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日谈
行 迹

!五
霸
者
"三
王
之
罪
人
也
#

白
子
超

! ! ! !五霸者" 三王之罪人也# 今之诸侯" 五霸之罪

人也# 今之大夫" 今之诸侯之罪人也$%

———《孟子&告子下》
五霸，一般指春秋时期的齐桓公、晋文公、秦穆

公、楚庄王、吴王阖闾（或宋襄公）。三王，夏、商、
周三代立国之王，具体指禹、汤、文王
和武王。

孟子对自己作出的结论进行了解
释：天子视察诸侯国，治理得好就赏
赐，否则就责罚；诸侯定期向天子述
职，一次不朝降低爵位，二次不朝削减
土地，三次不朝动用军队声讨，但不是
征伐。而五霸“伐而不讨”，胁迫一些
诸侯去征伐另一些诸侯，所以是三王的
罪人。五霸中齐桓公声威最大，主持葵
丘盟会，制订五条盟约，盟会后诸侯恢
复了友好关系。今天（战国时期）的诸
侯都违背了当时的五条盟约，所以对五
霸来说是有罪之人。臣下助长君主过
错，这罪行还小，逢迎君主恶行，这罪
过就大了，现在的大夫们都在逢迎君主
之恶，对诸侯来说他们都是有罪之人。
五霸为三王罪人，乃因违反三王制度，背离三王

之道，走的是争霸之路。战国时期的诸侯，则连五霸
也不如，将五霸中尚存的一点义行也抛弃殆尽。而各
国的大夫们助君为恶，无异于陷害自己的国家。

孟子由历史说到现实，围绕
的中心是治国之道。他推崇三
王，认为西周之后的历史在政治
上是倒退的，一代不如一代，一
级不如一级，总体上对霸道政治
是否定的。孟子当然清楚，天下
早已四分五裂，周王朝早已名存
实亡，故只能向奉行霸道的诸侯
们游说，期望他们转向王道。难
道孟子不知道这种转向是不可能
的吗？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
应该说，孟子知道由霸而王

的转向基本上不可能，而他始终
孜孜不倦地游说，首先在于他对
自己理想的坚持，一个坚定的理
想主义者任何情况下都会不懈地
宣扬自己的主张。其次，基本上
不可能，不等于百分之百不可
能，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
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这是孟子
的必然选择。齐宣王不是尚存一
些“不忍”之心吗？不是还有一
点“仁术”吗？霸者“以力”行
事，但毕竟“假仁”呀！孟子在
一片漆黑中看到了点点光亮。

就是为了使这星星之火发扬光大，孟子用尽才
智，充分发挥思维优势和表达技巧，甚至有对君主必
要的肯定和捧场，以达到自己宣传的最
佳效果。换个角度说，正因孟子对君主
们还抱有一丝希望，所以对他们的指责
和批评有时还留有一些余地。
若上述简单分析不错，那么有一段

话就比较好理解了。孟子说：“尧舜，性之也；汤武，
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
也？”（《尽心上》）尧舜实行仁义，是出于本性；商汤、
周武王推动仁义，是严格要求自己而身体力行；五霸
也讲仁义，可能也有某些仁义措施，但那只是借
用———不过，借久了而不归还，怎么知道他们就没有
仁义呢？（对最后一句有不同解说，此不辩。）“性之”
“身之”“假之”，是由高到低的三种施政境界。孟子
并未完全否定“假之”。假仁义在一定意义上说总比
不仁义要好一些，这是退而求其次的、无可奈何的现
实态度。据此说孟子批判五霸不够彻底，可以成立。

学界一般认为孟子的立场是“尊王贱霸”，但总
体看来不如说是“尊王反霸”。

印中岁月 孙慰祖

! ! ! !小花园
外的篱笆上

开满了蔷薇花，课外小组伙
伴做完作业就奔出去追着蜜
蜂飞飞停停，那时老师正教我们唱“要
学蜜蜂采蜜忙”，可看来看去没见到蜜
在哪儿，又纳闷蝴蝶为什么忙。几十
年过去了，“幸福生活哪里来”那首

歌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庚寅春慰祖。

奶奶藏着的那枚铜钱总是铮
亮，那就是一家人的护身之物。

谁有点什么不舒
服，就拿它蘸着
菜油在背上刮出
一条条红杠，说
痧发出来就好
了。我刮过，每次都
躲。要是犯牙痛了，她
就会在田西头给曾祖烧
纸钱。在我记忆中，奶
奶没上过医院，直到最
后。慰祖。庚寅苦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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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也许是职业趣味，也许是好奇心，
也许出于回到童年的梦想，这些年，我
从很多家长那里获得不少有关小学生阅
读的信息，杂录如下：
他经常在我的书房里乱翻书；如果

找到一本感兴趣的书，就安静了，可以
看到忘记时间，忘记吃饭，有了喜欢的
书，他甚至不愿意外出；
他有时会放下手上的事，把看过的

书找出来，重看他喜爱的情节，他情绪很
好，似乎能获得一种满足感；他能复述书
中那些有意思的情节和语言；
她不知从哪里找到一首诗，她认为

比语文教科书上的那些诗更美；她能把
它背出来，有时认认真真地抄一遍送给
同学；
他硬要我们也去看他看过的几篇文

章，如果我们推说没时间，他会积极地去洗碗、收拾
桌子、拖地板，换我们去看；如果我们读了也称赞，
他对我们就不错，会夸奖；如果我们的反应不强烈，
他会非常失望，和我们没话讲；
他阅读范围广泛，甚至连史书也会翻翻，连猜带

蒙地读，把大意弄清楚；
她喜欢看带图的书，六年级了，仍然对儿童绘本感

兴趣；她会用零花钱买同样的书送给比她小的孩子；
他对历史图片很感兴趣，有时对着一张图片能看

半天，不知在想什么；有一次，他看完一本外国的书，又
翻到前面，盯住作者的照片看，不知想什么，不讲话；
有回他说，他总是急切地想知道故事的结尾，但

他得有耐心；他说，他热爱故事里的人，有时他会认
为结局是不对的，是作家弄错了；
带她上书店，有些柜台她扫一眼就匆匆走过了，如

果她停下来，看书，我们会先去做点别的，回头再来接
她；要买几本由她，反正别的地方她不怎么花钱；
放暑假寒假，她总要看上三五天闲书，才去碰作

业；成绩还可以，在班上和同学玩得不错，她有几个
同学也爱看书；
我们晚上看电视连续剧，他嘲笑我们，说尽是一

个套路，不宜多看，如果看多了，人就不聪明了；
他说，其实这个城市的每座房子都

有故事，街上走着的每个人，也有故事……
———我就这样记录着小学生的读书

故事，当然，我只挑我感兴趣的介绍，
因为我满心喜欢，也希望别人喜欢。如

果有可能，我还想知道他或她以后的故事。
不爱看书的或是没有时间看书的小学生也很多，

原因往往近似，见多了，我也就没什么话可说。每个
时代，也会有不爱读书而“混得不错”的人，大家各
行其是，互不干涉，也很好。
家长们把孩子读书的事说给我听时，也有过一些

不安，他们会问：他（她）正常么？以后升学会不会
有影响？我说，当然是正常的，如果不爱读，或是
“没有时间读”，那才不正常呢。儿童不爱读书，上学
的目标就是混个文凭，成人后生活品质不会太高。至
于升学，不用愁，不管上什么学校，学生只要有读书
思考的习惯，教师就没那么重要。我们那辈人，因为
“文革”劫难，很多人中断学业，甚至只读个小学初中，
因为保存了读书学习的习惯，后来也差强人意。很多
人都能记得童年读过的书，哪怕那些书是可笑的，或
者说是可怜的，重要的是有个人的思考和辨识能力。
读书成了习惯，很好了，只要孩子喜欢读，就尽

可能满足他。不要跟在后面絮絮叨叨，提醒这个关照
那个，有那样的精力，你们自己也去读点书，在家尽
量不要盯着手机。还有，读书不一定要端着架势读
书，真正的读书人都是很
随意随性的，不能让儿童
误认为读书必须正襟危
坐，郑重其事。
至于现今一些学校不

让学生读课外书，那这个
学校肯定好不到哪里去。

避暑回来话董岭
秦廷模

! ! ! !在浙江董岭山上待了 !"

多天，回来之后竟然思念绵
绵，回味无穷。常出现眼前的
还是那些环绕的大山，它们优
雅高贵又平易近人，经常点缀
着白色云雾或者披着金色的阳
光，从容地显示她的身段。
这些山滋润出无数洁净的

水，养育了竹林树木，容纳了历
来迁徙于此的外乡人。现在又
以宽广的胸怀接纳了二三千上
海游客。它看见了黄昏时在新
铺的水泥路上摩肩接踵的人
流，倾听到嘁嘁喳喳的上海话。
人们每次要从安吉县城递

铺出发，一路盘山蜿蜒到达董
岭山上。其时看到云雾缭绕，绿
意茵茵，山风徐徐，大家的心情
顿时为之一振。因为董岭位于

海拔 !"""多米高处，所以夏天特
凉爽。人们在这里纳凉避暑，一到
就餐的时间就享用荤素搭配丰富
实惠的伙食，平时只管休闲散步。
通过寻访我了解了一些董岭

的情况。董岭村位于浙江省安吉
县南端，与临
安毗邻。全村
共 #$! 人，却
容纳了三千左
右避暑游客。
据说董岭山上原住着董姓人

家，不过在 %""年前因疾病等原
因已逐渐凋零，清朝时有谢姓青
年翻山越岭从昌化而来。他或许
一个人，也可能先后唤来兄弟一
同奋斗，在此地繁衍下来。昌化
是浙江临安与安徽毗邻的一个地
方，居民较为贫穷。这些先来的

迁徙者见这里风景秀丽物产丰
富，便开荒种地，伺养家禽，生
活逐渐滋润起来。他们传宗接
代，绵延了祖脉，现在办起农家
乐的谢姓人家就有 !&家。除了
谢家作为大姓还有张家，他们也

是从昌化来
的。
我想，凡

是历史上敢于
外出探险的人

都值得称颂，有了这些开拓生计
的勇士社会才会前进，经济才会
发展。
长久以来董岭山上丰富的竹

子等物产因山路崎岖难以运送而
一直没有很好利用。近 !"多年
来上山的公路几经修造方便多
了，高压电也通上了山。'""'

年来村长带头办了“农家乐”，
现在发展到几十家，提高了大家
的经济收入。这些农家乐的下一
代大多正在读书，不过也有的已
交给了下一代人经营。
一个家族的繁衍，就像竹林

遇到阳光和水分便扎根于土壤，
所以发展起来蔓延不绝。
我们在那里的某天突然听到

了清脆的爆炸声，在山谷里回荡
得特别厉害，原来是农历七月半
祭祖的日子到了，家家户户摆出
供奉的酒席祈求先祖保佑。其实
他们也是在缅怀先人的开拓精
神，要代代传承发扬下去。

庐山之迷

人在景还是在

人，请看明日
本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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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叶百丰先生
洪本健

! ! ! !叶百丰师安徽桐城
人，在古文研究、古籍整
理和书法论析上均有很深
的造诣，著有《韩昌黎文
汇评》、《大学语文》（与人
合编）、《书说》等，还参
加《新唐书》等古籍的校
点。他早先从吕思勉先生
治文史，对思勉先生的学
问推崇备至，曾跟我说起
日寇入侵时，吕先生移居

乡下，自己曾去拜访，交谈
之间，还唱了吕先生爱听
的戏曲，让先生非常开心。
百丰师对古文烂熟于

心，倒背如流，进教室只
带写有一些眉批或评语的
教材。我读本科时，就听
他讲过归有光的《先妣事
略》等散文，留下极为深
刻的印象。读研及留校后，
又听他讲韩愈文及《管晏
列传》《醉翁亭记》《项脊
轩志》《登泰山记》 等。
《语文学习》 向他约稿，
我遵嘱把听课笔记整理成
《气 势 磅 礴 ， 千 姿 万
态———评韩愈散文》和若
干篇赏析文章，经他过目
审定后，在该杂志发表。
这一过程使我赏析古文的
能力得到提高。我以欧阳
修为研究对象，百丰师让

我熟读欧公文集与《古文
辞类纂》等书，搜集古人
评语，为研究做好充分的
资料准备。这样的训练让
我受益匪浅，后来我带研
究生时，就开了一门《古
文观止》研究的课，指导
学生搜集文章背景和评语
的资料，共同编了一本
《解题汇评古文观止》，先
后在大陆和台湾以简、繁

体字出版。我做
欧阳修研究，查
阅了约一千五百
多种古籍，摘录
了九十几万字的

有用资料。这些古书多数
是没有标点的，我边抄边
加标点，部分没有很大把
握的稿子，请百丰师为我
把关。他虽然身体虚弱，
还是很认真地审阅，为我
纠正了不少的错误。

因同患肺气肿疾病，
百丰师与著名的楚辞、唐
诗专家、上海师大马茂元
教授，一起住进上海市第
二肺结核病医院的同一间
病房。我经常在病房里听
马老和百丰师交谈，深感
十分难得和受益。百丰师
非常欣赏韩愈文，他抄录
的许多包括题解、夹评夹
注、总评等内容的韩文卡
片，也带进了医院。他不
顾自己体弱，在病床上摊
开卡片，取其精而汰其粗，
按体裁分类，编纂《韩昌
黎文汇评》。马老与百丰
师既是同乡，又是好友，
相处极其融洽，百丰师请
马老为此书作序，马老欣
然允诺。孰料不久之后百
丰师因病情恶化而与世长
辞，时《汇评》尚未编完，
我做了些收尾的工作，全
书由华东师大图书馆沈达
伟女士誊写，夏漪师母则
为出版操心。

遵照百丰师的遗愿，
我拜请马老赐序，时马老
身体状况已很不好，序成
之后还多次修改，七易其
稿才搁笔。拜读了他文情
并茂的序，我实在感动。
他对我说：“我不能保证
文章写得很好，但我能保
证对你老师的感情完全是
真诚的。”马老在序中回
忆住院的情景，以“联床
风雨，乙夜论心，相知愈
深，情好弥笃”来描叙两
人的深厚情谊和对老友的
怀念，让我看到了一位有
着关爱他人的赤诚之心的
前辈学者，不由地肃然起
敬。百丰师不也是这样
吗？他尤其关爱自己的学
生，当他咳嗽不止的时
候，我劝他请假休息，他
说：“文史楼里有许多学

生在等着我，还是去吧。”
硬撑着虚弱的病体，他从
师大后门的二村出来，乘
公交车绕到学校大门，再
走进文史楼，到三楼上
课，这是何等的毅力，何
等的负责啊！
我在客座台湾“中央

大学”期间，应逢甲大学
邀请，作韩柳文比较的学
术报告。为此而撰写论文
时，在“中大”图书馆看到
了百丰师编的由台湾正中
书局出版的《韩昌黎文汇
评》，心情异常激动，因为
我不仅找到了所需要的许
多资料，而且又回忆起敬
爱的百丰师的诸多往事和
美德。在逢甲大学的报告
室里，我谈到百丰师带病
上课之事，又想起百丰师
病危之际，在小纸片上书
“痛不欲生”四字示我时，
不禁无限感伤。我和许多
同学一样都得到过百丰师
的关爱，我们永远怀念他。

静安诗草
感悟 杨 勇

浮生一钵乞膏粱，大
士甘霖净秽肠。夜静孤灯
除戾气，捻来佳句入空
茫。

感怀 陈 曦

等载东风几叶舟，溯
洄重上楚江头。含烟九曲
三千里，夹涧双山两岸秋。
数面青峰开古镜，半轮皎
月作吴钩。长河亦饮多情
水，一渚沧桑一段愁。

长江 徐 炜

襟带天涯向远洲，风
波涤尽海山秋。一川浩气
低吴楚，九派涛声寂斗牛。
素卷金沙开众壑，岂因石
峡滞中流。雄奇亦是多情
水，载得东南万里舟。

勾践 陈 茁

生聚十年求复国，藏
弓烹狗功臣哭。后人只道
越王志，青史难闻文种
说。

孟子选读

多
姿

︵
中
国
画
︶

张
世
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