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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危不苟 舍生取义

修养坚守民族大义的正气

宋端宗景炎三年（1278）冬，文天祥在抗元过
程中兵败被俘。元将张弘范屡次劝他投降，还令
他写信招降另一抗元将领张世杰，文天祥说：“我
不能保护父母，还教别人背叛父母，可以这样做
吗？”之后他写下了著名的《过零丁洋》一诗，张弘
范在读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时，知道文天祥不会屈服，便不再逼迫他。

第二年，崖山海战失败后，张弘范又劝文天
祥说：“丞相的忠心孝义都尽到了，若能改变心
意，像侍奉宋朝皇帝那样侍奉大元皇上，就不会
失去宰相之位。”文天祥含泪说：“国家沦亡却不
能补救，作为臣子，死有余辜，怎敢怀有二心苟
且偷生呢？”张弘范无奈将他送往大都。元朝廷
对文天祥也是百般威胁利诱，许他以宰相高位，
都被他拒绝。

文天祥被囚禁三年之久，所居环境极其恶
劣，他在《正气歌序》中描述说：“余囚北庭，坐一
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
窄，污下而幽暗。”虽是如此，他依旧写下了名垂
千古的《正气歌》，表明自己的志向：“时穷节乃
见，一一垂丹青”。

文天祥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宫中为奴，
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而他只要投降，家人即可
团聚。但文天祥不愿因妻子和女儿而丧失气
节，他在写给自己妹妹的信中说：“人谁无妻儿
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
也。奈何？奈何！”后来忽必烈还不死心，亲自
出马，问他有什么愿望，文天祥回答说：“天祥受
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我
文天祥得到了大宋的恩泽，做了宰相，怎么会服
侍第二个姓的君主呢？希望赏赐我一死，这样
我就满足了。面对视死如归的文天祥，忽必烈
无计可施。1283年1月，文天祥面朝南方，在柴
市从容就义。

在历史上，文天祥是颇受儒家知识分子推
崇的“气节”之士。气节首先是一种“临大节而
不苟”的正气，就是当民族或国家遭受外敌入侵
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能够临危不苟、威武
不屈、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生命固然足惜，但
还有比生命更值得珍爱的东西，这就是道义，孔
子将其描述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
身以成仁”。

这种浩然正气所根植的底蕴是志向。孔子
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当人身处
危境或关键时刻，能够坚守志向而不屈服，不苟
且偷生，而是慷慨赴死，成仁取义，就是因为有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崇高志
向作为内在的支撑。

因此，修养气节首要的就是做到“尚志”。
何谓“尚志”呢？孟子说：“仁义而已矣。”通俗地
说，尚志就是士人君子应把成为仁义之士作为
道德理想和崇高志向，赋予自身高度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心有所主则不为外物所易。

文天祥在《言志》诗中曾写道：“杀身慷慨犹
易免，取义从容未轻许。仁人志士所植立，横绝
地维屹天柱。以身殉道不苟生，道在光明照千
古。”正因为有了“杀身以成仁”的志向，他才有

了以身殉道、决不变节的决心。高远的志向是
气节的根基，如果离开了高尚的道德理想和人
格操守，就失去了所追求的目标、所持守的方
向。所以，立志是气节的第一要义。

□ 立操以仁 守志持身

修养淡泊功名荣辱的骨气

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苏颂被任命为知
制诰，负责起草诏令。虽然干的是秘书的活儿，
但只需顺势而为，便有无限的政治前途。秀州
（今浙江嘉兴）判官李定通过攀附王安石，被宋
神宗越级提拔为监察御史，并令苏颂起草任命
诏书。苏颂却予以驳回，理由是官吏的任免应
按章办事，然而“今定不由铨考，擢授朝列；不缘
御史荐置宪台”，未经正常的考察、推荐程序，而
且“不惟超越资序，未压群言，抑亦有乖国朝从
来法制”，轻率越级提拔，不仅令人心不服，更重
要的是违背法制。

神宗说：“去年我就曾下诏，朝中选官不必
拘泥于官职高下。”再命苏颂起草。苏颂认为把
李定从地方上调到中央担任京官，已是优恩，若
还让其在御史台这么重要的部门工作，自先朝
以来，未有此例。而且更大的问题是，“幸门一
启，则士涂奔竞之人，希望不次之擢，朝廷名器
有限，焉得人人满其意哉”。因此，苏颂再次选
择了拒绝。神宗生气地威胁说：“久格诏命，恐
将得罪，卿宜思之。”抗旨不遵，将是什么罪过，
你可要想清楚。苏颂依然不为所动，淡然地回
答：“我听说治理之道在于考察臣下的奸邪与正
直，而区分奸邪与正直的标准就在于他的操
守。现在我所坚守的是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
如果因为害怕受到你的惩罚就改变立场，那是
奸佞之人所为，我是不会那样做的。”就这样，苏

颂因不肯失去内心的坚守，前后五次抗旨封还
词头，直到被免职，也不肯起草诏书。
气节是一种抛却个人荣辱，即使面对强权也

坚持守志持身的骨气。在儒家思想中，功名利禄
不过是过眼云烟，甚至事业文章都会随着生命的
逝去而灰飞烟灭，但唯有人的精神“万古如新”，
具有永恒的价值，这种精神就是气节。所以他们
特别强调为人重在大节，名节重于泰山，人生短
暂而气节千载，断不可毁节求荣，毁节求生。

如何成为气节之士呢？儒家提出要做到持
义守道。“义”与“道”是气节的核心和灵魂，气节
所展现的思想内核也恰恰是士人对于道义的坚
守。何谓义？在孔子看来，义指合宜、应当、应
然之意，“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
信以成之，君子哉”，意思是君子以义作为根本，
用礼加以推行，用谦逊的语言来表达，用忠诚的
态度来完成，这才称得上是君子。义在整个儒
家伦理道德中，是作为君子最为根本的行为规
范和道义原则而存在的，“道义”的本质就是正
确的道德原则和价值取向。

气节之士与普通人的最大差别就在于，他
能够在日常生活实践和价值选择中，始终以道
义作为选择的标准，始终坚持道义原则而不动
摇，特别是在面临个人荣辱、功名利禄的考验
时，能够持守道义，而不是见利忘义。

□ 穷不失义 达不离道

修养无视贫贱富贵的傲气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出身名门，曾有着“猛志逸
四海”的志向。他淡泊功名，为官清正，因不愿与
腐败官场同流合污，数度辞官。后来因为仅靠耕
种田地，难以养活一家老小，亲戚朋友都劝陶渊明
出去谋个一官半职，迫于生计，他只好答应了。

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已过“不惑之年”的
陶渊明出任彭泽县令。有一天，县里的小吏报
告说，浔阳郡的督邮前来检查公务。这个督邮
素来以贪婪闻名，每次都以巡视为名向辖县索
要贿赂。陶渊明闻报起身准备去迎接，县吏却
拦住他说：“当束带迎之。”意思是应当穿戴整
齐、备好礼品、恭恭敬敬地去迎接督邮。

一向清高的陶渊明看不惯这种倚官仗势之
人，一听还要穿起官服对这个督邮行拜见礼，气
不打一处来，他说：“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
事乡里小人邪！”我不愿意因为五斗米的俸禄
就卑躬屈膝，低声下气地向这种小人献殷勤，说
完便挂冠而去。陶渊明以“不为五斗米折腰”的
高风亮节，留下了一段有关气节的佳话。

俗语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人在困厄
的状态下，最容易丧失志向和原则。在儒家的
气节观中，对待富贵贫穷应该做到“穷不失义，
达不离道”，人要能够经得起饥寒愁苦、声色货
利等考验。

孔子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
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
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强调
君子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应以“仁”作为追求
的最高目标，以“义”作为做人的原则与约束，凡
事要讲究道义，无论穷达，都能做到持节守义。

古语说，“骥走崖边须勒缰，人至官位要缚
心”，成为一个气节之士，必须做到心有定见。
所谓“定见”即明确的见解或主张，是一个人对
某种道德原则坚定不变的信仰。只有心中有定
见，才能做到穷的时候不丧失道德的标准，发达
的时候也不背弃做人的原则，不管生活窘迫，还
是处境优越，都始终坚守自己信奉的原则和操
守，不做背离礼义和道德的事情。“穷”与“达”是
人生经常遭遇的两种境遇，能做到不因境遇变
迁、人生穷达而失去对道义的坚守是难能可贵
的，是对一个人气节与操守的最好体现。

□ 坚秉公理 义无反顾

修养捍卫真理正义的勇气

东汉清流领袖陈蕃从小就立下了“大丈夫
处世，当扫除天下”的志向。东汉末期，官场昏
暗不堪，许多读书人都选择了独善其身，或退或
隐，陈蕃却选择了急流勇进。《世说新语》记载：
“陈仲举（陈蕃字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
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

陈蕃在处世上是非清晰、黑白分明，十分坚
持原则。他任乐安太守时，权倾天下的大将军
梁冀派人给他送信，有私事请托，信使仗势犯
错，他将信使痛揍一顿，“鞭笞至死”。

陈蕃任光禄勋时，桓帝对宠臣外戚烂施封
爵赏赐，他生气地指责“日月失度，阴阳错乱，稼
禾不熟，民财不丰”；桓帝耽于享乐，他批评皇帝
连年加重征税，百姓饥寒，生活困苦，而皇宫里
宫女数千，食肉衣绮，油脂粉黛等各种开支不可
统计；桓帝喜欢狩猎，他批评说：“田野空，朝廷
空，仓库空，是谓‘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离
散，是陛下焦心毁颜，坐以待旦之时也。岂宜扬
旗耀武，骋心舆马之观乎！”“三空”再加上用兵
不止，四方百姓流离失散，这正是您伤心憔悴、
夜不能寐之时，怎么能耀武扬威、醉心于车马驰
骋的场面呢？

陈蕃任太傅并总理尚书台后，便联合大将
军窦武想铲除荼毒朝政的宦官势力，他上疏窦
太后，指名道姓陈说宦官侯览、曹节、公乘昕、
王甫、郑飒等人的罪恶，并且毫不避讳地说：
“希望把臣的奏章给您左右的人看，并让那些
坏家伙知道我痛恨他们。”后来宦官们先下手
为强，劫持了汉灵帝，大肆捕杀相关大臣。消
息传来，人们劝陈蕃赶紧躲起来，已经七十多
岁的陈蕃不顾劝阻，断然率领属官和学生八十
余人，一起拔刀冲进承明门，找宦官理论，最终
为宦官所害。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评价他：“功虽不终，然

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
间，数公之力也。”汉朝乱而不亡，又延续数十年
香火，就在于有陈蕃这样身怀理想、不避刀斧的
人勇于前赴后继，让信仰与大义之火代代相传。

气节是在大义面前临危不惧，宁为玉碎、不
为瓦全的勇气。自古以来，所有的气节之士无
不以勇闻名于世，像陈蕃，为澄清天下志而赴汤
蹈火、虽死不避；像苏武，“卧起操持，节旄尽
落”，而慨言“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
像夏完淳，为抗清年仅十七岁就血洒刑场，却慷
慨而书“英雄生死路，却似壮游时”。

不得不说，在生与义的剧烈冲突面前能够
守住自己的气节，是需要临危不惧的勇气来支
持的。所以，孔子特别重视勇敢、勇气在道德
实践中的力量，提出“见义不为，无勇也”。他
还提出了“三达德”的思想，认为“仁者不忧，知
者不惑，勇者不惧”，只有具有仁、智、勇三种品
行的人，才具备了完全的人格，才能成为真正
的君子。

孟子则更进一步把勇分为血气之勇与义理
之勇，所谓“血气之勇”，是好勇斗狠，做事凭一时
冲动；而“义理之勇”，则是为了真理和正义坚贞
不屈、百折不回。毫无疑问，义理之勇才是真正
的勇敢，表现为“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
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意思是
说，一个有气节的人，只要认准道义之所在，就会
不屈服权势，不顾及利益，就算全国的人都敌视
他也不会因此而改变自己的看法，虽然看重生
死，但为了坚持正义，决不在死亡的威胁面前屈
服。这就是荀子所称的君子之勇，有了这样的勇
气，才会有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气节。

总之，气节作为一种道德人格的精神气象，
体现了一个人至高的道德水平和道德境界，赋
予了生命以崇高的意义。在今天这个时代，修
养气节的精神品质和道德情操，对于弘扬传统
文化中的道义精神，培养民族气节，使我们成为
具有独立人格和内在精神风骨的人，将起到十
分重要的作用。

节
气 何谓气节？气节又被称为名节、节操、德操、志节等，是指一个人为人处世在道德上、政

治上的原则性和坚定性。当一个人面临义与利、身与仁、生与死的考验时，能够做到遵仁
循义、不惧生死，甚至愿意以生命为代价维护自身所信仰的道德理想和道德原则，所体现
出的即是气节。气节在儒家道德体系中居于重要的地位，历代先贤皆视气节如泰山，在他
们看来，只有“临大节而不可夺”者，才称得上是有道德的人，也才能真正称之为“君子”。
气节蕴含的是一个人的精神信仰，是士人君子昂然于世的内在精神风骨。

君子内在的精神风骨
王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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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饼是一种重要的粮食。因
此，在吃饼这件事儿上，出现了许多和珍
惜粮食有关的故事。

北朝时期的将领王罴，生性节俭。
王罴镇守地方时，有一次，朝廷派了一位
使者来视察。王罴设宴招待使者，宴上
就有饼。饼的边缘通常比较厚，口感不
好，而中间就比较酥软。使者平日里吃
惯了山珍海味，用餐时便撕去薄饼的边
缘不吃。

王罴见了，很不开心地说：“农民耕
种收获，费工颇多，舂米炊火，做成饼子，
又用力不少。我看你现在吃饭这么挑
剔，大概是不饿吧。”于是，就让手下把饭
菜撤去。使者闻言又羞又惊，惭愧不已。

到了唐朝，饼在餐桌上的地位更重
要了。唐人赵璘在《因话录》里说“世重
饼啖”。唐朝的史学家吴兢在《贞观政
要》里还拿饼来作比喻：“官不得其才，比
于画地作饼，不可食也。”任用官员，如果
他们的才能配不上职责，就像在地上画
饼，只能看，不能吃。唐玄宗年间，鉴真
和尚出访日本，粮食里就有“干胡饼二
车，干蒸饼一车，干薄饼一万”，可见饼在
唐朝人饮食中的地位。

唐朝的饼，类型极其丰富。或许
是因为唐朝人太喜欢吃饼了，导致许
多和饼有关的传说都出现在唐朝，尤
其是月饼的传说。但学者考证，月饼
的雏形实际出现在宋朝。所以，唐朝
的饼或许很圆，能令人联想到月亮，但
和八月十五联系还真不大。不过，唐
人的饼里也发生过许多与节约粮食有
关的故事。

《新唐书》记载了一个故事，初唐时
的宰相宇文士及上得朝堂、下得厨房，拥
有一手好厨艺。有一回聚餐，唐太宗便
让宇文士及割肉。宇文士及一边割着，
一边用饼来揩拭手上的肉糜和油渍。见
这情景，唐太宗的表情也由晴转阴，瞟了
他几次，宇文士及假装不明白李世民的
意思，还在那儿傻笑，仍然慢慢地用饼揩
手。切完肉之后，宇文士及就把那个饼
全吃掉了。很明显，李世民崇尚节俭，不
愿看到浪费粮食的行为，而宇文士及通
过吃饼打消了唐太宗的疑虑。

唐朝人用饼揩油，应该很常见。唐
人李德裕在《次柳氏旧闻》一书中也记录
了一个故事。说的是唐肃宗当太子时经
常陪父亲唐玄宗吃饭。有一次，玄宗让
太子切羊腿，太子也一边切肉，一边用薄
饼擦刀上的油渍和肉糜。本来开心吃饭
的玄宗心情凝重了起来：自己未来的继
承人这么败家吗？

好在太子察觉到父亲脸色的变化，
切完肉之后就把薄饼卷起来吃了。玄宗
看了，心中的石头顿时落了地，还高兴地
对太子说:“对待食物，就应当像这样一
般爱惜呀！”

类似的故事还有不少，《太平广记》

里也有两个。唐初名将李勣，战功赫
赫，还被封为英国公。有个老乡来京城
办事，去拜访李勣。李勣设宴招待，桌
上就有饼。这个老乡也挑食，就把饼的
边缘掰掉再吃。

李勣见了，叹了口气说：“年轻人
啊，这饼要犁地两遍，下种莳弄、收割打
场、用磨来磨、用罗来罗，最后才能做
成。你这样浪费粮食是什么道理？在
我这里我就忍着，如果在皇帝面前，你
这样可能就要掉脑袋了！”这个年轻人
的脸一下就红了，惊恐、羞愧地说不出
话来。

中唐时还有个叫作郑浣的官员，
为官正直清廉。他担任河南尹时，有
个乡下侄孙找他，想拜托他给安排个
工作。唐朝取仕主要是科举考试，但
也可以举荐，就是一些高官能向上举
荐人才。郑浣德高望重，名声也很好，
推荐个人才并非难事，加上这个侄孙
穿着寒酸，一看就是过惯了苦日子的，
郑浣便答应了下来。

侄孙赴任前，郑浣召集晚辈们一起
聚个餐，食物中就有饼，还是馅儿饼，估
计里头包了肉。这个侄孙竟然剥掉饼皮
儿，丢在地上，只吃里面的馅儿。郑浣见

了大怒：“皮儿和馅儿有什么不同？我见
你在乡下种田，衣着破旧，想必一定能体
会农民的艰辛，所以推荐你去官府上
班。不料你的虚浮不实竟然超过了那些
纨绔子弟。”说完让他将饼皮儿捡起来。

侄孙惊慌失措，颤颤巍巍地将饼皮
儿从地上捡起来。郑浣接过饼皮儿，自
己全部吃掉了。最后，郑浣送了这个侄
孙几匹缣帛，打发他回老家了，工作的事
自然也就泡汤了。
不独是唐人，对于宋朝人来说，吃饼

也能体现他们对于粮食的珍惜。南宋的
史学家曾敏行也编撰过一本叫作《独醒
杂志》的史料笔记，里头记录了一则北宋
宰相王安石吃饼的故事。话说王安石做
宰相的时候，儿媳妇家的亲戚萧家公子
到了京城并拜访了王安石，王安石邀请
他一起吃饭。

到了饭点，喝了几杯酒之后，饭桌
上端上来两块胡饼，接着又上了四份肉
块。之后就上饭了，还有一碗菜汤。萧
公子平时骄纵得很，哪吃得惯这些粗茶
淡饭。于是就拿起那个胡饼掏了个洞，
只吃中间有馅儿的部分，把饼的边缘都
丢在了桌上。王安石见了，啥都没说，
只是把萧公子吃剩下的饼边儿拿过来
自己吃了。萧公子顿时觉得羞愧难当，
坐不安席便告辞了。

一枚小小的饼，引出的故事倒是不
少，大都承载着古人对于粮食的尊重与
珍惜。的确，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从古人吃饼便能体现出来，我们应
该将这一美德传承和发扬下去。

刘伯承：下定决心学俄语
1927年11月，南昌起义失败后，

35岁的刘伯承受中共中央委派，从上

海来到苏联，进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

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深造。刘

伯承一下船，就被告知自己的俄文名

叫“阿法纳西耶夫”，进校报到时，他

仍在心里默念着这个名字，却突然发

现周围的人都看着他哄笑起来，原来

上面已经点到“阿法纳西耶夫”了，他

愣是没听出来。刘伯承从此坚定了

要学好俄语的信念。

侯宝林：闲章“一户侯”
相声大师侯宝林有一枚刻有“一

户侯”三个字的闲章，令不少金石家为

之倾倒。有人分析：李白有一首诗“生

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侯

宝林是反其意而用之。起初，侯宝林

没作太多的解释，问的人多了，他便真

诚地说：“没那么深沉，它本意指的是

这个院里就住着我一家姓侯的。”

戚继光：士兵淋雨树威信
1567年，抗倭名将戚继光北

调，任神机营副将，训练北方士兵。

不过，北方的明军并不服管。无奈

之下，戚继光只好从浙江调来3000

人的老部队作为嫡系。1569年春，

浙兵早晨抵达蓟州时不巧下起了大

雨，于是待命站在郊外，没有找地方

避雨，更没有进城。直到晚上，浙兵

任凭风吹雨打，“植立不动。边军大

骇，自是始知有军令”。这3000名

浙兵成为戚继光的教导队，以之教

练其他士兵，于是蓟州部队战斗力

很快实现整体跃升。

“政府”：本意指房子
政府是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

指的是国家行政机关。但“政府”一

词的本意并非如此。

在唐朝，封建社会各种体制已

经成熟，国家政权机构发展确立了

负责中枢政务的“三省六部制”。

三省是：负责决策的中书省，负责

审议的门下省，具体执行的尚书

省。三省长官共同行使宰相职权，

负责处理国家政务。这些长官日

常办公的地方叫“政事堂”，号称

“政府”。“府”是官署的通称，亦即

百官会集之处。司马光的《资治通

鉴》说：“李林甫领礼部尚书，日在

政府。”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云

“政府”即政事堂。这大概是“政

府”一词的最早出处。

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政

府”一词早已演变成为国家行政机

关的代名词了。

饼里乾坤大 惜粮践于行
善俊

拾遗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