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语·先进篇》中记载，孔子曾让几个弟子各言其
志。当子路、冉有、公西华分别说出自己的志向后，曾皙
接着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
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赞同他的主张，喟然
叹曰:“吾与点也！”

在舞雩台上吹吹风，是孔子的乐事。回到曲阜，怎
能不看看那座留存孔子欢声笑语的舞雩台呢？

在舞雩台周边寻了好几圈，直到看见“浴沂路”“舞
雩台路”“咏乐路”，我才确定目的地到了。

经过两千多年风雨侵蚀，舞雩台早变成了一座大土
堆，台上长满了树木和杂草。附近的居民正围着舞雩台
一圈圈散步，个个精神抖擞，似乎舞雩台天然能带给人
们无尽的动力和乐趣。一名居民告诉我，早些年，舞雩台
还可以登上去，后来四周修起围栏，就只能远远观瞧了。

舞雩台毗邻沂河，是鲁国祈雨用的高台，在鲁国故
城南门之外。两千多年前，孔子曾带着一众弟子来此郊
游，游游泳、吹吹风，谈谈志向，踏歌而回。没了繁文缛
节，没了师道尊严，在这里，每个人可以尽情回归自然、
率性而为、逍遥自在、恬淡适意……在我看来，舞雩台上
的孔子比大成殿神龛里的孔子更加真实。

遗憾的是，这次没能像孔子般到舞雩台上看看。随
后，我沿着舞雩台路继续行走，终于看到了视野更加开
阔的沂河。

为了跟临沂的沂河区别，曲阜的沂河又叫“大沂河”。

它源出曲阜东南的尼山附近，流经曲阜、兖州，汇入泗水。
“大沂河”堪称曲阜的母亲河，城南的沂河公园便是

当地专门打造的一处滨河公园。公园属于开放式公园，不
售门票，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大门，很多地方都可以出入。

沂河公园建设了展示儒家五德文化的“忠、孝、廉、
勇、和”5个主题园林，步入园内，随处可见具有儒家文
化特色的雕塑、木刻、碑刻、篆刻等，让游人在欣赏美景
的同时，感受到浓郁的儒家文化熏陶。

最耀眼的当数跨河而过的大成桥。大成桥是连接曲
阜古城区与曲阜新区的重要桥梁，虽然是全新修建，但
是融入了古典廊亭、汉代宫阙的元素，令人耳目一新。

站在桥下，从侧面望去，大成桥按九孔设计，栏板、
抱鼓石、坐凳以及各种神兽的雕塑颇为精致。仔细端
详，桥洞之间各有一幅浮雕，分别雕刻着代表“八音”的
古代乐器。每个桥洞正上方雕刻着一种凶猛的神兽，寓
意能吓走洪水等危害，确保大桥安全。另外，每个桥墩
下还趴着另一种石雕的神兽，造型源自传统文化中的
镇水兽。可以说，这座年轻的桥梁本身就堪称一部传统
文化的教科书。

凭栏远眺，宽阔的沂河碧波荡漾，两岸绿树青葱。
这条古老的河水，曾伴随孔子几十载，留下了他对家乡
的诸多回忆。

风云变幻，山水情长。一年又一年，孔子的故事还
会在这方土地延续下去。

公元前494年，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后，执掌鲁国
国政的季康子不想让人才继续流失在外，派出三名特
使，带上重礼到卫国将孔子迎请回国。

再次踏上故土，孔子已经六十八岁了。望着魂牵梦绕
的曲阜城，回味这些年的种种经历，孔子似乎已脱胎换骨。
年近七旬的他看淡了政治，转而把更多精力放到学术上。

追寻孔子的脚步，我来到了洙泗书院。
洙泗书院位于今曲阜城东北四公里处，孔子人生最

后的五年，大部分是在这里度过的。孔子周游列国返鲁
后，曾在此设教讲学、删诗书、定礼乐、整理古籍。东汉时

“诸弟子房舍井瓮犹存”，光武帝刘秀还曾来此凭吊。
虽说现存的洙泗书院在曲阜的旅游版图上并不起

眼，但它在中国文化史上却是个了不起的存在。“六经”
中至少有四部是在这里定型的，“洙泗”二字甚至成为
孔子、儒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

沾孔子的光，洙泗书院所在的村子就叫作“书院
村”，让人好生羡慕。洙泗书院处在泗水之南、洙水之北
的一块平原上，离最近的公路还有段路程。书院周围被
农田包裹着，东侧是一片不大的村舍。

走到这里，似乎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这一刻，
脑中一下子浮现出那句名联：“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
事读书耕田。”我忽然明白，孔子晚年为什么不在曲阜
城里搞学术、办教育，而是选择了这么一处今天看来仍
有些荒凉偏僻的地方。

孔子的心静了。他只想安安静静做个老夫子：推行
政治主张无望，那就把有限的人生用来教好学生、整理
好文献吧。或许，这是他能为这个社会做的最后贡献。

洙泗书院古称“先师讲堂”，元初毁于战乱。公元
1337年，孔氏子孙在旧址上进行重建，开堂教学，这才改
叫“洙泗书院”。走进书院，双眼掠过苍劲古老的翠柏，

凝望暗红色的大门，端详讲堂中的夫子像、四圣像，孔
子秉烛夜读、埋头著书的场景似乎浮现了出来。

常年在此值守的陈茂东告诉我，书院的大门是
2017年5月重新向公众敞开的，原本这里一直处于封闭
式管理状态。尽管现在已经免费开放，但是每天来参观
的人仍然屈指可数。“曲阜的文物、旅游资源太丰富了，
除非是专门来寻找，否则很少会有人过来。”说这话时，
陈茂东的脸上流露出了惋惜之情。

曲阜当地文物部门也意识到了问题，为了让洙泗
书院的文化效应发挥出来，专门成立了洙泗书院国学
院。国学院依托洙泗书院现有的讲堂硬件，经常在这里
开展一些国学讲堂及公益教育活动，邀请国学大师、各
界学者举办讲座、研习班，真正发挥书院的功用。

除去“儒家文化正源”“儒家祖庭”的光环，当洙泗
书院回归到书院的本真，它的价值越发凸显，随之，它
的生命力也重新旺盛起来。

B 舞雩台上吹吹风 沂水河畔观自在

A 不畏浮云遮望眼 洙泗书院有余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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洙泗书院位于曲阜城东北四公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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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孔子最近的时光

“孔子周游列国”这六个字，几乎人人听过，可
要细问孔子为什么周游列国、游过哪些国家，绝大
多数人说不清楚。我们对“孔子周游列国”的认知
是这样，对孔子和儒家思想的认知又何尝不是这
样？

为了对孔子有更加深刻的认识，过去的三个
多月里，我踏上了重走孔子之路的旅程：曲阜、汶
上、兖州、邹城、临淄、博山、定陶、郓城、菏泽、泰安、
临沂、郯城、费县、商丘、夏邑、安阳、汤阴、郑州、新
郑、淮阳、濮阳、驻马店、信阳、平顶山、开封、洛
阳……行程累计达上万公里。

那天从郑州到信阳的高铁上，我发现窗外正
在收麦子，这才意识到已是夏天。时间过得真快，
依稀记得从曲阜出发时，这轮小麦才刚刚返青。

鲁、齐、郯、曹、卫、宋、郑、楚、周、陈、蔡……这
一路，不仅把孔子晚年十四载周游列国的路线基
本走了一遍，而且把孔子早年去过的一些地方，以
及与夏商周三代相关的重要节点也陆续走到。

这段行程，是我距离孔子最近的时光。
孔子一生吃的苦比享的福多。他是靠学习改

变了自己的命运，找到了养家糊口的路子，重新赢
得社会的尊重。在此基础上，他办学收徒，于游历
中进一步增长了见识。他是一流的学者，却是那个
时代最不入流的政治学家，在列国国君身边接连
碰壁十多年，最后还是回老家埋头做起学问。

人在苦难中往往最真实。孔子说自己是“三十
而立”，可三十岁后，很多时候，孔子都是在“自讨
苦吃”。以他的智商、情商和威望，完全可以在周游
列国时，为自己和徒弟们谋求更多的福利，然而在
道义面前，他不愿意向权贵低头，落得了“累累若
丧家之犬”的狼狈相。有人以此嘲笑孔子迂腐，可
走完一圈下来，我却觉得孔子迂腐得有些可爱，甚
至可敬。世人尽言孔子谦谦有礼，孟子义正辞严，
可谁又能体会到孔子骨子里那股刚毅？

这在傅佩荣教授眼里是孔子身上“知识分子
的使命感”使然。搁在以前，我对此解释或许只会
一笑了之，可重走了孔子之路，我已深信不疑。我
确信，孔子的确是个以天下为己任、爱别人胜过爱
自己的人；我确信，在真正的儒者眼中，个人的富
贵得失总能让位于世道人心。

孔子并非天生圣贤，他的思想主张是在行走、
游历的过程中逐渐完善的，《论语》收录的孔子言
论，正是孔子在人生路上不断思考而来的。很多人
觉得《论语》内容很散、不成体系，可换个角度看，
孔子从不提倡“坐而论道”，这部写在大地上的《论
语》，不是更有生活气息和实用价值吗？

一路走来，我看到了许多和孔子有关的真遗
迹、假遗迹，听到了许多和孔子有关的真故事、假
传说；一路走来，我与许多普通民众、专家学者、热
心人士探讨了彼此眼中的孔子；一路走来，我看了
沿线各地的文物古迹、考古发现、非遗传承、文化
旅游甚至城市规划、市政建设、城市文明等情况。

用孔子留下的一些方法，带着怀旧之情和崭
新头脑，看看沿线各地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其收
获绝非坐在屋里、守着电脑能得到。由于个人的水
平所限，难免在路上会错过一些风景，但此轮采访
告诉我，做“半个”亲历者，总强过做个旁观者和评
论家。知行合一，什么时候都不过时。

晚晚年年，，孔孔子子又又回回到到了了鲁鲁国国。。他他不不
再再执执念念于于政政治治，，而而是是把把最最后后有有限限的的精精
力力用用在在了了整整理理““六六经经””上上。。洙洙泗泗之之间间，，
他他为为中中国国文文化化的的传传承承做做出出了了不不朽朽贡贡
献献；；舞舞雩雩台台上上，，他他留留下下了了中中国国文文人人的的
豁豁达达与与淡淡然然。。

□文/片 本报记者 张九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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