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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中的“善道”
□ 程冠军

善道是什么？善道是人生的
一种境界。一个人如果懂得善
道，就会拥有一个成功并快乐的
人生。

要懂得什么是善道，首先要
知道什么是善。善，在中国古代
是美好的象征，意为品质淳厚，
心地仁爱。古汉语中的“善”即

“譱”，表示很多羊。“羊”在古代
与“祥”相通，羊者祥也，美、善二
字皆从羊，羊多则善，羊大则美。

《说文》对善的解释是“吉也”。
《国语·晋语》曰：善，德之建也。
《左传·襄公三十年》谓：善人，国
之主也。《论语·述而》有：“择其
善而从之，其不善而改之。”墨子
说，“务善则美，有过则谏”、“若
有美善则归之上，是以美善在
上”，墨子认为美与善是不可分
割的一个整体。由此，我们可以
说，拥有了善，就拥有了吉祥，拥
有了美好。

综观古今中外，无论是儒、
释、道，还是孔、墨、孟、荀诸子，
还是西方宗教，虽然形式各异，

教义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美好
的追求，这就是“向善”。几千年
来，“善”一直是中华民族和全人
类最美好的追求。中华民族的先
哲圣贤们用他们的智慧和行为
为中华文化留下了美好的善和
爱。正是这种善和爱，才使得中
华文化成为最具有包容性的民
族文化。

当然，对善的描述最为经典
的还是老子的“上善若水”。“上
善若水”出自老子的《道德经》第
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
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人，言善
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在
这里，老子用水的状态和特性来
说明善，意思是说，人达到了上
善的境界，就会像水一样不再受
形体的拘束，水泽被万物，却不
与万物相争。这就是上善，也是
道德的最高境界。

善道的人生要懂得“自知”。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譬如下象
棋，你是一个勇敢的卒子，你要
敢于向前冲、敢于过河，小卒子
过河顶得上大车。但是，如果你

这个小卒高度膨胀，过河之后不
屑于这个棋盘，想走得更远，想
冲到外面去，那么，你可以义无
反顾，你可以勇敢地冲出这个棋
盘 ，但是等 待 你 的 只 有 两 个
字——— 出局！

善道并不是单纯的善良，善
道并不是软弱可欺之道。善道不
是让你做东郭先生，也不是让你
做那个把毒蛇放在怀里的农夫。
善道除了善心之外，还要善于对
付不善的人。在管理中，如果你
遇到胡搅蛮缠的人，对付他最好
的办法就是让他出局。这种人是
极少数，但是却也存在。万一遇
到这种“狗咬吕洞宾”的人怎么
办？办法就是你不要做吕洞宾，
而是做一回鲁智深，给他来一个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一
顿乱拳头，让他出局。这里说的

“乱拳头”，不是打架。这也好比
下棋，他总是不听你这个帅的指
挥，你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怎么
沟通也无效。你说让他走炮，他
非要跳马，你说让他飞象，他非
要走卒子。好了，你只好说，这盘
棋换人，不让你下了。他出局了，

怎么再和你争论兵马呢？怎么再
和你使绊子呢？说到这里，想起
一个笑话，一个武术教练，一天
和老婆打架被抓破了脸，到了单
位，同事取笑他说：“你不是武术
教练吗？怎么被老婆把脸抓破
了？”这个教练回答说：“没办法
啊！她不按套路！”一语道破天
机：你不按套路，他的套路对你
就无效！当然，对付搅局的人还
有一种选择，就是三十六计走为
上。他搅局，又没办法让他出局，
这时，你就选择退局。正所谓退
一步海阔天空。因为这个棋局已
经没办法再继续下去，你不妨先
退出来，等这个局彻底黄了，你
再来收拾残局。

如果我们感觉老子的“善”
太难懂了，我们可以把善道的人
生理解为三种愿心：上善之心、
进取之心、空灵之心。所谓上善
之心也就是老子说的“心善渊”，
即一个人立于世，心底要清澈、
透明，要心存善根，既要懂得大
义，也不能为一件小事去害一个
朋友。进取之心是指大丈夫当有
进取之心，立功、立业、立言，不

停地奋斗。无论你处于什么样的
环境，顺境或逆境，都不能放弃
奋斗。不懈和坚持永远是成功
人士的不二法门。空灵之心，就
是人生当有自己美好的爱好，
譬如美术、书法、音乐、文学等
等，一个人在社会上生活，凡事
不可能一帆风顺，但如果心存
空灵，人生中的进退得失都会
在艺术天地里化为山间明月或
江上清风。同样做领导，有人退
休 之 后 就 很 快 衰 老 或 郁 郁 而
终，而有人却找到了人生的第
二个春天，每天乐此不疲地去
干自己喜欢的事情，这就是有
没有空灵之心的区别。

李白诗中说：“清风朗月不
用一钱买。”苏轼也说：“惟江上
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
而为声，目遇之而为色，取之无
禁，用之不竭。”拥有上善之心，
我们就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
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
开太平”；拥有进取之心，我们就
可以建功立业，成就大写人生；
拥有空灵之心，我们就可以揽明
月入怀抱，送清风给友人。

□ 徐宏力

国学有自我修复能力，每次
大破坏之后都会启动大发展，活
着吃力，却在用力地活着。秦代
焚书坑儒后出现的汉学，就是文
化复兴现象。近代以来，国学在
西学冲击下衰落了，如今也在修
复中，积攒着重新站立起来的后
劲。

西汉流传的许多经书是老
儒口授，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
成。但秦火并没烧绝民间收藏，
坊间不时地发现先秦经典。人们
各持不同的底本经解，分化为古
文派与今文派，逐步形成了两种
国学建设思路。

古文派重考据，倡导“我注
六经”，习惯“照着讲”，敬畏传
统，研究方法接近西方的实证主
义。最为极端的古文派出在清
代。满族统治者有文化弱势者的

敏感，用文字狱节制知识分子的
思想动向。学者不敢明言独立观
点，于是就埋头研究古学，出现
了乾嘉学派。戴震、段玉裁等小
学大家重视知识考古，迷恋于文
字音韵、章句训诂、典章制度，重
视经师经说，讲究“无一字无出
处，无一字无来历”，学风朴实，
也称朴学。

汉传《诗经》的齐、鲁、韩三
家属于今文派，讲究“微言大
义”，不墨守圣说，甚至曲解原
文，借典说己，是宋学之前学。宋
学的标志性人物当为程朱。泰山
学派也属于这一文脉。他们重义
理，习惯于“接着讲”，推动注疏
之学转向义理之学，试图在阐发
引申原义中，建立高明悠久的

“无疆之学”，“大其心则可以体
天下万物”，有吞吐天地、“六经
注我”的鸿儒气概。

宋代的文治社会特征，促进

了宋学的发展。赵匡胤原为后周
部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得了
柴氏孤儿寡母的天下。《水浒传》
中的小旋风柴进就是受到礼遇
的前朝帝王后裔，但终归当了造
反派。武夺天下的宋主深知有叛
将而无叛州，大行抑武扬文国
策，促进世俗教育，开科取士，使
贫寒学子有了晋身之阶，门阀与
释道的影响力萎缩。

汉学影响了后世严谨的学
问家，推动了文献学、文字学的
发展；宋学影响了后世活跃的思
想家，推动了中国哲学史的发
展。以《论语》为例，汉学以郑玄

《论语注》为代表，宋学以朱熹的
《论语集注》为代表。

汉学重知识，宋学重思想。
用牛津、剑桥两个大学的特色来
解说区别更有趣。剑桥人常问：

“你知道什么？”(What do you
know？)牛津人常问：“你思考什

么？”(What do you think？)前者
重求知，后者侧重求道。剑桥出
了88位诺贝尔奖得主，对科学影
响更大。牛津出了30名首相，对
社会影响更大。在英文中，牛津、
剑桥两校有个合体的专有名词，

“牛桥”(Oxbridge)。知识与思想交
融起来最好，一加一大于二。

回到国学中说事儿，知识
色彩更浓的汉学与思想色彩更
浓的宋学都有弱点，前者的极
端是原教旨主义，自维性强，扎
实而不开明；后者的极端是自
由主义，随意性强，开放而不稳
定。在汉学的积淀中创新，在宋
学的创新中积淀，可成合流大
势。喜欢知识要多些批判精神，
喜欢思想要多些敬畏之心。知
识是阳，思想是阴，平衡才好。
晚清股肱重臣曾国藩是理学经
世魁首，“崇宋学之道性，而以
汉儒经义实之”，做得周全。

悟在当下

□ 纪慎言

德州之名源于黄河曾经的
名称：德水，这似乎已经被人们
认可。但是，黄河是从何时改称
德水，又为何改称德水的呢？这
还得从战国时期的邹衍及他创
立的“五德终始说”说起。

邹衍(约公元前324—公元前
250)是战国时期齐国人，著名的
思想家、阴阳五行学派的代表人
物。他所创立的“五德终始说”，
本意是想从他“深观阴阳消息而
作怪迂之谈”的阴阳五行的研究
中，罗列出天降的灾祥祸福，来
恐吓那些骄奢淫逸、“不尚德”的
统治者们，希望他们能够按照儒
家的道德规范办事，治民，能“止
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之施”及

于黎庶。但是，让他万万没有想
到的是，他所创造的“五德终始
说”会被后来的许多统治者所利
用，并且当成自己改朝换代、巩
固统治的理论根据；又进而为后
来荒诞无稽的谶纬学及充满迷
信色彩的易学等开了先河。

邹衍是一个奇人，他的学说
大多荒诞不经，充满着奇特的想
象和大胆的夸张。因为他喜欢谈
论阴阳、天象、灾异，所以被当时
的人们称为“谈天衍”。可见他的
学说并不被当时人所重视。其著
作后来也几乎都遗失，而能保留
下来的比较完整的著作，就只有

《吕氏春秋》中的《应同篇》了，但
还可以看到他“五德终始说”的
大致内容。

所谓“五德”，就是指五行的

五种旺气；而“终始”即终结了又
重新开始的意思。这是一种充满
神秘主义的循环命定论。即文中
所谓的“土德后木德继之，金德
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认
为历史就是按照这样的原理循
环转移的。每一个时代，要受到
五行中的某一行的支配；帝王将
要兴起时，天就降下祥兆，而这
个祥兆又符合于五行中某一行
的“德”。比如说，黄帝时是“土德
胜”天空上出现了大蚯蚓、大蝼
蛄，这个朝代的典章制度都要

“尚土”，衣服颜色、旗帜等都要
崇尚黄色；夏禹时是“木德胜”，
上天就在秋冬时节显示草木不
凋零的景象，那时的政令制度都
要“尚木”，衣服的颜色崇尚青
色；商汤时上天显示刀在水中，

上天显示“金德胜”，所以那时就
“尚金”，政令制度和衣服的颜色
都要崇尚白色。他的这种五行推
移法，一直推算到了周文王，而
周代既然是“火德胜”，那么按照

“代火者必将水”的推理，取代周
王朝的朝代就应当是“水德胜”
了。邹衍没有活到秦始皇称帝，
所以把这一疑案留给了后代。

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之
后，有齐人把邹衍的学说上奏朝
廷，秦始皇信以为真，于是施行
了所谓“尚水德”的一套政令制
度；以十月为正月，崇尚黑色，改
黄河名为“德水”；以六为度数
等。这样，就有了中国历史上第
一个用“五德终始说”理论治
国的朝代 ;之后又因为德水就有
了德州这个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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