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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聚焦

仲子之于泗水，犹如孔子之于曲阜。1974
年，泗水仲庙拆除。近半个世纪之后，一座崭
新的仲庙在泗城济河西岸复建竣工，仲庙和新
建的仲子文化广场，组成仲庙景区供免费游
览。当地人通过网络照片、视频，迅速将这一
消息传给世界各地的泗水人，仲庙景区成为人
们争相聚集的地方。

一

仲子，名由，字子路，又名季路，鲁国卞邑
（今山东济宁泗水县泉林）人。追随孔子40多
年，和孔子一起“堕三都”、周游列国，与孔子进
行学术辩论，为儒家学说的创建与传播做出了
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弱肉强食、社会动荡的春
秋末年，仲子集文武政于一身，是难得的具有
真才实学的人才。

仲子勤学好问、孝亲敬长，尊师卫道、尚义
信诺，扶贫济弱、崇勇好强，擅长驾车、射箭、牧
军、治政，忠孝智勇大半占尽。荣登“政事科”，
位列“圣门十哲”，尊称“至贤”，加封“卫圣”。
孟子说仲子“闻过则喜”比之虞舜，朱子（朱熹）
则尊仲子为“百世之师”。

百善孝为先，仲子“百里负米事亲”，被列
入《二十四孝》。在这部古代孝文化故事中，
《哭竹生笋》离奇如神话，王祥《卧冰求鲤》让人
怀疑真实性而难以效仿，《郭巨埋儿》因其残忍
令孩童恐怖老人恶心，而仲子负米事亲，则真
实可信，易于践行。

陬邑（今曲阜）城南盛产香稻，“一家煮米，
十家闻香；一村煮米，十里飘香”。仲子年少时
家贫，经常吃野菜藜藿。为了父母，他时常到
曲阜买米，来回都要百十里路，背着米走路更
是辛苦，但仲子乐此不疲。途中常在济河西畔
歇息，后人曾在此立碑“仲子负米歇肩处”。石
碑不远处的一条街，叫作仲子街。

仲子双亲年事已高，他也从未远离，还委
屈自己寻了一个低下的职业。有人问他为何
这样做，仲子说：“父母健在，不敢自恃高贵。”
父母去世后，子路按照礼节安葬了他们。守孝
期满，向南游历到楚国。

楚君与子路相谈甚欢，引为知己，留下他
做了高官。出游随从车近百辆，宴饮丰盛列鼎
而食，声势赫赫。他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不禁
悲从中来，“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
待。我现在富贵了，可父母已经不在了。多想
像当年那样肩扛米袋步行百里到家，孝敬父母
啊。把丰美的食物供在父母墓前，不如在他们
生前用好菜好饭供养他们！”孔子听后，叹道：

“仲由孝敬父母，可以说是在父母生前尽心，在
双亲死后也尽心了，这样的人不多见了。”

二

孔子周游列国，弟子仲由随从保护左右。
孔子身长九尺，约合1.92米，也力大无比。可
他认为弟子仲由比他更勇敢，“由也，好勇过
我。”

子路是执掌鲁国大权的季氏家族的重要
家臣，在帮助恢复鲁君权力的过程中，他是孔

子弟子中出力最多的，他拆掉3家贵族高大的
城墙，拔除这3个乱国集团，史称“勇坠三都”。
而屡屡碰壁，“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孔子，幸亏
有子路在身边，孔子发自内心地说：“自吾得
由，恶言不闻于耳”。

仲子60岁时出任卫国蒲邑宰，当时的晋
国想攻打卫国，由于子路在蒲邑，晋国人不敢
从那里过，可见仲子之勇在当时的影响。

学者金小钧认为，儒家文化中有两种传
统，一种是孔子的智慧、理智与避险精神，一种
是子路刚毅、勇敢和豪放精神。如果说孔子代
表了儒家的“柔”，那么子路则代表了儒家“刚”
的一面。

孔子有点像他的先祖微子，打不过就跑，
一走了之。“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
见，无道则隐。”孔子思想中有保命哲学和机会
主义，灵活有余，勇敢不足；而子路的见义勇为
精神，恰恰可以弥补儒家文化的这种缺憾。

仲子之勇不仅是在危难时挺身而出，还表
现在敢向君王、老师提出反对意见，勇于表达
自己的主张。他粗野之中的耿直、纯真，更为
可贵。

鲁国贵族季氏的家臣公山不狃，在费邑搞
独立王国，派人来请孔子前去共同治理。人生
不得志的孔子，见有人邀自己施展才能，正合
心意，但子路却不让去：我们怎能与乱臣贼子
同流合污呢。

三

孔子宽宏大量，也才有了敢于直言的子
路。孔子不是小肚鸡肠的人，说子路“当仁不
让于师”。他发自内心地感叹道：“道不行，乘
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政治主张无人理
解，能够跟随自己的只有仲由了，他将子路视
为世间唯一知己。

子路德才兼备，文武双全，为孔子驾车、警
戒和处理杂务，三位一体的角色，弟子中只有
子路能够担当。孔子所乘的车，是交通工具，
更是身份象征，极为昂贵。“六艺”中有专门的

“御”艺即驾驶、赶车技能，孔子喜欢子路驾车，
说明子路“御”术高超。

仲子绝不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赳赳武
夫，他擅长抚琴。孔子从琴声中听出杀伐之
声，对子路进行了严厉批评。仲子痛悔自责，
闭门思过，“七日不食而骨立焉”。孔子深受感
动，“由，知改过矣，过而能改，其进矣乎！”孔子
对子路的评价相当高。“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
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子路的身上有超越物
质的内在美、大气象。

仲子善于思考，不耻下问，与孔子的学术问
答记载达160余条，仅《论语》中就达40多段，
《孔子家语》中也有10余处。子路对于任何一
个问题，都要问个为什么，坚持问到底，直到明

白。师徒二人的对答，如切如磋，面红耳赤的生
动画面，250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鲜活如新。

仲子向孔子的询问中，比较有名气的有问
政、问士、问成人、问君子、问生死、问鬼神、问
理政、问治军等等，几乎无所不问，涵盖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的诸多方面，从中看出子路思考
问题的深度和广度。

子路仗义，“愿车马衣裘，与朋友共，敝之而
无。”希望可以把车马衣服皮袍等都与朋友分
享，就算都被用得破旧了也没有什么遗憾。

子路、颜路、曾点是和孔子一辈上的人，只
比孔子小七八岁、八九岁，是孔子办学最早的
一批学生和伙伴。冉求、颜回、子贡、曾参等
人，都是比子路小20多岁的晚辈，子张、子游
等就更小了。

子路跟随孔子大半生，是孔门中说话很有
分量的人。子路耿直，时常直言不讳地批评孔
子。宋明两代的卫道士，把孔子绝对神圣化
了，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后代对子路的评价，但
早期的儒家文献对子路评价相当高。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
“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孟武伯问子路仁
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
国，可使治其赋也。不难看出子路是德才兼
备、文武全才的实干家。孔子在向鲁哀公推荐
人的《题名录》中称仲由为人刚烈耿直，勇猛异
常，才艺超人。

最体现仲子政治才华的，来自孔子对他“三
善治蒲”的赞赏。子路曾为今长垣县蒲城宰，蒲
邑乃卫国粮仓。子路做了蒲宰一年后，孔子在
子贡陪同下，暗访蒲邑查看仲由的政绩。

见到仲由之前，孔子就3次称赞他的政绩，
子贡不解。

孔子说：一进蒲境，就看到田地禾苗嫩绿，
百姓在挖沟洫，说明子路下功夫组织百姓尽力
农耕，可见子路很有威信。进入城内，看到百
姓房屋坚固，院墙完整，社会治安良好。到了
官署，看到子路非常清闲，部下听从命令。这
样看来，三称其善，恐怕还不够。

孔子的解释，让学生茅塞顿开。
仲子尚义重诺，忠信明决，言出而令人信

服，得到人们的尊重和信赖。答应了别人的事
情就急于去践行，听到该做的事情就立即抢着
去做。在未做完之前，唯恐又听到另一件该做
的事情而无法立即去做。

孔子曾感慨地说：“片言折狱者，其由也
与？”判断官司本应听两方，但只要仲由说话，
凭他一方的话就可以判定了。因为仲子是诚
信的化身，是正义的代言人。

四

一诺千金，一言九鼎。仲子的承诺可以
替代国家的承诺，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左传·哀公十四年》记载了仲子的“一诺无
盟”：小邾国的大夫射，用句绎作为交换条件
投靠鲁国，他说：“如果季路（仲由）答应和我
盟誓，我就不必和鲁国盟誓了。”当时仲子在
卫国做大夫，鲁国便派人把射的意思告诉仲
子，但仲子拒绝了。季康子又派冉有前去劝
说仲子：“鲁国是个千乘大国，但射却信不过，
而单信你子路的一句话，你为什么要辜负人
家呢？”仲子说：“射背叛了小邾国，成了叛臣，
如果我答应他，就是对他有‘义’了，我是不能
这样做的。”

仲子之所以能取得人们的信赖，其诺言
甚至比千乘之国的答复更有力量，在于仲子
不是毫无原则地承诺，而要看是否合乎仁、

义、礼等要求。合则承诺，不合即使再大的
名、权、利，他也不会答应。仲子从不轻易许
诺，而且说的少做的多，一旦许下诺言就一定
去兑现。

仲子之死——结缨赴难，更是将他的“用
生命践行诺言”演绎得淋漓尽致。

子路是孔门最忠勇正义、刚直不阿的人，
不会明哲保身。孔子说过仲由“行行如也”“不
得其死然”的话，对子路冒死就义洞察秋毫，后
来的事情果如孔子所料。

子路在孔子自卫返鲁时，跟着孔子回到鲁
国，并曾在季孙氏那里做事。3年后，他又受邀
回到了卫国，做了大夫孔文子私邑蒲地的长
官，即蒲大夫。不久，孔文子病死，其子孔悝继
承父职为执政。

孔悝之母孔姬，是蒯聩的姐姐、卫出公的
姑姑。蒯聩在孔姬等人的帮助下，回到都城，
强迫孔悝与之结盟，并劫持孔悝登上高台，进
攻卫出公。孔悝的家宰栾宁派人告知驻守孔
悝采邑平阳（今河南滑县东南）的子路，子路急
忙赶往国都帝丘救难。

赶到帝丘时，子路遇见另一位孔门弟子、
时为卫大夫的高柴（字子羔）由城内逃出，为避
卫国大乱而准备归鲁。子路没有听从高柴的
劝阻，斩钉截铁地说：“接受人家的俸禄，就要
救人于灾难！”

子路冲入城中，攻到孔悝被围困的台下，
与蒯聩手下猛士战作一团。因寡不敌众，交战
中被戈击断了帽带。见已无脱身的可能，从容
地捡起帽子，说：“君子死，冠不免。”系帽带时，
子路被杀死，又被一拥而上剁为肉酱，时年63
岁。

孔子得知子路被杀的凶信，悲恸万分，哭
于中庭，口中喊着：“噫！天祝予！”啊呀，这是
上天要断了我的命啊！听到子路被剁成了肉
酱，立刻叫人把家中准备食用的肉酱倒掉，从
此永不食肉酱。师徒深情，跃然纸上。

今天的仲庙，也像岳阳楼、黄鹤楼、鹳雀
楼、滕王阁一样，历经毁坏又多次重修复建，彰
显了文化的生命力和仲子的人格魅力。

①仲子雕塑
②仲子拜师孔子
③仲子文化公园一隅 ■刘文华 摄影
④仲庙高明殿 ■韩国星 摄影

怀念那位叫子路的先人
刘文华

今年“十一”长假去了山西
平遥，观看了大型室内情景剧
《又见平遥》。剧中一个个惊心
动魄、肝肠寸断的场面让人泪
眼婆娑，更为这块土地上古老
厚重而淳朴、诚信的民风所折
服。

《又见平遥》取材于一个
真实的故事。赵姓财东创建
的一家大型票号，以诚实守信
而誉满天下，在沙俄也设立了
分号。清同治年间，与当地发
生经济纠纷，赵家欲撤回票号
及所有经营人员。沙俄当地
蛮横无理，扣留王掌柜一家和
经营人员作为人质。少财东
赵易硕倾尽家产，花重金招募
武艺和胆气超人的青壮男性，
与“同兴公”镖局凑全232人的
解救队伍，于同治十三年赴俄
解救人质。7年过去，赵易硕
连同232名镖师全部客死途
中，回来的只有王掌柜7岁的
儿子……

东家为了手下掌柜的7岁
小儿，为何如此不惜倾家荡
产、牺牲性命？“同兴公”镖局
232名好汉，为何宁愿客死他
乡？这都是平遥人骨子里的

“仁德”与“道义”在起作用。
自古以来，我们中华民族

具有厚德载物、信守诺言的优
良美德，晋商更有着“重商之
道，诚信为本”的传统。有人
说，平遥人做的不是生意，是
人的德行和道义。这话不无
道理，晋商自古“义”字当头，

“

以义制利”，在明清两朝发展壮大，票号遍布全国。
明清时期，平遥是晋商的大本营之一，有“中国的华
尔街”之称。

据记载，《又见平遥》故事的原型，就是平遥商
帮鼻祖“祥泰隆”，在内蒙古阿拉善地区，贯有“先有
祥泰隆，后有定远营”的说法。曾垄断阿拉善贸易
200多年的祥泰隆，对汉族和蒙、回等少数民族的经
济文化交流产生过巨大的积极影响。

祥泰隆在宁夏、包头、天津、北京、山西等地设
有10个分庄、分号，仅在阿拉善境内就有8个分号，
创立以来义举不断。每逢节庆，免费向过往牧民提
供食宿，按照蒙古族礼节和习俗款待。牧民返回时
前来购物，就打开库房任其挑选，一般不收现金，只
记下所购商品的名称、数量和价格，秋后上门结算。

1920年，阿拉善遭遇大旱，大批牛羊被活活饿
死，牧民生存困难。有的商号趁机哄抬物价，大发
黑心财。祥泰隆却火速从全国各地高价购进粮食
运往阿拉善，平价卖给牧民，没有钱打借条也能取
走粮食。

如此舍利求义、仁德宽厚的东家，对待陌生人
尚且如此，能够倾家荡产、舍生取义、不远万里，保
全下属7岁儿子的壮举也就不言而喻了。平遥同兴
公镖局重情讲义威四方、守信遵德诺千斤的品行，
也应值得人们敬仰。正如剧中所说：“他们保的不
是镖，是仁德，是道义。”

《又见平遥》展现的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美德，
在我们今天仍然是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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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风潜入悄无声，未品浓秋已立冬。”不知不
觉，立冬已悄然来临。《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说：“立，
建始也。”表示冬季来临。“冬，终也，万物收藏也。”
农作物收割后要贮藏起来，动物也开始进入冬眠
期。

立冬是冬季的第一个节气，目之所及，依然是
深秋的景致。“旱久何当雨，秋深渐入冬。黄花独带
露，红叶已随风。边思吹寒角，村歌相晚春。篱门
日高卧，衰懒愧无功。”元代诗人陆文圭《立冬》描绘
了立冬见到的景象：黄菊沾露，红叶飘零，号角声
起，农人以歌互答。

明代王稚登的《立冬》，就显得较为凄冷。“秋风
吹尽旧庭柯，黄叶丹枫客里过。一点禅灯半轮月，
今宵寒较昨宵多。”秋风吹尽，叶黄枫丹，守着孤灯
残月，阵阵寒意袭来。

时至立冬，气温趋低，仍有菊花傲然绽放。古
代诗人多喜赏花吟诗，立冬也不例外。“闲绕篱头看
菊花，深黄浅紫自窠窠。清于檐卜香尤耐，韵比猗
兰色更多。”这是南宋沈说的《次韵古愚立冬日观
菊》。在篱笆旁边赏菊，看菊花簇拥，其芬芳意蕴与
兰花一样，而颜色更为丰富。

冬日万物寂静，百虫蛰伏，农事渐闲，人也变
得慵懒。李白在《立冬》中写道：“冻笔新诗懒写，
寒炉美酒时温。醉看墨花月白，恍疑雪满前村。”
立冬，天气微冻，笔墨冰凉，正好偷懒，依偎着火炉
饮酒以驱寒。他看到砚台上的墨渍花纹和皎洁的
月光，依稀如雪花，恍惚中，竟以为村子已被茫茫
大雪所笼罩。诗人的闲情逸致，跃然纸上，别有意
趣。

文人多惜时，岂能任由时光虚度。天寒之日，
笔墨虽不可用，人却不能闲着。宋代紫金霜的《立
冬》：“门尽冷霜能醒骨，窗临残照好读书。拟约三
九吟梅雪，还借自家小火炉。”白霜寒气逼人，让人
清醒，借着窗户透进来的残照余光，正好读书。风
寒之日，还能临窗读书，足显闲情雅致。

古人讲究冬季食补，在一些“立冬”诗中得以体
现。元代张翥的《立冬前二日》：“高秋日凄冷，且复
闭门居。蟹壮输芒后，醅香出榨初。霜篱存晚菊，
腊瓮作寒菹。更好山翁唱，阳春恐不如。”诗中就提
到了冬季食补的习俗，比如吃螃蟹、酿酒、腌制酸
菜。

据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蟹，八月腹内
有芒，芒真稻芒也，长寸许，向东输与海神，未输芒，
不可食。”立冬，蟹芒已脱落，终于可以吃到肥美的
螃蟹了。人们纷纷准备瓮罐，腌制酸菜，贮藏以备
越冬食用。

立冬时节，品读经典诗词，不仅能够欣赏到古
人笔下立冬的美丽景致，还可以感受古代风俗文化
的独特魅力。

诗话立冬
王同举

来到济宁市任城区阜桥街道红星新村社
区，整洁的街道，来来往往的人们的笑脸，随处
都会映入眼帘。而在许多年前，红星新村社区
曾是广为人知的“菜市场”社区，流动人员多，管
理难度大，社区环境落后。随着文化“两创”工
作的推进，这里发生着让人欣喜又欣慰的变化。

红星新村社区由红星小区、红星新苑、红
星西组团3个小区组成，居民楼83幢，居民
2603户，常住人口5786人。近年来，社区高标
准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融合学雷锋志愿服
务站、居民议事厅、孔子学堂、居民活动室、社
区读书角、社区关爱中心等10余间功能室，倾
力打造凝聚人心的精神家园。

社区为居民开设了敞开式活动场地，设置
乒乓球台、象棋桌、室内健身器材等娱乐设
施。定期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线上线下
活动，增进了邻里之情。

红星新村社区书记宫殿林告诉记者，为进
一步推动社区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教育，发挥社
区教育服务机能和服务社区居民的功能，社区
申办建立了“孔子学堂”。开办以来，先后举办
了讲论语、“书经典家训 传优秀家风”“传承非
遗文化 学习剪纸艺术”等主题活动，打造了优
秀传统文化传播主阵地。

今年3月，山东省儒学发展促进会在红星新
村社区挂牌“儒学讲堂”，“线上+线下”互动教学
模式广受居民欢迎，每次活动都有上百人参与。

“社区里面建孔子学堂，这在任城区还是
第一家。”宫殿林介绍说，2021年，在尼山世界
儒学中心、孔子基金会、阜桥街道办事处的指
导支持下，红星新村社区高标准建成了孔子学
堂，是任城区首个孔子学堂落地单位、市级儒
学讲堂示范点，也是世界儒学中心重点打造的
特色样板学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示范基地。

社区以党建为引擎，以社区服务为载体，
创新打造以“孔子学堂”为依托的社区文化品
牌，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基层社会治理
的养分。两年来，借力孔子学堂，将优秀传统
文化与党性教育相结合。以扎根传统文化沃
土，提升党性修养为途径，以严格党支部纪律，
提高党支部办事能力为目标，将孔子学堂作为
党性提升实训基地。

深入开展党性体检修身活动，深度整合优
秀传统文化资源，坚持“六个融入”，即儒学融
入个人自学、日常行为、组织生活、家风建设、
廉洁自律、服务群众，增加传统文化体验活动，

领略传统文化魅力。
开展尚德党员评选活动，引导党员明大

德、守公德、严私德，将弘扬崇德向善的优秀传
统美德融入党员党性修养。社区党支部每季
度评选出尚德党员3名，培养“以德服众、以德
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党员。

社区涌现出一批以尚德党员为代表的重
德尚礼、敬老爱亲的先进典型，每年年末进行
表彰，激励社区党员干部群众以先进为榜样，
发扬尚德精神，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党
风带家风，以家风促民风。

“社区把孔子学堂作为培育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平台，
逐步形成居民自治、德治相结合的社区治理体
系，为社区建设铸魂增力。”今年，社区实施了
孔子学堂项目化、社会化、专业化管理。通过
对接居民服务需求，征集“金点子”12项，内容
涉及传统文化、家庭关爱、保健养生等。选拔
20名长期奉献社区、有专业特长的居民作为带
头人，组织居民志愿者根据各自特长、爱好，主
动申请参与项目实施。目前开展的项目活动
有儒学经典诵读、书法绘画、传统手工课堂等，
保证每周至少1场孔子学堂活动。

社区弘扬“礼之用、和为贵”等儒家思想精髓，
推动德治与法治有机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以孔子
学堂为宣传阵地和活动载体，让儒学融入居民生
活；推崇“尚和”文化，秉承“仁和、家和、天下和”精
神内涵，融入儒家文化中的“和”文化元素。

宫殿林表示，孔子学堂这一平台的建设，

旨在以文化融合搭建社区交流平台，传承“好
家风”，建立“好社风”，让文化拉近人与人之间
的距离，打造红星新村“熟人社区”名片，促进
邻里关系更加融洽。

通过广泛开展诵国学经典、传优秀家风、
上道德讲堂、评好人典型、过传统节日、讲非遗
故事、建书香社区等文化活动，让更多的居民
参与到社区活动与精神文明建设中来。

通过开展邻里和谐、敬老爱亲、明德守礼
等传统文化美德宣讲活动，倡导邻里互助、邻
里友爱，培育文明风尚，让居民休闲有乐园，精
神有家园。通过各种方式，鼓励社区家庭的参
与，凝聚社区集体意识，打造居民可观、可感、
可触的和谐宜居人文社区。

“可以说，孔子学堂是红星新村社区将优秀
传统文化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探索平台和
实践载体，通过寻找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的连
接点，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融入社会治
理，潜移默化地影响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以文
化的力量推动社区和谐健康发展。”宫殿林感慨
道，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发挥其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需要以自治为
基础共治共享，以法治为保障定纷止争，以德治
为支撑春风化雨。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基层社
会治理任重道远，文化“两创”在社区大有可为。

有名的“菜市场”社区怎么变成的新模样
图文 本报记者 刘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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