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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 鲍震培

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
尔 文 学 奖 ，“ 一石激 起 千 层
浪”，人们在追问莫言，追问中
国文学，无论是媒体还是公众
都对莫言获奖表现出极大的
关心。被推到风口浪尖上的莫
言本人的表现令人佩服，首先
是他的态度非常真诚，从最初
听到获奖消息的“惊喜而惶
恐”到宠辱不惊的淡定和对批
评意见的虚心接受，坦然受
之，泰然处之，表现出一个大
作家的风度。再有就是他在各
种场合思维敏捷的侃侃而谈，
表现出中国作家的才华横溢，
最主要的当然是小说写得好，
所以莫言获奖是实至名归的。
有人纠结于我国首个诺贝尔
奖是文学奖而不是科学奖或
别的什么奖，似乎它的含金量
或有用性没有后者重要。但是
笔者不禁要问这仅仅是一个
文学奖吗？仔细想想获奖的意
义实在是超出这个奖本身的。

当莫言代表黑头发黄皮肤
的中国人第一次站在诺贝尔文
学奖的领奖台上，我们为同胞
的荣耀感到了民族的自豪。莫
言获奖是我国文化软实力提高
的表现，是作家莫言让世界认

识了中国，认识了中国文化。莫
言自认：“我的文学表现了中国
人民的生活，表现了中国独特
的文化和风情。”他的获奖离不
开中国文化的魅力。莫言获奖
说明传统的中国文化进一步被
世界认同，中国文化正在进一
步融入世界。我们常常挂在嘴
边的一句话是：民族的便是世
界的。在民族之光与世界之海
中，沟通的唯一桥梁在于对话，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
化的今天，对话显得尤为重要。
正因为我们过去的封闭和僵
化，缺少和世界的对话，很多国
家和人民并不了解现在的中
国，莫言获奖是一个好的起点，
更多的文化产品将不断展示博
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振起世纪
雄风，迈出国门，迈向世界。莫
言获奖证明了中国文化的实力
再不可小觑。醉翁之意不在酒
而在乎山水之间，莫言获奖不
在莫言之伟大，而在中国文化
之雄风大振。这是莫言获奖给
我们的第一个启示。

小说或文学是一个民族的
语言文化，通过描写和刻画人
性，反映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
和国民性格。莫言获奖营造了
一个文化平台，意味着世界将
通过中国作家的作品来重新欣

赏和审视中国，来品味中国人
的精神。中国传统文化讲天人
合一，讲注重现世，讲以民为
本，整体上与西方文化以神为
本的有鲜明宗教精神的文化有
很大的不同。孔子的“淑世精
神”不是只考虑个人的解脱，不
避世归隐山林，而是“知其不可
而为之”，一生为实现“道”的主
张，四处奔波，发愤忘食，不知
老之将至。中国历代文人也是

“先天下之忧而忧”，为天下苍
生疾苦鼓而呼的。鲁迅弃医从
文，以笔做解剖刀入木三分地
揭示国民劣根性，“直面人生”，
探索救国救民之“路”。鲁迅、老
舍、巴金、曹禺、闻一多等前辈
文学家，是敢于面对淋漓鲜血
的真正勇士。当下依然有一大
批作家有志于“道”，以“舍我其
谁”的担当讴歌时代，砥砺前
行，用个人的努力改善世界，最
贴近文学的本质。《红高粱》也
好，《蛙》也好，魔幻只是手法和
躯壳，精神本质是现实主义的。
莫言获奖是世界文坛对中国文
学一贯秉承现实主义传统的一
种肯定，对中国作家一贯关注
人文精神的一种肯定。中国历
代作家与当代文学关注和提倡
的，也符合世界文学发展的潮
流。这是莫言获奖给我们的第

二个启示。
最后，笔者以为，莫言获

奖是克服文学边缘化、繁荣严
肃文学创作的路径指南。曾几
何时，文学被边缘化了，“娱乐
至贱”、“娱乐至死”甚嚣尘上，
文学堕落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虚无缥缈的想象。孔子说：“巧
言令色，鲜矣仁。”从娱乐圈到
文化界，到处是“巧言令色”的
八卦恶搞，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的腹黑术，网络上银屏上弥漫
贴着“高富帅”、“白富美”标签
的拜金主义，灯红酒绿、不知
今夕何夕的享乐主义……使
人的心灵迷失和受到污染，难
怪现代中国人浮躁焦虑迷茫
成了通病。人生的意义在哪
里？人间正道在何方？人的终
极关怀在哪里？这些问题都亟
须文学做出相应的回答。

因此我们要重新寻找滋
润心灵净土的“荷塘月色”，必
须重新正视严肃文学，我们需
要对人性人生真理的高品位
提升，对社会现实问题深刻而
理性的剖析，需要依据中国文
化所蕴涵的价值观、人生观来
传递正能量。只有这样，当我
们在物质上达到小康水平时，
我们的精神世界才能获得同
样健康的发展！

“莫言热”背后的文化思考
[ ]身边的传统

至智知止

□ 纪慎言

有意识地问过几个开车的
年轻朋友，开车时最怕的是什
么？他们大概都叫赵本山的“脑
筋急转弯”给忽悠苶了，大多思
考半天之后却没有说出自己的

“最怕”来。于是我就替他们说出
了答案：最怕站不住。听了我的
答案，对方大都长舒一口气，然
后叹服。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
车开不动最多是急出一头汗来，
而开动的车辆如果刹车失灵站
不住了，就很可能要出人命！

由此看来，“止”在人们的生
存与生活实践中与“行”同样重
要，有时甚至比“行”还重要。然
而，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
点，或者说他们根本不知道在自
己的人生字典里还有这么一个

“止”字，就像有些人不知道世界
上还有“羞耻”二字一样。

于是，许多人一意孤行，不
撞南墙不回头，甚至撞了南墙也
不回头。譬如贪官们的贪欲，赌
徒的胜欲，色鬼的淫欲，盗贼的
物欲，等等。这些人在最后的身
败名裂之前，没有一个人是能够
进行自我控制的，他们在邪恶欲
望的强力促使下，有了作孽的开
头就从没有想到过停止，就像开
着一辆危机四伏的破车，却从没
有想到过刹车的事儿。当然，在
现实生活中真正因为没有想到

“刹车”而致死的贪官、赌徒、色
鬼和盗贼都不多，只是在他们做
了囚徒之后，才猛然醒悟言称

“自己过去做了傻人傻事”。
这倒是实话，他们虽然都貌

似“聪明”但却是傻人做了傻事。
所谓“至智知止”，就是说人达到
智者的境界时一定会知道有些
事情当止则止；或者说，头脑清
醒的聪明人必然知道自己控制
自己，知道及时纠正自己，最起
码知道“适可而止”。因此，从某
种意义上来说，知道放弃干不该
干的坏事要比知道干好事难得
多。“知止”难能可贵，而“止”的
前提是能“知”。

《大学》中有“知止而后有
定”，不过此“知止”说的是知道

“止于至善”中的那个“止”，而非
笔者所说的知道停止或者禁止
的“止”。但是，儒学推崇的“仁义
礼智信”中明确了“智”的不可或
缺。而“智”在古文中与“知”通
用。因此这里的“智”或曰“知”就
是《大学》里的那个“知止”，知道
至善的目标所在，进而自己奋力
修身养性去达到至善的境界。按
通俗的话说，就是“知情达理”或
者叫“知书达理”，退一步说就是
要知道好歹，知道香臭；知道什
么事该做，知道什么事不该做。
归结成文言就是：知耻，知止。而
知耻又知止的人，才是真正的智
者。

当过兵的人都知道部队里
强调最多的就是“令行禁止”，
即：有令则行，有禁便止。带队的
喊“跑步——— 走！”大家能够一起
跑步；而当喊“立——— 定”时，许
多人可能不能立刻停住，这时往
往就会出现混乱。

因此，笔者以为，如今社会
上出现的某些乱象，许多时候不
是因为有令不行，而是因为有禁
不止。

《红高粱》也好，《蛙》也好，魔幻只是手法和躯壳，精神本质是现实主义的。莫言获奖是世界文坛对中国文学一贯秉秉承

现实主义传统的一种肯定，对中国作家一贯关注人文精神的一种肯定。中国历代作家与当代文学关注和提倡的，也符合合

世界文学发展的潮流。

子路不读圣人心
子路忠诚、勇敢、仗义。然而，搞不懂的是，在子路生前，大彻大悟的孔老师却极少红圈表扬，相反，批评教育却如

家常便饭。这是为什么？细读《论语》实录，不难发现一个奥秘：子路不读圣人心。不读的结果，力没少出，好没落下下，有

时想拍个小“马”，竟然拍到了马蹄子上。

□ 于永军

说子路，脑海不禁浮现出
这样一个形象：头戴雄鸡式的
帽子，佩戴着公猪皮装饰的宝
剑，赳赳武夫般侍立在孔子身
后。俄而，叠化成了他为老师
生病默默祈祷，为老师病重破
格准备后事；他独自划着小木
筏，载着敬爱的老师海上漂
流；卫国内乱，他舍身救主，身
中乱刀，挣扎着系好帽带，以

“君子死、冠不免”之誉，维护
了一代贤人的最后尊严……
就这一切而论，子路忠诚、勇
敢、仗义。然而，搞不懂的是，
在子路生前，大彻大悟的孔老
师却极少红圈表扬，相反，批
评教育却如家常便饭。这是为
什么？细读《论语》实录，不难
发现一个奥秘：子路不读圣人
心。不读的结果，力没少出，好
没落下，有时想拍个小“马”，
竟然拍到了马蹄子上。

先说那桩“子欲往”（《论
语·阳货第十七》）。孔老师视为
政做官为实现自我价值的第一
要务，虽说当过几个月大司
寇，办了一个老给他上眼药的
少正卯，但总感觉只是过了一
把瘾，每每热望有朝一日东山
再起、鹏图新举。好不容易机会
来了：鲁国公山不狃、赵国佛
肸，各在当地拉杆子，相继下聘
书请圣人出山。此时，孔老师心
中的那个乐儿，无以言表。作为
弟子，即使不愿“顺杆爬”，起码
也应理解老师那种久旱逢甘霖

般的喜悦。子路可倒好，两番均
施以“不说”，等于兜头泼孔老
师一盆凉水。尽管，圣人分别以

“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和“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
食”，作了强势回应,但从《论语·
阳货》实录来看，正是由于子路
的明确反对，搅黄了圣人的复
出梦。不否认，子路不愿让老
师去趟那两档子浑水，乃出于
维护圣人形象的良好动机，可
他却忘了设身处地替孔老师
想一想，对于一个年过半百的
老人来说，错过机会意味着什
么；他似乎更不理解一个自我
价值感极强的人，逢天下掉下
个赏识在心底里井喷出的那种
美气。当这一切成为过去，夜阑
人静之时，孔老师瞪大两眼难
以入睡，思量自己终生壮志未
酬、真的“像匏瓜一样挂在那
儿”，对子路的“不说”还能不心
生恼怒？假如换成他人，弄死你
的可能都有，遑论传你什么知
识了。

再说那则著名的“子见南
子”。孔老师对自己学问之高深
特自信，总以“文王既没，文不
在兹乎”而自负，一有机会便想
秀一把。这一天又见良机：卫国
国母南子慕名相邀。这南子，乃
卫国第一大美人，好比后来的
西施、貂蝉、王嫱、杨玉环，虽说
有点绯闻，但并不妨碍圣人走
秀。不知孔老师见了大美人出
了点什么状况，也不知捅了什
么娄子，子路竟逼着老人家发
誓撇清。《论语·雍也》如实记了

一笔：“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
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
厌之!’”这个发誓，换成白话就
是：我要是有你说的那种事，天
打五雷轰，让我不得好死。也不
否认，子路此举主旨仍是维护
圣人的伟大形象，可他并没想
到自认有话语霸权的孔老师，
似乎更喜欢那种让小女子美目
盼兮、被人叩头膜拜的神圣感
觉。逼老师发毒誓，硬硬往墙角
上推，这种率直简直叫人吐血，
让谁摊上心里都会添堵。

更搞笑的是，一次某县尹
叶公考核孔老师，以“如何评
价孔子”为题找子路谈话。这
可是溢美老师的机会呀，即使
你没有“颜回喟然叹曰”那等
灵光，至少嘴边也应溜达出一
些“不错”、“挺好”之类的赞
语。焉知考核过程中，竟出现
了一个奇观：“子路不对。”

（《论语·述而第七》）不对者，
不回答、无语也。这里，固然不
排除他对老师有一种“小老虎
啃天”——— 不知从哪儿评说之
可能，但这当场失语，意味着
什么？雷同圣人缺群众公认、
少群众口碑。于是，引出了圣
人如是发声：“女奚不曰，其为
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
知老将至云尔。”我晕，你为什
么不这样说：“他这个人嘛，学
起道术来毫不倦怠，教起人来
全不厌烦，用起功来连饭也会
忘了吃，求道有得高兴起来，
什么忧愁都可以忘掉，甚至于
连衰老就将到来也不知道了，

等等。”诚然，这里没有显示圣
人大为光火，但换位思考不难
想象，特喜欢“好评”的孔老
师，心里窝火是了然的。

至于那个“子疾病”闹剧，
我倒更倾向于乃子路唯一的
一次对孔老师施以心灵抚摸。
可惜，又如“南人食蛇”，严重
小看了圣人之崇高境界。开场
是，孔老师得了重病，眼看就
要翻白眼。子路或许想让自己
一直惹气的孔老师临终荣一
把，自作主张以大夫的规格准
备后事。正忙活着呢，未曾料
想阎王那儿没空，圣人一缕真
气不散，活了过来，特强调周
礼等级的孔老师，看着弟子们
都扮作家臣的样子，心里那个
气呀：这个仲由，总是鼓捣一
些不着边际的事，我明明没有
做过大夫、没有家臣，却偏偏
要装作有家臣，这不是欺天搞
笑吗？接下来的收场，《论语·
子罕第九》有个记录：“久矣
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
臣，吾谁欺，欺天乎？”显然，孔
老师又差一点儿气背过去。

北宋名臣包拯有首《书端
州 郡 斋 壁 》，其 中 有 这 样 两
句：“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
谋。”多年来咱特崇尚，一直
大鼓特鼓，而今了然：原来这
个“直”，并非“放之四海而皆
准”，同样需要因人而异、因
时而动，也因此需要修炼“读
心”的功夫。唯予不信，试看
子路。圣人门下尚且如此，何
况他者乎？

有
此
一
说

悟
在
当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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