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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

为之者疾， 用之者舒， 则财恒足矣。 仁
者以财发身， 不仁者以身发财。 未有上
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 未有好义其事不
终者也， 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

“孟献子曰： ‘畜马乘不察于鸡豚，

伐冰之家不畜牛羊， 百乘之家不畜聚敛
之臣， 与其有聚敛之臣， 宁有盗臣。’

此谓国不以利为利， 以义为利也。 长国
家而务财用者， 必自小人矣。 彼为善
之， 小人之使为国家， 菑害并至， 虽有
善者， 亦无如之何矣！ 此谓国不以利为
利， 以义为利也。”

引文是曾子讲治国平天下的最后文
字，是对德财关系的再次强调，并重申
了孔子的义利观。

曾子首先说，生财有个重要原则，
即创造财富的人多而消耗财富的人少，
生产得快而用掉得慢（或干的人勤奋而用的人节俭），
那么财富就经常充足了。这个所谓“大道”，其实不
言而喻。中国人似乎本能地知道日子就要这样过，而
且就这样过了几千年。相关的思想观念和历史事实有
必须肯定的积极一面，但也有些消极内容，并不是普
遍、永久适用。
曾子的思考重点始终不在财上，所以他紧接着就

说，仁人用财富“发身”，使自己奋起，发扬自身价
值；不仁的人只要自己发财，聚敛财富，甚至不惜损
害身体乃至生命。
曾子的具体指向是以君主为首的治国者，所以他

又斩钉截铁地说：治国者喜好仁德，民众却不喜好道
义，没有这种事；喜好道义而事业办不完办不好，没
有这种事；政府仓库的财物实际并不是邦国财物，没
有这种事（其意是说君主及官吏仁义，库财就是邦国
之财，而非君主私财，也不会有盗财之虞）。
以下，又是曾子一以贯之的议论手法，引用典故

说理。孟献子，春秋时期鲁国贤臣，叫仲孙蔑，
“献”是死后谥号。其后代孟懿子、孟武伯都是孔子
的学生，《论语》有他们“问孝”的记载。
孟献子的话译成现代汉语，大致是：普通大夫之

家不应该关注喂鸡养猪的小利；卿大夫之家不应该养
牛养羊谋利；拥有封地、重兵的重臣之
家不应该畜养搜刮百姓的家臣———与其
有搜刮百姓的家臣，宁可有盗取主人财
物的家臣。文中，“畜马乘”，士初为大
夫，始得乘四马之车。“伐冰之家”，卿
大夫以上大贵大富之家才可能冬天伐冰，夏天用冰。
“百乘之家”，拥有一百辆兵车的个别重臣之家，包括
较小的诸侯王。
曾子就此议论：孟献子说的意思表明，邦国不以

财富为利益追求，要以道义为利益追求。掌控（“长”
通“掌”）国家而专心财富经营，一定是出自小人的
主意。君主重视他们，他们管理国家，天灾人祸就会
一起来到。到那时纵然有善人贤臣，也无可奈何了。
这就是邦国不以财富为利益追求，而以道义为利益追
求的理由。
曾子一再告诫以君主为首的治国者，道义重于财

富。这除了源于孔子的教导之外，也有现实原因。曾
子生活的春秋末叶，各邦国早已不讲什么道义，而是
都在扩张领土，搜刮财富。曾子对现实持严厉的批判
态度。不过，曾子在道理上也并未否定财富的作用，
他说了“有财此有用”；而且他既然说“仁者以财发
身”，那么“仁者以财发国”也就顺理成章了。

编者附言：“大学浅释” 专栏到此告一段落了，

谢谢读者朋友们的关注。

谁说等待不教人懂得爱
指间沙

    疫情升级前，我们在维也纳游荡，一
出旅店就能望见触目惊心的黑死病纪念
柱。逛完美泉宫的酥宝抱怨：“每天都要
走三万步，好希望哪天一步也不离开房
间。”一语成谶。回到上海后，所有人的
状态就倏地统一成居家，“隔离等待”。
史无前例的漫长假期，就这样被我们

遭遇了。宅，不可怕，但韬光养
晦、闲暇文艺的宅生活，是不包括
“带娃”的。这一点，伟大的老舍
早就通过《文艺副产品》和《有了
小孩以后》告诉我们了：“家庭之
累，大半由儿女造成。”“996”算什么？
带娃，让居家工作直接成为“007”。
平日乖得像小白兔的娃，足不出户小

半个月，也会毛躁得像只猴。一个礼拜网
课上下来，坐姿垮得不成样，自动遁入节
能模式，每做一项作业就飞奔过来求“抱
一下”。
窗台上放满了做科学实验的大大小小

的玻璃杯，桌子上摆着排成队列的瓜子仁、
橘子瓣。投喂的玩具压根儿经不住消耗：
在美景宫买的《拿破仑翻越阿尔卑斯山》迷
你拼图，消磨了两个钟头；年前买的《爱
丽丝梦游仙境》拼图，用掉了大约一个晚
上。并且，此过程不停地在“妈妈，你过

来”“妈妈，我自己来”两个频道中切换。
橱柜里的小摆设被挨个儿排摸了一遍，

酥宝抽出了卷门神图：秦叔宝、尉迟敬德。
贴上吧？爸爸说：“停！他们不管用，这时
候该贴的是霍去病、辛弃疾。”

这时候手机里万马奔腾，我家的岁月静
好全在《中国诗词大会》里。节目安排得够

聪明，头一个上场的是五岁半神童，一下子
攫住了小观众的心。酥宝第一次看诗词大
会，惊讶地感受到了来自飞花令的震撼。日
本舞鹤市捐赠物资箱上写着：“青山一道同
风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恰巧今年《中国
诗词大会》出的第一题飞花令就是“青山”，
而念出王昌龄这一句诗的，正是本届冠军
彭敏。

最观照现实的诗句，还是元稹的《以州
宅夸于乐天》：“四面常时对屏障，一家终日
在楼台。”马上三月了，李白云：“故人西辞
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朋友圈晒书法
条幅，端端正正写的是：“不求三月下扬州，
但愿月底能下楼。”我，只求：能开学。

每晚，酥宝上床后都要求读一个故事，
且一定要“妈妈亲自讲”。网购订书一再推
迟发货，幸好家里还有一套《写给儿童的中
国历史》 和一套上海译文社的 《老鼠侦探
社》。不带娃的文艺青年这个时候在读加缪
的 《鼠疫》 和马尔克斯的 《霍乱时期的爱
情》，而我在给酥宝念 《爱德华的奇妙之

旅》：“几个小时过去了。接着几天过
去了。接着几个星期过去了。接着几
个月过去了。”谁说等待不教人懂得
爱呢？
传染病肆虐时，隔离等待的人的

确应该来讲讲故事。名著《十日谈》的背景
正是 1348年意大利佛罗伦萨瘟疫横行，十
名男女宅在乡村别墅避难，每人每天讲一个
故事，一共讲了十天。薄伽丘写道：“本书
的开端虽然凄凉，却好比一座险峻的高山，
挡着一片美丽的平原，翻过前面的高山，就
来到那赏心悦目的境界；攀援的艰苦将换来
加倍的欢乐。”人是为明天而活的，这场超
长待机时间的宅家带娃经历定会进入历史。

坚持住，每一家的宝贝！
特殊时期， 和孩子们

一起宅在家里， 大家都要
学会 “闷而不闷”。 请看
明日本栏。

七绝四首·乡吟草 陈允吉

杖藜伧父
伧父村头独杖藜， 书香暗度浣花溪。

星移物换人何去， 留得黄鹂隔岸啼。

余家乡无锡厚桥，清人浦起龙为本地极具人望之
先贤。先生字二田，号三山伧父，康熙十八年生，登
雍正八年进士，官至苏州府学教授，其著述《史通通
释》《读杜心解》等皆流传今世。村头：指先生故里
厚桥镇南安基里村。

临街晓望
临街薄晓望鸿山， 轮廓依稀林雾端。

恰似画师初试笔， 蜿蜒一线露遮颜。

自厚桥南行三华里可至鸿山，以相传东汉梁鸿孟
光夫妇尝隐居于此故名。余少时颇好拂晓早起，临街
眺望鸿山起伏蜿蜒之轮廓线条，恒觉其美难可言传。

西仓小镇
枕亚题诗著墨痕， 西仓传柬月黄昏。

耗君几许才人泪， 造就玉梨哀艳魂。

西仓小镇西南距厚桥五华里，晚近闻人徐枕亚曾
在这里担任小学教员，其间乃与寓居邻室一女士诗柬
传情，迄至发生热恋，此事而后成为徐氏创撰《玉梨
魂》等小说的重要素材来源。

宛山石塔
暌别宛山五十年， 湖光塔影尚悠然。

残宵乍梦登高处， 指点河梁识故廛。

宛山位于无锡羊尖乡南端，滨临宛湖与厚桥乡隔
水为邻，山顶有明嘉靖二十六年所造石塔一座，藉势
耸然屹立，兼与周边湖光山色相伴，给人以极优美的
视觉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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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俄罗斯旅行，最怕的是遭遇堵
车。这次抵达莫斯科后的第二天去金环
三镇，还真的碰到了。从早上八时从酒
店出发，慢慢悠悠至下午三时许才到首
镇弗拉基米尔，两百公里路程走了将近
八小时。这种堵车状况我们鲜见，而俄
罗斯人都习以为常，慢吞吞蛮好，也不
见路上驾驶员心急如焚，只能等待，吃
了没有高速公路的苦。

弗拉基米尔镇，历史上曾是俄罗斯
的首都，有德米特里教堂、乌斯宾斯教堂，还有不算
雄伟的“金门”，据传当年女沙皇马车经过这里还有
一段故事呢。莫斯科郊外
的风光同整个俄罗斯民族
紧紧联系在一起，它们的
兴盛也是俄罗斯人的奋斗
史，只可惜我们为了赶时
间，行程颠来倒去，只能
待明天参观它的尊容了。
在苏兹达里小镇，有

俄罗斯木造建筑博物馆、
小克里姆林宫以及众多古
迹和自然风光。跨过古色
古香的木牌楼，好大片院
子，树丛下几个世纪以前的俄罗斯人的生活方式一一
呈现。进入屋内，全木制房屋，窗外几株高大白桦
树，金灿灿的叶子迎风摇曵，随风飘落，完完全全俄
罗斯式典型景致。太美了，与马路对面坡上小克里姆
林宫遥相呼应。
小克里姆林宫由来不太清楚，只是其建筑风貌绝

对迷人。走近一看，建筑呈宫殿式，只是外墙颜色蓝
白相间，金顶辉煌，十分精致，我倒着迷于远看，似
乎更加神秘，尤其是傍晚时分，夕阳侧照妩媚动人，
脚踩金黄落叶，闲庭信步，心情坦然，这不就是在莫
斯科郊外享受着自然恩赐吗？
“没有正义之人就不能解决问题，没有圣徒就没

有城镇。”这句话说的就是谢尔盖耶夫小镇，小镇以
谢尔盖耶夫名字命名，是东正教的起源地。谢尔盖耶
夫曾经是一位苦修者，在俄罗斯宗教历史上享有崇高
的地位，进入圣三一修道院，棋廊两侧便是介绍谢尔
盖耶夫生平事迹的壁画，读后甚为感佩。圣三一修道
院是俄罗斯驰名世界的宗教圣地，也是俄罗斯最高的
修道院，它是最重要的精神和文化中心。
金环三镇，把莫斯科装扮得分外艳丽，重要的是

自然人文的精彩，俄罗斯对鲜花的至爱做到了极致。
俄罗斯，尤其是莫斯科，
只有花店是二十四小时营
业的，所有大街小巷中手
捧鲜花的人比比皆是，可
见人们对爱的理解和认
知。

一天一天的日子
简 平

    先前的日子总是一晃
而过，而疫情期守在家里
的人们，似乎从未有过这
样慢慢的一天一天地过着
日子，每一天都如此清晰，
以致有了时间的刻度。
很长时期以来，人们

都在抱怨，说现今的
日子过得速掠而匆
促，所以其实很是粗
糙，容不得细细品味，
追究起来，囧囧急
急、风风火火的确失去了
从容，也便难以细致地去
感受、体会生活本身。
现在，吃饭就是吃饭

了。之前，要么是忙得连
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匆匆
忙忙地扒上几口，或者就
在路上随便塞点啥；要么
是各种聚会，虽满桌菜
肴，但吃饭是假，
着意的是聊天和热
闹，重点不在品尝
佳肴。现在不一样
了，每一天的三
餐，都老老实实地坐定，
细嚼慢咽。由于尽量避免
外出，我家买菜都是在
“叮咚”上订的，数量不
多，而且只能送到小区门
口，要自己戴着口罩去
拿，也就觉得不太容易
了，加之想到那些染病的
患者都是吃不下东西的，
于是对能安妥地吃饭感到
格外珍惜。

我外婆在世的时候，
天天在家里扫地、揩灰，
我们也跟着她每天都把地

板拖得白净锃亮。可我记
不得我已有多少年几乎没
再摸过扫帚和拖把了。当
然，家里人是要一周做两
次清洁的，但也不会天天
扫地、擦灰。其实，就连
过年的习俗里，大年三十

也是要在家里进行大扫除
的，一家人扫地的扫地，
揩灰的揩灰，大人擦窗
子，小孩递抹布，亦是其
乐融融。现在，我重新操
起了这份家务活，每天都
扫一次地，拖一次地板，
擦一次灰，觉得每天的日
子变得可以触摸起来。

我不会莳花弄
草，养一盆枯一
盆，其实，原因不
在于会不会，而是
有没有心思。我之

所以养不好，就是因为心
思散漫，想起来了浇浇
水，想不起来，十天半月
都不浇，而且要么不浇，
要么就是兜头暴雨，因而
那些花草在我这儿不是遭
旱灾就是遇洪涝。但我现
在不再漫不经心了，知道
天天都要去关心一下，看
一看花盆里泥土的干湿情
况，然后再来浇水。先
前，书房里养了一株很小
很小但却十分优雅的绿叶
植物，叶片长得像乒乓球

拍，由于我不上心，没多
少时间就枯掉了，那个小
花盆便长期地空着。这
回，我用了心，往盆里插
了一支绿萝，非常守时地
每隔两天就浇一点水，居
然成活了，叶子碧绿生
青，而且盆里还冒出
了三棵小草。
有一天，我在网

上偶然发现一个《古
典音乐最著名的 100

个旋律排名》，我听了一
遍，发现自己熟悉的只有
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
柴可夫斯基的《第一弦乐
四重奏》、德彪西的钢琴
曲 《月光》等二三十个，
于是，便决定要一部部作
品都完整地聆听一次。这
可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先
要把每一部作品的名称弄
清楚，然后再在网上一部
一部地去寻找、下载。我
现在才开了一个头，后面
还将需要花上许多个时
日，想想都很美好，每个
欣赏的日子都是怎样的精
致而充沛。
这些年，都会有朋友

送我印制得特别精美的各
种日历，但常常一年都结
束了，我也没翻过几页，
可见这日子过得匆忽又潦
草。如今，我每天起来后
的第一件事，是先将日历
翻到新的一天。因为我特
别喜欢今年的三本日历，
所以，我早中晚各读一页
上面的文字。比如，农历
二月初二，早上我读《汉
译名著日历》，是尼采《论
道德的谱系》中的一句话：
“对于自身，我们并非‘认

识者’”，深刻而警策；中
午我读 《日知录》，是春
秋时写在玉片上的《温县
盟书》：绝不“与贼为徒”；
晚上我读 《遗都古韵》，
是说老北京“剃头的”：
“其人挑担游于街市之间，

手执‘唤头’，串走胡同，
每到大街，将担放地，等
来往之人刮脸、打辫子、
剃头，方便之至。”往昔
余音，一天一天的日子就
是这样窸窸窣窣、真真切
切地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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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吃鸭子（外一篇）

任溶溶

    几十年前路过
南京，进饭店吃饭，
南京鸭子有名，我
就要了一盘鸭子。
邻座见我一个人吃
一盘鸭子，吃不了的，又看
我是外地人，就到我桌子
旁说，吃不掉的是否可以

给他带走。我说毫无问题，
同时请他坐过来一起吃。
鸭子没吃掉多少，剩

下大半只，就让那位同志
带回家去，很好，不要糟蹋
食物啊。那同志高兴得不
得了，我却是无所谓的。

田鸡
在池塘边捉田鸡，田

鸡刚到手，就让它给溜掉
了，可最后我还是捉到一
只。我说你别怕，我只是
跟你逗着玩，说着我就放

了它。它一下子钻
进烂泥不见了，好
像说：你是逗我玩，
我可是性命攸关，
要命的事啊！照规

定田鸡除害虫，是益虫，
不可以捉的。这我知道，
我的确只是逗着它玩。

不过想想过去田鸡这
个菜太好吃了，后来不许
吃田鸡，好在国外（似是古
巴）来了牛蛙，同样好吃。

忽然想起广东戏唱词
有“田鸡嗰个扣”一句，田
鸡扣的确好吃，爽脆。小
时候在广州，总爱吃西园
酒家的田鸡，更爱吃田鸡
嗰个扣。当然，西园酒家
我最爱吃的还有罗汉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