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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水县珍珠泉小学副校长张学勇

传播乡村儒学，他十年乐此不疲

□ 丰家雷

(一)
子贡和子路都是孔子的

得意门生，都在孔门十哲之
列。《吕氏春秋·察微篇》记载
了他们俩的故事。

关于子贡的故事，大意是
这样的：春秋时期的鲁国有一
条法令，如果鲁国人在其他诸
侯国发现同胞沦为奴隶的，有
人能把他们赎回来，则可以到
鲁国的国库中报销赎金。子贡
从其他诸侯国赎回了做奴隶的
鲁国人，但他没有接受官府的
赎金。

孔子批评他此举失当，认
为圣人所做之事，重在改变风
俗习惯，影响老百姓的行为，而
并非只适合自己的个人行为。
现在，鲁国富人少穷人多，子贡
赎回奴隶后根据法令拿应得的
酬金，这并没有损害行为本身
的价值，但如果不拿应得的酬
金，那么从此以后，鲁国就少有
人再愿意为同胞赎身了。

子路的故事则是这样的：
子路救了一个落水者，落水者
为了表达感谢，送了他一头
牛，子路收下了。孔子听后很
高兴，说从此以后鲁国人一定

会有更多人勇救落水者。
孔子作为大思想家，的确

见微知著，洞悉人性。按照我
们普通人的想法，一定会认
为，子贡道德高尚，高风亮节，
做好事不求回报；而子路则差
了些意思，因为他虽然做了好
事，但也接受了酬谢。

孔子曾有言，“万事，不过
义、利二字而已”。鲁国法令的
本意，便是让人们把落难同胞
从外地赎回来，事后得到国家
的补偿和奖励，这样一来，行
善举的人既不受损失，还会得
到人们的称赞，长此以往，就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做善事。

而子贡的做法，固然为自
己赢得了好名声，但同时也拔
高了人们对“义”的标准，无形
中把“义”和“利”对立起来了，
长此以往，那些赎人之后再去
向官府要钱的人，可能就得不
到人们的赞扬，反而会被嘲
笑，甚至责难。

从这个意义上讲，子贡的
做法的确不是一件善举。

反观子路，表面上看起来
不拘小节，但他没有去刻意地
提升“义”的标准，行善后毫不
介意接受回报，普通人就会愿
意效仿学习他的行为，能够以

他为榜样。有这种“义”“利”平
衡的社会行为导向推动，良好
社会风气也就不难实现了。

(二)
后来，子贡在儒家思想的

浸润下不断成长，成为了儒商
的开山鼻祖。人们常说的“端
木遗风”，就是指子贡留下来
的诚信经商的风气。“君子爱
财，取之有道”说的也是子贡。

儒商是儒家思想在商业经
济活动中的具体实践者，经济行
为带有浓重的儒家文化特色，

“商”是本质，“儒”是特点，其价
值观的核心就是义与利的关系
问题。《左传》中这样记载孔子认
为的义、利关系：“礼以行义，义
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
也。”用礼法维护道义，用道义产
生利益，用利益来使老百姓太
平，这是治理国家的关键。

经济是社会的重要组成
部分，发展经济，追求利益是
社会前进的动力。

儒商是把“商”的职业和
“儒”的道德规范、伦理品质结
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活动主
体，所强调的价值观念是义利
并举、义以生利、先义后利。这
也是儒商有别于其他商人的
重要标志。

这个道理不难理解。一个
企 业 只 注 重“ 义 ”，不 注 重

“利”，只有付出，没有回报，企
业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
木，或许一时高歌猛进，但不
会长久，很快就要虚脱。

在商言商，谋“利”是商人
的本分。可若只注重“利”，企业
也无法长久。因为企业是经济
主体，是要与其他人、与其他经
济体打交道的，也要在互利互
惠中实现价值交换。如果唯利
是图、利欲熏心，眼睛只盯着自
己的“利”，不顾及其他人和公
共的“利”，甚至把个人的“私
利”凌驾于大众的“公利”之上，
那么必然会众人防之若贼，路
子越走越窄，到头来只能被市
场抛弃。让别人无利可图，注定
自己也会无路可走。

(三)
义与利并非天生对立，有

时候，义就是利，是公利，是整
体的、公共的、长远的利。儒商
强调的义就是把公共的利益
放在个人的私利之前，私利不
应该损害公利。而“利”的终极
目的也是服务于“义”，葆有救
世济民的忧患意识，并承担起
达则兼善天下的社会责任。

义与利的背后是文化与经

济，它们的关系也就是意识与
物质的关系，物质决定意识，
意识反作用于物质。儒商精神
对于经济行为能起到积极的
促进作用，用“义”规范引导约
束“利”，则经济健康发展，公
共秩序有序循环，社会风气向
上向善。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传承儒家文化，弘扬儒商精
神，目的就在于让更多的企业
接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在经济
活动中践行现代企业的道德
伦理和价值取向。

新时代儒商精神所追求
的义利并举，就是中国传统商
业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
相融合的精神产物，是儒家文
化的重义原则与市场经济的
重利法则的对立统一。其实践
的最优结果是既躬行了“仁、
义、礼、智、信”的儒家准则，又
创造了灿烂的商业文明。两者
的有效整合，就是推进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的“金钥匙”。

(作者系济宁学院党委副
书记，山东省干部教育培训好
课程讲授人，中共济宁市委党
校特聘教授，济宁市作家协会
会员)

子贡赎人、子路拯溺与儒商精神

因材施教

吸引儒学爱好者

“ 子 曰 ：‘ 学 而 时 习 之 ，不 亦 乐

乎……’”落日余晖刚刚散去，泗水县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中心的洙泗学堂里，便

会陆续迎来许多的家长和孩子。不一会儿

的工夫，灯火通明的讲堂里就传出了朗朗

诵读声……

这是泗水县尼山圣源书院麾下的读

书会每周一次的亲子共读活动，讲台上

的引领者，名叫张学勇，是泗水县珍珠泉

小学的副校长，也是这个读书会主要组

织者之一。

“2014年，经朋友介绍，我加入了乡

村儒学讲师团志愿者，成为了一名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的志愿者。”张学勇说，工

作之余，他经常放弃休息时间，到学校、

到社区、到乡村去宣讲、去传播优秀的传

统文化。

从农村乡下，到城镇社区，再到中小

学校，听众的年龄不同，文化层次不同，理

解能力不同，这对讲师是一个极大的考

验。张学勇说，“在乡村和城区讲授的选题

内容不一样，所以每周讲述几十分钟的内

容，都要用好几天来完成。”虽然非常辛

苦，他却乐此不彼。他经常说，做自己喜欢

的事，是一种幸福。

为了让更多村民、学生喜欢上自己

的课，张学勇结合生动鲜活接地气的案

例故事，利用自己风趣幽默的语言，把深

奥难懂的章句，解读得浅显易懂。把理论

与群众生活相结合，非常接地气，深受广

大听众的喜爱。

深耕经典

传统文化传播者

为了丰厚自己的文化底蕴，张学勇把

阅读的重点放在了儒家经典上。先后自费

购置了几千元的相关书籍，认真研读，单

单是一部《论语》就历时十年反复研读至

今，仅电子版的读书笔记就记录了40余万

字，还写下了许多的心得体会。

“越读越感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博大精深，越读越觉得传承优秀传统文

化的重要性……”正是有了这样的体会

和认识，他立志要做传统文化的学习者

和传播者。

“在那段特殊的时期里，一到以往读

书的时间，许多家长和孩子都打来电话，

发来微信，询问什么时候开课。”张学勇

说，随着线上教学的开展，张学勇也受到

了启发，既然线下不能聚焦，读书活动也

可以改成线上行啊！说干就干，他先后尝

试了钉钉直播、视频号直播等，利用网络

媒体继续宣讲着……再后来，至善学院开

设了工作室，每月讲一次《论语》坚持了两

年多，讲了29场了，有30多万人在线收听

过。

“我们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

的思想道德教育内容，博大精深，我们每

个人都有义务和责任去挖掘，去宣讲，去

传播，让更多的孩子和家长从中受益。”

张学勇说。未来，他将继续深耕以《论语》

《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不断提升传

统文化素养，结合自身实际，坚持做好社

区公益传统文化宣讲，用自己幽默风趣

接地气的宣讲，在更多的孩子心里播下

传统的种子，做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者、

传播者、点灯人。

丁安顺 济宁报道

每周一次，每次一个小时，看似简单又容易的事情，张学勇坚持了十余年。自2014
年参加乡村儒学讲师志愿者开始，他开始接触儒学，线下到乡村、到社区，再到中小学
校，讲授儒学，后来张学勇在线上教学，同时还在网络上的至善学院建立了工作室，每
月讲一次《论语》坚持了两年多，讲了29场，他积累的学习笔记近40余万字，网络直播课
程播放量达30多万次。

张学勇在给孩子们讲授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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