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久前，从网上看到一个段
子，大意是：孔夫子满嘴的仁义道
德，放在今天，他老人家会不会去
扶起摔倒的老人？

一看到这个段子，先是感到荒
诞，拿两千多年前的古人说事，有
意思吗？继而觉得，逻辑上没有毛
病，“放在今天”是假设，能拿孔子
假设，说明人们心中还有孔子。或
者说，人们是拿孔子作参照，观照
世道人心，也未为不可。

再后来，是会心一笑。所笑何
为？因为在孔子当世，也即孔子健
在时，就有人向孔子提出过同样的
问题，跨越两千多年的惊人相似，
难免一笑。

不知道哪一天，也不知道是在
什么场合，孔子的学生宰予问孔
子：假如有人告诉一位富有仁德的
人，说，有一个人掉入井里了，那
么，那位富有仁德者，会跳下井去
救人吗？

孔子以仁为己任，学生提出这
样的问题，当然要回答。

孔子说：为什么要那样呢？君
子会去救人，却不会自己也跟着跳
进井里。

孔子首先肯定地说，君子，也
即宰予所说的仁者，一定会去救
人，但不会跟着跳进井里。为什么
呢，道理很简单，跳进井里，非但救
不了人，还多了一个无辜者。

正如朱熹在这一章的注中所
说：盖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
人，若从之于井，则不复能救之
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晓。仁者虽
切于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应如此
之愚也。

朱熹所言一目了然，仁者会救
人，但不会做出跳入井中的愚蠢之
事。

因此，孔子接着对宰予说：君
子，你可以欺骗他，却不可以愚弄
他。

孔子追加的一句话，实际上是
对宰予的批评，你欺骗君子说有一
个人掉入井里，但不应该让他跳进
去救人，因为跳进去根本救不了
人，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你
宰予难道不懂吗？居然还能说出
口。

此一故事出自《论语·壅也第
六》：宰予问曰：“仁者，虽告之曰：

‘井有仁（人）焉。’其从之也？”子
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往
救）也，不可陷（跳下井）也；可欺
也，不可罔（愚弄）也。”

宰予，鲁国人，小孔子二十九
岁，思维活跃，以善于思考和能言
善辩见长，经常向孔子提出一些尖
锐的问题，但孔子还是很器重他，
被列入孔门十哲言语科。

孔子对宰予提出的“其从之
也”的问题，给予了直接的回答，君
子（仁者）会救人，但不会纵身一
跃。因为那样不仅救不了人，还会
贻笑大方。

仁者是什么样的人？孔子没
有给过定义，但从《论语》学生问仁
中不难体会到，仁者是综合素质极
高的人，礼义智信，无不兼备。仁
者不是死心眼，不是榆木疙瘩，更
不是冤大头，一定会相机行事，见
义（适宜）勇为。假如真有一个人
掉入井内，仁者会想方设法营救，
不会袖手旁观，无动于衷，而且做
到既能救人，又不致自毁。

现在回到网上的那个段子所
提的问题上来。

我想在正常情况下，孔子看
到倒地老人，一定会主动上前搀
扶，这是他的品德决定的。且看
《论语·乡党第十》：“朋友死，无所
归，曰：‘于我殡。’”说的是，孔子
的一位朋友死了，没有人负责收
殓，孔子说：“让我来料理后事
吧。”料理逝者后事这么繁重的事
务，孔子都义不容辞，主动作为，
何况扶起摔倒老人这样的举手之
劳呢？

但是，放到今天，我敢说，孔子
不会贸然前去扶起摔倒的老人，因
为今天发生的“碰瓷”、反诬助人者
事件太多太多了，以孔子的敏锐和
智慧，岂能不知？孔子反对愚忠愚
孝，反对以怨报怨，更反对以德报
怨和以怨报德，反诬助人者不是典
型的以怨报德吗？

当然，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
孔子对待摔倒的老人也不会若无
其事、甩手而去，他会选择适当的
方式伸出援手。

孔子会不会扶起摔倒的老人
□ 姚正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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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王山位处南京浦口高新区，
是一座海拔只有114米的小山，因
其形似卧龙而得名。整座山被林木
覆盖，山脚有清澈见底的天然湖泊、
大片大片的人工草坪，还有四季常
青的灌木丛。无论什么季节去看，
龙王山风景如画，让人流连忘返。
儿子居住的小区就在高新区，我几
次去都是来去匆匆，从未登过山。
今年正月初二，我吃过午饭就独自
去登山，以了却一下心愿。

天气阴，但一点也不冷。一条
健身步道从南山脚开始直通山顶，
我就从这里开始登山。步道宽阔平
整，路面缓缓上升，走起来很轻松。
步道上三三两两的人，男女老少都
有。有的是来健身跑步的，有的是
来观光的。观光的游客一边走一边
拿着手机拍两边的景色。两边是密
密的山林，光秃的树枝、扭曲的树干
像是群魔乱舞。它们没有独立的姿
态，相互拉扯，但挤在一起，阵势宏
大，有一种众志成城的感觉。枯叶
厚厚地盖了地面一层，偶然才能见
到山体裸露的红褐色土壤。

健身步道旁边有路牌标记，让行
人知道距离出发点多远了。走到
600米的时候，路面坡度突然变大，
对于我一个不常锻炼的人来说，走起
来就没有开始那么轻松了。很羡慕
一个岁数大的，步态轻松，走山路如
履平地，本来还在我后面一段距离，
不一会儿就走到我前面去了。到
1000米左右，我坐在路旁石头上歇
一下脚，这时候已经到了半山腰，视野
也开阔了许多，可以看见远方的城市
了。这里也比开始的地方安静了许
多，不再听到环山公路上的汽车声。

歇了十分钟左右，继续上行，到
1600米的时候，已经是山顶，这时

候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人为什
么一定要爬到山顶？可能就是为了
这个瞬间豁然开朗的感觉。由于山
不高，步道直上直下，不像一般的山
路蜿蜒曲折、九转十八弯。一路上
什么建筑都没有遇见，到了山顶才
见到。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气象观
测站门口挂着“游客止步”，不对外
开放。高高在上的、有一间房子大
小的球状观测台特别惹眼，方圆数
公里的人都可以看到它。龙王山寺
在观测站北。之前已经网上看到，
龙王山寺庙因为香客稀少，没有经
济来源，已经废弃。进了山门还是
被一片狼藉的景象惊到了。院内杂
草丛生，香炉锈迹斑斑，看得出来已
经很久没有人烧香了。天王殿屋顶
透光，四壁漏风，地面坑洼不平，还
有矿泉水瓶等杂物东一堆西一堆放
着，看来还有人在居住。没有四大
金刚，只有弥勒佛像。天王殿后面
同样破落的房子无疑是大雄宝殿，
因为没有可以下脚的地方，我和其
他游客一样，只是远远看一眼，可以
看清里面一尊菩萨也没有。

从龙王山寺后门出来，一眼就
看到一幢高大的圆柱体状楼房，竟
然是客家土楼！偌大的土楼只有一
扇小门，门上“铁将军”已经锈死，门
楣上有“承启楼”三个字。门中央一
个手掌大的方洞，可以从这里窥视
楼里面局部。福建客家土楼体现科
学与艺术的完美结合，是福建极具
地方特色的建筑，怎么会出现在这

里？我立即查了一下网上资料，说
有一群福建人来到南京，准备大干
一番事业，就在这建立了承启楼作
为他们的根据地。后来事业失败，
这幢楼就被废弃在这里。想这群福
建人，背井离乡远道来南京，在这山
顶上建造这么个庞然大物，这是多么
的雄心勃勃啊。可最终又放弃，这中
间该不是经历了什么波澜壮阔的事
情？网上几句话说得轻描淡写，可谁
知道这背后又有多少故事呢。

远观了不开放的观测台，近看
了完全开放的龙王山寺庙，窥视了
半开放的承启楼，意犹未尽，我始终
感觉这三处建筑之间有着某种联
系。观测台代表科学，龙王山寺庙
代表信仰，承启楼代表普通生活，三
种不同领域正好就是我们社会的全
部、我们人生的全部。它们互相对
立，又互相渗透，一起共生共存，在
龙王山山顶昭示着这个世界。我不
知道这是巧合，还是有什么玄机。

我在山顶又休息了一刻钟左
右，不打算沿着步道继续前进到北
山脚了。山虽不高，但按高度算下
来也有四十层楼那么高，担心到北
山脚，回去要么绕很远的路，要么回
头再登一次山，对于我这个意志力
不强的人来讲是个不小的考验。于
是我决定原路返回。

晚上，儿子问我今天爬山有什
么感受，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人对
一件事或者一个人的感受其实是复
杂多重的，绝不是单一的，一两句话
哪能概括？不过我还是跟他说，人
生就如登山观景，你若把注意力放
在登上，就会觉得很辛苦，你若把注
意力放在观上，就会觉得这世界其
实还是蛮有趣的。我希望这句话能
对他有所启示。

登龙王山记
□ 吴忠

相传高邮夏府的那口井，已有
一百多年的历史。它坐落在夏府
西北一户人家的墙角处，圆圆的井
栏，用一个硕大的麻石凿空而成；
上有两个拴绳的孔，铜做的井底。
听年老的说，这口井中的水冬暖夏
凉，十分清澄，本是夏府专用来凉
菜的，少有它用。解放后，这井归
公了，那儿的左邻右舍便围着这口
井淘米、洗菜、浣衣……

记不清是哪年的夏天，天旱少
雨，井水几乎要见了底。只有夜
间，井里方能积蓄一点渗出来的
水。那时急需用水的人家，就趁星
月尚未隐退，一骨碌起床上井提
水，大桶小桶叮叮咚咚地撞着井
壁，搅醒了人们的睡梦。隐隐约约
地听见提水人还发出一两声埋怨：

“这晦气井，水渗得太慢……”
由于用井的人多，阴沟也时常

被剩菜残羹堵塞，污水也就不可避
免地从井砖的缝隙倒流至井中，细
心的人发现后便惊呼起来：“井水
变味啦！”紧邻张老伯，人称大爹
爹，倒也有个“治水”的方法。他走
西串东，让每户用水的人家凑个角
把、几分钱，然后买几斤明矾朝井
中一投；隔日你瞧，那井水便又澄
澈地映照姑娘、大嫂们可爱的笑脸
了。

我记得有一年，也是由十几户
人家出钱，找来两三个专门掏井的

人，将那口井掏了一掏。掏井人下
井前先喝足烧酒，以抵御井中的寒
气；身裹破棉袄，用根长绳系在腰
间，遂徐徐下井。井中的淤泥、碎
砖等杂物，被掏井人一簸箕一簸箕
地掘出井口。自然，垃圾中不乏混
有少许“宝贝”：“关勒铭”金笔、厨
刀、铲勺、铅角子等，都归掏井人所
有。掏深了的井，水渗得很快，雨
季的水位甚至与地面相平。人们
从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一晃多少年过去了。家家户
户都用上了自来水，那口井便自然
而然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再没有
人谈它的深浅、凉热。唯一陪伴它
的，是一两户人家在井栏旁边搭建
的鸡窝……我想，那井仍像母亲一
样，默默地在分泌着清甜的乳汁，
静静地在温存她怀中的婴儿；渗水
水滴的叮咚，或许是最动听的催眠
曲……

又是一年夏天，某日，自来水
厂因故停水。这时人们突然想起
了那口井，干涸的心田一下子便滋
润了起来，也瞬间打开了记忆的闸
门：哦，这夏府的井……

夏府的井
□ 王春

“不时不食”（《论语·乡党第
十》）出自孔子的舌尖，意思是说，饮
食要应时令，到什么季节就吃什么
季节生产的东西。到了谷雨时节，
白天与夜晚的时长相比越来越长，
无论南北，气温都在快速升高。江
南已经进入雨季，北方的雨水也在
增多，空气逐渐潮湿，气压也开始走
低。那么，我们谷雨应当吃些什么
呢？

“羽觞行绿蚁，石鼎煮香椿。”
（黄衷《岱麓再和见酬率尔赓答五
首》）谷雨有采香椿的习俗。谷雨前
后正是香椿上市的时节。香椿被称
为“树上蔬菜”，是香椿树的嫩芽，具
有提高机体免疫力、健胃、理气、止
泻、润肤、抗菌、消炎、杀虫等多种功
效。有据可考的吃香椿芽的历史始
于宋代。据苏颂《本草图经》记载：

“椿木实，而叶香，可啖。”其实，香椿
最初只是一种救灾充饥的野菜，后
来人们发现它好种又好吃，于是开
始广泛种植。据明代朱橚《救荒本
草》记载：“采嫩芽炸熟，水浸淘净，
油盐调食。”戏曲作家兼养生学家高
濂则在《遵生八笺》卷十二中详细记
录了香椿芽的吃法，“香椿芽采头
芽，汤焯，少加盐，晒干，可留年余。
新者可入茶，最宜炒面筋、爊豆腐、
素菜，无一不可。”而到了清代，在文
学家兼美食家袁枚的笔下，香椿芽
已然“到处有之，嗜者尤众”。(《随园
食单》)清代薛宝辰则说：“香椿以开
水焯过，用香油、盐拌食之甚佳。与
豆腐同拌，亦佳，清香而馥。”（《素食
说略》）而香椿煎蛋、香椿拌豆腐、香
椿炒腊肉、香椿头花生米等精巧搭
配，更是让这一简单时蔬成为千家
万户的常客，温暖、芳香着众多味
蕾。有人还不尽兴，将其制作成调
味之料。据清代医学家顾仲《养小
录》记载：“香椿切细，烈日晒干，磨
粉，煎腐入一撮。不见椿而香。”香

椿的清热解毒、健胃理气、润肤明目
的功效，让其对疮疡、脱发、肺热咳
嗽等病症很有疗效。

“黄鹂啄紫葚，五月鸣桑枝。”
（李白《白田马上闻莺》）谷雨有摘桑
椹的习俗。紫葚，即桑葚，又叫桑
果、桑枣、桑实、桑仁和桑椹等。早
在两千多年前，桑葚已是中国帝王
御用的补品。据明代医学家缪希雍
《本草经疏》解说：“桑葚者，桑之精
华所结也，其味甘，七气寒，其色初
丹后紫，味厚于气，合而论之，感寒
益血而除热，其为凉血、补血、益阴
之药无疑矣。”清代名医王世雄《随
患居饮食谱》亦云：“桑葚滋肝肾，充
血液，止消渴，利关节，解毒酒，祛风
湿，聪耳明目，安魂镇魄。”据检测，
桑葚果汁含有葡萄糖、果糖、蔗糖、
苹果酸、柠檬酸、氨基酸、琥珀酸、酒
石酸、鞣酸、胡萝卜素、粗纤维、钙、
磷、铁、铜、锌以及多种维生素等。
北京人有一句俗语：“樱桃桑葚，货
卖当时。”说明桑葚和樱桃一样新鲜
时间很短，需要及时食用。

“马兰踸踔生，及时当先刈。”
（孙元衡《与诸昆季言怀》其二）谷雨
有拌马兰的习俗。马兰，《救荒本
草》称马兰头、《本草拾遗》称紫菊、
《摘元方》称竹节草、《医林纂要》称
马兰菊、《颂问本草》称蟛蜞菊、《草
木便方》称鱼鳅串、《本草正义》称红
梗菜，上海人称螃蜞头草、浙江人称
马兰青、福建人称田菊、闽南人称毛
蜞菜、云南人称灯盏细辛，有些地方
还叫马栏菜、毛蜡菜、鸡儿肠、蓑衣
莲、路边菊和阶前菊等，是为“青蔬
三头”（马兰头、香椿头、枸杞头）之
一。马兰性凉味辛，具有清热、解
毒、凉血、利湿等功效，主治口腔炎、
牙周炎、咽喉肿痛、扁桃体炎、结膜
炎、乳腺炎等症。因其含钙量高，故
能降低毛细血管的通透性，而且具
有消炎、消肿、止血作用。

“寻苗枸杞香，曳杖桄榔瘦。”
（邓玉宾子《【双调】雁儿落过得胜
令·闲适》）。谷雨有炒枸杞的习
俗。枸杞，又名枸杞菜、枸杞尖、地
仙苗、牛吉力、狗牙子、狗牙根、狗奶
子和红珠仔刺等。枸杞菜食用从古
就有，明徐光启《农政全书》：“枸杞
头，生高丘遥定，实为药饵出甘州，
二载淮南实不收，采春采夏还采秋，
饥人饱食为珍齑。救饥，村人呼为
甜菜头。”《红楼梦》里薛宝钗喜吃

“油盐炒枸杞芽”，也是大观园姑娘
们的美容菜。枸杞入药始见于汉代
《神农本草经》。李时珍将枸杞列为
本经上品专述：“春采叶，名天精草；
夏采花，名长生草；秋采子，名枸杞
子；冬采根，名地骨皮。”（《本草纲
目》）初春的嫩茎叶，味苦性寒，可凉
拌、煲汤、做馅、炒肉，具有补虚益
精、清热止渴、祛风明目的功效。枸
杞子是成熟果实，性平味甘。归肝
肾经，具有滋肾润肺、补肝明目的功
效。治肝肾阴亏、腰酸腿软、头晕目
眩、目昏多泪、虚劳咳嗽、消渴遗精
等症。

“春山谷雨前，并手摘芳烟。”
（齐己《谢中上人寄茶》）谷雨有吃
新茶的习俗。清明时节采制的明
前茶和谷雨时节采制的雨前茶，都
是一年之中的茶之精品。色泽翠
绿，叶质柔软，富含多种维生素和
氨基酸，香气怡人，具有生津止渴、
清热解毒、祛病利尿、消食止泻、清
心提神的功效，可以有效清除谷雨
时节滋生的湿热。谷雨品新茶，传
统悠久，相沿成习。唐代诗人陆希
声有诗为证：“二月山家谷雨天，半
坡芳茗露华鲜。春醒酒病兼消渴，
惜取新芽旋摘煎。”（《阳羡杂咏十
九首·茗坡》）湖南不少地方有喝谷
雨擂茶的习俗。谷雨这天，人们早
早上山采来新鲜的茶叶，用大米、
花生、芝麻、生姜等擂制成茶，甜润
在口，余味无穷，更有延年益寿的
功能。谚云：“喝了谷雨擂茶，饿死
郎中他爸。”擂茶不光一家人喝，还
讲究亲朋好友、街邻四坊一起喝，
大家边喝边聊，既享了口福，又感
受到人间温情。

舌尖上的谷雨
□ 周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