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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男女话《论语》
■ 安徽合肥 汪学忠

终生受用的“三次”
■ 安徽合肥 吴健

牛年防疫，宅家不免胡思乱想

了。记得有天中午，饭后消食，信

步踱入包河万达负一层的书店，迎

门货架上摆放着《樊登讲论语》，随

手翻了几页，随手又放回原处

了。 早就想谈点《论语》，又恐贻

笑大方，一直就不敢下笔。

作为六十年代生人，十岁光

景就踫上《论语》。可不幸的是我

这本启蒙读物，居然是“北大哲学

系1970级工农兵”编纂的《〈论语〉

批注》！现在回想，那个年代，不仅

吃肉吃豆腐得限量供给，精神食粮

更是少得可怜呢。然而，不幸中也

有万幸：《〈论语〉批注》毕竟出笼于

博雅塔下、未名湖畔、图书馆中，其

版本采自清代刘宝楠的《论语正

义》，除“批判”条目纯属牵强胡扯

外，“注释”和“译文”两条目多少体

现了些许“一塔湖图”的水准，相对

于一个求知若渴的孩子，扫扫盲也

算绰绰有余了。

后来，大专刚毕业，恰逢八十

年代文艺复兴，自然就读到了杨伯

峻先生的《论语译注》和文革后李

泽厚先生的《论语今注》以至于孙

钦善先生的《论语本解》了。于是

可以细细地反刍《〈论语〉批注》，因

为有了参照物了。譬如：关于“君

子”一词，见《论语》首篇首段，在全

书中出现 107次（仅次于仁字）。

《〈论语〉批注》中解释为：“一般指

奴隶主统治者。有时指具有奴隶

主阶级道德的贵族和他们的代言

人。”《论语译注》中解释为：（1）有

道德的人；（2）在高位的人。梁漱

溟先生的高足冯友兰在《中国哲学

简史》中指出：“君子”意思是“国君

之子”，这也成为封建诸侯的共同

名称。与之对应的是“小人”或“庶

民”，意思是普通百姓。

《论语》这些年逐步地走进了

百姓视野，同时也不得不感谢各类

媒介的推波助澜。2018年的一个

周末，在天鹅湖畔的一个文艺沙

龙，邂逅了推荐系列国学新著的许

辉夫妇。许辉先生呕心沥血十余

年，一举完成了“泗水边的《论语》

《孟子》《庄子》《中庸》”系列作

品。安大一位妙龄女生大大方方

地吟诵《〈论语》品读26悦》：“跑到

春天的草毯山上大声诵读《论语》，

不亦乐乎？”……“开会时思想开小

差，想到匹夫匹妇是从匹配意思里

来的，不亦乐乎？”……我惊诧于女

大学生的成熟淡定，更意外于女生

对面许辉先生的儒雅随和，身边的

董静老师也是神态安详。至此或

许稍稍领悟了“饮食男女，人之大

欲存焉”，的确是句不必避讳的大

白话。

一年之后，2019年3月10日

晚，包河万达边上的小酒馆，彤云

密布，“晚来天欲雪，可饮一杯否？”

应老友陆勤康提议，许辉和董静夫

妇俩欣然入席，好友桑宝君、朱启

梅、朱德发及文坛新锐施维奇作

陪，气氛相当宽松。席间，当然绕

不开《论语》。“许主席，《泗水边的

〈论语〉》，烟火味很浓，老少皆

宜。”“谢谢，过奖了。”许辉憨厚寡

言，因晚上开车，以茶代酒。 席

间，我抓住机会，请教了两个问题，

也是研读了很多版本《论语》后一

直未解的心结。

“学而篇首段三句话，可否用

逻辑推理成一句话，即译成：学习

过程中，经常加以温习，可以获得

更多的乐趣，好比邂逅远道而来的

朋友，叫人喜出望外；即使一个人

默默地学习、温习，没有朋友相伴，

也是一个内心得到充实的人。”“有

点新意，也可以这么说吧。”许辉点

了点头。

于是我鼓起勇气，再抛出一

块石头：“贤贤易色”，子夏这句话，

和后边“事父母”“事君”“与朋友

交”可否理解为修身的四个方面？

尤其是“贤贤”与“易色”，如果理解

为对待妻子应以品德置于容貌之

上，则构成修身齐家第一步，或许

充分体现儒家的家国情怀？或许

迥异于董仲舒所谓夫为妻纲和朱

子所谓存天理灭人欲？“你说的有

点意思。”许辉不置可否。

《论语》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李泽厚先生称之为关乎中国文化

的某种“心魂”所在。别出心裁地

解读未尝不可，唐诗可以别裁，《论

语》也可别裁，沈德潜和南怀瑾已

经尝试过了，惟独不应像“工农兵

学员”那样别有用心地主观附会。

清代朴学家关于古文校释的戒律

“诬古人、惑来者”，想必以茶代酒

的许辉先生是心知肚明的，他不怂

恿我“望文生义”也是可以理喻

的。但是，我正好觉得不少版本的

《论语》注释有些也恰恰是望文生

义。严复的翻译三原则“信、雅、

达”早已为大家所接受，中国古籍

经典用的是我们的母语，译成现代

汉语乃至白话文时，为什么不敢使

用现代语法在“信”字上做足功夫

呢？对照原文逐字逐句地硬译，不

考虑上下左右关联，不剖析字词的

本意，会否失去原汁原味的神韵

呢？所以，多年以来，碰上嗑谈《论

语》之类的专著，翻开头几页，扫一

眼译文，即知有否灼见，樊登的那

本自然也不例外了。

幸好，许君未落窠臼。《泗水

边的〈论语）》，有青草味儿，有烟

火气，有鲜鱼和佐料，还有香枕

暖语呢。

在我少年时期，由于顽皮淘气或者

做错事，被长辈和老师责罚直至挨打，

已经记不清多少次了，但是，在诸多责

罚中，有三次挨巴掌，让我终生难忘。

第一巴掌，是我外婆揍的。那年我七

岁，在外婆家，早上，外婆拿煮熟的山芋

给我吃，我接过来，把山芋的中间部分

吃了，把两头随手扔到地上，恰巧被外

婆看到了，就毫不客气地搂头给我一巴

掌，这巴掌虽然不重，但我印象很深。

第二巴掌是我舅妈揍的，还记得，

那是个炎热的夏天的一个午后，舅舅舅

妈外公外婆都在忙农活，就把刚一岁的

表弟放在摇篮里，交由我看管，那年我

九岁，也就是个大孩子，让我这个大孩

子看管那么小的表弟，从现在的角度

看，实在不合适，但是那个时候，农村农

活劳动强度非常大，双抢时候，大人们

需全力以赴，抽不出人看孩子，只好由

我这个大孩子看小孩子。起初，我还能

专注地晃着摇篮，慢慢地我倦了，便不

由自主地趴在摇篮边框上睡着了，在睡

梦中，就觉得有人一声惊叫，随后，我后

背就挨了一巴掌，我坐起来一看，可不

得了了，只见摇篮里的表弟，头、脸、鼻

孔以及全身都是脏东西，在摇篮里手舞

足蹈哇哇直哭，弄成如此情景，我竟然

昏睡不知，可把舅妈气坏了，情急之下，

赏了我一巴掌。

第三巴掌，是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

候，我的班主任也是语文老师亲自赏

的，这一巴掌，揍在后背上，虽然不是很

重，但是声音挺脆，在那小小教室里，都

有余音绕梁之感！事情是这样的，周六

下午，我和同学们打乒乓球，放学了，意

犹未尽。我灵机一动，心想把球拍带回

家，周日在郢子里找几个小伙伴，在生

产队场地上画个乒乓球桌打，不是很过

瘾吗？想到这，我便悄悄地把一副球拍

装到书包里带回家了，第二天玩的那个

爽就甭提了！周一第一节课是语文，我

还没来得及把球拍归还，老师就到讲台

上了，脸色铁青，冷冷地问道：周六下

午，你们哪个把球拍拿走了？我吓得赶

紧站起来说是我，老师没言语，走下讲

台，来到我身边，不容分说地在我肩背

处扇了一巴掌，我到现在尚记忆犹新！

故事写到这里，兴许有人有点不解，你

这是啥意思啊？长辈和老师，在你做错

事的时候，揍了你一巴掌，难道你还记

仇啊？非也！

这三巴掌，在当时，我的确感到挺

委屈，我想，不就一个山芋头吗，外婆值

得那么小题大做吗？表弟拉稀弄了全

身，能完全怪我吗？我那么小；把球拍

带回家玩，又不是不还学校了，老师有

必要揍我一顿吗？我的这些想法，兴许

大多数人都能认同，但是，随着年龄的

增长，却越来越不这么想了。试

想，没有第一巴掌，我会不会从丢

一个山芋头发展到不知道粮食金

贵而随意浪费呢？没有第二巴掌，

我长大以后，会不会发展到做事不

知道要负责任呢？没有第三巴掌，

我会不会发展到敢随便把公家的

财物往家里拿呢？也许你会说，不

会的，你那时候小不懂事，长大了，自然

就不会那样了。

一般来说，绝大多数人，随着年龄

的增长，是非观也会一定程度的明晰，

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逐渐都会

有比较正确的判断，但也不排除有些

人，从小不懂是非犯了错误，没有受到

及时而又必要的惩处教育，在以后的人

生道路上，就可能会在错误的思想引导

下，愈走愈远，以至于错误的三观逐步

形成，干出危害社会的事，甚至触犯法

律，走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此种情况，数

不胜数！然而，出现这种结局，就个人

而言，是其人生的悲剧，但就社会而言，

则是因教育的缺失导致！

说到教育，似乎是教育工作者的

事，其实不然，我挨的三巴掌，只有其中

之一是教育工作者所为，但是，我觉得

这三巴掌的作用都一样，都起到了一定

的教育意义，只是内容有别而已。教育

是个比较大而又很深奥的课题，就我的

水平而言，还没能力在此与大家深刻探

讨，但我自己的感受觉得，中国有句古

话说的好，没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

正六律。小孩子就像小树苗，在其生长

过程中，不勤去修剪，能成材吗？然而，

当今社会有个怪现象，好像小孩子不能

管教，还美其名曰，要让孩子不受约束

地在快乐中自由成长，谁管教孩子就是

遏制其个性发展，使孩子失去创造力，

真是滑天下之大稽！难道让孩子自幼

就养成自私自利处处以自我为中心，就

是个性得到长足发展啦？难道让孩子

丝毫不懂感恩，无责任感，只知索取不

懂奉献，就是发展了他们的创造力了

吗？然而，这些让人打破脑袋都想不通

的谬论，却能风靡全社会，岂不令人非

常揪心！

当今社会，绝大多数老师不敢对学

生严格管教，因为稍有不慎，家长就可

能对其兴师问罪，甚至某些教育主管部

门也会因此对老师发难。在如此大环

境下，学生有恃无恐，有的学生甚至发

展到敢打老师的地步，真是可悲至极！

试想，老师不敢管，家长不愿或不忍心

管，整个社会都对孩子放任自流，全靠

孩子自己去感悟，这是多么可怕啊！如

果都用这种不负责任的教育方式教育孩

子，能教育出负责任且有担当的社会主

义建设接班人吗？长此以往，岂不既毁

了孩子，也坑了国家？鉴于此，我非常赞

同教育部长的倡导，把戒尺重新交给老

师，让他们能够理直气壮地履行职责，为

共产主义事业培养出合格的接班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