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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当下小文谈

婚礼记事三则
□叶小文

中国是礼仪之邦。孔子少即
习礼，“为儿嘻戏，常设俎豆，设礼
容”（《史记·孔子世家》）。因为
“不学礼，无以立”（《论语·秦
伯》）。

婚丧嫁娶，民之大礼。近日送
女儿出嫁，为朋友祝贺婚礼，正乃
学礼讲礼立于礼之实践。恰逢两
件喜事，便有三则为记。虽乃家庭
朋友之私事，但既然孔子有教导，
“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
大夫言，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
与如也”（《论语·乡党》），便权作
“当下小文谈”，请君共赏。

送女儿赴香港文家村出嫁
（ 11 月 30 日于北京）
明天天气好，处处呈吉祥。清

早喜鹊叫，叶子巧梳妆。叶母去送
行，文家接亲忙。叶父凌晨起，遥
祝点馨香。礼仪要周全，忠孝不能
忘。拜完众乡亲，盆菜全吃光。文
家好传统，曾出文天祥。叶女嫁文
家，众皆喜洋洋。

叶小文之女叶子出嫁香港文

家村。叶父之官员身份，不便赴香
港，思之心切，夜不能寐，12 月 1
日（文家村迎亲吉日）凌晨，独自
一人在北方家中，馨香一炷，遥望
南方，念念有词：
“叶子阿飞（新郎小名）早，爸

爸妈妈在祈祷。好命婆梳头，幸福
美满前程好。文家村迎亲，相亲相
爱百年好！”

当日晚六时，新郎文亦飞之
父文富稳，及文母设宴，香港新界
文家村村民聚集大球场一起吃盆
菜，为新人贺喜。中联办沈冲部长
等前去致贺。大陆客人盛赞，虽是
一个婚礼，却尽显邻里和睦亲善，
令人感动。也见证祖国传统文化，
在此时此地仍放异彩。文家村人
乃文天祥后裔。

喜事圆满感怀
（ 2010 年 12 月 5 日于深圳）
众皆喜洋洋，为我嫁新娘。洪

门摆叶宴①，古道热心肠。全家总
动员，安排真周详。请来好命婆，
石头②驻香港。花好月也圆，菜香
酒更香。疑入梦幻境，洲际③放红
光。主持不一般，安之④病一场。

还有新市长⑤，前后跟着忙。盆菜
吃两地，又去伶仃洋⑥。更有八种
鱼，美味任品尝。亲友再聚会⑦，
陈洪再到场。响起四重奏⑧，满堂
笑声扬。家人何所愿，亲友为谁
忙？恩爱小夫妻，何妨细思量。

①陈洪女士为叶家至亲好
友。鉴于叶父赴港不便，借叶正好
应邀赴深圳为“华联大讲堂”演讲
之机，热心在深圳为叶家设宴，与
文家村村民同吃盆菜，故称“洪门
叶宴”。

②石头，陈洪之长子。“好命
婆”，乃按当地婚俗，为待嫁新娘
梳头之大福大贵的良家妇女。叶
子的“好命婆”选了石头的媳
妇——— 敏姐。

③洲际，乃深圳华侨城之洲
际酒店。

④安之，陈洪之二子。
⑤叶之好友，深圳新任副市

长陈改户，也恰于日前在市人大
全票当选。陈副市长百忙中亲自
参加晚宴做热情洋溢的致辞，更
是好运连连，平添许多喜气。

⑥文家村人作为文天祥后

人，忠孝之风代代相传。为表敬仰
之意，特找来一船，叶父等一众同
游伶仃洋，登伶仃岛，在新修的深
港大桥下遥望文家村，思念文天
祥。

⑦ 12 月 3 日入夜，文家父母
亲人从香港来深圳，与叶家在洲
际大酒店再聚会。叶父深情致辞
答谢，众人尽情开怀畅饮。

⑧有四重奏助兴祝贺。叶父
侧立一旁，忆当年在部队文工团
拉过大提琴，曾练四重奏，激动不
已，应邀独奏大提琴。一曲《我和
你》，果然情意绵绵，回味悠长。

贺周立波胡洁大喜
（ 12 月 20 日于北京）
今日周立波胡洁在上海举行

婚礼。我在北京为之祝福———
笑星波波，美女胡洁。满堂喝

彩，目不暇接。百年好合，万事顺
意。金玉良缘，吉祥和谐。胡洁美
女，波波笑星，天下一家，人民最
亲。大喜之日，犹念慈善，星云加
持，僧俗皆赞。

台湾星云法师也到上海为新
人祝福。

感悟经典

过犹不及与全球性问题

□何中华

中国人讲究中庸之道。简单
地说，中庸意味着恰如其分，无过
无不及，就像西施之美，美在恰到
好处，多一分不成，少一分也不
成。所以，孔子曰：“过犹不及”；
它的意思是说超过了同达不到
一样不好。在中庸问题上，儒家
同道家也有相通之处。孔子提
出“过犹不及”；老子认为“损有
余，补不足，天之道也”。“有余”
即“过”，“不足”为“不及”；损有
余以补不足，也就是避免过与
不及。此为儒道相通的一个显
例。中国文化主张凡事不走极端，
不鼓励“笔走偏锋”。

毋庸讳言，在古代，无论是东
方还是西方，先知们对事物的
“度”都有着自觉的体认，但各自
所采取的姿态却并不相同。西方
人往往以超越的态度去看待事物
的“度”，他们更喜欢向事物的极
限挑战，例如奥林匹克精神就
被诠释为“更高、更快、更强”。
这不能不说是文化性格使然。
我们从这里很难体味到对“度”
的敬畏和守望态度。诚然，古希腊
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尼各
马科伦理学》中讲过：“德性的本
性就是恰得中间”；“德性就是中
道，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正确”。
但就像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
所说的那样：“他们（指古希腊
人——— 引者注）有‘一切都不过
分’的格言；但是事实上，他们什
么都是过分的——— 在纯粹思想
上，在诗歌上，在宗教上，以及在
犯罪上”。中国文化则不然。中国
人对事物的“度”是持守望的态

度，而不是突破和超越的态度。
人类始终面临着一个矛盾，

就是欲望的无限性和满足欲望的
对象的有限性之间的冲突。诚如
苏东坡所言：“人之所欲无穷，而
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面对
“无穷”与“有尽”这对矛盾，不同
民族的文化所采取的解决策略是
存有差异的，它体现着各自不同
的文化传统。一般地说，人们对付
这个矛盾可以有两种解决的办
法：一是通过约束自己的欲望，知
足常乐，以达到缓解矛盾的目的；
一是释放自己的欲望，不断地追
求物质财富的增值和扩张，以适
应不断增长的需求。总体比较而
言，中国文化走的是前一条路子，
西方文化走的是后一条路子。胡
适指出：“东方的文明的最大特色
是知足，而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
大特色是不知足”。虽然胡适是从
批评中国文化的角度作这种比较
的，但他的结论在描述意义上仍
不失其准确性。

的确，对人的需要及其满足
的选择，中西文化的表现大不相
同。中国文化对人的需要（“欲”）
并不刻意加以塑造，而是顺其自
然。中国人是主张“知足常乐”
的，即把自己的欲望控制在自然
的限度以内。中庸的文化观念使
中国人能够恰当地看待自己的
欲望。孔子曾称赞《诗经》“关雎”
篇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乐
而有度，哀而有节，这里面体现
了阴阳相济互约关系所形成的
张力结构，其中就隐含着中庸的
致思方式。《吕氏春秋》曰：“天生
人而使有贪有欲。欲有情，情有
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

其情也。”《毛诗大序》亦曰：“发
乎情，止乎礼仪”。这些都显示了
中庸的态度，它总是避免极端和
偏执，而善于在两极之间保持必
要的张力和均衡。应该说，这是
一种很高的智慧，正所谓“极高
明而道中庸”。由此可见，中国文
化对待人的欲望，既不是禁欲也
不是纵欲，而是限欲。这种态度
是很健全的。西方中世纪是一个
禁欲主义的时代，结果引发了现
代社会的纵欲主义的反弹。在某
种意义上，文艺复兴时代就是一
个宣扬人的肉欲的时代，它从一
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中国
不是这样。不少人总是认为宋明
理学是禁欲主义的，是压抑人性
的，是不近人情的。其实这是一
种误读。诚然，理学家宣扬的“存
天理，灭人欲”，从字面上的确容
易使人产生误解。殊不知，它所
谓的“人欲”是有特指的，它并不
是泛指人的一般欲望，而仅仅是
指那种超过人的自然需要的欲
望，亦即人为制造出来的欲望。
在中国人看来，“知足”与“为道”
内在相关。“道法自然”，无待外
求。唯有知足，方能无执去妄，从
而顺应人的本然之性、固然之
理、当然之则，完全摆脱任何外
在的牵挂。所以老子说“知足不
辱”，这是因为“祸莫大于不知
足，咎莫大于欲得”。符合自然的
欲望或需要，才是“天理”的体现
和要求。中国文化反对需要的人
为塑造，因此它把满足虚妄需要
的对象视作“机械”、“机事”，把
虚妄需要视作“机心”，即对天道
的偏离。这在宋儒朱熹那里讲得
也很清楚，例如他说：“饥食者，

天理也；要求美，人欲也。”朱熹
认为：“私欲”乃是“不当如此
者”；而“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又
此欲岂能无？”因为这是“合当如
此者”。

西方文化则不然。按照胡适
的说法，西方人“他们说‘不知足
是神圣的’，物质上的不知足产生
了今日钢铁世界、汽机世界、电力
世界，理智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
日的科学世界。社会政治制度上
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的民权世
界、自由政体、男女平权的社会、
劳工神圣的喊声、社会主义的运
动。神圣的不知足是一切革新一
切进化的动力”。应该承认，这种
刻画还是相当确切的。西方文化
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人的需
要不再囿于自然赋予的限度，而
是在此基础上更多的被文化塑造
出来。它已经疏离了人的本然状
态，变成一种人为的产物。从某种
意义上说，当代西方的大众消费
社会的崛起，就是这一特点发展
到极致的体现。“不知足”不仅产
生了胡适上述那一切，同时也产
生了“全球性问题”，即生态失衡、
环境恶化、能源短缺……正是这
些难题，把当代人类抛入了空前
绝后的生存困境之中。

在一定意义上，一部人类
文明史，也就是人类不断地同
稀缺性作抗争的历史。如何在
欲望与匮乏的博弈中胜出，无
疑是对每一个民族的考验。“过
犹不及”式的中庸观念，已经并
将继续为我们应对这种挑战提
供睿智和启迪。

（作者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
会发展学院教授）

我们常常感叹，为什么对方
听不懂我的话？我表达的这个意
思，而对方偏偏听成其他意思？
时常，我们会觉得跟配偶有理说
不清，跟孩子无法交流，跟父母
无法沟通，跟上级不能和谐相
处！当我们面对这一系列问题
时，该如何解决？

12 月 25 日（周六）上午 9
时，齐鲁晚报和山东省图书馆联
合主办的“大众讲坛”将邀请中
华表达研究院副院长滕晖就如
何实现有效沟通，在山东省图书
馆一楼报告厅进行大型公益讲
座。

滕晖说，沟通是与身体的对
话。面对知识极大丰富而真感觉
却相对匮乏的现实，很多人都生
存在“应该”和“但是”与身体的
阻力之中。

我们应该主动地展现自己，
但是与人交往的一瞬之间，我们
却选择了被动或躲避。我们应该
再沉稳一点，再细致一点，但是
在互动的过程里我们却浑然不
觉，行为依然如故。我们应该很
有话题很有资源，但是关键时刻
自己的头脑却是一片空白。我们
应该不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但
是自己不但做了，而且还做了不
止一次。那如何实现人际关系良
好沟通？如何破解当众讲话紧张
呢？如果你想拥有魅力表达，渴
望成为沟通高手，那就请你一定
不要错过这次沟通的盛宴。

时间：2010 年 12 月 25 日
（周六）上午 9 ：00

地点：山东省图书馆一楼报
告厅 (二环东路 2912 号)

联系电话：85590666
公益讲座，无需领票

“大众讲坛”预告

与身体对话：

破解有效

沟通的密码

○叶小文：中央社会主
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
长，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
会长，著名学者，著有《小文
百篇》、《多视角看社会问
题》、《化对抗为对话》等多
部著作，本栏目特邀顾问。

对人的需要及其满足的选择，中西文化的表现大不相同。中国人主张“知足常乐”,西方人更
喜欢向事物的极限挑战。

有缺损

就补之

韦编三绝修书志，
读书勤奋亦爱惜。
书页破损恐德损，
及时补治文德懿。
选自都香大成图片版《弟

子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