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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亦乐乎
□朱延庆

小宁在英国牛津

大学读了硕士、博

士，马上就要回国

了，爷爷、奶奶知道

了这个消息，很是高

兴。因为，小宁的父母在外地工作，他从

小学到中学都是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

的，二位老人付出了很多辛劳。汗水浇

出了硕果，怎能不高兴呢？二位老人为

小宁准备好了住处，床上的被子、床单

都是小宁平时喜欢的颜色。小宁一共在

家7日，奶奶为他每天都设计了不同的

菜肴，荤素搭配，营养齐全，二位老人真

是忙得不亦乐乎！

“不亦乐乎”原本是古代词语，江淮一

带稍有些文化的人在口语中常常说到。当

一个人遇到一件不常遇到的快慰的事情，

心里自然高兴，便情不自禁地说出“不亦乐

乎”。

《论语·学而第一》：“学而时习之，不

亦说（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引文

中的“不亦”如何解释？有的注释

者、甚至在中学语文教科书中都认

为“亦”当“也”讲，那

么“有朋自远方来，不

亦乐乎”即语译成为：

有同道的朋友从远方

来，不也是很快乐么？

将“亦”训为“也”，一定要有两件相并列

的事情，这里的“也”是表并列关系的连

词。在其前肯定有一件事情已经使人很

快乐了，接着又遇到“有朋自远方来”，

二者相提并论，就亦快乐了。这种解释显

然是错误的。

高邮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三》：“凡

言不亦者皆以亦为语助，不亦说乎，不说

乎也，不亦乐乎，不乐乎也，不亦君子乎，

不君子乎。”这样，“不亦乐乎”就可以解

释为：不快乐吗？或为：难道不快乐吗？成

了反问句，增加了快乐的成份，强化了快

乐的语气。

小宁的爷爷奶奶为他回家所做的一

切准备，虽然忙，虽然累，但真的很快乐，

这样的“不亦乐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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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弟子规》
□姚正安

去年，买了一本带汉语拼音的《弟子规》，一

字一句地阅读学习。

友人很有些不屑：一大把岁数了，还学什么

《弟子规》。

友人的不屑似乎有点道理，弟子者，学生

也，子弟也。弟子规者，做学生应守之规矩，做子

女应懂之规范。你个苍颜白发者，学那些小孩的

玩艺，有用吗，有趣吗。

先不说年龄大小与学习《弟子规》作用之大

小、趣味之有无之间的关系，仅就学生来说，从

来与年龄无关。“三人行必有我师”，没有说到年

龄。孔子说，与几个人在一起，这里面一定有我

的老师，也就是说他们某一方面一定比我强，值

得我学习效法。那个强者兴许就是个乳臭未干

的懵懂少年。“终生学习”更是淡化了年龄概念。

学生，不是狭义的在校读书的小孩，而是广义的

所有求学者；学生，不是一个阶段性概念，而是

一个状态性概念。一个人只有以学生的谦卑状

态对待知识、对待世界、对待一切未知之事物，

才能真正做到活到老，学到老，更新到老。

《弟子规》置于案头，不知读了多少遍。第一

遍是正音释义，无障碍阅读。我上中小学的时

候，虽然也提倡讲普通话，但教我们的老师大多

是外地人和本地耕读教师，他们的普通话不够

普通，我们这些学生的普通话自然不会普通到

哪去。第二遍是参照《论语》阅读。我以为，《弟子

规》是通俗版的《论语》，其总叙“弟子规，圣人

训，首孝弟，次谨信，泛爱从，而亲仁，有余力，则

学文”，源自《论语·学而第一·第六》———子曰：

“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它的每句话几乎都能从

《论语》里找到出处，参照《论语》阅读《弟子规》，

不仅学习了《弟子规》，还深化了对《论语》的理

解，一石两鸟，事半功倍。第三遍是自讲式阅读，

自己对自己讲解一遍。读

而且讲，印象更深，理解更

透。后来，一有时间，就翻

读片段。学而不厌，越发有

趣，正如程颐读《论语》所

言：“颐自十七八读《论语》，当时已晓文义。读之

愈久，但觉意味深长。”

《弟子规》文字浅显，有点文字基础者都能

读懂。用字很精练，三字一句，三百六十句，一千

零八十个字。涵盖甚广，涉及修身齐家的方方面

面。读起来很上口，几句一韵，顺顺当当，行云流

水。尤其重要的是内容上很管用，教人的是为人

处世的道理，不重理论重实践，告诉你如何对待

父母家人，如何对待自己和他人，如何择师学

习。

对待父母家人，“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

勿懒”；“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父母

招呼，应对不能迟缓，父母让做事，不要偷懒。与

家人相处，吃饭也好，行走也好，长者在先，幼者

在后。

这些看似细节，现在的小孩能做到吗，我们

这些自以为成熟的中老年人都能做到吗？

对待自己，“对饮食，勿拣择，食适可，勿过

则”；“勿践阈，勿跛倚，勿箕踞，勿摇髀”。饮食不

要偏食，也不要过量，适可而止。这是不是很管

用。现在小孩偏食的现象非常严重，所谓的营养

不良，大都是营养结构不良。连用“四个勿”，讲

的是一个人行走坐立的禁忌，“不要踩在门槛

上，站立不要歪斜，坐的时候不可以伸出两腿，

腿不可抖动”。这是不是很有针对性，君不见，有

的人一坐下来，两条腿抖动个不停，身子晃悠不

息，抖晃得人心烦意乱而不自知。你自在了而别

人一点也不痛快，这还不应该纠正吗？

对待他人，“己有能，勿自私，人所能，勿轻

訾”；“人不闲，勿事搅，人

不安，勿话扰”。告诫人们

要正确处理好自己与他人

的关系，自己有能力，不要

自私自利，要帮助别人；他

人有能力，不要嫉妒，应当欣赏学习；别人正在

忙碌，不要去打扰；别人心情不好，不要用闲言闲

语去打扰。从中体现了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

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利他思想。

对待学习，既揭示了学习与实践的关系，又

有学习方法与价值作用的指导，读来启发尤深。

“不力学，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但力行，不学

文，任己见，昧理真。”只重学习，而不努力实践，

那么只会“长浮华”而难以成人，反过来，只重实

践，而不学习相关知识，就可能固执己见而偏离

真理，蕴含着辩证统一的思想。“读书法，有三

到，心眼口，信皆要。”这是学习的方法，学习必

须“三到“，方有成效。“非圣书，屏勿视，蔽聪明，

坏心志。勿自暴，勿自弃，圣与贤，可驯致。”至于

读哪些书，读书会达到什么目标，寥寥数言，切

中肯綮。

《弟子规》内容丰富，不是微局之文能够说

清说透的。

我学习《弟子规》是自觉国学基础薄弱，开蒙

读书的时候，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除家学点滴外，

学校教育与国学无所涉猎。工作以后，虽读了一

些古典著作，往往是现炒现卖，不成系统，不得要

领。现在有时间，补一补国学缺失，匡正自己言行

上的不规之处，以期“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有机关单位号召党员干部学习《弟子规》，

不失教人育人之有力举措。做官先做人，做不好

人焉能做官，又怎能成为一名好官呢。《弟子规》

无关做官，但关乎做人。“凡取与，贵分晓，与宜

多，取宜少。将加人，先问己，己不欲，即速巳。”

学习之运用之，于官者不无裨益。

成年人学习《弟子规》有益无害。中小学生

学习《弟子规》尤为必要。在应试教育驱而不散

的当下，学校重智育轻德育，家长重分数轻礼

数，社会重升学率轻优秀率，使得不少小孩连起

码的做人道理都不懂，比如尊老爱幼、扶贫济

困、见贤思齐、利己利他等等，这样的小孩即使

考取北大清华，又能如何。

当然，以现代视角分析《弟子规》，也有不少

糟粕，比如鼓吹对父母的愚孝，“亲有过，谏使

更，怡吾色，柔吾声。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

无怨。”（释义：如果自己认为父母有过错，应该

努力劝导父母改过向善，以免父母铸成更大的

错误，使父母陷于不义的境地；不过要注意方

法，劝导时应该和颜悦色、态度诚恳，说话的时

候应该语气轻柔。如果自己劝解的时候，父母听

不进去，不要强劝，应该等父母高兴的时候再规

劝，别跟父母顶真，徒惹父母生气，还达不到规

劝的效果；如果父母不听劝，又哭又闹，就暂时

顺从父母；如果把父母劝恼，生气责打自己，不

要心生怨恨，更不要当面埋怨。）这易培养一味

顺从的奴才。还有人提出，《弟子规》的规矩太

多，束缚了小孩活泼的天性，其不健康的内容腐

蚀了中小学生的心灵。

这些分析和担心都不能说是错的。但瑕不掩

玉，《弟子规》（原史《训蒙文》）自十七世纪问世以

来，一直受到各个层面的推崇，一度被列为通用

的儿童启蒙读物，其教化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我相信，在老师的指导下，完全能够趋利避

害，使其在青少年思想品德教育上发挥应有的

作用。

这只是我学习《弟子规》的一点感受。乐山

乐水，自有所乐。谁用心读了，也必有新的认识

和感受。

沉睡的辉煌
□佟道庆

听说安徽淮北市博物馆获得

国家文物局的批准改名为大运河

博物馆。当时心生疑惑：素称能源

之都的淮北市水少山多，遍地煤

矿，更不见运河的踪影，何来运河

博物馆？今年五一节去淮北探亲，在胞妹和子女陪同

下专程走进博物馆，去听听淮北人讲述的关于大运

河的故事。

大运河博物馆地处市府广场南侧，地势开阔，小车

直达馆前。移步下车，丛丛月季花笑脸迎客。迎面装饰

墙上，一排大气庄重黑色行书“隋唐大运河博物馆”的

馆名扑面而来。馆名为著名文博专家、中国文物学会会

长、中国文物学会世界遗产委员会主任委员罗哲文先

生题写，苍劲的书法，宏伟的建筑，相得益彰。

我们常说的中国大运河，实际包括隋唐大运河

和京杭大运河两大水系，如今日夜流淌仍为社会作

贡献的是京杭大运河，深埋地下鲜为人知的是隋唐

大运河。博物馆陈列的便是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隋唐大运河淮北段遗址首次考古发掘的辉

煌成果。

隋唐大运河始建于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当

年隋炀帝征360万民工开凿通济渠连接黄河淮河；同

年又征10万民工疏通古邗沟连接淮河长江；三年后

又征100万民工开挖永济渠引水到北京南；又过两年

再开挖江南运河直抵杭州。至此，耗时6年征用民夫

500多万终于完成了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

塘江五大水系，河水流经东西南北九省市全长2700

多公里的世界最伟大的水利工程。对于隋炀帝开运河

一事人们历来褒贬不一。折中的说法是隋炀帝开运河

“害”于隋而“利”于唐、宋。“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

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晚唐

诗人皮日休的《汴河怀古》至今被人传诵，大约是诗人

为隋炀帝说了一句公道话。

公元十三世纪，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也多次

对大运河进行疏通整治，最大的动作是将隋唐大运

河南北取直，不再向西绕道洛阳，形成了今天的京杭

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的开通，漕运路程缩短900多公里。

自此原来风帆如云，舟船如梭，辉煌700多年的南北

交通大动脉，使用率下降开始被冷落。加之战乱，黄泛

水灾，年久失修，这条曾经一头连着隋、唐、宋三朝都

城，一头连着经济发达的江浙，催生过运河边一系列

繁华都会的诞生，造就了风帆接南北、烟波阅古今辉

煌历史的文化长廊最终被淹埋到深深的黄土之中。除

一头一尾并入京杭大运河外，绝大多数地段“河道湮

废几与岸平，车马皆行其中，亦有作屋其上”。地面遗

址很少，有的地段无影无踪连基本走向也成为历史悬

案。如此沧桑巨变，是何等惊心动魄。

过去人们对隋唐运河的了解，多来源于各种史

籍方志，缺乏实物佐证。1998年淮北修筑公路时，发

现很多唐宋时期的古瓷，同一处民居拆迁时，又发现

房基下有一层又一层的石板，总是

取之不尽，社会传言越传越神，有

的说是隋唐古墓，有的说是隋炀帝

行宫，省文物局考古所专家到柳孜

村现场调研认为这是一条修在隋

唐大运河遗址上的公路。消息一经传出便引起轰动。

1999年5月，省、市、县三级文物专家考古队进驻濉

溪柳孜村。通过近七个月的艰苦劳动，在1000平米

的发掘面积中，发现一处大型货运码头、8条唐代沉

船、唐宋时期来自全国20多座窑口的精美瓷器近

2000件，以及数万件陶瓷碎片和各种工艺品。柳孜村

运河遗址为研究运河史提供了实物资料，也澄清了

通济渠基本走向的历史悬案。这次考古成果被评为

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柳孜村被定为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淮北隋唐运河遗址被列为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单。

徜徉在一个个展厅中，有如在历史隧道里欣赏

着先贤创造的隋唐运河文化艺术长廊。运河遗址出

土的精美瓷品，流光溢彩，每件展品都让人叹为观

止，这些正宗的高古瓷在目前文物市场上每一件都

是价值连城。

“运河遗韵厅”是柳孜挖掘出土的运河遗址复

建。展池约60米见方，池中是文博专家精心保护的8

艘唐代木船原件、宋代石筑码头以及众多陶瓷工艺

品。通济渠隋唐时称汴河，它从河南开封向东南流经

安徽淮北，到江苏盱眙入淮，全长1300多公里，是隋

唐运河的骨干河道。柳孜村原为通济渠边一重镇，这

里人口众多，镇上“有井百眼，庙宇99座”，天王寺院

24米高的方塔宏伟壮观，这是一处重要的漕运码头，

十分繁荣，朝廷在此设有钞关、驿站、官仓等机构，并

有军队长年驻守。当年镇上老街商铺云集，车水马

龙，人来人往，河中是舳舻蔽水帆樯林立，白居易的

《长相思》“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皮日

休的《汴河怀古》写的都是通济渠。如今这8条唐船、

宋代码头及众多陶器工艺品都静卧在展池中默默无

语；岸边柳孜古镇街巷也寂静无声，不过此地无声胜

有声，任何历史都不会沉默的，我耳边仿佛传来《清

明上河图》中市井喧嚣……

通济渠渠宽40步，河边筑驿道，道旁栽柳树，因

此隋堤烟柳便成为历代诗词中的一景。不过隋堤烟

柳总是绾结着隋代的灭亡，有些诗词读后总是徒增

许多感慨。此时我忽然想起高邮乡贤汪曾祺在“贺家

乡文联成立”时也写过“风流千古说文游，烟柳隋堤

一望收”的诗句。不过汪先生的“烟柳隋堤”只能用泛

指来解释，因为历史上隋唐大运河从未流经过高邮，

高邮何来烟柳隋堤？

走出博物馆，那种灿烂古文明失而复得的喜悦

漫溢心头，柳孜运河文化遗产是不可估量的财富。柳

孜这个小村庄一定会像马王堆、周口店一样在中国

乃至全世界广为传播，安徽淮北隋唐大运河的故事

肯定会继续讲下去，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彩。

哪里才有《隔档栽》
□刘家祥

18岁的我从校

门走出，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的最后两

班车还在等着我。

1977年5月的一个

清晨，我登上去农村的小客船，父亲在岸

边向我挥手。第一次离开家去走属于自

己的路。船从一条大河转向一条小河向

农村行驶，突突突的马达声显得特别响

亮，两岸绿油油的麦苗一望无际。当船停

靠的时候，我还以为到了目的地，其实还

需要我们步行半个小时，才会到达我的

户口所在地：一沟人民公社东风大队第

六生产队。

在农村，我们学会了砌我们自己住的

房子，懂得了“清明浸种谷雨下秧”、“夏收

抢种”、“秋收秋种”，夏季种水稻，秋冬种

小麦。历经了将田间收割的小麦一捆一捆

肩挑送到场头，在场头再用脱粒机伴随着

人工掼把将小麦脱粒开来。小麦与稻子给

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在脱粒时打在脸上的

疼痛不一样，小麦更疼一些，因为它比稻

子要重。在场头脱粒的同时，大田要进行

耕田，施肥（撒草粪）、挖桑沟、放水，秧池

里的秧苗也要运（挑秧）往大田去栽秧。

挑秧一般是由男劳力或比较粗壮一些的

妇女来做。在大田栽

秧一般都是妇女。栽

秧的情形令我终身

难忘，在水没小腿的

水田里，面朝黑土背

朝天，用手一棵棵地将秧苗插入很深的泥

土。

二歪子肩膀一高一低，还有些驼背，

平时不爱说话，他将一担秧苗挑来田间，

顿时引起一阵热闹：“二歪子！我看你一点

也不歪呗。”因为二歪子一担比别人多的

秧苗正压着高肩膀，看上去真是一点也不

歪。一阵嬉笑之后，一个爱唱歌的姑娘首

先唱起来，很快就变成女声齐唱———《隔

档栽》：

手拿青苗种下田，

低头便见水中天。

栽好秧苗为革命，

一颗红心永向前。

隔档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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