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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
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这是南宋爱国诗人陆游赞美梅花的一首

词《卜算子·咏梅》。一树梅花孤独而寂寞地
绽放在一个荒僻又清冷的驿站破桥边，无人
欣赏，任凭风吹雨打，自生自灭。她一生铮
铮铁骨、无心与百花争奇斗艳，却反惹得凡
花俗朵的嫉妒。然而，她即使凋谢、陨落，
化为尘灰泥土，也依然给人间留下了宁折不
弯、一片芬芳的高贵品格。

去岁冬月，春宝君给我发来一组短信，
是他自己写的从事工人文化宫职工文艺工作
的一份回顾与总结，还有几篇领导与朋友写
的文章，我以为让我提意见而已，我看完后
就去找他了。没想到，见面后他搬出一大摞
手稿和油印稿，这些都是他的曲艺作品，足
足有近两寸厚。让我帮他看看，提提修改意
见，最后帮着写篇序。

原来，他这是要准备出专辑啦！当时，我是
又喜又忧啊！喜的是多少年了，他总算是把压
箱底的货都搬出来了。忧的是我离开群众文艺
（特别是曲艺）活动已经几十年了，对曲艺活动
的情况不甚了解，对曲艺作品的褒贬把握不
住，恐难以胜任，然多年的交情又不容我推卸，
可写什么？怎么写？困扰着我。

初识王春宝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那
个时候，我已从三明地 （市） 文工团下放到
明溪县盖洋公社。机缘巧合，一次回三明时
遇到陈国信老先生，他告诉我当天晚上有一
个演出活动，并相约前往观看。

也就在这次演出中，我看到了初出茅庐
的春宝和他创作并演出的相声《学徒》。我和
陈老看完都称赞这个节目创作得好，表演很
生动，从此我们就相识了。不久后，我落实
政策回到了三明市文化馆（小市），地市合并
后，又到市群众艺术馆工作，春宝也被调到
市工人文化宫。我们俩都是从事群众文艺活
动这一块的，往来自然就多了。再加上市文
联组建了“三明市曲艺家协会”，我当上了市
首届的曲协主席，春宝任秘书长。我届满
后，由他任第二届、第三届曲协主席，之间
便有了更加密切的交往，加上我们的工作很
多都是交织进行的，因此在一起的时间也更
多了。探讨的时间与机遇也就更多，内容更
丰富了！

我们经常在一起学习、一起开会、一起
讨论，一起修改作品、一起去基层辅导，一
起上街头、下农村演出，去工地，下基层，
走军营，进课堂，为三明的精神文明建设添
砖加瓦，为各条战线的建设者们送去欢笑。
就是这样一个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老搭档、
老家伙、群众文化老兵，好不容易要出一本
书，名为《在追逐欢笑的岁月里》，让我写几
个字，责无旁贷。可当我提笔欲书时，却不
知从何下笔？也许是相互间太熟的关系，反
而使我茫然了。

近段时间，我到处游走，四方揽胜，时

而漫步在西子湖畔，时而沉思在黄浦外滩，
看着那一望无际碧波粼粼的西湖水；听着那
春申江江面滚滚的浪涛声，想着春宝君对我
的嘱托，却总是找不着灵感。唉！江郎才
尽，无从落笔啊……

甲辰岁首，龙年龘龘，我又返回三明与
百岁老娘共度元宵，抽时间与春宝聚了聚，
聊聊看完书稿的一些想法，并想借机推脱帮
助写序的这个差事。老习惯，两人一见面总
要灌上几杯酒。他搬出珍藏多年的绍兴老酒
（他知我爱这一口），又炒了四个菜煮了一个
汤，边喝边聊。聊着聊着自然而然就聊到了
三明的曲艺那些事，回想当年在三明从事业
余曲艺工作的那些老朋友、老同事。

1958年，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们，为
了“小三线”的建设，披荆斩棘移山填谷，
唤醒这个沉睡了千百年的山城。十万大军进
三明，创建了福建省第一座工业城。在那激
情燃烧的岁月，人们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
精神。街头巷尾、工地食堂到处洋溢着欢歌
笑语。虽然生活艰苦、困难重重，但人们文
化生活依然丰富，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
们，也带来了各地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艺
术。单说曲艺这方面，就有相声、快板书、
山东柳琴、山东快书、河南坠子、京韵大
鼓、单弦、苏州评弹、上海说书、扬州评
话、南音、锦歌、东北二人转、福州评话等
等，似乎全国的许多曲种都涌入了这个小小
的山城。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艺术氛围
的岁月里，接受来自方方面面的艺术熏陶。

我们也聊到了和我们在一起下工厂、去
农村、进学校、入营房、闯社区追逐欢笑的
朋友：陈建藩、吴世祥、崔嘉兴、方大坤、
林文山、于立身、姚进军、柴广忠、高景
升、林慰祖、钱锦水、乐秀隆、吴浩、王聚
山、滕润松、黄异东、刘运中……这些曾经
为三明群众曲艺活动作出贡献的，在不同岗
位的建设者。我们还聊到至今仍然坚守在群
众曲艺第一线的钱香袁、朱泽、程勇、刘怀
忠、戴中平、宋英杰、陈忠谋……衷心地祝
愿他们永葆艺术青春，为三明的群众曲艺作
出更多的努力、更大的贡献。

话又回到我们的主题，春宝君自从调入
市工人文化宫后，便全心全意扑在职工业余
文艺工作的岗位上，虚心地、认真地、诚恳
地向各位前辈及同事们学习，和他们交朋
友。深入厂矿、车间、班组调查研究，组织
了各种兴趣爱好的业余文艺队伍，如：南
音、相声、快板、评话、说唱、小品……活跃了
基层单位的文化生活。为了适应广大青年人的
兴趣，还组织了“爱乐合唱团”，外聘专家进行
指导训练，该团成立五周年的前夕，他还主动
去募捐，筹集活动资金。成立市曲协后，他有了
更广阔的天地、更多的学习机会：他向传统学
习，比如，“三翻四抖啊”“说学逗唱”“垫包袱，
抖包袱、锁包袱、解包袱”“对对联”“反正话”

“俏皮话”“猜谜语”……等等。向前辈学习，他
在1993年参加全国相声节观摩时，结识了快板
书《学雷锋》的作者朱光斗先生，向他讨教了创
作经验，受益匪浅。在他们书信往来中，得到了
众多的教益，为他提高创作技巧和水平都起到
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本次结集包含春宝相声23段、小品及快
板等22个，论文及其他文章十余篇。这些都
是他深入生活，深入基层，虚心求教，刻苦
学习，努力奋斗的结晶，是他毕生创作的作
品中的一部分，结集定名为《在追逐欢笑的
岁月里》。

写着这些文字，我想到了 《警世贤文》
中的两句诗“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
寒来”。就用它来做这篇文章的题目，与春宝
君共勉！

勉为序！

在《朱子家训》的文本中，朱子 （朱熹）
通过简洁、通俗、易懂的语言，传递出了非常
深刻修身齐家的道理。换言之，朱子通过《朱
子家训》，传递出了人之为人的最基本哲学信
条，划出了一条做人的底线。

强调个人的自律。
《朱子家训》非常强调个人的自律。个人

的自律首先体现在找准自己的角色定位，积极
加强个人的修养，主动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上。
在朱子看来，如果每个家庭成员都能准确地找
到自己的角色，积极培养自己相应的品格，承
担起相应的责任，这样家庭才会和谐，生活才
会幸福。

其次，个人的自律体现在细微之处。《中
庸》有云：“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
其独也。”对此朱子解释说：“隐，暗处也。
微，细事也。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
也。言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
己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无
有着见明显而过于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惧，
而于此尤加谨焉，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
其滋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对于
个人来说，良好的品格修养并不仅仅体现在外
在的行为，更体现在细微之处。细微之处，更

能见一个人的思想和品行。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恶小而为之。一个人的善行都是从细微处
慢慢积累起来的，量变引起质变，这样才能积
小善为大善。一个人的恶行也是一样，也是从
细微处慢慢累积起来的，最终积小恶为大恶。
个人的修养也是一样，只有从细微的点点滴滴
做起，慎独自律，排除小恶，不断累积小善，
这样才会获得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品行。

再次，个人的自律还在于对人格的坚守。每
个人都会面对利益的诱惑，面对利益该如何去
做，朱子在《朱子家训》中给了答案，那就是“勿
损人而利己”“见不义之财勿取”。君子爱财，取
之以道，不能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去损害别
人的利益，应该通过正当合乎道义的手段去获
得自己追求的利益，这才是一个君子应该做到
的。君子并非不能爱财，只是君子更自律。

追求人格的自我完善。
在个人自律的基础上，《朱子家训》也教

导人追求人格的自我完善。首先，人格的自我
完善体现在应该做什么。见到老年人，应该尊
敬他；见到年幼的孩子，应该爱护他。尊敬老
年人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年龄上比较长，而是因
为他们有着岁月积累下来的丰富知识和人生经
验；爱护年幼的孩子也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年龄
小，而是因为他们是家族的希望、国家的未
来。应该多读经典，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应
该主动学习社会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应该主
动教育好自己的子孙后代；应该主动体恤那些
普通的劳动者；应该尊重有知识有文化的人；
也应该积极帮助那些正处于患难中的人。

其次，人格的自我完善体现在应该怎么做。
见到德行高尚的人，即使年龄比我小，也一定要
尊重他；见到不正派的人，即使年龄比我大，也
一定要远离他。对于那些仇恨自己的人，应该用
合法正义的手段去化解；对于那些怨恨自己的
人，要用真诚去回报他们；无论身处何种逆境，
都应该从容去面对。看到别人犯有小的过错，应
该包容和原谅他；看到别人犯了大的过失，应该
用正确的道理去规劝他。看到别人的缺点和过
失，应该学会为别人掩饰，不应该到处扩散宣
扬；看到别人的优点和成绩，应该予以宣扬和表
彰。处理公共事务的时候，不能因个人恩怨公报
私仇；在治理家庭的时候，不能掺杂怀有私心损
害家庭其他成员的利益。

第三，人格的自我完善还体现在禁止做什
么和慎重做什么上。不要因为善行很小就不去
做，也不要因为恶行很小而去做。不要做损人
利己的事，也不要妒忌贤良和有才能的人。不
能由着自己的愤怒随意使用暴力去伤害他人，
也不能违背社会行为犯规去伤害一切生命。对
于通过不正当合法途径取得的财富一定不能收
取；对于合乎情理的事情，要顺从，并积极参
与。人都好面子，所以谈论到别人的短处的时
候，一定要特别慎重，但是也不能过分炫耀自
己的长处。

倡导对他人的尊重和宽容。中国人一直倡
导与人为善，倡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倡导严
于律己宽以待人，可以说尊重和宽容是《朱子
家训》 非常突出的思想表达。见到老者要敬
之，见到幼者要爱之。见到有德者要尊之，见
到不肖者要远之。与我有仇恨的人要用道义去
化解之，怨恨我的人要以直报之。他人犯有小
的过错要包容而忍之，他人犯有大的过错要以
理喻之。他人有很小的恶行要学会帮其掩饰而
不损其面子，他人有大的善行要大力宣扬。不
能损害他人的利益，也不应该妒忌有才能的
人。不能由着自己的愤怒用暴力伤害他人，更
不能用非法手段谋取他人的性命，等等。这些
无不透露着对他人的尊重和宽容。

《朱子家训》蕴含着和谐的主题。
在短短的317个字里面，字里行间无不透

露着朱子对家庭和谐、人际和谐和、社会和谐
的理念，可以说和谐就是《朱子家训》的主题
意蕴。朱子的和谐观念源于对儒家核心观念

“仁”的理解。朱子曾作《仁说》一篇，开篇
提道：“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
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徳，
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
曰仁而己矣。”在朱子眼中仁是天地生物之
心，是心之德，是一个人内心的外在表现，它
与天地生物联系在一起，这又表明具有仁爱之
心的人也应该爱天地生物，所以孔子说“仁者
爱人”。因此具有一颗仁爱之心的人，不仅仅
爱他人，更应该有一颗与天地 （自然）、社会
同呼吸、共命运的一体之心，这样才能与天地
生物和谐相处，这样家庭、社会、国家才会更
加和谐。那么如何做到与天地 （自然）、社会
同呼吸、共命运呢？那就是要做到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

追求社会和谐，以期建立“大同社会”。
朱子的社会和谐就是“天下平”，那么如何实
现天下平？在《朱子家训》中也透露出了非常
重要的信息。

社会和谐在朱子看来还在于对生命的尊
重。生命不仅包括人，还包括除人以外的一切
有生命的物体。对于有生命的物体，也不能随
着自己的性子，随意剥夺，要做到“勿非礼而
害物命”。尊重生命，不随意剥夺他人的生
命，社会才会和谐。

社会和谐在朱子看来还在于坚持公平正
义。首先，公平正义体现于细微之处。“勿以
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无论是小善
还是小恶，你做还是不做其实有很大的区别。
尤其在公平正义面前，小善和小恶区分就更加
明显了。其次，公平正义表现在处世方面。在
处理公共事务时要坚持公平，不能掺杂个人的
私仇；在管理家庭时也要公平，不能带有个人
私心。最后，公平正义还在于利益分配和弘扬
社会正气方面。对于不是通过合法手段取得的
财物，不能要，因为这会损害其他人的利益；
对于合乎正义的事要大力弘扬，积极参与。坚
持公平正义，这样社会就会少了一些矛盾，社
会才会和谐。其实，很多家庭矛盾往往是夫妻
双方关系不和谐导致的，夫妻双方的矛盾极易
引发上一辈和下一辈之间的矛盾，所以夫妻关
系的和谐对家庭的关系和谐至关重要。家庭的
和谐还有赖于对家庭成员的教导和体恤。每个
长者都希望自己的家庭和家族能够兴旺发达，
子孙后代有出息。朱子也一样，《朱子家训》
就是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能够好好做人，家族
能够安定兴旺。所以，对家庭成员和子孙后代
的教导就显得尤为重要，故《朱子家训》云：

“子孙不可不教。”那教什么呢？朱子在家训中
给了答案，那就是学“诗书”、知“礼义”。学
习儒家的经典，成为一个有涵养的谦谦君子，
学习礼仪，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行为规范和
德道准则。其实在古代家庭中还有一类人，那
就是家里的僮仆。僮仆的社会地位很低，并且
长期或者终身服务于家庭里的主人，很容易被
忽视。但是在朱子眼中，僮仆也是一个健全的
人，也是家庭的一员，应该得到关心和体恤，
所以“僮仆不可不恤”。如果一个家庭成员得
到很好的教导，得到关心和体恤，这样家庭关
系才会更加和谐。

人际和谐是除家庭成员外人与人交往的和
谐、人际关系的和谐。如何实现人际关系的和
谐，朱子在《朱子家训》中进行了较长篇幅的
论述。

首先，在朱子看来，人际关系的和谐体现
在对他人的真诚。要真诚对待他人，这种真诚
既是情感上的真诚，也是行为上的真诚。对待
自己的师长、朋友，老者、幼者、有德者等这
些人，情感上要真诚，要发自内心。行为上也
要真诚，要能真实体现自己的礼、信、敬、
爱、尊，只有这样才能打动别人，感染别人。

其次，人际关系的和谐还体现在对他人的
尊重和宽容。要尊重别人的面子，肯定别人的
成绩，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做到“慎勿谈人
之短，切莫矜己之长。”对待他人要宽容，对
待仇者、怨者要用平和的心态和和平的方式去
化解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以怨报怨。在与
人交往时，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就和他人发生矛
盾，要学会包容，“含容而忍之”。即使他人有
大的过错也要尊重他人，以理服人。

最后，人际关系的和谐还体现在克己。首
先要克制住自己的欲望。在面对利益的诱惑
时，要学会克制住自己的欲望，不能损害他人
的利益，做到“勿损人而利己”“见不义之财
勿取”。其次要克制住自己的情绪，不能因为
自己情绪的冲动而做伤害他人的事，“勿称忿
而报横逆，勿非礼而害物命”。只有首先学会
克己，那样人际关系才会和谐。

自律·尊重·宽容·和谐
——读《朱子家训》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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