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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97年的春天，孔子因与鲁国执
政者政见不合，准确地讲，孔子对鲁国国君
与执政者接受齐国的战马与美女而不理朝
政的做法，非常不满，也因此隐隐感到自己
在鲁国无法施展政治抱负，便带着几位学
生，无可奈何地离开了父母之国，开始了长
达14年的周游列国。

孔子游历的第一个国家是卫国。为什
么是卫国？简言之：卫国与鲁国是邻国，距
离较近；卫国与鲁国都是姬姓国家，是兄弟
之国；卫国经济文化发展得比较好；更重要
的一点是卫国有不少贤士。

孔子坐的是牛车还是马车，走了多长时
间，史书上均无记载。其实，这些也不重要。
《论语》记载了孔子刚到卫国发生的一件事，这
件事所承载的内容，不仅反映了孔子的治国
思想，而且，直到今天，仍然是治国的方略。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
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
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篇
第十三》）

这是一则情节简单、文字极短的故事，
用现代语言表述也极简极明。

孔子一到卫国，是弟子冉有驾的车。孔
子很惊喜地说：“好稠密的人口啊！”冉有问：

“人口已经众多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孔
子回答：“使他们富起来。”冉有又问：“如果已
经富裕了，接下来，又该怎么办呢？”孔子又
答：“教育他们。”

孔子为什么对卫国人口稠密而感到惊
喜呢？春秋战国时期，人口多少是衡量一国
实力强弱的重要标准，所谓“千乘之国”“万乘
之国”，讲的不只是车马多少，更重要的是说
士兵的多少。“乘”是古代军队的基本单位。
每辆战车，需要4匹马、100人。没有士兵的
战车，自然是没有战斗力的。而且，春秋战
国以农耕为主，手工生产，劳动力几乎是唯
一的生产力。

冉有，何许人？冉有是孔子的早期弟
子，娴于政事，是孔门十哲之一，归政事类。
孔子能够重回鲁国，而且成为政府顾问，与
冉有的竭力推荐有关。

“庶矣哉”，也许是孔子的即景生情，但
是好学而有志于治国理政的冉有用心了，接
连两问：“既庶矣，又何加焉”“既富矣，又何加
焉”。孔子因势利导，给出了“富之”“教之”的
答案。

孔子的思想非常清楚，统治者不仅要使
国内人口多起来，而且要想方设法使人民富
起来，富起来之后，还要对人民进行教育，实
现长久发展。

作为将一生献给教育事业的伟大教育
家孔子，他的教育原则是“有教无类”（不管什
么人都可以接受教育），这在等级门阀森严
的东周，是开先河的，而且，他的三千弟子中，
大多数都是平民子弟。孔子是主张和实践
教育人民的先驱。

通读《论语》，富民与教民的语句，也有
不少。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论语·子路篇第十三》）

孔子说：“好的领导教导人民七年，也能
够叫他们（人民）作战了。”

孔子无法阻止诸侯混战，但他要求统治
者对人民进行长时间地教导（训练），然后让
他们参战。孔子把对生命的重视寓于教育
之中。

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论语·
子路篇第十三》）

孔子说：“用未经教育的人民去作战，这
等于糟蹋生命。”

孔子对统治者“以不教民战”的行为给
予了猛烈的抨击，说他们是糟蹋生命。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
语·泰伯篇第八》）

孔子说：“人民知道怎么做就让他们做
去，如果不知道，就要让他们知道（懂得）怎么
做，再让他们做去。”

“知之”，是指使人民知道（懂得），如何
使人民知道（懂得），只有教育、培训。

后来的儒家思想家以及仁人志士，也在
不断地阐发和实践富民教民思想。

封建统治几千年没有实现富民目标，反
动统治者根本不可能做到富民。直到中国共

产党领导，才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并且采取
多项措施解决人民的温饱继而走向富裕。

今天，绝大多数人日子好过了，甚至富
裕了，可以说，实现了孔子2500多年前的梦
想。但是，比较起“富之”，“教之”仍是问题。

毛泽东革命早期就懂得农民的重要，所
以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且，他曾说过，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

孔子当年所说的“富之”“教之”之“之”，
指的当然不仅仅是农民，是指除统治者以外
的所有人。

我在这里，仅就农民而言。
改革开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农民从

土地上解放出来，逐步吃饱吃好。这是有目
共睹的事实，但是对农民的教育失之空泛，
口号很多，实招太少，致使农村留守儿童问
题、空巢老人问题、夫妻分居的两性问题、生
态问题，封建迷信抬头、赌博之风久刹不止，
等等，异常严峻。农民的财富上去了，道德
下来了，也是不争的事实。

孔子所说的“教之”，教什么呢？在那个
时代，至少教“六艺”，亦即礼、乐、射、御、书、
数等六种才艺，简略地说就是礼节、音乐、骑
射、驾驶、书法和算数。“六艺”是当时人立身
行事的基本才能。孔子要求统治者应该用
这些内容教育人民，使他们掌握谋生的基本
技能，提升道德修养。

随着时代的进步，今天的农民需要掌握
的不只是“六艺”，内容更多，要求更高。只有
对农民进行有序有效的教育，农民才能由贫
而富，富而有礼，富而守法。可是，时至今日，
我们对农民进行过怎样的教育呢？不少部
门也曾尝试种种方法教育农民，比如“农家
书屋”“幸福讲堂”“农民公园”，以及送电影、
送技术下乡等等，但效果怎样，谁评估过、总
结过？我们是不是应该在教育农民上做出
深刻的反思、采取有力的措施，否则，非但“谁
来种地”的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而且阻碍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试想，农民的思想道
德素质得不到提高，何来“乡风文明”？

说孔子永不过时，其富民教民思想，就
是最好的注脚之一。

回响千古之问答
□ 姚正安

最近回了几次老家——陈总兵庄村，知道陈
氏后裔在续修《陈氏家谱》。出于对祖宗的敬羡，
对家谱文化的探究，我认真翻阅《陈氏家谱》，多方
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到陈总兵庄村历史悠久，陈氏
家族文化博大绵厚。

陈总兵庄陈氏来自安徽合肥，最早源于西蜀
颖川，原以“颖川”为堂号，后因明武宗御赐匾式

“德缵禹功”，由此陈氏堂号改为“继禹堂”。始祖
陈公普才，一世祖陈子千公字友闻，至四世祖陈谦
始迁至高邮陈总兵庄村，至今已有600多年历
史。自靖难之期恭惠公陈瑄始，至甲申之变康侯
公治安尽节终，陈氏一族为国为民屡建功勋，世袭
平江伯十余世，可谓隆受皇恩。

《陈氏家谱》记载着陈氏家族的繁衍和变迁，
记录着陈氏祖先的丰功伟绩。细细品读，我发现，
在《陈氏家谱》里，处处蕴藏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

修德养性是其根本。《陈氏家谱》的辈分字派
有“大业惟修德”，告诫子孙，要建大业，必须修德
养性，提高自我修养。在陈氏祠堂，随处可见倡导
修身养性的文字。“元门无上道，赤子最初心”“心
须秉白，门既曰元”“群居宜守口，独坐且防心”，这
三副对联均教导子孙要不忘初心，心地善良，德秉
纯厚，谨言慎语，做人诚实。

保国安民是其主旨。二世祖陈瑄总督漕运，
历经三十余年，《明史》对他评价是：“凡所规画，精
密宏远”“举无遗策”。69岁时，陈瑄带病勘察水
利，死于任上，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明宣宗
特地停止朝事一日，举行国葬。在他死后80年，
明武宗念陈瑄世代治水功业，又御赐匾式“德缵禹
功”，对式“肇运金汤数十载，敷土奠川，当日中流
资砥柱；开漕利涉千万年，河清海晏，今时江汉永
朝宗”。这是帝王对陈氏治水功劳的褒奖。陈氏
一族忠坚秉正，守疆镇关，报国为民。

躬耕勤读是其家风。谱载：自清代之后，陈氏
弃甲归田兮辞诏就农，躬耕自食兮诲子攻读，练武
习文兮登榜不仕，陶冶情操兮松柏长青，祖德皎昭
启于前，宗英气节迪于后。在家风祖训的熏陶下，
陈氏后裔勤奋读书，求学上进，人才辈出。1982
年，是陈氏后裔读书大丰收的一年。这一年，陈总
兵庄村高考录取五人。这年春节，老书记陈业仓
召集登科五子齐聚一起，给庄亲拜年。新春佳节，
五名大学生一起行走在陈总兵庄村，成为一道亮
丽的风景，引来众多家长的称赞、学子的羡慕。当
时我们并不知道老书记的用意，多年过后，我才明
白其良苦用心。正是由于我们五人的行走，焕发
了家长竭尽全力供子女上学的热情，激发起一批
批孩子求学上进的信心和决心。之后，陈氏后裔
每年都有人考上大学，陈氏子孙纷纷脱颖而出。

“大业惟修德”
□ 陈维忠

退居二线后的我，在配合爱人带孙女
的闲时，为丰富退下来的生活，尝试学写回
忆短文。碰到一些拿不准的生字时，我就
打电话向职大班同学任仁请教，因为他曾
在《高邮日报》当过记者、编辑，又是市集邮
协会副主席、市文化研究院成员，见识广、
有思想。在帮我解答难题后，他谦虚地说：

“你再看看朱老师著的关于方言方面的
书。”

“我看了啊。”朱延庆老师著的《江淮方
言趣谈》《江淮方言趣话》《三立集》及续集这
几本书，我都有收藏。

“那你有没有朱老师著的第三本《江淮
方言趣事》？”“没有，能找到吗？”我已经有了
第一、第二本，如有第三本就再好不过了。

任仁同学告诉我不妨联系学校看看，
学校图书馆应该有收藏。于是我拨通了在

南海中学工作的姨侄手机，请他关心一下
学校有没有这本书。过了几天，姨侄回复
没有找到。

怎么办呢？我问任仁同学：“可否直接
联系朱老师？”事实上我也有犹豫，朱老师是
市政协老领导，又是知名文化学者，平时讲
学、写作任务忙，去打扰他行吗？如没有，不
是给朱老师添麻烦了吗？但想起朱老师在
扬州职大高邮中文班授课四年的情景及我
在机关工作时与朱主席的接触，他是那样平
易近人、和蔼可亲，我打消了顾虑。

我斗胆给朱老师发了微信：“朱主席：
您好！任仁和我想买一本您著的《方言
（3）》，有吗？打扰了。”没想到，朱主席很快
回复：“没有了，抱歉！以后我会到书摊上
寻找，一有即送。”我把朱老师的微信回复
告诉了任仁同学，我俩坚信，《江淮方言趣

事》这本书肯定会有的。
有一天，我回邮参加单位支部活动，当

天晩上接到任仁同学的电话，他兴奋地告
诉我：“朱老师著的《江淮方言趣事》一书有
了。”并相约第二天上午去朱老师家拜访取
书。我俩如约来到朱老师家，朱老师夫妇
热情接待了我们。当朱老师把已题签的
《江淮方言趣事》一书递交到我俩手上时，
我们连说：“谢谢朱老师！”这么一件小事，朱
老师还一直记在心上，我俩的感激之情溢
于言表。

朱老师接着讲了寻到此书的经过。一
次他和秦少游研究专家、市文化研究院副
院长许伟忠交谈时，得知他那里还余有一
本《江淮方言趣事》，便说任仁、王鸿想要。
一本不够怎么办？朱老师又从汪曾祺学校
找到了一本。朱老师说：“现在看看《方言》
这三本书，确实蛮有意思的。”在我看来，朱
老师著的这三本书，从典故、现代故事入
手，诠释了方言的古今含义，通俗易懂，知
识性、趣味性、可读性特别强，是我们学习、
了解、运用方言的生动教材。

寻 书
□ 王鸿

小时候，我们那一带农村在春节前总要干鱼
塘，以致成了我们春节前的期盼。

干鱼塘，就是将一段河筑坝拦截住，抽干河
水后抓鱼。然后，所有的劳动力都要参与河泥大
战，男劳力挑河泥，体力小的两个人抬河泥，妇女
们将运来的每桶河泥均匀地泼洒在田里小麦苗
上。运河泥持续几天后，就将稻草运到河塘下，
将稻草与散开的河泥拌和，再将泥草运到田头的
草粪塘里，覆盖上一层河泥。

干鱼塘其实是农村冬季积肥的一种方法，我
们小孩子哪懂得那些，只知道抽干了河水后抓鱼
的热闹与喜悦。在那计划供应的时代，没有啥副
食品供应给我们农村的，就算可以敞开供应，谁
家有钱买？

干鱼塘挺有讲究的，并不是每次都能抓到许
多鱼。我们生产队长鬼主意特别多，一到秋末就
派人修剪队里的树木，将大的树枝分布到河塘
里，说是给鱼做窝，既防止撒网的偷鱼，也可以提
高河泥质量。结果真是应了他的话，每年我们生
产队的河里干塘后总可以抓到很多鱼，以致其他
生产队也纷纷效仿。

干鱼塘也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干塘前队里
就开会，由队长进行分工安排并宣布纪律，抽水
的、看塘的、抓鱼的、分鱼的都责任到人，任何人
不得有私心。其实那个年代大家都是以集体为
主，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具备团队精神，集中劳动，
按人头分享收获的成果。分鱼时，小杂鱼放在队
里全员会餐，大一点的鱼排序列，然后各家抓阄
排序号，按序领走相应数量的鱼。

干 鱼 塘
□ 王忆

我至今保留着一份上世纪八十年代
出版的报纸，这份有着近四十年历史、已
经泛黄的报纸，是一份名为《乡土报》的小
报。

我的老邻居是公社文化站站长，公社
影剧院有剧团演出、有好看电影，他不仅
第一时间给我们提供信息，而且常常帮我
们买票。那时候，逢年过节能买到一张电
影票是件很有面子的事情，更何况位置都
在一排、二排。还有他带给我们的散发出
淡淡油墨香的《春联集锦》，我们写春联就
从上面摘抄比较经典、时尚的，来我们家拜
年的亲戚看到门上张贴的对联总是赞不绝

口。不是赞字写得好，是赞内容新颖别致，
像“小平你好，大富民欢”，当时初中尚未毕
业的我显然想不到、编不出这样的经典春
联。这位老邻居还时常送报纸给我们阅
读，如同现在的“送文化下乡”，《乡土报》就
是免费送给我们阅读的报刊之一。

初识《乡土报》是在1983年的春节前，
那位老邻居给我带来一期《乡土报》。这期
《乡土报》不是一份，而是一捆。原来，他请
我带到学校散发给老师和同学们分享。第
一次见到《乡土报》，我当然要一饱眼福。
《乡土报》刊登来自扬州地区、主要反映民
俗风情的新闻报道、历史典故、民间故事，

旨在“弘扬乡土文化，展示民间风采”。像
《沙氏井》这类民间故事，文中的人物形象
栩栩如生，对爱情的执着，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很是接地气。第二天，我带着这捆《乡
土报》，一份一份地送给了老师和同学们。
他们专注看报的样子不亚于看课本，这份
报纸对于那个时代的人们很有吸引力。就
这样，我连续带了六七期，大家照单全收，
阅读着每期内容，享受文化大餐一般。到
了那年五月份，老邻居只给我送来一份《乡
土报》。我有些诧异，他说：“你们马上就要
中考了，学业为重，不能让这份《乡土报》影
响到你们的学习和前程。将来毕业了，看
报纸的日子长着呢。”再后来，我不再看到
新出版的《乡土报》了……

如今，那位老邻居已经去世，看到这
份《乡土报》，我便多了一份思念之情。

一份《乡土报》
□ 韦志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