吃爽
口。”我轻声说。大嫂一听不好意
思抱歉地说：“兄弟，你还是到对
面去买杨大姐的吧。”她指了指对
面一位头梳马尾、腰扎围裙的年
轻村姑。“怎么一下子就变了卦
呢？”我不解其中奥秘疑惑地问。

“她那是刚上市的头喷瓜，你看还
顶着黄瓜帽呢，你生拌凉调都行，
准鲜嫩崩脆。明人不做暗事，我这

瓜是昨天下架的瓜，今天日头毒，
有些蔫了，吃起来发茛。”大嫂不
光拒卖“陈菜”，还为我盛情地推
荐新鲜瓜果，感动得我心里一阵
阵发热、发烫。

老早就听岳母说这巴掌大的
山庄里，有条名声在外的菜园子
胡同，种菜的都是祖传的行家里
手巧把式。这些守摊卖菜的不光
掌握了前辈摸索、积累的种菜经
验，也传承了他们勤劳善良的传
统美德。他们以种菜为业、卖菜谋
生，论出身可谓地位“卑微”，论说
话也是满口土气野味，但他们做
事厚道、实在，一年四季虽是经营
的时令鲜菜，却不“亏卖”自己的
良心，为平淡的人生行善积德，不
经意间也把这种诚恳、淳朴传播
给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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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做了导师，在拒绝寒门学子的礼物，在不遗余力地帮助
勤奋好学者完成他们的求学梦时才发现，我对他们说的话恰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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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们
一
年
四
季
虽
是
经
营
的
时
令
鲜
菜

却
不
﹃
亏
卖
﹄

自
己
的
良
心

为
平
淡
的
人
生
行
善
积
德

不
经
意
间
也
把

这
种
诚
恳
淳
朴
传
播
给
了
社
会


大道莫过于孝

身
边
的
传
统

风
气
之
究

□王立军

故乡在山东省东南端的一
个县，名字叫郯城。在春秋时期，
这 里 曾 出 现 过 一 个 著 名 的 国
君——— 郯子。郯子不仅因才华出
众、曾经为孔子讲过课 (韩愈在

《师说》中曾有言孔子师郯子)而
闻名于世，更以其仁爱至上、孝
敬父母而流颂至今。元代郭居敬
编录的《全相二十四孝诗选》所
记述的“鹿乳奉亲”，说的就是郯
子孝的故事。《二十四孝》讲：周
郯子，性至孝。父母年老，俱患双
眼，思食鹿乳。郯子乃衣鹿皮，去
深山，入鹿群之中，取鹿乳供亲。
猎者见而欲射之。郯子具以情
告，以免。在《全相二十四孝诗
选》中，编者还作了一首诗颂扬

此事，即“亲老思鹿乳，身挂褐毛
衣。若不高声语，山中带箭归”。

就算是从元代算起，这个故
事流传到现在也有近八百年的
历史了，可是在我几次回乡与村
中老少聊天时，却惊奇地发现就
是在这个故事的发生地，竟然也
已没有多少人知道此事了。联系
这段时间发生的一些杀母、弑父
案，我开始感到深深的忧虑。尽
管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
史所汇聚而成的文化精髓之一
便是孝，但在当今拜金主义的冲
击下，就连这基本的价值观念也
可能会成为一些人敢于挑战的
道德领域了。这是否与我们这些
年孝道教育的缺失或不到位有
很大的关系呢？

孝是基于血缘关系所形成

的基本伦理价值。父母对子女有
孕育生养之恩，从十月怀胎到一
朝分娩，从呱呱坠地到加冠成
年，父母的艰辛付出值得我们永
远歌颂和感念，更需要我们通过
生养死葬予以回报。大道莫过于
孝。不要说有着高级思维能力和
基本伦理道德的人类，就连禽兽
也懂回报父母，如乌鸦反哺、羔
羊跪乳，如果我们抛弃孝道，甚
至对父母横加拳脚、百般折磨，
那么我们岂不真的是禽兽不如
了吗？

我们中华民族最崇尚孝道。
也正因为孝，在部落制分崩离析
之后，基于血缘和家族而形成的
新的社会关系形式才流传至久。
试想，如果在子女对父母的生养
死葬问题上都出现了道德沦丧，

那么在社会保障极不健全的几
千年中，会有多少悲剧发生，又
会给社会关系带来多么大的伤
害？

今天的社会道德正在全面
滑坡，许多行为不断挑战着人们
的基本道德底线，在实用主义哲
学的洗礼下，今天人们在仁、义
等方面已经很难再达成高度的
共识了，然而孝却依然是获得人
类社会普遍承认的基本道德规
范。如果说人类社会还存在普适
的道德规范的话，那也非孝莫属
了。所以，社会道德与价值的重
建何不从孝开始？从对少年儿童
的基本教育开始，从对青壮年的
基本义务抓起，使得孝亲养老的
道德伦理在我们这个时代继续
发扬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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