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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

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

&&&'孟子(滕文公上)

劳心者，脑力劳动者。劳力者，体力劳动者。治，统
治，具体说是领导、组织、管理。食，通饲，给人吃、喂养；
食人即养活别人，食于人即被别人养活。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为读书人所尽知。

曾经有三十年的时间，孟子的话常被曲解，屡遭批
判。若孟子地下有知，定会大呼冤枉。

要弄清这段话的来龙去脉及确切
含义，需了解相关的人和事。

有一个追随神农氏思想的人叫许
行，带了几十个门徒从楚国到了滕国。
他们穿粗麻衣服，以打草鞋、织席子为
生。另一位楚国人陈良，喜爱周公、孔
子学说，带领弟子到北方学习儒学，北
方读书人竟然没有能超过他的。他死
后，其弟子陈相、陈辛兄弟由宋国到了
滕国。陈相见了许行，非常高兴，抛弃
了儒学而向许行学习。

陈相看望孟子，转述许行的话，主
要意思是贤人要和民众一道种田，自己做饭，同时为
百姓办事。孟子问，许行一定自己种庄稼然后才吃饭
吗？陈相说是。孟子接连问陈相，许行是自己织布才
穿衣吗？戴帽子吗？是自己织的吗？烧饭的锅、耕田
的铁器是自己做的吗？陈相分别回答，是用粮食换
的。孟子说，许行为什么不兼做陶工、铁匠，而不断与
百工交换用品呢？陈相说，种田与百工之事不能同时
做到。孟子说，治理天下也是这样，有官吏的工作，有
小民的工作。紧接着，说出了上引的那段名言。

孟子的思想很明确，社会职责分为劳心与劳力
两大类，这是必然的，是“天下之通义”。孟子丝毫
没有看不起劳力者的意思，也没有认为劳心者高于

劳力者。劳心者做领导、组织、管理
工作，“治人”；劳力者从事各种物
质产品的生产，“食人”———哪个重
要？都重要，缺一不可，社会分工不
同而已。

孟子为进一步说明许行“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的
不合理、不可行，又详细列举尧、舜、禹治理天下的操
劳和辛苦，指出他们有许多大事要处理，即便想亲自
种田也没有时间。

最后，针对许行主张的“市贾不贰，国中无伪”，
即市场物品价格一致，国中就没有作伪的事，孟子尖
锐地指出，物品各有差别，将它们等同看待，只会扰
乱天下。结论是：依照许行的原则和办法，大家就会
一个跟着一个作伪，哪里还能治理国家？

战国百家中有“农家”一派，代表人物就是许行。
《汉书·艺文志》曰：“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
百谷，劝农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
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农家重视农业生产，
且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主张贵族、士大夫均应从事
劳动，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理想，值得肯定。然而，从治
国角度看，其格局狭窄，思虑浮浅，措施粗陋。文明相
当发达的战国时代已完全不同于刀耕火种的原始时
代，国家的治理已经极其复杂。

孟子对于农家的批判，一是对社会分工的无知，
二是对商品市场的无知，都是正确的。其中，蕴含着
对已不适用的原始平等思想和简单平均主义的否
定，更是有着超越时代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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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小区最近搬来了一家人。与众不同
的是，那家人的孩子腿部有残疾，始终
坐在轮椅上。父母都要上班，平常不在
孩子身旁，便只能在天气好时，把他推
出来晒太阳。

于是，便可经常见到那孩子一个
人坐在小区门口，一束阳光照在他身
上，却显得孤单、萧索。偶尔有好心的
大爷大妈给他吃的，陪他说话。大家也
慢慢地习惯了他的存在。

只是有一天，他的手中多了一面
镜子。镜子来自何方？谁给的？无从知
晓。只是，自从多了那面镜子，孩子就成
了个“小捣蛋鬼”。

他常常在阳光明媚时，用镜子接了一束阳光，照
到楼上的房间里去。小区的楼层不算高，顶多只有四
到五层，所以几乎每家都被“击中”过。虽然很烦，但考
虑到他还是个小孩，叹口气，唉，算了吧。

只是有一天，我真的忍无可忍了。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可是，我的心情并不

好。我烦躁地拉上百叶窗，关了灯，打算大哭一场。这
个时候，一束阳光从窗口钻了进来。薄薄的百叶窗
并不能阻隔那束阳光，光芒仍从夹缝里挡不住地浸
溢出来。一定又是那个孩子！真是的，不给你点教
训，你还更过分了是吧？我越想越生
气，径直下楼，去找那孩子说理。

我见到了那孩子。他正用镜子
反射阳光呢，玩得不亦乐乎。我拍拍
他的肩，尽量和缓地说：“小弟弟，人
家还要休息呢，你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呢？”

他回转头，一双眸子清亮，认真地说：“姐姐，你不
知道，我瞧见很多人家，他们房里都不亮灯，黑黑的。
我想，他们肯定很孤单吧？又没人陪他们玩。所以，我
要帮帮他们。你看，我在给他们阳光呢！希望可以赶走
黑暗，让房间亮堂一些。”

望着他清亮如水的眸子，我一时失语，不知该说
什么。许久，只有抚抚他的头。

我没有想到，那束阳光背后竟有着一个如此明媚
的想法。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心灵，也照进了一束阳
光，明媚、温馨、美好而富有活力。

有故人的城池才是故乡
朱 光

! ! ! !今年 !月 "#日，来自瑞士的玛德琳女
士和她的先生一起来上海参观邬达克旧居，
拿出了邬达克年轻时的相片和邬达克写给
她父亲的信件，原来，她是邬达克那一脉的
后裔，她父亲在世时曾经跟她说起，家族里
有一位亲戚在远东上海做建筑师，发展得很
好，曾力邀她父亲也来上海。因为当时她父
亲和母亲已经相恋，就放弃了来沪。近年上
海持续不断的邬达克研究与宣传，在欧洲也
引起了不少媒体的关注，玛德琳女士辗
转来到上海，找到邬达克旧居修缮投资
人刘素华女士，当时旧居刚开始修缮。
玛德琳女士原本以为这个世界只有她
和她的兄妹姓“邬达克”，到上海邬达克
旧居后，让她与失散多年的其他邬达克家族
成员取得了联系。我见她的这次，已经是她
第二次来上海了，也许这是她与上海冥冥之
中注定的缘分，她替她的父亲完成了上世纪
邬达克发出的上海邀约。
有故人的城池才是故乡。玛德琳女士第

一次来上海时，看到邬达克旧居修缮工地时
激动不已，表示完工后一定要通知她。于是，
这次她又来了，参观修缮完成的邬达克旧
居，拿起了相机，把每一个角落拍摄给远在
瑞士的亲眷们看。她并没有系统学习过建

筑，却也饶有兴致地研究房屋的“建筑审
美”，并在小本子上记下了许多邬达克在上
海的传奇故事……
在她看来，那是她与已故父亲的隔空触

摸，也是对已逝亲人伟大成就的亲眼见证。她
从未想到，因为邬达克留在上海的建筑，使得
自己也有缘上海，似乎也成为半个故乡。

城池从来不是独立存在的石块与沙泥，
她因为人们在改造石头与沙泥的过程中，被

注入了情感，而成为人的创作。而越来越多
的人的共同创作，使得我们扎根于此，安家
落户，哪怕暂时远离，也会牵挂付出———付
出的东西一旦传世了，此地就成为故乡。

表面看来，邬达克是个没有故乡的漂泊
者。邬达克流落到上海时，凭的是一份伪造
的护照，后来，他才加入匈牙利国籍，此后，
他才有了精神上的归属。他身处上海，虽然，
他并不是犹太人，但是，他帮助了不少匈牙
利籍的犹太人，这其中多少也有对“故乡”惦
念的外在表现。他的职业黄金期，正与上海

的城市崛起重合。在近三十年里，他吸取当
时国际建筑风潮里的精华，也复兴了哥特
式、都铎式等欧洲古典审美意趣，为上海的
“万国建筑博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如果说，现实生活中能有什么可以形成
令人穿越的时光机，那就是建筑———凝结着
另一个时代的技术与艺术。"#!$年赴美定居
之前，他曾经离沪赴瑞士小住，这就是他与
玛德琳女士生命轨迹的交集，哪怕当时这位

来沪寻访的瑞士玛德琳女士还未出生。
定居美国加利福尼亚之后，因山体滑坡
邬达克失去了建在海崖边的花园别墅，
接着邬达克为自己设计了瑞士风格的
木屋，可惜未完成入住，就于 "#%&年因

心脏病去世，始终没有了却回故乡的心愿。
在这世事变迁、时局动荡、茫茫人海、前

途未卜的尘世里，邬达克的故乡在哪里呀？
他把他的精神财富都留在了上海。从这个意
义上而言，上海，应该也可以算做他精神上
的故乡。时至今日，举办纪念邬达克绘画雕
塑邀请展，其实，也是对邬达克精神故乡以

及上海多样化的城市
线条的描摹。

阳光下的咖啡馆 #油画$ 李 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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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
人是否写日记，反正我们
那一代人多写过。在雷锋
事迹影响下，老师也鼓励
我们小学生写日记。不过
这个日记都是记好事的，
倘今天做了件好事，就写
上去，有时连考试成绩
好，跑步第一，受
老师表扬等也可
写上去。只是做坏
事、挨批评之类是
不能写的。等学雷
锋的高潮过后，很
多人就不写了，但
也有人继续写。叶
辛就曾对我说，他
现在仍写日记。
其实我也写。我写日

记，多与自励或从一段新
生活的开始有关。初三那
年，为了发奋攻读，我又开
始写日记，两年后奔赴农
场，临行之际，我一下收到
同学赠送的好些日记本，
前面多有“广阔天地，大有
作为”之类的勉励之语，其
中一位还写了一首《桂枝
香》的词相赠，起句便是
“骏程鹏举，更满志踌躇，
气壮寰宇。”面对同学们的
临别赠言和珍贵
赠品，再加上我也
是第一次从学校
走向社会，走上工
作岗位，可说是人
生的一个转折点，于是，
从我务农的第一天起，就
开始在同学赠我的日记
本上写日记。无独有偶。
一次摘棉花，同宿舍的同
学杨惠明忽然对我说，他
想写日记，希望我为他日
记本起个名字。我略思索
了一下，便说：“生命的
路。”他一听，立刻竖起大
拇指，连连叫好。
那时农场的劳动强度

还是很大的，但即使再累，
我们仍坚持每天写日记。
有时晚上停电，晨起补记。

一本记完，另一本继续。就
连后来上大学也在写。断
断续续一直写到现在。
颇有意思的是，中国

文学发达，文体众多，仅散
文，在古代就有表、奏、诏、
铭、论、记等各种类别，现
代社会又派生出特写、杂

文、报告文学之类，
但不论古今，在综
述各种文体时，均
无日记一项。即使
像明代《文章辨体
序说》《文体明辨
序说》，清人姚鼐
的《古文辞类纂》
等专论文体的名
著，其中也都无日

记的一席之地。这并不是
因为古代无日记，只是不
当回事，而对于日记本身
来说，的确也很特殊，有
一个发展过程。
中国最初对日记的记

载，见诸西汉刘向的《新
序·杂事》卷一：“司君之过
而记之，日有记也。”日记
之名由此而来。不过，这种
日记不是写自身的，而是
写君王的。并且还专门记
录君王的过失和错误，使

之改正。到了后
来，才把每日记事
的册子称为日记。
或称“家乘”。如陆
游《老学庵笔记》

谓：“黄鲁直有日记，胃之
《家乘》，至宜州犹不辍
书。”其中的“黄鲁直”即宋
人黄庭坚，他所写的《宜州
乙酉家乘》，已属日记性
质，当然是记自己而非君
王，也就是我们现代意义
上所说的日记了。
到了清代，许多文人

学士多有记日记的习惯，
比较著名的有李慈铭的
《越缦堂日记》、王闿运的
《湘绮楼日记》、翁同龢的
《日记》等。延至民国，许多
作家如鲁迅、胡适、郁达夫

等都写日记。郑振铎在生
计困难时，只好以出版自
己的日记来缓解一下燃眉
之急。现在编作家文集或
全集，几乎都收日记。有
的还出单行本。地位明显
提高。如今《鲁迅日记》
《胡适日记》《应修人日
记》、郁达夫的《日记九
种》等，都已成为研究现
代文学以及作家生平与
交游的重要参考资料，具
有很高的文献价值。而
《德拉克洛瓦日记》《贝拉
日记》等更是驰誉世界。

至于日记的写法，也
是五花八门，各有路数，犹
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或
以记事为主，或以随感为
主，或以心路历程为主，或
以人生感悟为主，或以一
般心灵创伤为主，或以一
段爱情印痕为主。也有夹
叙夹议，把记事与随感混
杂在一起的，更有像李慈
铭那种以“日记为著述的，
上自朝章，中至学问，下迄
相骂”，无不入内的大杂
烩。但通常说来，基本上可
分为两大类别，即记事日
记或思想日记。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

上曾流行“宝宝日记”，即
父母为初出生的小孩写日
记，记录孩子初生时的种
种情状，留作纪念。其实这
种代写日记的现象以前也
有。屠格涅夫创作小说，甚
至为小说中的主人公代写
日记，这就十分难得了。如
他在写长篇小说《父与子》
时，为了塑造好主人公巴

扎洛夫这一形象，“我替他
写日记，在日记中他说出
关于当前最重要的问题。”
他对友人说：“我写《父与
子》的时候，我一方面记着巴
扎洛夫的日记……结果写
成了厚厚的一大本”。其创
作态度之严谨，令人咋舌。

有人曾问我如何写
好文章，我建议可先写日
记来练笔。因为日记不受
形式和字数限制，可长可
短，无头无尾，想写就写，

想停就停，写多写少，全
由自己，叙事抒怀，最为自
由。尽管特殊年代有些人
因日记惹祸，但毕竟利大
于弊。窃以为：除了练笔，
青年时写日记，可以励志，
宣泄愁绪，排遣苦闷，整理
思想，树立目标，重新起步；
老年时写日记，可以回味
人生，增强记忆，怡养性
情，强身健脑，更好地感受
生命，感受存在。谓予不
信，不妨一试。

! ! ! !石库门是上海市

民人文史脉的演绎%

橄榄（外一篇）
任溶溶

! ! ! !我家乡屋前有一棵橄榄树，树上一
长出橄榄，孩子们就用竹竿把橄榄敲
下来当零食吃。

橄榄味虽甘但苦，可是人们爱吃。
不管广东上海，橄榄都受欢迎。

橄榄还被加工制成各种橄榄：和
顺榄、咸榄、甘草
榄，上海有敲扁橄
榄，即把橄榄带核
敲成两爿，是很受
欢迎的零食。

橄榄不仅是零食，还是很好的食
材，广东有榄角，是腌过的橄榄肉，蒸来
过粥过饭。榄仁，即橄榄核内的肉，是名
贵食材，炒鸡丁什么的。

广州有著名的象牙雕刻，但橄榄核
跟象牙一样也被雕刻成名贵制品，刻成

渡船、佛像等等。我家曾
有成串的佛珠是用橄榄
核刻成的，刻的是一个个
佛像。橄榄核雕刻品曾到
国外展览。

瓜子
瓜子是中国人爱吃的零食。
各种瓜有各种瓜子。我只爱吃白色

的南瓜子，黑色的西瓜子，因为壳易咬，瓜
子肉大。其他瓜子小，壳硬，用力一咬就碎

，肉也小，我不爱吃。
可是我小时候，

每到过年，全盒当中
总放这种小粒头的瓜
子。客人来了，请吃这

些瓜子，吃这些瓜子叫“有银”，瓜子成银
了。客人拿起几粒瓜子，在全盒上放个红
包，这是规矩。

女同志特别爱吃瓜子，男同志爱
吃瓜子的要少得多。有一次文艺工作
者在苏州开会，回上海时，我对面坐着
一位著名的越剧女演员。我发现她在
火车上一坐下来就开始吃瓜子（苏州
瓜子是有名的），一直吃到上海没停
过，而且吃瓜子的姿态非常优美，真是
赏心悦目。她吃瓜子，我饱了眼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