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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济宁故事

都市风

独家报道

山东财经大学的王蔚教授，最近在泗水县
政协召开的“文润泉乡·仲子文化研究专家协
商会”上提出：子路是孔门弟子第一人。

王蔚教授是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山东省政
协、中国孔子基金会孔子学堂、尼山世界儒学
中心讲师团特聘专家，山东省儒学发展促进会
副会长。出版有《四言论语》《论语注译及人物
类编》《论语注译及主题类编》《论语四十字诀》
等著作。在全国各地作《论语》演讲600多场，
听众逾5万人。4次发起重走夫子路活动，得
到海内外儒学爱好者好评。

“仲由，字子路，又字季路，春秋时期鲁国
卞邑人，即今山东泗水泉林人，孔子得意门生，
跟随孔子周游列国，深得孔子器重。”王蔚教授
说，之所以提出子路是孔门第一人，是他常年
讲述《论语》，多年研究孔门弟子得出的结论。

“孔门第一人”的五大理由

一、子路是除孔子以外在《论语》中所占篇
幅最多者。《论语》中出现了153个人物，孔子
3000弟子、72贤人中，仅有32位学生出现。
《论语》共有512章，孔子个人出现在487章，子
路占了41章，子贡38章，颜回、曾参加一起37
章。

二、子路是孔门弟子中的核心人物。孔子
成为世界级的文化巨人，不是因为他当了5年
官儿，教了3000多弟子，最重要的成就是编修
了《诗》《书》《礼》《乐》《易》和《春秋》，传承了他
之前2500年的上古文化，为他之后的文化做
了奠基。如果没有14年的周游列国，孔子很
难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在这种周游中，对外
联络、日常生活、安全保卫等事项，起主导作用
的人是子路。

三、子路是孔子最早一批的学生，“自吾得
由，恶言不闻于耳”，威望高，影响大。子路比
孔子小9岁，曾子比孔子小46岁。孔子最大的
弟子是秦商，小孔子 4岁，但几乎没有存在
感。孔子两次生病，子路曾为老师祈祷，牵挂
病情，忠心可鉴。另一次，子路为了老师的葬
礼风光些，就让孔子的弟子作为家臣准备后
事，僭越了礼制，被老师痛骂，却从侧面反映了
他对老师的特别尊敬。

四、孔子与子路的关系。第一层，亦师亦
友。子路与孔子是一代人，为人处事原则大体
一致。第二层，亦兄亦弟关系。孔子心中把颜
回当儿子，和子路就像兄弟关系，说话掏心窝
子：“由！知德者鲜矣。”第三层，战友关系。他
俩是同道，共同维护和发展孔门事业，一起经
历过堕三都、陈蔡绝粮等重大事件。子路跟随
孔子40多年，出力最多。

五、子路是孔子形象的维护者与捍卫者。
不得志时，孔子两次接到叛贼邀请，犹豫不决
之中，子路当即予以制止。如果没有子路，孔
子周游列国14年就成问题；如果没有子路，孔
子跟着叛贼去了，就不是现在的孔子。所以，
子路在孔门弟子中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王蔚的论断，得到孔子研究院原学术部
主任、研究员齐金江的支持。齐金江提出了
子路在孔门弟子中的6个第一：时间最早，感
情最亲，师生最爱，去世最恸，思想最直，行动
最勤。

子路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子路之孝。仲子“百里负米事亲”被列入
《二十四孝》，流芳百世，广为传诵。《二十四孝》
中，《哭竹生笋》离奇得像神话传说，王祥《卧冰
求鲤》让人怀疑真实性，难以效仿；《郭巨埋儿》
太残忍，让孩童觉得老人恐怖。

仲子负米事亲，则真实可信，乐于接受，易
于效仿。《孔子家语》中，孔子赞扬子路“由也事
亲，可谓生事尽力，死事尽思者也。”

子路之勇。子路以勇著称，《太平御览》记
载：子见老子，从弟子五人，问曰：“为谁？”曰：

“子路，勇而多力。”孔子认为仲由比他更勇敢，
“由也好勇过我。”而《子路杀虎》也是广为流
传。子路被孔子收为弟子不久，曾被派到山泉
汲水。取水时，毫无提防的子路突然遭遇斑斓
猛虎。在与猛虎的徒手搏斗中，子路将老虎的
尾巴拽断，回来被孔子取笑“下士杀虎持虎
尾”，但可见他确有过人的勇敢和力量。子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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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名遐迩。

学者金小钧认为，儒家文化中有两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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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路便是儒家的刚。在漫长
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大多继承了孔子柔的精神
传统，对阳刚而正直的精神传统有所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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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弥补了儒家文化的这种缺憾。子路
之勇不仅表现在遭遇困难和危险时挺身而出，
还表现在敢于向自己的老师提出不同意见，勇
于表达自己的主张，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言
无不尽，粗野之中的耿直、纯真难能可贵。

子见南子。孔子周游列国，政治上郁郁寡
欢，志向难以伸展。《孟子》载“孔子三月无君，
则惶惶如也，出疆必载质。”孔子如果3个月没
官做就惴惴不安，就带着礼物拜见君王求官
职。平心而论，孔子为了实现政治抱负，忍辱
负重屈身走南子的路线也符合常理。子见南
子，随从弟子都没说什么。也许有意见不便表
达，闷在心里就过去了。只有子路，毫不留情
指出孔子不应与南子这样名声不好的女子走
得太近，逼得孔子着急地发誓：“天厌之，天厌
之！”相当于天打五雷轰的意思。

孔子也是，作为师傅，又没做什么事，发什

么誓呀，拿出威严不得乱说就把子路摆平了。
这一发誓，更像此地无银三百两，给人留下了
话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子路没说出这
样的话，却是践行者。

孔子的宽宏大量，才有了敢于仗义执言的
子路。孔子不是小肚鸡肠的凡人，说子路“当
仁不让于师”。清醒地对人说，“回（颜回）也非
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悦。”发自内心地感
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也
与？”。将子路作为世间唯一的知己。

子路之才。子路集文人与武士于一身，融
孔子高足、卫士、总管三位于一体，是有着屠龙
之术而备受尊重的俊杰。颜回，居陋巷，一箪
食，一瓢饮，曲肱而枕。本人营养不良身体瘦
弱，妻子到郊外挖野菜充饥。现实中的颜回确
是一穷儒，只做到修身未达到齐家的境地。

子路义气。“愿车马衣裘与朋友共，敝之而
无憾。”希望可以把车马衣服皮袍都与朋友一
起分享，就算这些东西都破旧了也没有什么遗
憾。子路的豪爽大方和古道热肠跃然纸上，被
学者称为“最早的共产主义者”。

“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
也与？”这是孔子极高的评价。攀比心理、人穷
志短，物质上不如别人就觉得比别人矮半截，
就心里不平衡，在子路身上丝毫没有。

子路内心强大，具有超越物质层面的内在
美，蕴藏着丰富内涵的大气象。孔子从子路的
琴声中听出被鄙杀伐之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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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而能改，其进矣
乎！”

学问，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学，二是问。仲
子善于思考，不耻下问，与孔子的学术问答记载
达160余条。有问政、问士、问成人、问君子、问
生死、问鬼神、问理政、问治军等，几乎无所不
问，涵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诸多方面。

子路与宰予一样，反感儒家的一些繁文缛
节，不免时有抵触。加上子路耿直，时常直言
不讳地批驳孔子。宋明两代的卫道士，把孔子
给绝对神圣化了，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后代对子
路的评价。但是，早期的儒家文献对子路评价
相当高。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由
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子路治蒲，孔子
接连3次称赞。

子路之信。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也。”诚实守信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基本原
则。子贡问怎样治理国家政事，孔子曰：“足
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
于斯三者何先？”孔子说，先去掉军队，再去掉
粮食，又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仲子尚义重诺，“子路无宿诺”，只要答应
了别人的事情，仲子就急于去践行。《论语·颜
渊》：“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判断官司
本应听两方，但只要凭仲由几句话就可以判定
了。因为仲子是诚信的化身，是正义的代言
人。“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当听到
了一件事，还没有做到的时候，就怕再听到另
外一件事。

仲子的许诺可以替代国家的盟约，真是前
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人间奇迹。《左传·哀公十四
年》记载了仲子“一诺无盟”的事情。小邾国的
大夫射，用句绎作为交换条件投靠鲁国，他说：

“如果季路答应和我盟誓，我就不必和鲁国盟
誓了。”

当时子路在卫国做大夫，鲁国便派人前去
把射的意思告诉他，但子路拒绝了。季康子又
派冉有去劝说子路，“鲁国是个千乘大国，但射
却信不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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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不义了，绝不能这样

做的。”
子路能取得人们的信赖，其诺言甚至比千

乘之国的答复更有力量，在于他不是毫无原则
地承诺，而是仔细考量是否合乎仁、义、礼等要
求。合则承诺，不合即使再大的名、权、利也不
答应。子路从不轻易许诺，说的少做的多，一
旦许下诺言就一定去兑现。

子路其人对地域文化的影响

2000多年来，子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山
东人。有专家建议，将子路打造为“诚信山东”
的形象代言人，让诚信成为每个山东人的人生
信仰，将崇尚诚信的齐鲁文化传统及子路的文
化形象推向全球。

子路之死——结缨赴难，更是将他的“用
生命践行诺言”演绎得淋漓尽致，让人击节三
叹，争论不休。

子路遵循孔子“言必信，行必果”的教导，
轻生死重言诺，是孔门中最忠勇正义、刚直不阿
的人。性格决定命运，孔子对子路会冒死赴义
这一点看得很清楚，说过仲由“行行如也”“不得
其死然”的话，后来的事情果如孔子所料。

子路受邀回到卫国，做了孔悝的家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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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持孔悝登上高台。孔悝的家宰派
人告知驻守在孔悝采邑的子路，子路急忙赶往
国都帝丘（今河南濮阳）救难。

赶到帝丘时，子路遇到另一位孔门弟子卫
大夫高柴由城内逃出，为避卫国大乱而准备归
鲁，高柴劝子路和自己一起走。子路斩钉截铁
地说：“食其食者不避其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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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蒯聩手下多位猛士战在一起。年老的子路
寡不敌众，交战中被戈击断了帽带。子路见无
脱身可能，从容地捡起帽子，说：“君子死，冠不
免。”在系帽带时，被对手杀死，随即被一拥而
上的蒯聩党徒剁为肉酱。

子路被杀的凶信传来，孔子悲恸万分，哭
于中庭，口中喊着：“啊呀，这是上天要断了我
的命啊！”立刻叫人把家里准备食用的肉酱倒
掉，从此再不吃肉酱。

子路之死，留下了争论不休的话题。有人
认为子路迂腐之极，生命行将结束的一刻，还
记得先生“外正衣冠，内正其心”的话，给了敌
人夺命的机会……更多人赞扬仲子是真正的
儒士，为承诺而死，为尊严而死，为信仰而死，死
得悲壮、惨烈，堂堂正正。也有人说，假如子路
灵活一点，出事之后不去卫国，肯定不会死。但
如果那样，就不是一诺无盟的子路了。子路结
缨赴难，让攻击者见识了儒家的血性，让一切
蝇营狗苟者相形见绌，是孔子“君子有杀身以
成仁，无求生以害仁”最好注解的君子之死。

鲁西、苏北、豫东、皖东北，称作淮泗流域，
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有大年初一早晨不
吃肉馅水饺的习俗，就是为了纪念孔子高足子
路。子路荣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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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则尊仲子为“百世之师”。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王蔚、齐金江的初
衷是拂去历史的烟尘，返本开新，让历史人物
回归本来面目。

在嘉祥武氏祠的汉画像石馆，孔门弟子的
浮雕中，子路占据着重要位置，身位比别人显
要。

在孔子那个时代，子路如果不是孔门弟子
第一人，那谁又是呢？

①②仲子拜师
③子路百里负米孝双亲
④仲里井 ■魏良 摄影

子路是孔门弟子第一人吗
刘文华

现在的孩子真是幸福，
全社会为高考服务，所有事
情都为高考让路，哪个国家
的高考，也见不到中国高考
的场面。

1979年我高中毕业，论
学习成绩真不敢参加高
考。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
课本，不是全国统一的，各
省是各省的教材。我1969
年在内蒙古赤峰市老家读
一年级，到了二年级，父亲
工作调动到了北京。内蒙
古的教材与北京的就不一
样，部队的子女都会遇到这
种情况，也没什么办法，只
能是笨笨磕磕地将就地读。

1973年，我们家又搬到
了湖北的房县，我上小学五
年级了。1976年，父亲又暂
调西安，我又到长安区上
学。3个月后，父亲又回到
房县。就这样折腾来折腾
去，我总算将就毕业了。

那时候，小学到高中是
9年制，小学五年，初高中各两年，而且，各省寒暑假
时间也不一样。房县处在深山里，农忙时学校放
假，让学生们帮助家长干农活，我们这些部队子女
也入乡随俗。

我和几位要好的同学商量考还是不考，几个人
都觉得还是别丢人了，不报名。1978年的年底，正
为高考犹豫不决时，父亲的工作又调动了，全家搬
往西安的长安区，这回可以逃过高考了。父亲看出
了我的心思，对我说道：“我问过了，像咱们家的这
种情况，因工作调动，可以去新的地方报考。考上
考不上去试一下，无论结果如何，你参加过高考，对
自己是个交代，也是一次很好的检验。”

高考当天，我骑着自行车从部队所在地王曲，
来到20公里外韦曲的长安一中。学校里除了考生，
没见有家长陪伴，路人也没谁关注。我到这里没几
个月，也不认识谁。

考试铃声响了，稀里糊涂，出出进进，折腾了两
天，总算考完了。回到家里，父亲问我感觉如何？
我回答：别考个零分就不错了。

等高考分数公布，我一看总分16分，想想这9
年，今天用这个省的教材，明天用那个省的教材，断
断续续能接上实属不易了，16分是对9年寒窗的交
代。

人生是多样性的，变数很多。有时我在想，如
果当年高考成功，我的人生轨迹将是另外一番情
景。要说真正意义的学习，是1979年从军入伍后，
部队开展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系列教育。
这时候，我才真正懂得了学习的重要性，也从那时
起，我喜欢上了读书。

1982年，我退伍回到地方参加工作，就琢磨着
报考成人教育。幸运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
与陕西省干部管理学院联合开办了新闻专业班。
参加成人高考顺利过关，大专读完，接下来又考本
科，5年多的努力，取得了本科学历。

人生，觉悟很重要，觉悟了就去做，什么时候开
始都不晚，只要肯下功夫。

高考不是唯一的出路，我们也大可不必都挤在
这根独木桥上，学习之路有许多。

当今的时代，为肯学肯努力的人提供了非常好
的环境，只要努力，人生不会因为上不了大学而黯
淡，而是熠熠生辉，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我
经
历
的
高
考

许
双
福

2024年北京高考语文卷有一道微作文——微
信朋友圈有“点赞”功能。有人关注“点赞”数量，有
人热衷于给人“点赞”……对“点赞”现象，你有什么
看法？请说明你的观点和理由。要求：观点明确，
言之有理。

假如没有150字以内限制的话，我会这样写——
没有想到，老大不小的我一直跟随网络起伏，

比如注册邮箱，比如建立博客等。我曾一度集中精
力经营博客，把见报的散文或者文史小品放到博客
里，无非就是存档，留个纪念。

后来，我对微信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动不
动就把自认为不错的东西发到朋友圈。有文章见
报了，也不忘发在朋友圈。有位网友也常在纸媒发
表文章，也会把见报文章发在朋友圈里。我刷到
了，都不忘点赞。

有一位很熟悉的网友，没见过面，他的文章写
好了，会第一时间发给我，我一有时间就点开阅
读。读完了会发几句点评，不一定都恰当，但我都
是认认真真读的。点评完了，还要“点赞”。

微信无处不在，各种各样的群也是令人目不暇
接。想读完群里的文章，确实没那个精力。不过，
有时间我还是看。没时间点评，就发个“欣赏”和

“学习”。实在不济，就点个赞。
一位网友在微信电话里说，他在朋友圈发的见

报文章，收到的稿费单，身边的同事很少有“赞”
的。多年来，有的同事一次也没为他点赞过，是不
是同事没有“点赞”的习惯呢？不得而知。

这位网友的经历我也有。我20次、30次点赞
某一个人，这人一次都不点赞我。

我和我儿子就这个问题交流看法。我说：“我看
了别人，尤其自个认为比较不错的人或朋友圈里的内
容，都要点个赞。”最简单的理由是，这个“赞”不要钱。

点赞他人不要钱，说不定还能收获对方的感
动，何乐而不为呢？一位跟我同道的中学老师，用
微信电话讲了一件跟我有关的事。这老师有位近
亲，把自个写好的文章放在群里，好多天过去了，只
有一个叫“陆琴华”的人点开看，做了点评，这位同
事的近亲就非常感动。

我要说的是，别人是否为我点赞，那是别人的
事。我不点赞别人，那就说明我见不得人家努力和
进步，是我小家子气。

我将一如既往地点赞别人，为别人的努力和进
步鼓掌喝彩。

为他人努力点赞
陆琴华

父亲是个木匠，而且在济宁城南方圆几十
里还是个颇有名气的木匠。有人提起孙井的
田木匠，以前说的是我爷爷，后来说的是我父
亲了。

爷爷有一手箍桶的绝活儿，很少做木工、
打家具。父亲高小毕业就跟着爷爷学箍桶，后
来爷爷去市里当了工人，父亲就带着二叔干。
一条扁担挑着箍桶的家什儿和铺盖卷儿，一把
钉锤，一根铁凿，撑起了我们这个家。我们兄
妹三人，度过了清贫但很快乐的童年。

父亲有很多的木工器具，锤、斧、锯、锛、
凿、刨子……每种都有好几个。无论是住在最
初的土屋里，还是后来盖的4间砖房，父亲都
要搭建一间屋存放他的工具，哪怕是简陋狭窄
一些。父亲有一个木头箱子，上下好几层，每
个地方都正好摆放一件工具。

墙上挂得最多的是各种锯，其中大锯有一
人多高，从屋顶直垂到地面。那些年要锯开一
根大木头，就在院子里立好，然后把一张木板
绑在木头中间靠上，他站在木板上，母亲站在
地上，一拉一扯地拉大锯。那锯末随着锯片从
木头缝里撒出来，堆积在地面，能掩盖住脚
面。即使是冬天，拉大锯也只穿一件单衣，头
顶冒着热气。

父亲是个少言寡语的人。从我记事时，他

每天就是默默地做活。外面有活儿就在外奔
波，没活儿了就在家务农，抽空打制一些桌椅板
凳，还有常用的农具，镰把、撒耙、筢等，做得多
了，就堆在他的小屋里，有时母亲就拉着去卖。

父亲只会做，买卖可不在行。母亲常说父
亲最难的就是买和卖，没见过他买过东西，更
别说卖了，连吸的烟都是母亲给买。母亲总是
在父亲的烟快要吸完的时候，去村里代销点及
时买来两盒或一条，放在卧室的抽屉里，时间
长了就成了习惯。

后来，木桶木盆逐渐被塑料、铁质用品代
替了，父亲开始琢磨着做一些家具或木质的农
具。很多的家具和农具，他看上几眼就能做出
来，我们家里摆的、用的，只要是木头的，几乎
都是父亲的作品，耙田的耙，洗衣的搓板，甚至
还有打稻机，也是他用木头打制出来的，比买
来的更轻省、更好用。大姨姐的嫁妆，也是父
亲打制的一套衣橱、梳妆台、洗脸架，虽然款式

老了些，但是有模有样，刷上油漆，跟大商场里
买的没什么不同。

越来越多的家具厂，越来越新颖美观的家
具，把农村的木匠一步步推向窘境，父亲的木
工活儿越来越少了。他和村里其他的劳力一
样去了建筑工地，只是他在工地上还是干木
工。

父亲做活一贯认真仔细，而且好琢磨，会
看图纸，在工地上他成了名副其实的“老师
儿”。也正是因为这股子好琢磨、又肯干的劲
儿，他有过几次成为正式工人的机会。

爷爷工作的一个机关单位，还有一个效益
不错的化肥厂，都提出让他留下来接班儿，或
者转成正式工，但当时或者因为工资，或者因
为家里的事情，都一一错过了。他辗转于建筑
工地，直到干不动了，我和弟弟也多次劝阻，他
才回到家里。20多年里，和他一起的，甚至他
的徒弟都独立包工地了，但他一直跟着别人

干，领着几个人干木工。
曾经有过几次，也试着承包过工地的木工

活儿，很认真地记工、算钱，但最后算算也没多
挣多少，遇到工地拖欠，还要把家里的钱拿出
来发工资，至今还有几笔账要不回来，但是他
却和手下几个木工算得清清亮亮，从不欠人家
一分。

几十年如一日，因为常年手抡铁斧凿眼，
左手臂需握住铁凿向内微弯，日积月累的一震
一颤中，他的左手臂已经骨骼变形，伸不直
了。平时虽不妨碍，但如果稍稍用力拉直一
下，就会疼痛难忍。

骑着一辆旧单车每天早出晚归，与年轻人
一样在工地上忙碌，挣钱养家糊口，他过早地
衰老了。而正是父亲一天天的奔波中，我从一
所学校迈进另一所学校，从一座城市走进另一
座城市，去读书学习，直至在外工作。

记得在济南上学时，学校后面有一座山，
是一处有名的景区。没课的时候，常和同学找
个不用买票的豁口，去山上逍遥。

一个明媚的冬日，在半山腰古色古香的建
筑群里，竟然发现了一座鲁班祠。我停了下
来，满怀崇敬地瞻仰那尊“木匠之祖”的雕塑。
我想跪倒在他的面前，尽我最大最深的虔诚，
为我的父亲许下一个心愿，或者还一个愿。

父亲是个木匠
田守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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