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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班的途中，要经过
一个小村庄，村子里有一段

“Z”字形的土路，曲曲折折地
通向城区那条宽阔而平直的
马路。虽是土路，却常年保持
得平平整整、干干净净，雨天
不积水，冬日不打滑，甚至连
秋日的落叶和行人随手丢弃
的垃圾也难见踪迹。每逢雨
雪天，来来往往的路人常常
感叹道：“这段土路真好走！”

是的，这段土路的确好
走。路面富有弹性而又不泥
泞，沙土铺垫而又不颠簸。而
好走的背后，却是路两旁那
七八户人家常年坚持养护的
结果。这种养护，是自觉的，
也是无偿的。我在这段路上
来来回回已骑行了十多年，
风里来，雨里去，时常看到那
几户人家的男主人们手中攥
着一张铁锨，这里垫几下土，
那里撒一片沙；女主人抡着
一把大扫帚，或早或晚，将树
上刮落的枝梢和枯叶清理干
净，把大卡车上滑落的石子
或砖块捡拾起来……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从不曾间断，
就好像成为了一种习惯。而
这种习惯，虽是举手之劳，却
不仅方便了自己，更方便了
许许多多过往的行人。他们
不再顾忌打滑摔倒，不再担
心泥水溅身。因而，这种习惯

就成了一种美德，一种积德
行善的义举。

其实，这样的善举由来
已久。记得小时候，每到下雨
天，常见村子里有几位老人，
他们肩扛一把圆头的铁锨，
时走时停，将路面上坑坑洼
洼里的积水排放干净，再从
家中背几粪箕炉渣，或者用
小推车从村西河道里运几车
细沙，铺撒在上面，扒拉平
整，来回踩上几遍，这些泥巴
路便好走了许多。印象最深
的是有一年夏天，夜间突降
的暴雨冲垮了村西头那条河
沟上唯一的一座小石桥，村
子里的人无法外出。可我一
大早上学走到那里时，却不
知哪位好心人早在上面平铺
上了三页门板。等大水过后，

乡亲们又自发捐资，买来石
条、石块，重新进行了修葺。
直到今天，这座小桥依然坚
固。

历史上有确切记载的这
样的善举也是数不胜数。在
德州乐陵市存有一块“力行
善事”的匾额，这是清嘉庆年
间，时任知县的邵延曾遵皇
帝之命赐给张瑟桥村村民张
寿文的，以表彰其为乡亲慷
慨捐资修桥的义举。当地
《张氏族谱》非常清晰地记
载：乐陵县张瑟桥村位于马
颊河北岸，嘉庆年间，该村
在马颊河上过往的简易小桥
常被冲毁，而在河南岸有该
村一半的土地，人们只得依
靠一条小船摆渡。为解决两
岸百姓渡河问题，村民张寿
文变卖了家产捐资修桥，从
此两岸变通途。嘉庆皇帝闻
知此事，便赐予张寿文“力行
善事”的匾额。

普通百姓的善举值得褒
奖，而民国时期冯玉祥将军
修桥的事迹也让人津津乐
道。冯先生一生修桥无数，无
论是在河北省张家口，还是
在安徽的家乡巢县，他都曾
为方便群众捐资建桥。1933

年，冯玉祥第二次隐居于泰
山时，在泰山郊区办起个小
科学实验馆。此馆在山脚西

部的小王庄边上，从住处到
科学馆必须经过一条水沟。
这条沟里的水，一到夏秋季
节，水势猛涨，人们只好望河
却步。一天，冯将军专程来到
河边，来回走了几遍，反复察
看地形，最终确定了造桥位
置。这是一座石结构拱桥，全
部采用泰山上的石头。施工
过程中，冯先生常到工地视
察，要求严把质量关。

大桥建成后，部属就命
名事宜请示冯先生，先生稍
作沉思，挥笔写下“大众桥”
三个大字，并解释道：“我们
本意不就是为方便大众才建
这座桥的吗？”后人每每行走
至此，常常追念将军的善举。

修路架桥，虽不是什么
惊天动地的壮举，也不是什
么轰轰烈烈的行为，却自古
以来就受到世人的尊崇和称
道，并称之为积德行善的义
举，其中的道理人人明白，那
就是公益性、无偿性和自觉
性。方便了自己，更方便了众
人，这是公益性；不计名利，
不图回报，这是无偿性；心甘
情愿，常年坚持，这是自觉
性。而要人人都能做到这点，
却又实属不易，尤其是在做
什么事情都首先考虑报酬的
今天，这样的善举，更是显得
难能可贵。

好的哲学著作像烛光

青未了

农历正月十五俗称“元宵节”，因其主要
风俗是张灯、观灯、赛灯，故又称为“灯节”。
至于元宵节为何被称为“灯节”，学术界一直
争论不休，至今对道教说、佛教说和帝王说
莫衷一是。但若问古代中国，哪个朝代元宵
节最热闹、“灯”最“多”最“亮”，几乎众口一
词：北宋。

北宋元宵夜的灯“亮”到什么程度？北宋
著名的改革家、文学家王安石老师曾情不自
禁地赋诗猛吹：“车马纷纷白昼同，万家灯火
暖春风”，“传觞三鼓罢，纵观万人同”，“但令
千载后，追咏太平功”。如果说王安石老师描
写的“灯市如海”过于艺术化，那么北宋另一
位大名人欧阳修写的“日记”，则更能够帮助
今人了解当时元宵节的盛况。

闲翻欧阳修的《醉翁谈录》，会让人不由
得为北宋元宵节的灯市着迷。“东京的东华
门外自正月初即有卖灯的市场，有灯球、
灯槊、绢灯笼、日月灯、诗牌灯、镜灯、
字灯、马骑灯、凤灯、水灯、琉璃灯、影
灯。心灵手巧的制灯人，还将兽角、翎
毛、琉璃、皮革、丝绸等巧妙运用，把灯
制造 成 牡 丹 、 莲荷 、 曼陀罗等花卉形
状……”在记录灯品灯组时，他又写到，“采
山左右，以采结文殊、普贤，跨狮子、白象，各
手指出水五道，其手摇动。”护城河上组成了

“灯桥”，在闹市区上空悬彩索，悬灯于上的
“过街灯”、数十丈的“灯竿”，“以缯彩结束，
纸糊百戏人物，悬于竿上，风动宛如飞仙”。
在放灯的同时，每个街巷口皆有“奇术异能
歌舞百戏，整个东京城万街千巷尽皆繁盛浩
荡，大人小孩男男女女川流不息……”欧阳
修老师的“日记”，仿佛就像一幅“灯产品博
览会”的全景图。不过，我们从中也能看到
刚刚尝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北宋王朝是
非常重视元宵节的。而《东京梦华录》不
仅详细记录了元宵节的灯展，也将当时社会

“节日搭台、经贸唱戏”的氛围展现出来：“游
人已集御街，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切
切，乐声嘈杂十余里，击丸蹴鞠，踏索上
竿……又有猴呈百戏，点跳刃门，使唤蜂蝶，
追呼蝼蚁。其余卖药、卖卦、沙书地谜，奇巧
百端，一新耳目……”因此，可以肯定地说，
中国人一千年前就懂市场经济了。

北宋为何如此重视元宵节？这跟大宋王
朝的开创者赵匡胤的推动有关。史载，宋初
上元灯展为期三天，即正月十四、十五、十
六，至太祖乾德五年(967年)，朝廷无事，国家
安定，年谷丰登，因令开封府续放十七、十八
两夜灯，自此有宋一代，上元五夜灯形成一
种制度；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到了北宋中
期，元宵节不仅连放五夜灯，而且全国放三
天假，以便官民同赏同乐。即便到了经济衰
败的北宋末年，官方依然非常重视元宵节的
灯展。为了办好灯展，自头年腊月十五日就
开始“预演”、“预赏”。即像现在的春节晚会
一样，正式登场前对所有节目都进行“预审”
和“带妆彩排”……

元宵的“灯”也成为宋代人施展才华的
舞台。据传，我国最早的灯联“天下三分明月
夜，扬州十里小红楼”就出现在北宋；而一副
成就了王安石人生两件大事的灯联趣事至
今还被津津乐道。传说，王安石20岁时赴京
赶考，元宵节路过某地，见一大人家高悬走
马灯，灯下悬着上联，征对招亲。联曰：“走马
灯，灯马走，灯熄马停步。”王一时未能对上
来，便默记心中。到了京城，主考官以随风飘
动的飞虎旗出对“飞虎旗，旗飞虎，旗卷虎藏
身。”王安石即以招亲联应对，被取为进士。
归乡路过那户人家，闻知那招亲联仍然无人
对出，便以主考官出的联回对，结果被招为
女婿……除了灯联，北宋的“元宵灯”还演绎
出许多清新的灯谜。

温习北宋的元宵节，一种祭祀凭吊的心
绪，融入悠远宁静的空气，从北宋到今天，经
历了千年的荣辱兴衰，当时许多“物质灯”虽
已不复存在，但王安石、欧阳修等等关于元
宵节的“文化灯”以及灯联、灯谜等却以安详
而坚韧的姿态、典雅而淡然的步子走过岁
月，散发着迷人的光泽。也可以说，代表昔日
传统社会纯朴和谐的民风民俗在空间上的
表现形式就是原生态的文化，它舒缓的节奏
与氛围，正好满足了被快生活情绪支配的现
代人的审美心理。

宋朝元宵
“闹”得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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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精神处境历来不被
重视。这不仅有深厚的历史
原因，更有强烈的现实因素
在 起 作 用 。 “ 民 以 食 为
天”，被衣食温饱困扰的
人，自然很少考虑自身的精
神处境，一个“一穷二白”
的国家，也不会把民众的精
神处境放在重要的位置。

人的精神处境是什么？
人在社会中是一种能动的生
物，他或她有自我意识，能
主动地去改变环境，使之适
应自己的需要，并在其中完
善自己的能力，如果他或她
取得进展，达到预期的目的
和要求，就能改善自己的精
神状态，因此，德国哲学家
雅斯贝尔斯说，“人就是精
神，而人之为人的处境，就
是一种精神的处境。”雅氏
的说法，好像不符合我们的
习惯思维，因为我们总是认
为，衣食住行是最要紧的，
然后才有文化娱乐等“精
神”的需求，因此，物质是
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
的，而雅氏认为人就是精
神，岂不是“唯心主义”？

我倒是觉得，之所以德
国哲学把人的精神放在这么
重要的、第一的位置，是更
加重视人的社会性的表现。
人是社会的人，社会中人际
关系的状况，决定着社会的
状况，要维护社会保持良好
的状况并且不断发展，人际
关系起着决定作用。而一个
仅仅注重物质的社会，人际
关系必定充满妒忌、争夺和
尔虞我诈，必定处于高度的
紧张状态，比如现在一些落
进“中等收入陷阱”的南美
洲国家，在这些国家里，虽
然很富裕，但是贫富差距巨
大，匪盗黑帮盘踞贫民窟，

横行作恶。即使号称世界第
一的美国，频频发生的枪击
惨案，难道不是严重毒化的
人际关系的结果吗？是什么
使人变态到这种程度，不分
青红皂白地杀戮？再看看我
们自己，每天都有很多报
道，有的让我们扼腕叹息，
有的让我们怒不可遏！

人在社会中，不管你承
认不承认，总是把自己被公
众认可的程度看得比什么都
重要，用俗话说就是被人看
得起。在当今社会，被人看
得起可以有多种原因，比
如，富有、有名气、有头
衔、有官位等等，但是我以
为，最重要的，还是人的精
神状态，比如文化修养、言
谈举止、待人接物的表现。
因为这是人作为社会性的第
一特征，也是人在社会中不
断塑造自己的成果，它表明
人对于社会生活，对于自己
的社会地位，对于人何以为
人的真正理解。这种塑造和
理解是因人而异的，很多时
候是截然不同的，这种差异
和不同正是人的精神处境的
不同造成的。不幸的是，当
今社会出现了人的精神处境
恶化的趋向。想一想上世纪
八十年代吧，那时候的人
们，刚刚摆脱了十年动乱的
苦难，那么意气风发、精神
振奋地读书学习，投入四化
建设，一波一波丰富多彩的
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对于提
高人的“精神气”起了很大
的作用。而今天的社会精神
风貌，从流行的词语可以看
得一清二楚，由“酷”到
“囧”，再到“江南Style”
这种集体无意识，人们并不
知道那是不是自己真正想要
的，人们不知道失去“自

我”意味着失去了辨别和自
制能力，随波逐流，自我意
识已经荡然无存！

人的精神处境，从大的
方面说，是时代造成的，但
是，从个人自我塑造的方
面，是完全私密的，它不为
外人所知，因为，它成就于
很多很多的阅读，特别是阅
读哲学著作，因为“哲学是
自我积极成就所凭借的思

想”(雅氏语)，那当然不是教
科书上的哲学，那样的哲学
有百害而无一益。好的哲学
著作，我反复阅读，常常读
到下半夜，很多思想像烛光
让人豁然开朗。

好在终于有人问“你幸
福吗”这样涉及人的精神处
境的问题了，希望人们能从
这个问题的答复中获取更多
内心深处的信息。

可贵的善举
□周东升

人生边上

修路架桥，虽不是
什 么 惊 天 动 地 的 壮
举，也不是什么轰轰
烈烈的行为，却自古
以来就受到世人的尊
崇和称道，并称之为
积德行善的义举，其
中的道理人人明白，
那就是公益性、无偿
性和自觉性。

人人的的精精神神
处处境境，，从从大大的的
方方面面说说，，是是时时
代代造造成成的的，，但但
是是，，从从个个人人自自
我我 塑塑 造造 的的 方方
面面，，是是完完全全私私
密密的的，，它它不不为为
外外人人所所知知，，因因
为为，，它它成成就就于于
很很多多很很多多的的阅阅
读读，，特特别别是是阅阅
读读哲哲学学著著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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