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百家论坛
审稿：朱长青 责编：刘振华 版式：张 凌 总检：尹一冰2022年7月26日 星期二

余光中先生曾在不同场合对
不同的人说：“请问，孔子与曾子
一起出行，是孔子走在前还是曾
子走在前？”听者无不面面相觑，
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先生不紧
不慢地道出：“肯定是曾子在前
呀！争（曾）先恐（孔）后，不是众所
周知的事吗？”众人先是惊愕，继
而哄堂大笑。

一天，孔子曰：“吾道一以贯
之。”这句话很抽象，似有故作高
深之嫌。曾参听后，毕恭毕敬地回
道：“是的，学生知道了。”孔子讲
了什么，其他的学子如坠五里云
雾，莫名其妙。就好像老师刚刚举
起一支粉笔，立刻有人说：“懂
了！”老师刚一离开，学子们纷纷
围住曾参：你跟老师打什么哑谜？

老师一定是用暗号传递最高
深的学问！同在一个学堂，为什么
只把好学问传给曾参一个人？学
子们的心理不平衡了，缠着曾参
挖根究底，定要问出个子丑寅卯。
学有先后，参差不齐。曾参没法和

他们解释清楚，乃曰：“夫子之道，
忠恕而已矣。”

这个答案很标准，也很含蓄，
而且蕴含着另外一层意思：你们
的道行不够，说了你们也不懂。后
来，曾参将“答案”编入《论语》：

“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天下之事千头万绪，但当
首先做好自己，别人不喜欢的，不
可以强加于人。

“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
曾子，名参，字子舆，春秋末年生
于鲁国。曾子凭着超越时代的思
想理念和治国之策，获得多位国
君的垂青。但他放弃了所有的高
官厚禄，甘为庶民。“士不可以不
弘毅，任重而道远。”寥寥数语，掷
地有声。人生匆匆，曾子的一生克
守礼约、躬耕孝道，包含着苍松翠
柏一般的人物品格，骨子里有太
多的铮铮之音。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
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
乎？”曾子每日闭门思过，扪心自

问、自律自纠，将自己的所作所为
重新过滤一遍：是否尽心尽力，是
否待人以诚，是否做到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言行一致，在曾子
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一日，他的
妻子要去赶集，小儿子要跟着去。
妻子哄孩子说：“你听话，我赶集
回来杀猪给你吃。”儿子安静下
来，眼巴巴地望着妈妈远去。妻子
回来后，早把杀猪的事忘到九霄
云外。儿子追着母亲说要杀猪，妈
妈说等猪养大了再杀。曾子得知
事情原委，立刻就去捉猪。妻子连
忙说道：“我是哄小孩子的，你怎
么就当真呢？”曾子说：“小孩尚且
年幼，你今天欺骗他，他长大以后
就会欺骗他人，这不是教育孩子
该用的办法。”曾子便把猪杀了。

孝行，在曾子的思想和行为
当中，自始至终占据着最突出的
地位。“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曾子认为，孝对于社会安定、家庭
和睦至关重要。曾子以身垂范，专
心侍候父母，完整地诠释了“孝”

的含义。曾子追随孔子二十一年，
耳濡目染，努力修学，终得孔子真
传。其“修齐治平”的政治观，“内
省、慎独”的修养观，“以孝为本”
的孝道观所焕发的思想光辉，贯
穿华夏文明历史长河，成为中华
民族的文化瑰宝。

孔子过世之后，子夏、子游、
子张等人发现一位叫做有若的巨
贾，这人非常有钱，而且面貌很像
孔子，几个人吵吵着要把有若当
做孔子一样侍奉。曾参说道：“老
师的德行像长江的水洗过，像秋
天的阳光晒过，清净洁白，无以复
加，怎么只求面貌相似呢？”一句
话制止了几个学弟的荒唐行为。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多次在讲
话中谈及中国知识分子“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
怀。由此可见，研究和传承曾子
思想学说，是社会的需要，也是
时代的呼唤。

（曾湘恒，邵东人，中国金融
作家协会会员）

◆思想者营地

士 不 可 以 不 弘 毅
——曾子思想浅谈

曾湘恒

孙女准备参加某机构举办的讲故事比
赛。在家预讲时，她最后说道：“谢谢大家聆
听。”我要她去掉“聆听”二字，孙女不肯，说比
赛规定的模板就是这样的。无独有偶，单位请
人来讲课，课讲得不错，大家也听得认真，但
课件最后的“谢谢聆听”四个大字，给听者泼
了一瓢冷水。

“聆听”本是敬辞，指恭敬、虔诚而认真地
倾听。这个词一般表示下级听取上级的讲话、
指示，或者晚辈接受长辈的教诲、教导，说出
这个词的应该是听者而不是说者。平级、同辈
之间也有用到这个词的，但也只能出自听者
之口，表示自谦和敬人的意思，比如“聆听教
诲，顿开茅塞”。如果讲者对听者说“谢谢聆
听”，势必给人以大言不惭的感觉，觉得他把
自己放在长者、尊者的位置，把自己的话太当
回事了。

中国是礼仪之邦，谦虚是传统美德。所以，
我们只能“聆听”别人的意见，不宜让别人“聆
听”我们的讲话。讲者即便是长者、尊者，倘若
说出“谢谢聆听”之类的话，也是不符合交际礼
仪的。诚然，讲者以“谢谢聆听”作为结束语，其
初衷应该是向听众表达一种客套和礼节。然
而，由于他对“聆听”的本义缺乏理解，误用了
礼貌用语，其效果也就适得其反了。

（陈扬桂，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不该“谢谢聆听”
陈扬桂

一些俗话，言情说理形象生动，很多人说
话写文章喜欢引用。可惜随着时间的推移、时
代的变迁，不少俗话已如衔山落日，该对她们
投去深情的一瞥。

下面述说的，是武冈一带流传的几句俗话。
“脸比城墙厚。”武冈的城墙是很著名的，

所谓“武冈城墙盖天下”。1930 年，邓小平和
张云逸等率红七军攻打武冈城，因为城墙太
坚固，攻了三天没攻下，就放弃了。“脸比城墙
厚”，是个比喻，用以批评人不知廉耻，又累教
不改。可惜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几公里
长的武冈城墙被拆得只剩下零碎的几段。

“你是山界岭来的？”山界岭是离我老家
不远的一座山岭，山这边的人到山那边一个
集镇去，要翻过山界岭，旧时一些强人就在山
路上拦路抢劫。“山界岭来的”，是借代的修辞
手法，意思是“你是强抢恶要的人”。

“头发长，见识短。”这一句俗话历史不
长，应是辛亥革命之后创造出来的，因为辛亥
革命之前男人留辫子，头发也是长的。这是一
句歧视女性的话，一般是具有大男子主义的
人说的，也是一些过分谦卑的妇女的自状。从
如今男女的发式来说，这俗话也不宜用了。一
些男人，特别是艺术家，也留了长发或编了辫
子；一些女人，则留的是短发。性别，不能以头
发的长短来识别了；见识，当然更不能以头发
的长短来判别。

“秤不离砣，公不离婆。”说的是老公老
婆不能相离，犹如秤杆和秤砣不能相离一
样。也是一种诫勉，夫妇俩应该不离不弃。这
里所说的秤，是老式的杆秤。秤砣一般是铸
铁的，端头一个孔，用线穿起来。秤离了砣，
当然不能用了。有一些人，用了什么工具随
便丢，到再用的时候，往往一番好找。秤更是
如此，往往找到秤杆了，秤砣还不知藏在哪
里。如今，杆秤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代的是
台秤或电子秤。和秤杆秤砣一样，老公和老
婆有时也互相找不见。老公不在身边而不远
万里去寻找的人，最令人感动的是孟姜女。
我们村有一个“现代版孟姜女”，她的丈夫出
门打工，几年没有音信。她就去找，历尽辛
酸，居然找到了，虽然找到的是一个残疾人，
但还是比孟姜女幸运。

（黄三畅，武冈二中退休教师）

俗 话 闲 谈
黄三畅

罗联熿《跋〈育斋铭〉〈履斋
说〉》称，《育斋铭》和《履斋说》
两块碑出土于清同治九年
（1870）五月二十日。罗联熿，武
冈人，清同治五年（1866）岁贡，
1884年与范石麟在隆回桃花坪
创建经正书院。1870年，因修撰

《武冈州志》之需，他侨居于武
冈州城的上梅公馆。这时，公馆
经四年整修刚成，这两块碑便
是此次整修时被发现的。

《育斋铭》有 317 字，《履
斋说》有 323 字，同为“嚞”所
撰 ，时 间 是 宋 淳 祐 己 酉
（1249）。嚞 ，音 zhé，古 同
“哲”。为书斋作铭申说是当时
文人雅士之风尚。武冈佥判折
允升旧居悴厅，删定官郑汝谐
名其室曰“育斋”。《育斋铭》，
是探索“育”之涵义；《履斋
说》，则是申说“履”之寓意。

罗联熿跋称：“折，无考；
嚞，逸其姓。”现据相关资料，
就一些问题浅述如下。

据李裕民先生《折氏家族
研究》与宁夏大学邓文韬教授

《金代与南宋府州折氏后裔汇
考》，武冈佥判折允升为府州
（今陕西府谷县）折氏后裔。折
氏，属党项族，世代尚武。《元一
统志》称其地“民不满十岁，皆

谙武艺”。折氏是宋代重要的武
将家族，终北宋一朝，世代为国
出征，戍守边疆，功勋卓著；到
南宋与金代渐趋衰落，其后弃
武从文，簪缨庠序，科第不绝，
延之明清。折允升是折彦质后
裔，父辈名人有折知常、折知刚
等。折允升与湖湘学派奠基人
之一的五峰先生胡寅亦有往
来，胡寅《五峰集》中有《与折允
升书》。胡寅曾知永州，道光《宝
庆府志》载，胡寅亦曾在高宗朝
知邵阳。

《育斋铭》和《履斋说》的
作者名为嚞，姓佚。据清陆增
祥《八琼室金石补正》考证，当
为胡嚞。胡嚞，字明仲，据魏了
翁为其父胡伯清所撰墓志铭，
为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进
士。光绪《湖南通志》载胡嚞为
理宗朝湘阴县令，“纂修图志，
修复黄陂、汨罗诸庙”。

同时代名为嚞的官员文
士有很多。如束元嚞，合肥人，
光绪《安徽通志》载其为“淳祐
甲辰（1244）留梦炎榜”进士，
官通城簿，摄县令，后知泰州；
夏嚞，浙江鄞县人，端平二年
（1235）进士，宦迹不详；吴嚞，
字吉甫，临海（今属浙江）人，

《嘉定赤城志》载其为嘉定十

六年（1223）进士，《宋史》载其
绍定五年（1232）时为“海陵
薄”；高嚞，福建长溪人，宝庆
二年（1226）进士；镇江府高
嚞，为淳祐元年（1241）进士，
入仕宦迹不详；孙嚞，绍兴府
余姚县人，嘉熙二年（1238）登
进士第，累迁知常州。

以上诸人和前面提到曾
官湘阴县令的胡嚞，均无曾官
武冈的确切记载。湘阴与武冈
同属湖南，再从年代和宦迹
看，此“嚞”为胡嚞的可能性较
大一点。

《育斋铭》提到的郑汝谐，
《武冈州志》载其为淳熙年间
任武冈知军，祀名宦祠，入“政
绩录”：“修军学，建常平仓。时
居民庐舍多覆以茅，每易火
灾，汝谐出钱市瓦以易之。”

《永乐大典》收录有郑汝谐的
《建常平仓记》，落款为“淳熙
八年（1181）四月括苍郑汝谐
记”，可以推断折允升任武冈
佥判时间也应在这一段。

郑汝谐，字舜举，处州青
田县人（今浙江丽水市青田
县）。青田县处括苍山脉，故郑
汝谐自称括苍人，有《东谷易
翼传》两卷传世。

（阿旧，新宁人）

◆史海钩沉

关于《育斋铭》与《履斋说》的几个问题
阿 旧

林黛玉是《红
楼梦》中塑造得最
成功的人物形象之
一，倾注了作者的
全部心血。在读者
心目中，林黛玉是
个孤弱的女子，出
身大家闺秀，才貌
双全，多愁善感，忠
于爱情，又敏感多
疑。黛玉具有突出
的诗人气质，她最
善于用诗歌来表达
内心的感情。在大
观园里，她的诗才
胜过宝钗与探春。

在黛玉的诗作
中，有一组诗非常

独特，她反复选取“眼泪”这个意象来宣
泄内心的苦闷。这一组诗因写在宝玉送
给她的旧手帕上，因此称之为《题帕三
绝》：

“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却为
谁?尺幅鲛绡劳解赠，叫人焉得不伤悲。”

“抛珠滚玉只偷潸，镇日无心镇日
闲。枕上袖边难拂拭，任他点点与斑斑。”

“彩线难收面上珠，湘江旧迹已模
糊。窗前亦有千竿竹，不识香痕渍也无。”

这三首诗出现在《红楼梦》第三十
四回中。宝玉与优伶蒋玉菡（艺名叫琪
官）交往，并且暗藏了蒋玉菡，贾政很讨
厌戏子，不允许宝玉与之来往；又因王
夫人逼死金钏的事与宝玉有关，贾环乘
机向贾政进了谗言，贾政抡起大板将宝
玉打得皮开肉绽。宝玉在创痛中仍思念
林黛玉，并派晴雯给她送去了半旧不新
的手帕。黛玉接到手帕后，完全理解了
宝玉的心意，于是便在手帕上题写了这
一组诗。

诗中用凄切哀婉、缠绵悱恻的笔调
表白了自己对爱情的忠贞。三首诗全都
以眼泪为中心，这是作者的匠心安排。小
说开端就交代了“绛珠仙草”还泪“神瑛
侍者”，题帕诗照应了“以泪还债”的小说
结构，而且也是对宝黛身边“风刀霜剑严
相逼”的恶劣环境的暗示，更是对宝黛二
人忠贞不渝的爱情悲剧的同情。第三十
四回是小说重要的转折点，宝黛爱情由
地下转为公开。因此，在其他回目里，黛
玉题诗很少见到她用“眼泪”的意象。而

《题帕三绝》竟反复运用眼泪这个意象，
就不难理解了。

眼泪是解读黛玉形象的一个重要密
码。黛玉的生命是与水息息相关的。小说
中写道，正是因了“神瑛侍者”用甘露悉心
浇灌，“绛珠仙草”的生命才得以延续，她
发誓下世为人一定要用眼泪偿还他。黛玉
曾对她的丫鬟紫鹃、雪雁说，“不知怎的，
这几年眼泪越发少了”。可见，泪，是黛玉
生命的象征。最后，黛玉泪尽而亡。

（陈云龙，武冈一中教师）

◆
品
茗
谈
文

也
谈
黛
玉
的
题
帕
诗

陈
云
龙

语言研究

红崖 雷洪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