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文史
2022年12月26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赵润琴美术编辑：卞锐

“飞毛腿”不是指有毛的腿
许晖

语词精奥

吹捧是把温柔的刀
晏建怀

中国民间把跑得飞快的人称为“飞毛腿”，还把苏
联的一种导弹称作“飞毛腿导弹”，取其速度极快之
意。“飞毛腿”这个称呼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原来，“飞毛腿”一词来源于古代中国的邮驿制
度。邮驿制度是现代邮政的前身，起源很早，不过到了
秦代才以律令的形式正式确定下来，形成了最早的邮
驿法。汉承秦制，统一名称叫“邮驿”。邮驿在先秦时
期也叫“置邮”，置、邮、驿三个字都是传送文书的意思，
用人步行传递叫“邮”，用马传递叫“置”，传送文书期间
休息的地方叫“驿”。

邮驿制度只限于传送官方的文书或者军事情
报。官府选用一些善于奔跑的人来作“邮人”，这些
人被称作“健步”，后来也称作“急脚子”或“快行
子”，类似于现在的快递员，不过，现代的快递员最
不济也要骑一辆电动车，古时候的“健步”们可完全
是凭两条腿。

紧急的军事文书，要在上面插一根鸟羽，叫做“羽
檄”。《史记·韩信卢绾列传》载，陈豨谋反的时候，汉高
祖刘邦“以羽檄征天下兵”，南朝学者裴骃释义：“以鸟
羽插檄书，谓之羽檄，取其急速若飞鸟也。”
《汉书·高帝纪》中也有这一记事，唐代学者颜师古

的注解说得更清楚：“檄者，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用
征召也。其有急事，则加以鸟羽插之，示速疾也。”

羽檄也叫羽书，不过到了宋代，就只有其名而无其
实了，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驿传旧有三等，曰步
递、马递、急脚递。急脚递最遽，日行四百里，惟军兴则
用之。熙宁中，又有金字牌急脚递，如古之羽檄也，以
木牌朱漆黄金字，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
路，日行五百余里。”可见宋代的羽檄上已不使用真的
鸟羽了。

到了清代，军事文书上又重新开始插鸟羽以示紧
急。陈其元《庸闲斋笔记》讲述了曾国藩的一则有趣的
传闻：“曾文正公硕德重望，传烈丰功，震于一时。顾性
畏鸡毛，遇有插羽之文，皆不敢手拆。”由此可见，那时
的“羽檄”上面插的不是鸟羽，而是鸡毛！这就是“鸡毛
信”的前身。
“健步”“急脚子”“快行子”后来就被民间更通俗化

为“飞毛腿”。人们总是对“飞毛腿”中的这个“毛”字不
解，甚至望文生义，以为是
这位飞毛腿的腿毛呢！这
是因为不懂得“羽檄”的缘
故，“毛”就是指羽檄上插
着的鸟类或鸡的羽毛。

拾遗
彭真：清廉律己绝不搞特殊

彭真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待子女和亲属，同样

不允许有特权思想，不能搞特殊化。

彭真在山西老家有2个兄弟、5个妹妹，侄子、外

甥众多，但他从未利用职权给他们谋取过福利。一

次，老家亲戚到北京找他，想让他给山西侯马市领导

写封信安排儿子工作，彭真打断他的话说：“我的委

员长是给全国人民当的，不是给咱家当的，你回去后

给孩子们讲清楚，凡事都要靠自己的努力争取，不能

依靠别人。咱们是革命家庭，我不能带这个头。”

郁达夫：酒桌上套取日军情报
1941年，郁达夫在新加坡《星洲日报》副刊当编

辑，他撰写的大量抗日题材文章成为南洋抗日文学

的一面旗帜。日军攻占新加坡后，郁达夫被通缉，不

得不离开新加坡，来到印尼的苏门答腊。在印尼，郁

达夫化名赵廉。在当地一位爱国华侨的帮助下，开

了一家“赵豫记酒厂”，生活稳定下来。

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虽然被日军攻占，但抗

日宣传却不比任何一个地方差。特别是转入地下

的刊物，发行量大，影响力也大，尤其是每一期刊物

中的插图片，拍的都是日军醉酒后的种种丑态，人们

翻看后哈哈大笑的同时，更增强了抗日胜利的信心。

这些图片都是哪里来的呢？原来，郁达夫到

了苏门答腊后，先是利用翻译的身份取得了日本

人的信任，后又以酒厂老板的身份继续从事抗日

活动。他特别在酒厂里打造了“双清”品牌高度

酒，酿到了60度。然后，每周变着花样请宪兵喝

酒。酒的度数高，宪兵一喝就醉。而每一次喝酒，

他都给自己备好水应付，然后趁宪兵酩酊大醉，离

开他的酒厂后，跟在后面偷拍他们的丑态。

据说，当时日军宪兵队队长是一个出了名的

大酒鬼，郁达夫为了开展工作，不断地给他送酒，

搞得他认为苏门答腊只有郁达夫一个人可信。而

郁达夫在岛上越来越吃得开，总是在酒桌上解决

许多事。程嘉庚、胡愈之、王任叔等著名人物，都

是在他的巧妙掩护下脱险的，他还将在酒桌上套

来的情报通过地下组织传递出去……

李苦禅：烧画祭老友
李苦禅是我国现当代著名画家，他为人爽直，

凡答应给人作画，从不食言。有一次，有位老朋友请

他作一幅画，李苦禅因有事在身，未能及时完成。不

久，他接到了老友病故的讣告，不由心生愧疚，随即画

了幅“百莲图”，并郑重其事题上老友的名字，盖上印

章，然后拿到后院，将画烧毁。事后，他对儿子说：“今

后再有老友要画，及时催我，不可失信啊！”

《陨盗》：我国古代最短的小说
陶渊明的《陨盗》堪称中国古代最短的文言小说，

全篇仅25字：“蔡裔有勇气，声若雷震。尝有二偷儿

入室，裔拊床一呼，二盗俱陨。”意思是：蔡裔是个有勇

猛气质的人，说话声音如同打雷一样震耳。曾经有两

个小偷进到他家房内，蔡裔拍床高声一喊，两小偷都

被震死。全文写得形象、生动、流畅，一有人物；二有

情节；三有头有尾，已具有短篇小说的基本特征。文

章出处是《搜神后记》。《搜神后记》又名《续搜神记》，

是干宝《搜神记》的续书，题为东晋陶潜撰。但书中所

记有元嘉十四年(437)、十六年(439)事，皆陶潜死后之

事，故疑此书为伪托，或以为经后人增益。

溯源：何谓五花八门
五花八门，原指“五行阵”和“八门阵”。这是古代

两种战术变化很多的阵势。如今，提及此词，首先想

到的便是变化多端或花样繁多。

其实在古时候，“五花”和“八门”是各有所指。“五

花”指“五种花”象征的职业人，即金菊花——比喻卖

茶的女人；木棉花——比喻上街为人治病的郎中；水

仙花——比喻酒楼上的歌女；火棘花——比喻玩杂耍

的人；土牛花——比喻一些挑夫。五种花，普通常见，

既不名贵，也不鲜见，足以说明所指的职业人社会地

位和身份的寻常。“八门”指八种行业的人，即一门巾，

算命占卦者；二门皮，卖草药者；三门彩，变戏法者；四

门挂，江湖卖艺者；五门评，说书评弹者；六门团，街头

卖唱者；七门调，搭篷扎纸者；八门柳，高台唱戏者。

八门者，通常指在市场摆地摊挣钱吃饭的生意人，职

业低端，收入不高。

威尔第：“一辈子就当音乐家”
朱塞佩·威尔第是意大利著名作曲家，国王为了表

示对威尔第的恩赐，提名他为上议院参议员。但他不喜

欢靠头衔来显示与众不同。一次演出后，爱尔兰作曲家

维列尔斯·斯坦福爵士和作曲家博伊托去看望他，威尔

第正在房间里踱步，看起来怒发冲冠。博伊托问他怎么

了，他把国王发来的电报扔过去，其中提到封他为布塞

托侯爵。博伊托问：“那么，大师，您怎么回答的呢？”威

尔第回答：“我说，生是音乐家，一辈子就当音乐家。”

●以人为镜 反求诸己
凡事从自身寻因

俗话说“小人无错，君子常过。”没有人不会
犯错，只不过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在于，当遇到事
情时，小人总是认为自己没有错，而君子总会反
思自己的错误。这道出了儒家自省的一个重要
方法，即眼睛向内，找自身的原因，而不是把别
人的错误当作护身符。

北宋名将种世衡是范仲淹的老部下，范、种
两家可谓世交。熙宁年间，种世衡的儿子种古
因为违法被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举报，种古大
怒，也举报范纯仁私自开仓放粮，结果种古被流
放，范纯仁也遭贬职。
元祐三年（1088），范纯仁拜尚书右仆射兼

中书侍郎，登上宰相之位。许多人都以为种古
倒霉的日子到了，可范纯仁做的第一件事，却是
推荐种古为永兴军路钤辖，并任隰州（今山西隰
县）知州。面对人们质疑的眼光，范纯仁解释
说：“种古天性不错，当初他应当以他父亲的军
功授官，他却推让给了弟弟，有‘小隐君’之称。
种古也很有军事才能，在抵御羌族入侵中立有
战功。他虽然犯过错误，但不能一棍子打死，应
该给他改过的机会。至于他与我个人的恩怨，
我时常反省自己，先辈与种氏上世有很深情谊，
如今引起种氏子孙讼告，是因为我不肖，哪儿用
去讨论其中的是非曲直啊！”后来种古闻知此
事，十分惭愧，写信向范纯仁道歉，范、种两家和
好如初。

范纯仁可谓善于自省的人，和别人发生了
矛盾，他并不是依仗着身份或权势，指斥别人的
不是，而是先从自身找原因。这种方法称为“自
镜”法，即以人为镜，观照自己的不足。

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
也。”就是要求自省必须以人为镜对照检查
自己，对他人的优点和长处应主动学习、自
觉看齐；对别人的不足则要引以为戒、防微
杜渐。
孟子将这种方法总结为“反求诸己”，并以

射箭作喻说：“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
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意思
说，有仁德的人就像射手，射手先端正自己的姿
势然后才放箭；如果没有射中，不怪比自己射得
好的人，而是反过来找自己的原因。
孟子还进一步解释说：“爱人不亲，反其

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爱别人却得不到别人的亲近，那就应反问自己
的仁爱是否足够；治理别人却没有治理好，那
就应反问自己是否智慧不足；待人以礼却得不
到别人以礼相待，那就应反问自己的礼节是否
到家——凡是行为得不到预期的效果，都应该
反省自己，自身行为端正了，天下的人自然就
会归服。

由此可见，自省的重要特征，就是内向性。
它是通过反省自己，而不是尝试改变他人，来达
到道德的完善和社会关系的和谐。所以，与其
怨天尤人，不如反省自己，遇事能够观心自省，
才能实现自我超越。

●省察克治 如去盗贼
拔除邪念见澄澈

曾国藩的日课十二条，其中第二条便是静
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正位凝命，如鼎
之镇。”这种静坐类似于佛家的“禅坐”或“禅
定”，不同的是，佛家追求的是断除妄想，而儒家
的静坐则是一种自省的方式，外表静无声息，但
内心进行的却是激烈的斗争，以拔除邪念，去恶
向善。

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曾在家乡开馆授徒，有
一天，一个老乡急等用钱，想把自己的一块地卖
给王阳明应急。王阳明并没有买地的打算，回
答说：“您是农民，以地为命，把地卖了以什么为
生呢？”于是借给了他一些钱，便打发他走了。

过了一段时间，王阳明带领弟子出游，在城
外看到一块田地，依山傍水，开阔僻静，四周的
环境优美至极。王阳明一看非常喜欢，不禁脱
口而出：“唉，这真是一块风水宝地呀，如果在这
儿建一个书院，每天在这样的环境里读书讲学
岂不快哉！”他的话音刚落，就见几个学生面面
相觑，一个学生忍不住对他说：“老师，这块地正
是那个要卖地给你的那个老乡的，您没要，他已
经转卖给他人了。”王阳明一听，眉头一皱，嘴上
虽然没说什么，但一看就是后悔了。随即，他找
一个地方席地而坐，静坐冥思起来。学生们不
敢打扰，静静地在一边侍立。

过了一会儿，王阳明才睁开眼，面带微笑地
说：“刚刚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内心也很后悔，这
就是我内心的贪婪和私欲在泛滥，现在私欲已
经被我克掉，我的心情又回到愉悦了。”说完，便
又神情自若地带着学生继续游玩起来。

一件有利的事，因为没有得到而心生后悔，
这是人的常态，但王阳明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善
于运用自省的方法，迅速剔除贪婪、懊悔之念，

让自己的内心始终保持澄澈的状态。这种自省
的方法，孔子将其归结为“自讼”，亦即自己与自
己打官司。他说：“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
内自讼者也。”我没有看见过能够看到自己的错
误便自我责备的人。

朱熹这样解释“自讼”：“讼，攻责也。而今
讼人，攻责其短而讼之；自讼，则反之于身亦如
此。”所谓讼，就是争辩责任，评析对错。今天说
的讼人，就是对他人的缺点错误加以批判，而自
讼，就是反过来对自己也是这样。也就是说，自
讼是一种自我审判，它的突出特征就是即时性
和彻底性。正如王阳明在《传习录》所说：“省察
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
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
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
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
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
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
功，方能扫除廓清。”

自省，不仅要对过错之事进行反省，更重要
的是要从思想深处将好色、好利、好名等“一念
萌动”进行甄别、克制，治标更要治本，从根本上
拔除病根，才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

●三省吾身 时时检点
涵养德性在常功

自省的修养之功，不能过一段时间才搞一
个回头看，而是应该作为一种日课，时时刻刻进
行自我省察，自我反思，才能收到实际效果。

北宋赵概是个品行高洁的大臣，他性情敦
厚，沉默寡言，曾与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同
在馆阁任职。欧阳修才高八斗，看不上有些木
讷的赵概，当他就任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令）
后，干脆以缺少文采为由，将赵概贬官为天章
阁待制。赵概无端被贬，却并不以此为意。后

来欧阳修被人诬陷与外甥女淫乱，皇上震怒，
没有人敢为欧阳修说话，只有赵概上书替欧阳
修辩解说：“欧阳修因文才出众才成为皇上的
近臣，皇上不能随便听信谗言，轻易诬蔑他。”
有人问赵概说：“你不是与欧阳修之间有怨恨
吗？”赵概说：“以私废公，我不能做这种事。”后
来欧阳修了解了事情的原委，才知道赵概原来
是位德高望重的长者，非常惭愧，两人从此成
为莫逆之交。

赵概的德行并非源自天生，而是勤于修行
的结果。史书记载：“赵康靖公概，居恒置一瓶
及黑白二豆于案间。起一善念，投一白豆于瓶；
起一恶念，投一黑豆于瓶。初则黑豆甚多，既而
渐少。”赵概为了严格要求自己，准备了两个瓶
子，如果是做了好事，或起了善念，就把一粒白
豆投入一个瓶子中；如果是做了坏事，或是起了
恶念，就把一粒黑豆投入另一个瓶子中。开始
时，黑豆总是比白豆多，赵概便时时内省，努力
磨砺和克制自己，通过不断的改过迁善，瓶子里
的白豆越来越多，而黑豆越来越少，他最终也成
为一个德行高尚的人，受到世人的尊敬。

除了用数豆子的方式自省，还有一种方法
称为“功过格”。明清两代，很多人都是功过格
的力行者，如明代会稽人陶望龄，将这一过程描
述为：“每日置一空格于榻前，临卧时逐事稽
查。善者画一圈，不善者画一叉。月终总较一
月功过，年终总较一年功过，对神前证盟。”功过
格是在纸上分列功格（善行）和过格（恶行）两
项，功格、过格按类别、条款被赋予大小不等的
数量值，主体可以每天、每月、每年按数值计算
功过，以精确掌握自己的道德状况和道德理想
实现的进度。

无论数豆子还是功过格，都属于“自察”
的自省方法。这种自察强调的是经常性，儒
家称之为日课，要求每时每刻、随时随地地进
行自省。朱熹把自省看作“平日著工夫”，只
有常加省察，使良心常在，当私意由外入侵
时，才能以主待客以逸待劳，否则便会心无主

宰为私意所胜。
数豆子和功过格实现了对自省的定量评

价，使自省的内容更加具体、翔实而贴近生活实
际，使自省的方向更加精确。自省者能够通过
数量或数值的变化，感受到自己的进步，因而起
到很好的激励作用。

●知过必改 见过速改
去恶从善方为圣

《左传》里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
焉。”人谁能不犯错？错了能够改正，没有比这
更好的了。发现错误不是自省的根本目的，改
过迁善，使自身得到完善才是终极目标。

北宋宰相吕蒙正小时候受了不少苦，曾与
母亲靠寺院接济勉强度日。后来他刻苦攻读，
高中状元，迈入仕途。虽然官越做越大，但他一
生清廉自守，克己奉公。晚年时，府里有位厨师
善做一道美食，名“鸡舌汤”，吕蒙正很爱吃，于
是鸡舌汤成了早餐的必备食谱。有一天，吕蒙
正闲来无事到花园散步，忽然见墙角多出一座
小丘，宛如小山，便问侍从这是何人所筑。侍从
回答说：“这不是土丘，乃是厨师为相公平日熬
鸡舌汤所丢弃的鸡毛、鸡骨堆积而成。”吕蒙正
大吃一惊：“我怎会吃下这么多鸡？”侍从说：“一
只鸡只有一个舌头，相公喝一碗汤要用多少鸡
舌？鸡舌汤又喝了多长时间？”吕蒙正听完，为
自己的奢侈而深感惭愧，从此再也不喝鸡舌汤
了。知过必改的吕蒙正以德行为世人所重，《宋
史》评价他“质厚宽简，有重望，以正道自持”。

自省不仅是通过自察发现问题，更需要通
过改正错误而达到自控的境界。孔子的弟子子
贡有句著名的话：“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
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君子之所以
能够成为君子，不是因为他永远不会犯错，而是
因为他从来不回避错误，而且还能主动及时地
纠正错误。
“过而不能改”才是真正的问题，诚如东汉

思想家徐干在《中论》中所说：“夫闻过而不改，
谓之丧心；思过而不改，谓之失体。失体丧心之
人，祸乱之所及也，君子舍旃。”意思说，知道自
己的过错而不改正，叫做迷失本心；反思自己的
过错而不改正，就叫迷失天赋的德性。迷失本
心和德性的人，就是灾祸降临的对象，君子是不
会这么去做的。明清之际的哲学家李颙以自省
改过诠释“三达德”：“知过谓之智，改过谓之勇，
无不知、无不改谓之仁，千圣心法，尽在知过改
过之中。”人就是靠这种内在的自我认知、自我
纠正的自省状态得以修身进德，改不足于无形，
获提升于内在。

儒家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修身为政的最高理
想就是“内圣外王”，即“内备圣人之至德，施之
于外，则为王者之政”。所谓内圣，即在于提升
自身道德水平和人格境界。在儒家看来，自省
是在道德修养上真诚与自觉的表现，因为一个
人能否实现自我完善全靠自己，别人是帮不上
什么忙的，这便是所谓“君子求诸己”。宋代学
者卫湜说：“修身之道，自省而已矣。”要达到“内
圣”的境界，就必须在“内自省”上下功夫，只有
坚持自省修身，才能不断在克己迁善中超越自
我，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价值的人。

富者有人追随，贵者有人攀附，自古人情势利，不足为怪。然而，让人怪的
是，那些腰缠万贯之徒、势倾天下之官，面对肉麻的吹捧，不但毫无惭色，反而
得意忘形，飘飘然、醺醺然、昏昏然，最后常常被吹捧到身陷囹圄，甚至身首异
处，让人叹息。

南宋韩侂胄，因成功拥立宋宁宗赵扩即位，以“翼戴之功”官至宰相，封平
原郡王，成为一代权臣。韩侂胄大权在握，内心便开始膨胀起来，手掌国家公
器，招权纳贿，贿赂公行，尤其喜欢下面人的阿谀奉承，谁巴结他，谁就能升官。

据清人褚人获《坚瓠集》载，韩侂胄曾获赐吴山下的皇家园林——南园。
获赐南园后，他穿山凿泉、造亭建榭，花巨资进行整修、完善。工程才告竣后，
韩侂胄择吉日，带领大官小吏、名流清客们游园，亲自验收。当他看到园内奇
花异草遍布、亭台水榭林立，不禁喜笑颜开。后来转过一脉青山，看到一带竹
篱茅舍，桑榆相间，宛如田家，韩侂胄却不无遗憾地说：“这田园美景，确乎极
似，只是美中不足，缺了鸡鸣犬吠之声耳。”谁知，他话音刚落，便听到田庄犬吠
声“汪汪”响起，韩侂胄非常惊异，寻声一看，原来是工部侍郎赵师睪，正趴在草
丛中学狗叫呢，逗得韩侂胄哈哈大笑，让他极为受用。不久，韩侂胄即提拔赵
师睪为工部尚书，时人因此称赵师睪为“狗叫尚书”。

南宋沧州樵叟所著《庆元党禁》载一事，说韩侂胄有一宠妾，因小过被撵
出王府。时任钱塘县令的程松寿善巴结、会逢迎，觉得这是个好机会，赶紧
以钱八百贯将此妾买回家，夫妻二人亲自侍候，殷勤事之，供奉如贵宾。数
日之后，韩侂胄果然又想念起这位宠妾来，派人打听其下落，得知为程松寿
所买，一时大怒，准备拿他问责。程松寿听说后，赶紧将此妾完璧归赵，解释
说，当时有一郡守离京，见此美姬，准备携她赴任，自己知道她为郡王爱妾，
特将她藏匿于府中。
韩侂胄很是怀疑其用心，仍然满脸怒气未消。此妾赶紧出来证明说，程县

令句句属实，待我如贵宾。韩侂胄这才释然，转怒为喜，马上提拔程松寿为太
府寺丞，旋即升为谏议大夫。后来，程松寿又出重金买了一个比此妾更漂亮的
美人送给韩侂胄，韩侂胄大喜之下，竟重用程松寿为执掌兵政的同知枢密院
事，让那位品格低劣、治才平庸、只知道请托钻营的小县令，三两年便跻身朝廷
重臣之列。

韩侂胄作为权臣，大官小吏的升迁全掌握在他手里，他的喜好，便成了苍
蝇们眼里有缝的鸡蛋，望其风旨、吹牛拍马者越来越多，投书献媚、歌功颂德者
不计其数，他们将韩侂胄吹捧为当代伊尹、后世霍光，呼为“我王”者，请加九锡
者，不一而足，其吹捧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然而，“暖风熏得游人醉”，恰恰是那
些攀附之徒肉麻的吹捧，让韩侂胄更加得意忘形，更加专横跋扈，既无官德，更
无操守，卖官鬻爵，无法无天，最后终于因罪被诛。韩侂胄服罪以后，许多朝臣
又纷纷上书，说他“专政无君，僭上不道”，请求朝廷对韩侂胄挖坟开棺，枭首示
众，抛尸荒野，以谢天下。但最为可笑的是，当初跟在韩侂胄身后溜须拍马的
是这些人，他死后要求朝廷枭首示众、谢罪天下的还是这些人。

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一书中说：“长吏马肥，观者快之，乘者喜其言，驰驱
不已，至于死。”官吏的骏马强壮厚实，看到的人都说肯定跑得很快，骑马的主
人对这些夸奖感到得意，使劲让马不停奔跑，以至于马儿过度疲劳而死。意思
是说，杀马的人就是曾经在旁边给马鼓掌的人。可见，吹捧是把温柔的刀，它
能让你如沐春风般得意，更能杀你于无形。

何谓自省？《说文解字》里说：“省，视也。”《说文解字注》里则解释为：“省者，察
也。”自省，就是一种自我的察看、审视、检查，找出自身存在的不足、过失，以便及时
修正、克制。自省的实质是一个人为追求自身完善而进行的自我教育、自我磨炼，它
以儒家道德原则为评判标准，对照检点自己日常的言行理念，以存善去恶、改过迁善，
最终达到“君子”的人格境界。北宋理学大师胡宏说：“自反者，修身之本也。”自省是
儒家最为看重的一种修养功夫，不仅是君子必备的道德品质，也是实现自我超越、人
格升华的必经之路。

自我完善的必经之路
王爱军

自
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