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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阳货篇载：子曰：“道听而涂说，
德之弃也。”
道听，在路上听，可包括无意与有

意两类。涂说，涂同途，在路上说，亦
包括无意与有意两种。道与途可泛指公
共场合。德之弃，道德的废弃，即不要
道德之义，或可说是无德、缺德。
道听，人皆所不免。但，有人左耳进，

右耳出，等于没听。有人虽听进，却只
默识于心而不语。自然有人听后按捺不
住，逢人即转述。后一种人不管是无意
还是有意，一传十，十传百，中间可能会
添油加醋，从而形成影响广泛的传闻。
孔子把道听途说提到道德高度，大

加鞭挞，显见是深恶痛绝。何以如此？
首先是道听途说的内容。民间有句俗
语：“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俗语是民众生活实
践的总结，常有真理的闪光，不可小觑。此语即大致
概括了一个事实：正面、健康、高雅之人与事口口相
传者少，反之则是无翼而飞，传播迅疾且广泛。尤其
可恨的是，其中充斥了大量没有根据的谣言。此种现
象，古今中外，大体相仿。可以断定，孔子所厌恶的
道听途说，即指千奇百怪之事、飞短流长之语。
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在于对途说者的鄙夷。途说

者多是猎奇心、窥私欲较重和低级趣味较浓之人，以
津津乐道丑闻之类达到某种奇怪的心理满足。而孔子
向来主张严律己，守规矩，有担当，负责任，一本正
经，谨言慎行。“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篇），
与他的信仰有关，也与他的做人原则有关。因此，孔子
会认为途说乱七八糟之传言者品格太差，且放纵自己，
而修德进业的君子决不可能做那种轻率、庸俗的传声
筒。可以说，孔子一方面坚信“欲仁而得仁”（尧曰
篇），另一方面也看透了人性中许多消极面、阴暗面，
而表达出一种激愤情绪。人类心理的负面特征如此强
烈，有赖于今之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深入研究。

古今均有学者从进学、修德角度正面论述此章，
颇可给人另一些启发。这里仅看钱穆先
生所说：“德必由内心修而后成。故必
尊师博文，获闻嘉言懿训，而反体之于
我心，潜修密诣，深造而默成之，始得
为己之德。道听，听之易。涂说，说之
易。入于耳，即出于口，不内入于心，纵闻善言，亦
不为己有。其德终无可成。”（《论语新解》）
今之为信息社会，网络遍布，信息海量，瞬间传

遍全球。信息操控高手眼中的旧时道听途说，简直是
不值一提的小儿科。惟其海量、高速，无可否认的大
量垃圾信息亦铺天盖地。即便是严格意义上的口耳相
传，春秋时代与当今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一是人口
数量相差近百倍，二是社会开化、个性解放状况天差
地别。以愚之见，尽管社会大不相同，但许多基本的
普世价值观念与道德准则没有变，“道听而涂说，德
之弃也”至今仍是箴言。
“道听途说”已成常用成语，其义如一，特指没

有根据的传闻。想必今人不会指责孔子没有看到街谈
巷议中正面的舆论力量。这种舆论反映民心所向，多
是社会前进的动力之一。这是另一话题，点到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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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徐三庚是晚清海派篆刻的代表人
物。他的篆刻艺术在当今越来越受到重
视，备受青睐。
为什么说徐三庚是晚清海派篆刻的

代表人物？第一，在近代篆刻史上，徐
三庚是一位求古尚变、勇于创新并开宗
立派的一代大家，与吴让之、赵之谦、
吴昌硕、黄士陵、胡菊邻齐名。徐三庚
从一八五八年 （戊午） 三十三岁的时
候，背井离乡来到了上海，并把上海作
为创作及鬻艺的根据地，直至晚年。如
果说上海这个大码头为徐三庚的篆刻艺
术的展现提供了一个大舞台，则徐三庚
以个人的才华、魅力，也为海派篆刻奠

定了基础，增添了光彩。第二，徐三庚的篆刻，合浙
皖两派而自成一家，有“吴带当风”之美誉。其篆法
婀娜多姿，飘逸俊秀，章法大疏大密，穿插自如，用
刀爽利生辣，冲切合一。他的印风，对清末民初的印
坛影响巨大，吴昌硕、黄士陵、钟以敬、赵叔孺、童
大年、谢磊明、韩登安等篆刻大家的早期印风，无一
不受到徐氏的浸染、借鉴。印谱中有一方“胡钁印信
长寿”印，是徐三庚与胡菊邻两人的合作之印，由徐
三庚布篆、落款，菊邻镌刻而成。胡菊邻比徐三庚年
轻十五岁，从此印推测，胡菊邻恐求教于徐三庚，有
师生之谊。西泠印社创社四君子之一叶品三曾在《广
印人传》中说：徐三庚“近时篆刻家多宗之”，可以
想象当时的盛况。第三，徐三庚在一八七七年 （丁
丑）五十二岁的时候，曾应召抵达北京，为和硕恭亲
王谨刻“和硕恭亲王”印章，这是清宫皇室对徐三庚
的直接赏识与喜爱。除此之外，徐三庚的印风对日本
影响很大，并得到广泛传播。日本篆刻家圆山大迂、
秋山白巖分别于一八七八、一八八六年慕名来沪拜师
徐三庚，成为印坛佳话。

徐三庚 （一八二六—一八九!），浙江上虞人，
字袖海，一作褎海，号辛谷、金罍、井罍，别署荐未
道士、金罍野逸、诜郭、金罍道士、金
罍道人、余粮生、大横，六十后自署翯
嘫散人。书斋名似鱼室、沤寄室。徐三
庚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巨匠，善书
法、篆刻，又擅竹刻、制壶，富收藏，
精鉴别。与金石收藏家沈树镛、吴云、杨守敬、岑仲
陶、龚心钊、孙憙友善，过从甚密。生前辑有《似鱼
室印蜕》。后有吴石潜的《金罍道人印存》、有正书局
的《金罍山民手刻印存》、张鲁盦的《金罍印摭》等
行世。
本印谱所采用的原钤印蜕，是童师晏方宝爱的王

秀仁集 《袖海印存》、汪黎特社兄珍藏的柴之英集
《徐三庚印谱》及由我经手鉴定的西泠印社、朵云轩
拍卖的精品，不少作品为首次发表，弥足珍贵，对传
承徐三庚印风、研究海派篆刻、传播印学，无疑具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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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年秋，我 %&岁，考
进了哈军工。一身戎装，满心
欢喜，我终于实现了参军梦。
一进哈军工，就是一个月

真刀实枪的军训。
"月的黑龙江大地秋风瑟

瑟，我们新兵连全副武装，野
营拉练，日行数十里，到达营
地时我已是一身汗水，精疲力
竭。但是，我很兴奋，因为我
没掉队。军训中整内务、走队
列、拔正步、急行军，实战演
习，实弹射击，紧急集合，一
样不少，这既是作风的培养，
也是意志的考验。军人“流血
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
队”的精神，润物细无声地鼓
舞着我们每一个新兵战士。
军训结束，立马开学。第

一天，高等数学。身着大尉军
衔的讲师没有任何开场白，举
手就在黑板上写下了五个大
字：'阶行列式。然后教员边
写边讲，玄妙的数学公式如行

云流水，十分费解。几个星期学
下来我就感到，这里的教学难度
极大，深不可测。原来哈军工的
培养目标是攀登国防尖端的优秀
人才，这里的教学水平和难度也
堪称国内之巅。我的专业是飞机
空气动力学，这是飞机设计的“开
路先锋”，这里集中了当时我国
顶级的三位教授，赫赫有名。空
气动力学，简
称空动，我们
却戏称为“空
洞”，因为它是
研究空气的，
看不见摸不着，又非常深奥难懂，
学起来不禁令人大呼“空洞”“空
洞”，空空洞洞。我们尊敬的教
授们要求又极其严格，一不留神
就会“红灯高挂”。为了学好这
个专业，我们几乎放弃了一切休
息时间，争分夺秒，把星期天当
星期七过，绞尽脑汁攻难关。
我在哈军工学习和生活了整

整六个年头，我爱哈军工，我深

深地怀念这座军中的高等学府，
她曾教导我们如何做人，怎样做
事，她留给我们的精神和财富一
生受用不尽。

%"&( 年 " 月我奉调上海，
参加第一架国产大型喷气客机
“运十”的研制。

国家要求“运十”飞机要大
（载客 %&)人），航程要远（*(((

公里），性能
要好，安全
性、舒适性等
要求极高。当
年，在上海一

家飞机修理厂研制这样的飞机，
能力和条件几近白纸，困难和风
险都很大。当时，世界上能造这
种飞机的也只有美国和苏联，但
是，他们对我国的核心技术封锁
可谓滴水不漏。我们来到上海
后，因为办公室不够多，我的绘
图台子曾是职工食堂的饭桌。研
制大飞机更困难的还是我们缺乏
经验，面对万米高空一百多名乘

客的安全，全靠摸着石头过河，
自力更生，边学边干，倍感压力
如山，责任重大。
大约有四十余名哈军工人曾

经奋战在运十的研制现场，他们
在哈军工精神的鼓舞下，几乎人
人是好汉，个个是骨干，成绩优
秀，贡献突出。经过十年苦战攻
关，运十飞机终于在 %")(年成
功首飞，实现了中国人的大飞机
梦。
我有幸作为试飞工程师随机

到过哈尔滨、广州、乌鲁木齐等
城市，尤其为之振奋的是，我曾
六次随运十飞抵世界屋脊———拉
萨贡嘎机场，为西藏人民运去了
四十余吨救灾物资。置身国产大
飞机之中，俯瞰雄伟的喜马拉雅
山，遥望奔腾的雅鲁藏布江，真
是心潮澎湃，激动不已。

周总理曾

经三次视察的

哈军工# 请看

明日本栏$

萤火虫
尹荣方

! ! ! !萤火虫
之美之趣，
谁不知呢！
我儿时暑期
去乡下，每

到晚间，大人们于户外纳
凉，我们几个小伙伴，即
曾用芭蕉扇扑些流萤，装
入小玻璃瓶中，以为玩
乐。外婆曾说，萤火虫是
天上的星星所化。虽不科
学，却比同样不科学的腐
草化萤说多了几许意趣，
使我不能忘怀。后来读到
作家靳以赞萤火虫的话：
“星是天间的萤的身影，
萤是地上的星的身影”，
觉得与外婆所言同一机
趣。萤火虫常摇曳于树阴
草丛或湖边水面，当它们
飞行于湖边水面，与灿烂
星汉的闪烁倒影相映成趣
时，不把它们想象成天上
的星星，实在也难。外婆
还曾教我们唱过儿歌：
“萤火虫，夜夜红。飞到
天上捉蚜虫，飞到地上捉
绿葱。”极有趣的是睡觉
时，也时可见萤火虫掠过
窗户，于是儿时的睡梦也
常与萤火虫相伴。
前几日报载国内某市

由贵州运来数万头萤火
虫，于公园放飞，引来无

数观众。这是古今少有的
盛举了。想起从前隋朝的
炀帝为了玩乐，征得的萤
火虫不过数十斗，待到他
夜晚游览时，释放那些萤
火虫，整个山野满是那闪
闪萤火，那景致之奇，已
叫人遐想不置。而某市的
萤火大大多过炀帝所放的
萤火，其壮观更可想而
知。不过据说从贵州长途

跋涉运至该市的萤火虫，
或因水土不服，竟然大量
死亡，引起不少非议，且
某市的放飞萤火虫，尚有
逐利的因素，然则这样的
盛举，我们不要也罢。日
本人也喜欢笼萤放萤，夏
秋之际，京都附近的湖面
上，常有人一边荡舟，一
边放萤火虫，这样的游
乐，年复一年，竟然变成
了他们的“萤火节”。
我读古书，知古人歌

咏这小虫，已有三千年的
历史了，不期然增加了对
它的喜爱。《国风》有句：
“熠耀宵行”，说的就是萤
火晚间飞行之状，后人于

是把它称为“熠耀”或
“宵行”。萤火虫在古代还
有“耀夜”、“宵烛”、“夜
光”、“景天”等名称，都
着眼于它们夜间发光的特
征。我觉得这众多的名称
中，还是萤火虫的名字最
美最富诗意，所以它也最
为诗人瞩目，杜牧的“轻
罗小扇扑流萤”不论，唐
代诗人咏萤之作极多，我
喜虞世南的《咏萤》：“的
历流光小，飘摇弱翅轻。
恐畏无人识，独自暗中
明。”他把小小的萤火虫
拟人化了，它们似乎是微
不足道的个体，却仍然顽
强地于暗夜发出些微光
亮，于是自己的价值与存
在就得到了证明。读这样
的小诗，我觉得唐人的意
识与现代人多有相通之
处，而为之感慨不已。李
百药的 《咏萤》 同样：
“窗里怜灯暗，阶前畏月
明。不辞逢露湿，只为重
宵行。”他笔下的萤火虫，
甚有自知之明，它们虽不
敢与月光比美，躲避明月
的光芒，但仍在黯淡的灯
前露下飞舞，执着地展示
自己的光亮。
屈指算来，已经半个

多世纪没有见过萤火虫
了，曾经心动欲邮购数
头。但又想，这是不行
的，萤火虫自有它的生存
环境，上海城内哪有它们
的存身空间呢？邮购它们
不是意味着伤害它们吗？
于是作罢。据说上海郊区
农村，现在也难得觅见萤
火虫的身影了，这令人遗
憾。我希望今后随着农村
环境的改善，夏秋的夜
晚，萤火虫能够重新装点
我们的夜空，那时我们出
门观赏，才有意思呢。

十日谈
心中的哈军工

!无"是人间大道
那秋生

! ! ! !老子认为，世界的
本原是“无”，只有“无”
才符合道的原则，“圣
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
之教”。无为而治是道

家基本的政治主张。无为，即“不为物先，不为物
后”，顺乎自然以为治。“无为即自然”，是老子哲学
的基本观点，他告诉统治者：“我无为而民自化，我
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苏格拉底有两句名言：“我知道我一无所知”与

“我需要我一无所需”。前者的“无”表达了他的谦
和，告诫我们学无止境，要不懈地求知；后者的
“无”则体现了他的淡泊，告诫我们安贫乐居，要知
足而常乐。圣哲还有两句话呼应：一是“人的智慧微
乎其微，没有价值”；二是“一无所需最像神，世上
有多少东西是我用不着的。”
由此可见，东西方的文化智慧是相通的。

!两全其美"

段慧群

! ! ! !东汉顺帝时，冀州刺
史苏章一上任就公正地办
了几件棘手的案子。不
久，苏章发现有几本账簿
的记录含混不清，不由得
起了疑心。从派去调查的
人递呈的报告得知，账簿
的漏洞百出源于清河太守
贪污巨额公款。
苏章看报告时，突然

愣住了，他凝神思索了一
会儿，对属下说：“你马上
带着我的请帖送到清河太

守府上，请他来赴宴。”属
下知道苏章是出了名的清
官，一定会立即将胆大妄
为的清河太守逮捕法办，
为什么还宴请巨贪呢？
一见老友到来，苏章

赶忙迎上去拉着他的手，
请他到酒席上坐下叙话。
属下这才知道，原来清河
太守是苏章以前的同窗好
友，他们曾寝食一处，情同
手足。席间两好友相对饮
酒，畅快地回忆往日情谊，
苏章绝口不提案子的事。
清河太守本来惴惴不

安，心存侥幸，希望苏章
念及旧情，网开一面，这
时看到苏章频频给自己夹
菜添酒，相处十分融洽，
一颗心才安定下来。清河
太守禁不住得意地对苏章
说：“苏兄啊，我这个人
就是命好，别人顶多有一
个老天爷照应，而我却得
到了两个老天爷的荫护，
实在是幸运啊！”

听此话后，苏章放下
碗筷，站直身子整整衣冠，
一脸正气地说：“今晚我
请你喝酒，是念及私人情
谊；明日升堂审案，我仍
会公事公办。公是公，私
是私，绝对不能混淆！”
第二天，苏章果然不

徇私情，开庭堂审，按照

律法将清河太守正法了。
生活中，交往中，也

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两难，
我们的心忐忑不安：“究
竟要如何对待朋友呢？对
好朋友如何下得了手呢？”
苏章公私分明，秉公办事；
却又有情有义，光明磊落，
真正做到了两全其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