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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历史深处的有若
□赵学法

泰山之阳，漕河汤汤。涯涘诸姓，瓜瓞绵长。
世代蕃延，涯邻相帮。行之浑厚，好义之乡。
七七事变，惊雷炸响，入侵日军，奸淫掠抢。
残杀同胞，毁我家邦，复仇之箭，紧绷弦上！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民族危难，志士敢当。
李氏正华，登高一呼，桥头举义，誓言铿锵。
香寺报到，创五大队，不畏强暴，勇赴疆场。
雪夜行军，奇袭肥城；界首战斗，虎穴夺枪。
铁路破袭，支援会战；阻击日军，血战道朗。
抗日劲旅，扬威泰西，黄崖改编，百炼成钢。

日军凶残，“三光”“清乡”，抗日军民，英勇顽强。
营长正华，布山遇难；十七勇士，血洒战场。
英雄事迹，名垂青史，泰山共存，日月同光！
英烈风范，万民敬仰，建馆立碑，永志不忘。
红色基因，永远传承，抗战精神，世代弘扬。
爱国情怀，民族之魂，初心牢记，国富民强！

五大队赞
□马辉

1938年1月1日，漕河涯村共产党员
李正华带领50余人毅然参加泰西抗日武
装起义，创建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五
大队，勇赴抗日战场。

万古岱宗 千秋岱庙
□张梦伊

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孔子病
逝。弟子们肝肠寸断，哀痛不已，悉心料理了
恩师丧事后，久久不肯离去。因为他们习惯
了聚集杏坛与老师共同研讨学习，还想破解
更深层次的诸多人生哲学问题。突然，有人
提议让“状似孔子”（《史记》语）的有若替代夫
子，为大家讲经布道，解疑释惑。这一提议得
到同门弟子的一致赞同，多数学友认为有若
品学兼优，堪当此任，但也有个别不怀好意、
企图让有若丢丑的不良之辈跟着瞎起哄。有
若深知夫子的崇高地位无人能取代，德行学
养也无人能企及，于是百般推托，坚辞不受。
学子们不由分说，一拥而上，强行将他架上师
座。有若无奈，只得正襟危坐，诚惶诚恐地接
受同门的参拜。

为什么在众多孔门弟子中，大家公推有
若为孔子替身？除了体貌特征这一客观因素
外，必定还有令人信服的内在因素。历史深
处的有若，是怎样做到深孚众望、积德增誉
的呢？

刻苦学习的楷模

有若，字子有，春秋末期鲁国人（今山东
肥城市人），儒学圣贤，被后世尊为孔门七十
二贤之一。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有若
少孔子43岁，即生于公元前508年；另据《孔
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记，有若比孔子小33
岁，即公元前518年出生。有若卒年无史确
载，唯《礼记·檀弓下》留下“有若之丧，悼公吊
焉”之语。公元前466年至公元前429年鲁
悼公在位，也就是说，有若逝于公元前5世
纪，享年无考。

在《论语》中，只有曾参和有若两人被尊
称为“子”，其他弟子皆直呼其名或其字，可见
有若的德望之高、地位之显，堪称与曾参齐肩
的同侪翘楚。有若之所以德高望重，深受拥
戴，源于他的勤奋好学和笃行善思。有若的
刻苦学习精神是孔门弟子有目共睹的，也是
同砚难以望其项背的。他的好学，出于对孔
子人格的折服和对老师博学的崇拜。他认为
孔子涉猎群书，学贯古今，阅历丰富，知识渊
博，思想深邃，见识高远，既是上古文化的继
承者，也是儒家学说的奠基人，将其视作天下
第一圣人、当世最伟大的哲人。他对孔子尊
崇至极，仰慕不已，立志全面学习夫子的思想
体系，深刻领会先生的学说要旨，努力把握老
师的精神内核。在学习中，他发扬锲而不舍、
刻苦钻研的精神，心无旁骛，手不释卷，聚精
会神，不舍日夜，努力做到举一反三，融会贯
通。在攻读过程中，为了防范瞌睡，克服懈
怠，他时常以火烙手，借此提振精神，集中心
思。在众多弟子中，有若堪称刻苦学习的楷
模，不仅得到老师的赏识，也赢得了同窗的
高评。

正因有若学习孜孜矻矻，持之以恒，所以
对孔子思想掌握得系统而全面，理解得准确
而深刻。有若极为重视孔子的孝悌思想，认
为孝悌是修身之根、仁义之本。有若曰：“其
为人也孝弟（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
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
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
而》）有若说：“为人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却喜
欢触犯上级，这种人是很少的；不喜欢触犯上
级而喜欢造反，这种人是没有的。君子重视
根本，根本确立了道义就会产生。孝顺父母、
尊敬兄长，这就是仁爱的根本吧。”有若崇尚
孔子的信义学说，认为恪守信义是立身之基，
只有诚实守信，才能取信于人，立于不败之

地。有若曰：“信近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
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论
语·学而》）有若说：“信约符合道义，诺言就可
以兑现了。恭敬的态度符合礼仪，就可以避
免耻辱了。依靠自己亲近的人，也就可靠
了。”有若还特别关注孔子的富民观念，在随
同孔子与鲁哀公论政时，曾经提出过减轻民
众赋税的建议，体现了早期儒家学人对民生
的关切与思考。有若的这些认识，得到了孔
门弟子的普遍赞同。

更让徒众宾服的是，有若创新性地提出
了“礼之用，和为贵”学说，丰富发展了孔子的

“礼”“和”思想，阐明了二者的辩证关系，为儒
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的“礼”指的是
春秋时期的社会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而

“和”则代表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顺、社会
秩序的和谐。主张以礼为准绳、以和为原则
处理事情，强调在处理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务
时，礼的应用应以和为目标，通过遵守礼的规
范达到人际关系融洽与社会秩序稳定的目
的。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
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
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礼的作
用，在于使人的关系变得更加和谐。古代君
王治国的方法，宝贵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们
做事，无论大小，都按照这个原则去做。但是
如果诸事都死板地按照和谐来做，有的时候
就行不通。这是因为为和谐而和谐，不以礼
来节制，是不可行的。有若的这一表述，是对
孔子主张的“礼制”“和谐”思想最完美、最透
彻的解释。这是有若勤学善思的结晶，令孔
门弟子佩服得五体投地。

坚持独到的见解

令孔门弟子叹为观止的是，有若敢于对
断章取义孔子言论的做法说不。他一贯奉行
独立思考、自主判断原则，坚持独到见解，反
对一叶障目、以偏概全的实用主义。

《礼记·檀弓上》记载了一则有若纠正曾
子错解孔子只言片语的故事。

有子问于曾子曰：“问丧于夫子乎？”有子
问曾子：“你向夫子请教过丧失官职禄位后如
何自处吗？”曾子曰：“闻之矣。丧欲速贫，死
欲速朽。”曾子说：“听到过。夫子曾说，丧失
了官职禄位就赶快贫困，死了快点腐朽。”

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有子说：
“这不是君子说的话。”曾子曰：“参也闻诸夫
子也。”曾子说：“这是我从夫子那里亲自听
到的。”

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有子还
是说：“这不是君子说的话。”曾子曰：“参也
与子游闻之。”曾子说：“我和子游都听到了
这句话。”

有子曰：“然。然则夫子有为言之也？”有
子说：“既是这样，那么夫子是为了什么而说
的呢？”

曾子以斯言告于子游。子游曰：“甚哉！
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于宋，见桓
司马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
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
为桓司马言之也。南宫敬叔反，必载宝而
朝。夫子曰：‘若是其货也！丧不如速贫之愈
也，’丧子欲速贫，为敬叔言之也。”曾子把有
子的话告诉了子游，子游惊叹道：“不得了
啊。有子说话真像夫子。从前夫子住在宋
国，见到司马桓魋亲手为自己设计打造石椁，
花了三年工夫还没完工。夫子说：‘如果像桓
司马这样奢侈，死了不如赶快腐朽好。’死了

让他赶快腐朽，这是专为桓司马说的。南宫
敬叔失去官位后每次回朝，必定载了宝物来
活动。夫子说：‘像这样用宝物来行贿，丧失
官职禄位不如赶快贫困好。’丧失官职录位
之后让他赶快贫困，这是夫子专为南宫敬叔
说的。”

曾子以子游言告于有子。有子曰：“然。
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把子游的话告诉
了有子，有子说：“这就对了。我本来就说过
这不是夫子的话。”

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
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
朽也。昔者夫子失鲁司寇，将之荆，盖先之以
子夏，又中之于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贫也。”曾
子问：“你怎么知道的？”有子回答：“夫子以前
曾在中都（今山东汶上县）宰任上制定规则，
规定四寸厚的棺配五寸厚的椁，根据这个我
知道夫子不主张人死了赶快腐朽。以前夫子
失掉了鲁国司寇的官职，要到荆（今湖北荆州
古城北纪南城）去推行儒家学说，寻求施展政
治抱负的机会，先让子夏前去安排，接着又派
冉有再去落实。根据这个，我知道夫子不主
张失去官职禄位就赶快贫困。”

有子一席话，说得曾子连连点头，不由得
对有子肃然起敬。

从上述记载可以知道，有若认为孔子所
言“丧欲速贫，死欲速朽”，是在特定历史环境
中专指腐败官员桓魋司马和钻营之徒南宫敬
叔，不代表夫子一贯奉行的执念。由此可见
有若对孔子思想体系的准确把握及其深刻理
解，彰显了卓尔不群的见识。这是其他学人
可望而不可即的，有充足的理由推举有若充
当夫子替身。

从容机智的应变

曾子对有若的独到见解心悦诚服，同时
也十分好奇，询问其中的奥秘是什么。

有若认为，要读懂夫子，必须全面考察夫
子的人生轨迹、厘清夫子思想形成的脉络，切
忌仅凭一时一事就简单草率地下结论，更不
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主观武断地予以
评判。

有若的不盲从、不偏信是从老师那里学
来的。孔子曾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
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观其行。”孔子刚刚
步入社会时，对于别人的看法总是听了他的
话，就相信他的行动；经过历练后，孔子认识
到人性的复杂，对于别人的看法不再停留在

“听其言而信其行”，而是既要听他怎么说，更
要看他怎么做。这是孔子人生经验的总结，
也是孔子由单纯走向成熟的标志。后来，孔
子的这段话被收入《论语·公冶长》。正是有
若详察孔子的成长过程，才不至于人云亦云，
随波逐流，赢得了师兄弟的推崇。

最能体现有若高超智慧的，是从容地应
对事态突变，机敏地挫败了不善之人的恶意
发难，并借机摆脱窘境，达到了解放自身的目
的。有若被师兄弟强行推上“师座”后，天天
如坐针毡，谨言慎行，时时提心吊胆，如履薄
冰，唯恐言差语错，行为失当，有损恩师的形
象，影响个人的声誉，一心想着摆脱替身大
位，还原自由自在的学习生活。机会终于来
了。一天，有人故意给有若出难题，在列举了
孔子准确预测天气变化的往事后，进而将一
个刁钻问题抛给了有若：“商瞿年长无子，其
母为取（娶）室。孔子使之齐，瞿母请之。孔
子曰：‘无忧，瞿年四十后当有五丈夫子。’已
而果然。敢问夫子何以知此？”（《史记·仲尼

弟子列传》）孔门弟子商瞿年纪大了还没有儿
子，他的母亲要为他另外娶妻。孔子派他到
齐国去，商瞿的母亲请求不要派他。孔子说：

“不要担忧，商瞿四十岁后会有五个男孩子。”
过后，果真是这样的，请问先生，当年孔子是
怎样预先知道商瞿老来得子呢？这一问，将
有若置于两难境地。如果回答夫子先知先
觉，料事如神，显然违背老师“知之为知之，不
知为不知，是知（智）也”的教导和一向反对

“怪力乱神”的理念，就会授人以柄，遭到围
攻；如果回答孔子的预言与商瞿老年得子属
于机缘巧合，二者不存在必然联系，难免有贬
低孔子之嫌，同样会受到抨击。有若的高明
之处在于“默然无以应”，用沉默无言反击试
图看他笑话的那些人。这一招果然奏效，有
若轻松达到了摆脱窘境的目的。“弟子起曰：

‘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史记·仲尼弟
子列传》）学生们站起来说：“有先生，你离开
这儿吧。这个位子不是你能坐的啊！”于是，
有若长出一口气，喜笑颜开地走下讲坛。

历代不少学者认为有子是因为才疏学浅
被轰下台的，其实这是误读司马迁的这段记
载。《史记》中没有一字述及有若为师相形见
拙、学术平庸和水准低下等瑕疵，可见有若的
学问是出类拔萃、无可挑剔的。他之所以这
样做，是为了挣脱替身的束缚，寻求身心自
由，维护夫子的神圣地位，绝不是因为学识浅
薄而被抛弃。后来的事实证明，孔门弟子再
也没有推出孔子的代言人，证明没有人能够
超越有若。通过这件事，足见有若的超凡
智慧。

延绵后世的影响

有若虽然走下了老师的宝座，但他的治
学成就和人格魅力是得到公认的，不仅他的
言论悉数被收入《论语》首篇《学而》，而且逝
后惊动了鲁侯，悼公亲自前往吊唁致哀。这
是孔门弟子中唯一得享国君致祭殊荣的人，

由此可知有若当时的社会影响是巨大的，无
人比及的。有若德隆望尊，受到历代学人的
尊崇，有清一代将其列为儒家精英十二哲人
之一，奉祀曲阜孔庙大成殿，在儒家学派中具
有不可撼动的崇高地位。

有若作古后葬于故里有家庄，嫡传族人
守墓而居，设有氏祠堂，定期祭拜，香火不
断。明初洪武年间，肥城县署文庙一侧建有
子祠，供官民瞻仰祭祀。清乾隆四十八年
（1783年），山东学政赵佑在肥城巡查时发现
了有家庄的有氏嫡传后人，经时任肥城知县
路撰调查核实并得到曲阜衍圣公府确认后，
通过山东学政署衙报送礼部，申请授予有子
72代传人有守业“奉祀生”职衔；与此同时，路
撰带头捐资，修复了有家庄有子祠。鉴于45
年前礼部已经批准崇明岛有若次支后人郁氏
为“奉祀生”，遂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回
函山东学政署衙，准予有守业挂翰林院“五经
博士”衔。肥城县署接到礼部批文后，继任知
县杨续时下令将有家庄有氏族人悉数迁入城
内，由官署安排居所，同时在原址重建有子
祠，新建“五经博士”府，并划拨大片祭田，收
入的一半用于祭祀，一半用于供养族人。官
府的积极作为，掀起了民间“尚贤崇圣”的热
潮，推动了肥城文化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自此，有子嫡传后人有守业被尊为“乡贤”，有
氏族人也受到普遍尊重。

有若的精神遗产没有因为社会变迁而消
失在历史长河中。其高尚的品德，成为肥城
士子修身的标杆，润化为积德行善的优良社
会风气，激励着无数后来者立德树人、积功兴
业，为国建勋。其刻苦求学的奋进精神、独立
思考的创新见解及超乎常人的睿智聪慧，堪
称肥城世代学人的典范，鼓舞着他们好学上
进，砥砺前行，奋斗不息。宋代以降，肥城共
有29人荣登进士榜，其中不乏高官大儒，为
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历史文化是一眼深井，年代愈是久远，浮
在水面的珍品愈是稀少。历史文化是一条长
河，“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历
史文化又是无情的筛子，经过层层过滤，最

终留下的才是精华。历史深处的有若
之所以屹立两千多年不倒，是

与他体现的永恒价值分
不开的。

单位组织活动去岱庙，我又
一次来到这个从小玩到大的地
方。参天的柏树、光滑的石板、
驮碑的赑屃……这里是一处融合
历史文化、华丽建筑和自然景观
的名胜古迹，也是著名的道教圣
地。岱庙又称东岳庙，始建于汉
代，是中国古代帝王供奉泰山神
灵、举行祭祀大典的场所。

岱庙的建筑融合了儒家礼制
观念，以南北向的纵轴线为中
心，均衡地横向两边扩展，古老
的屋檐、精致的石雕和古色古香
的宫殿展现了中国古代建筑的独
特魅力。我从小在泰安长大，去
岱庙的次数数不胜数。每年春
节，我都会到岱庙赶庙会，人挤
人、人挨人，就是凑个热闹、捧个
人场。

岱庙内有许多著名景点，比
如天贶殿、正阳门、配天门、仁安
门、遥参亭等。重游岱庙，勾起
了我许多儿时回忆。记忆最深的
当数扶桑石。这是一块奇形怪状

的石头，上有很多洞孔，据说是
中国高僧慧深从日本寻到的幸运
石。关于这块石头，有个很有意
思的小游戏。游客闭着睛绕石左
转三圈、右转三圈，然后去摸正
北面的柏树，如果摸到了，就代
表着幸运。

再往前走，我看到儿时的“滑
梯”。“滑梯”其实是石阶两侧的
石板，因滑的人多，石板被打磨
得光滑锃亮，中间还有两条深深
的凹印。无论大人还是小孩，经
过这里都忍不住坐坐“滑梯”，娱
乐一番。爸爸说，他小时候就曾
在石板上磨破了裤子，谁承想这
么多年过去了，孩子还是喜欢在
这里滑“滑梯”，磨裤子。

岱庙里的松柏历史悠久，有
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树龄。汉武
帝封禅泰山时，亲自在岱庙栽植
了 8棵柏树，祈愿汉朝基业像松
柏一样长青。时至今日，8 棵柏
树还存活5棵，有2100多年的历
史。岱庙里最高贵的树当属汉柏

院内高达11.5米的“连理”，其树
双干紧密相连，仿佛一对依偎的
恋人，象征着婚姻美好和家庭和
谐。据说，乾隆在岱庙看到此树
后，曾亲手绘图并赋诗赞颂。

岱庙鱼池中的锦鲤煞是可
爱，被游客喂得肥肥胖胖，大家
称之为“大胖鱼”。在阳光照射
下，锦鲤身上的鳞片如同华丽的
锦缎泛着光泽，仿佛水中贵族，
尽显尊贵气质。锦鲤优雅地在清
澈的水中游动，呈现出祥和美好
的画面，让人感受到生命的力量
和大自然的神奇。

岱庙还保留着古老的城墙。
这些墙体在过去是重要的防御工
事，如今年代虽久远，却依然气
势恢宏。城墙内，精美的浮雕、
石刻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
慧，是历史文化的重要遗存。岱
庙，不仅是一处旅游胜地，更是
承载着丰富情感和文化内涵的历
史瑰宝，值得人们前往感受、体
味，留下属于自己的珍贵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