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栋梁易伐，草芥易踏，无论贵为
卿相，还是贱列刍狗，都有被戗灭、
被烹煮的危险。既然离不开人世江
湖，那么，如何最大化避险、最佳化
存在呢？中庸，不失为入世者的精妙
境界。有三个故事也许能说明这一
点。

唐朝功臣郭子仪大家都知道，
他有个儿子娶了皇帝的女儿，从此
开始了“幸福”的生活。没承想这“白
富美”实在骄横跋扈，婆家一干人全
不入她的法眼。郭子仪的儿子实在
忍无可忍，一怒之下对媳妇说了句
狠话：“你有什么了不起？是我爹不
愿做皇帝，你才成为今天的公主
的！”这还了得，这话搁任何朝代都
是轻则杀头重则灭九族的。公主脑
子里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很紧，立
即将此话告给了皇帝。令人惊奇的
是，皇帝听了只是微微一笑，认为这
只是小两口拌嘴的气话，并没有施
之于杀头灭族之罪。

你看，强势者的中庸，在于思考

和决策的不偏不倚，在于内心有充
沛的自信。否则，砍伐一片栋梁，可
能会倾倒一座大厦。

清末曾国藩功成名就后，趋炎
附势者多了起来。对此，曾国藩倒是
淡然处之，但他的一个手下却每每
反感，总想找机会教训一下那些溜
须拍马之人。这天，机会来了，这个
手下在批阅信件时，将一位拍马的
官员狠狠讽刺了一番。曾国藩看过
批阅后意味深长地说：“人各有各的
生存方式，有人就靠这样做来生存。
你如此批阅无疑是夺了他们的生存
之道。他们将来得了势，可能会想办
法置你于死地。”

你看，中势者的中庸，在于吃准
人性、看透一切，自然而然地处世，无
往而不利地生活，不会无端地为自己
设置藩篱、埋设地雷。难怪那位手下
听了曾国藩的话后会大汗淋漓。

还有一则说的是庄子的“庖丁
解牛”，中学课本里有。梁惠王观看
了庖丁解牛的过程，看他手起刀落、

干净利索，于是连声称赞他的技术。
庖丁接着说了一段很有哲理的话：
一般的厨子一月换一把刀，好的一
年换一把。我这把刀用了十九年了，
解剖了数千头牛，可刀刃还像新磨
过的一样。不过，如果遇到错综复杂
的结构，我还是会聚精会神，一点儿
不敢怠慢。

若把刀子比作生命，谁都希望
自己的这把刀用的时间更长。庖丁
的意思说得很明白，只有善于在生
活的骨肉筋脉之间寻找空隙，才能
游刃有余，绝不能以硬碰硬。可见，
弱势者的中庸，在于寻找和把握空
隙，在生活的空隙里行走，才不至于
左右碰壁、前堵后挡。误打误撞只会
自戕性灵。

《论语》中说：“中庸之为德也，
其至矣乎！”意思是中庸把一切道理
都说尽了。此话虽绝对，但不得不承
认其博大精深。若解其精髓一二，在
偌大的江湖中，就能优容自如，最大
化地无伤于尘世的斧钺。

【传统大家谈】

中庸之解
□张植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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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利之辩可以约束中国人
“国学热”中还有很多问题值得玩味。传统的义利之辩，

至少能够约束五分之一的人类——— 中国人，因为我们是一
个无宗教而有道德的国度，不能用宗教的办法来约束人心，
只能用道德的宣讲来确立做人的标准。对于中国人来说，这
无疑是最有效的。当然，这个道德并非无懈可击。中国的古
代史和现代史加在一起，才更加全面地告诉我们，一方面，
即使有了儒家，这个社会也不是无懈可击的；但另一方面，
如果失去了儒家的制衡，这个社会就简直一无是处了。更重
要的是，人们还是深陷在功利之中。比如，有人来请你讲课，
不听你讲“四书”，一开口就说什么“曾国藩的管理学思想”，
还是想要挣钱。其实，应该从挣钱这件事脱离出来，从国学
的角度来反观它。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而孟子说

“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杨指杨朱，墨指墨子，都是
讲“利”，如果失去宗教的制约，又没有道德的正面引导，那
么，有多少中国人，就会产生多少杨朱。现在的中国人可以
说是十三亿个杨朱，都有吃好点过好点的愿望，中国的GDP

冲上去了。但是，这十三亿个杨朱，失去儒家的制衡，产生了
道德困境，相互之间缺乏关爱，整个社会不是一个有机体。
其实，老祖宗的东西很重要，以往把国学看得太被动，现在
来看，国学才是保证中国长治久安甚至是发展的动力之一。

——— 刘东（清华大学国学院副院长）

分清国学和国粹
国学就是五千年文明不断的内在精神本质。中国文化

的核心是国学，国学的核心是四书五经，四书五经的关键人
物是孔子。国学不是知识，而是一种修为、一种智慧、一种概
念。有些人把国学理解得很肤浅甚至很庸俗。“忠”和“恕”是
孔子精神的浓缩，有人认为“忠”就是封建社会的愚忠，是臣
子对于皇帝的忠诚，是三纲五常，是无条件地服从。其实孔
子所说的“忠”，是客观的意思，是要做到实事求是、不欺骗。
孔子在答学生问时就讲到对于帝王可以斥却必须忠，意思
是可以说反对的话，却不能欺骗。其实这也是现代社会呼吁
的诚信。自汉代以后儒家思想被很多帝王用于统治人民，因
此加入了很多封建统治的观念，这才让人们对于国学本身
有了封建愚昧甚至迷信的感觉。就像《易经》所阐释的是自
然规律和道理，怎么就被很多人用来迷信算命了呢？还有人
以为写写书法、下下围棋也是国学，我认为那不是国学而是
国粹，国学是精神层面的概念，是我国最具有凝聚力的文化
内涵，是从来没有间断过的。

——— 毕宝魁（辽宁大学文化传播学院教授）

【百家之言】

“家教、家孝、家文化”
——— 百姓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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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之外，修身也是一条求仁
之路。修身，就是培养仁爱之心。

【论语】子曰：“我未见好仁者，
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
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
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
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见也。”
(里仁6)

【译文】孔子说：“我没见过喜好
仁德之人，也没见过厌恶不仁之
人。有喜好仁德的人，自然是再好
不过了；有厌恶不仁的人，自身有
仁德，能让不仁之人无法影响自
己。总能有一天可以致力于仁德

吧？连这点力量都没有的人，我还真
没见过。这种人可能会有，但我没见
过。”

仁，虽源自内心，却非自然生
成，需要培植养护。这就是修身的要
义。

如何修身呢？孔子提出，可以从
“见贤思齐”开始。

【论语】子曰：“见贤思齐焉，见
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17）

【译文】孔子说：“见到贤人，就
应该向他看齐；见到不贤的人，就应
该自我反省。”

看来，向榜样学习，是修身的主

要方法之一。榜样有好坏两种，学
习起来，也分“思齐”和“自省”两
路。

因此，孔子又说：
【论语】子曰：“三人行，必有我

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
改之。”（述而22）

【译文】孔子说：“三人同行，其
中必有可以为师之人。选择善者为
榜样而效法，那些不善者为借鉴而
改过。”

好的榜样，可供学习；坏的典
型，亦可有助于自己的改过——— 能
否改过，这是修身的关键。

□钱宁

修身求仁
悦读·核心篇之二十三

□周岭

我心中那棵

挺拔的大树

【逝者背影】

今年的正月初八，是我奶奶去世20周年的
纪念日。上班之前，我将一束鲜花摆放在奶奶的
遗像前，然后深深地鞠了三个躬，满含热泪离开
了家门。

20年前，我随在铁路部门工作的父母生活
在高密，由于工期紧，父母春节没有放假，因而
我们不能回老家武汉与家人团聚。正月初九上
午，我正在写作业，爸爸的同事给我家送来了电
报，说奶奶在初八晚上突然去世了。一家人连忙
打点行装，紧急赶回武汉。经过20多个小时的颠
簸，终于抵达武昌火车站。等我们进了家门，却
连奶奶的最后一面都没能见到，头一天她就已

经躺在了九峰山上的墓地里。望着奶奶空荡荡
的床铺，我们放声痛哭。

奶奶的一生充满坎坷和艰辛，而她却是异
常的坚强，再大的困难也未压垮过她。奶奶出生
在书香门第，自幼聪慧过人、知书达理，还做得
一手很好的针线活。她嫁到爷爷家后，过着虽不
富裕却很平静的日子。然而，好日子没过多久，
在铁路部门从事医务工作的爷爷被无辜打成了

“右派分子”，被迫从事强体力劳动，还不给发工
资。为了养活一家人，奶奶不得不到火车站去干
活，和男人们一样装车卸车，搬水泥、扛木头、挑
煤炭，什么脏活累活都得干，因为家中还有身体
不好的太奶奶和年幼的爸爸、姑姑、叔叔，一家
老小要活下去，如果奶奶不拼命劳动，大家就没
有饭吃。太奶奶在家照看着只有两岁的叔叔，爸
爸和姑姑也开始为这个家分担忧愁，他们去山
上挖野菜，去铁路边拣煤渣，共同维持这个家庭
的生活。最苦的还是奶奶，她每天起早贪黑，累
得浑身像散了架一样，晚上还得缝缝补补、洗洗
涮涮，既要照顾老的，还要照顾小的，可奶奶总
是默默地撑着，从来没有半句怨言。

爷爷的“右派分子”帽子，一戴就是20年，直
到1977年才平反，恢复名誉并补发了工资。此
时，爷爷和奶奶已经是60岁的老人了，这期间，
爸爸、姑姑和叔叔都先后成了家。经过了20年的
磨难，爷爷的身体很不好，于是，照顾我们这些
孙辈的重担又落到了奶奶的肩上。比我大一岁
的表哥、比我小两岁的堂弟，还有我，我们自从
断奶以后，就一直由奶奶照看着，直到上小学。
奶奶为我们做了款式一样的衣服和布鞋，每人
套一件白色的罩衣。白天，奶奶安排我们坐在小
竹椅子上，挨个喂我们吃饭、喝水，夜晚还要不
时爬起来为小一点的孩子把屎把尿。最难的莫
过于我们当中有谁生了病，那可就苦了奶奶了，
她背着我们一层又一层地爬医院的楼梯，做各
项检查及缴费，回家以后精心地喂水喂药、调理
饮食。在我们的心中，奶奶就是全家人都可以倚
靠的大树，她会毫无怨言地为儿孙们遮风挡雨。

奶奶生就一副热心肠，不管是亲戚朋友还
是左邻右舍，只要谁有困难，她都会去帮助。平
日里奶奶言语不多，她总是说得少做得多。在我
们这个大家庭中，她为长辈、丈夫、儿孙们奉献
了一生、操劳了一生，不求任何回报。奶奶年纪
大了以后，身体一直不好，一辈子的辛劳、超负
荷的体力消耗，使得她老人家患上了各种疾病。
20年前，奶奶过世的时候，我还未成年，当时只
想到从此再也没有人像奶奶那样知冷知热地疼
爱我们了。可是，如今我想得最多的是，奶奶没
有等到我们长大来孝顺她、报答她，就那么突然
离世了，没有和奶奶见上最后一面，是我这一生
最大的遗憾。虽然奶奶走了20年了，但她在我的
心中至今依然是一棵枝繁叶茂、坚韧挺拔的参
天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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