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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玉是脂粉堆中生活的人，虽然恋香惜粉，但从不淫

乱，更不将女性视为玩物。蒲松龄笔下的人物多为才

子佳人，这些人间尤物，均是有情人，珍惜相逢、患难和牵手，

从不滥情，这也是蒲松龄内心世界的展露，让我们看到一幅人

间瑰丽的画卷。

尽管文中所涉女主角多为鬼狐，化身为靓丽女子与男子

结缘。但实际是人间爱情的赞歌，假狐言世。狐多媚，人间无

二，但这种不吝笔墨的赞美也是蒲松龄情怀的一种反映，女子

是美好的，可以用任何形容词赞美，正像贾宝玉所言：“我见到

女儿便清爽。”两者情性一致。蒲松龄所歌颂的爱情是美满

的，多花好月圆。虽然经历坎坷，甚而生死劫难，但共剪西窗

烛还是最终的画幅。说明蒲松龄愿意这些美好的人都拥有人

生情感的完美答卷，而不是残缺。尽管书生后来多知所交女

子为狐，非人，但仍不离不弃，同寝共读，实际与人无异，蒲松

龄让人狐相通，狐已然成为美丽有情女子的代名词。

蒲松龄除了歌颂女子爱情的美好外，还浓笔凸写了侠肝

义肠、扶危济困的情怀。文中书生多落难，家贫命蹇，走投无

路之际，往往遇到好心人搀扶一把，其后命运转折，阳光洒

照。但如果没有当时的及时扶危，书生很可能就此穷困潦倒，

人生就此绝矣。一钱之馈、一饭之恩就此来也。实际《红楼梦》

中的贾宝玉也有如此情肠，多次为底下的婢仆担责。最严重的

一次大观园查抄，如果不是贾宝玉及时站出来，“担个恶名”，化

险为夷，那么几个丫头是逃不了要被逐或被鞭笞。在晴雯危难

之时，也是贾宝玉冒着极大的危险去看望她，为她送去人世间

最后一缕关怀，让她是怀着温暖离去的。蒲松龄歌颂了这种患

难救助，并将这种情怀通过几十则故事予以传布、放大，即使

动物世界也知救危，“非特人侠。”让人感知狐女的美好。

孝，是人之大义，孝的主题在《聊斋志异》中也时时得到彰

显。最出名的篇目是《席方平》，为替父伸冤，经历了各种磨

难，刀锯斧砍，几历生死，但“忠孝志定，万劫不移”，最终拿下

冥王郡司诸吏，父亲得以“见温而活。”狐女虽是弱女子，但不

忘哺育之恩，无论达或蹇，都挈父将母，将仁孝写在天地间，甚

而有时以牺牲爱情和生命为代价，可歌可泣。贾宝玉虽是顽

劣之子，厮混于内帷，但对长辈还是敬爱有加的。

蒲松龄在书中还宣扬了友情。世家子弟对落难书生的帮

助，狐仙兔女间的相互扶助，这与贾宝玉同秦钟、蒋玉菡和柳湘

莲间的情意是如出一辙的。世上的美好感情几乎都借助其笔

端潺潺流淌出来，滋润读者的心田，滋润浮躁冷漠的尘世！

世纪七十年代上中学的人，可能都

还会记得在那个年代，一到放暑

假，很多学生都会到工厂里去勤工俭学。

我也不例外，记得上高一那年暑期，我有机

会到合肥造纸厂去勤工俭学。

合肥造纸厂，位于合肥东郊。我在厂

里勤工俭学的工种，就是在厂外的一堆

堆堆集如山的废品中，把废纸、纸箱、旧

书刊分拣出来，然后装上平板车子，再

运到化纸浆的车间里。这一工作看似

十 分 简 单 ，但 做 起 来 不 仅 十 分 难 以 煎

熬，而且还十分的累。尤其是这些废品

都是从各地废品站回收来的各种各样废

纸，经过风吹雨淋，再经盛夏火辣辣的太

阳一暴晒，废纸堆里就会散发一股股发

霉发臭刺鼻难闻的味道。尽管上班时间

都戴着口罩，但也很难挡得住这刺鼻的

气味。一天工作 8 个小时，一天的工钱

是 4 毛 5 分钱，一个月工资才能拿到 11

块多钱。一个暑期，就能挣上 20 块多

钱。别看这钱现在看少的可怜，但在当

时，可是很值钱的。那时候，我们上中学

一个学期的学费，也不过四五块钱。况

且 那 时 去 勤 工 俭 学 ，也 不 完 全 是 为 了

钱。更重要的是为了培养自己的劳动意

识，更早地去认识社会，开拓视野，增长

知识，增加阅历，锻炼自立能力。

我家离厂回来路上约有十几公里，如

果要是抄近道至少也要有 10 公里。刚上

班头几天，还是志高气昂、兴致勃勃的。每

天一早就带着装有午餐的饭盒子，骑着自

行车出门去上班了。可没干几天，新鲜劲

一点点都没有了，再加上每天干的活又苦

又累又脏，灰尘又大。有时回来不仅累得

连腰都直不起来，而且还一身臭汗，甚至脏

的满脸是灰，只露两双眼睛。自己长那么

大，那儿受过这等苦呀？对此，我也曾打起

了退堂鼓。心想：这勤工俭学不像平时学

校组织去学工学农学军那样轻松呀!上班

没几天，全身上下在野外作业，被太阳晒得

跟“非洲人”一样黑……可转念一想，在工

厂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每天的生产量大致

一样，如果突然辞职不去，其他工人就得多

干些活，这样不是更对不起大家了吗？

想着，想着，脑海突然 闪 现 出 早 在

1919 年到 1920 年，我国就先后分 17 批

约 1700 多名学生赴法勤工俭学。这其

中还有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漂 洋 过 海 到 法 国 边 留 学 、边 勤 工 俭

学。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勤工俭学

的 事 迹 激 励 和 感 染 着 我 ，况 且 我 不 就

一 个 暑 期 嘛 ，再 苦 再 累 再 脏 ，咬 咬 牙 ，

坚 持 坚 持 ，就 顶 过 去 了 。 再 说 那 时 候

我 十 分 喜 欢 读 书 ，但 由 于 课 外 读 物 十

分匮乏，加上家庭经济条件有限，几乎

没有买过什么课外读物。正好在造纸

厂 勤 工 助 学 ，可 以 不 花 钱 就 能 从 厂 里

回收的一堆堆废品中寻找到许许多多

珍 贵 的 书 籍 看 看 。 但 是 这 些 书 只 能

看，不能带出仓库的大门。因为这些书

都是公家的，公私得分明。在我印象中

最深的是，我看过的《中国画语》《青春

之歌》《红旗谱》《林海雪原》，都是在中

午休息时，师傅们吃过饭，躺在废纸箱

上睡觉。我就躲在一旁，边看边把书上

的好句子抄在笔记本上。

有几次，看门老师傅见我那么喜欢看

书，就说：“小伙子，你喜欢就带回家好好

看！不过到时别忘记把书再还回来！”只要

一听到看门师傅这句话，我都是满怀欢

喜。有时为了能迟几天还书，我还学会“讨

好”看门师傅，从家带点菜给他吃。

短短暑期一晃，就这样过去了。这个

假期勤工俭学虽说苦点、累点、脏点，但我

却深切感到特别的有意义，也十分值得。

不仅挣足了一年的学杂费，还体验到工人

的辛勤劳动，更为关键的是我还免费读了

十几本好书。

勤工俭学
□ 合肥 日月

多情应似贾宝玉
——读《聊斋志异》有感

□ 黄山 崔志强

高祖刘邦的故乡是我的老家。老家的许多

传说、地名、典故，都和刘邦有关。那首“大

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

四方”更是从小耳熟能详。爸爸是个画家，他和他的

朋友们一起喝茶谈艺时，经常谈到历史典籍的一些趣

闻。这让我对刘邦的史书记载很有兴趣，在语文老师

和历史老师的帮助下，我阅读了史记及汉书中有关刘

邦的篇章。汉高祖刘邦过鲁祭祀孔子，《史记·高祖本

纪》里没有记载，《史记·孔子世家》里记载过鲁祭祀孔

子的事件，但没有记载时间，《汉书》记载了事件的过

程和时间。

《史记》成书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为鼎盛

之时，司马迁写《高祖本纪》时，怎么会把高祖过鲁太

牢祀孔子这么大的事件给忽视了呢？反观《孔子世

家》，司马迁对孔子满篇皆奉颂之词。这就引起我一

探究竟的极大兴趣。通过对几篇史书的对比，我发

现，高祖过鲁太牢祀孔子，仅仅是个传说，它是汉武

帝时期文人所添加的，不是历史事实。有关汉高祖

刘邦祭祀孔子的说法，《史记·孔子世家》有如下记

载：“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常先谒

然后从政。”《汉书》：“（十二年）十一月，行自淮南

还。过鲁，以大牢祠孔子。”太牢，是古代帝王祭祀社

稷时用的牛、羊、豕三牲。以太牢祀祭孔子，规格是

相当高的。

《史记·高祖本纪》中，记述汉高祖十二年十一月

前后的一些事件，让我们从中探寻出一些蛛丝马

迹。史记记载了刘邦从汉高祖十一年七月，一直到去

世的活动轨迹。十一年七月（公元前 196 年 7 月），淮

南王黥布拉旗造反，高祖刘邦御驾亲征，亲率大军

前 去 平 反 。 高 祖 十 二 年 十 月（公 元 前 195 年 10

月），高祖刘邦在会甀（今宿州市埇桥区西大营

镇）击败了黥布的主力军队。宿县离刘邦的故乡

很近。刘邦旗开得胜、心情顺畅，就一路凯歌，带

着大军浩浩荡荡返回故乡。衣锦还乡，多么豪迈

和骄傲之事啊，“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不但喝

酒，还喝得畅酣淋漓，喝醉了，就鼓乐。“酒酣，高祖

击筑”边击筑琴，边高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

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唱着唱着，舞之蹈

之。最后，乐极生悲，“慷慨伤怀，泣数行下”

高祖刘邦离开沛县是往西去的，“沛中空县皆

之西献”走时，沛县城里全空了，百姓都赶到城西来

敬献牛、酒等礼物。高祖在御驾亲征剿灭黥布造反

时，被流箭射中，荣耀返乡又是喝酒，又是跳舞，在

返回长安的路上就病了。病越来越厉害。去世前，

吕后和刘邦有一段著名的对话。这些对话，被后来

的许多皇帝引用、借鉴。吕后问高祖刘邦，谁来辅

佐：“陛下百年之后，如果萧相国也死了，令谁代

之？”高祖刘邦说：“曹参可以。”又问曹参以后的

事，高祖刘邦说：“王陵可以。不过他略显迂愚刚

直，陈平可以帮助他。陈平智慧有余，然而难以独

自担当重任。周勃深沉厚道，缺少文才，但是安定

刘氏天下的一定是周勃，可以让他担任太尉。”吕后

再问以后的事，高祖刘邦说：“再以后的事，也就不是

你所能知道的了。”

高祖刘邦亲率大军攻打黥布，取胜后由淮南到沛

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由沛西行过丰，在丰县的邀帝城

畅饮后，一路西行回长安，不久，就去世了。由此可

见，过鲁太牢祭祀孔子，只能是一个传说罢了。创立

于春秋末、战国时儒家学说，当时并非主流思想，到了

秦嬴政“焚书坑儒”时，人们更是避而不谈。直到汉武

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才得以发扬光

大。《史记》成书于儒教最为鼎盛之时，若汉高祖刘邦

曾经过鲁祀祭过孔子，司马迁写《高祖本纪》时一定会

有记载。之所以没有记载，就是它不是历史史实。

汉武帝时，文人为汉武帝刘彻“尊儒奉孔”造势

而添加过鲁太牢祀孔子，“过鲁，以太牢祠焉”。而

《汉书》，为了把这件事修饰得更真实些，又添加了

“十一月，行自淮南还。”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历史史实中，找到一些旁

证。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讲，完成了《史记》的

撰写工作之后，他又另誊抄了一份。这是因为，司马

迁预料到真实写史一定会引起汉武帝不满，必会命

人篡改内容，所以另誊一份保留。司马迁外孙杨恽

不慎外泄原稿，被汉宣帝腰斩。可见，史记中的有些

内容是被动过手脚的。

汉

汉高祖刘邦太牢祀孔子考
□ 徐州 刘馨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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