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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卞文超 姜国乐

孔子逝后，儒分八派。孟子与孔子相隔百
年守望，把“仁”的学说发扬光大。

他主张仁政，提出“民贵君轻”，构筑传
统政德思想大厦的框架。以致后世谈儒，必谈
孔孟。

“孔子提出了‘仁’的学说，孟子则把
‘仁’的学说由个人品德修养，提升到‘仁
政’的高度。”孟子研究院办公室主任殷延禄
说。

今年春，《孟子文献集成》在孟子研究院
首发。在孟子诞生地邹城，保有独特的历史文
化遗产，吉光片羽再现儒圣先贤的治国蓝图。
古为今用，在儒学源头汲取养分，孟子的政德
思想堪为当今政德教育的点睛之笔。

□仁政思想是孟子的核心思想。仁政是仁
心在政治上的表现，是针对君王提出的。孟子
勾画了一幅完整的仁政蓝图。

孟庙位于今邹城市城南，是传统中国历代
祭祀孟子的场所。主体建筑亚圣殿，始建于宋
宣和三年，清康熙七年因地震而倒塌，现存建
筑系康熙十一年所重建。目前这座处在孟庙南
北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正在全面实施修护。

跨过棂星门，穿过亚圣庙石坊，步入孟庙
的二进院落，370余株超过700年树龄的古柏摩
天。先贤思想滋养君子浩然正气。

孟子研究院办公室主任殷延禄说，孟子思
想的形成有其社会土壤，与邹鲁文化密不可
分。追溯得更远一些，邹国的前身是邾国。公
元前614年，邾文公在位。由于战乱和水灾，邾
国要把国都由古任国迁到峄山之阳。

对于迁都大事，邾国史官做了占卜，结论
是“有利于民，不利于君”。邾文公认为，如
果对人民有利，就是对自己有利。上天生育了
人民，给他们安排一个君王，就是为了对他们
有利。迁都之后，邾国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
国泰民安，百姓由此称邾文公为“养民之
君”。邹鲁是儒家圣哲先贤的诞生地，后世逐
渐成为文教兴盛之地的代称。古往今来，海内
外有90多个城市，以“邹鲁”自誉，如浙江温
州称“浙南邹鲁”，福建厦门称“海滨邹
鲁”，韩国安东郡称“海东邹鲁”等。

孟子诞生于斯，是孔子之孙孔伋门人的弟
子。今天，在亚圣殿前，邹城市政德教育讲解
员面对各地前来学习的学员，讲述孟子“仁
政”、“民本”思想的丰富内涵。

孟子“仁政”思想，可以从仁心、仁民、
仁政等层面解读。

一是仁心。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
心”，每个人都有不忍别人受苦受难的心。
“不忍人之心”就是恻隐之心，是同情心，也
就是孟子所说的“仁心”。

孟子主张法先王，行仁政。“先王有不忍
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有仁心才有仁
政。如果把孟子思想比作一座大厦，那么“性
善论”就是这座大厦的根基。

二是仁民。孟子认为官员仅有仁心是不够
的，还必须做到以仁心对待百姓，也就是坚持
“仁民”。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
物。”官员如何才能做到“仁民”？关键在于
要用这种“仁”去对待人民，重视人民。

《尚书》中有言“民惟邦本，本固邦
宁”。孟子继承先贤圣训，明确提出了“民贵
君轻”的观点。从天下国家的立场来看，民是
基础，是根本，民比君更加重要。

孟子被尊为“亚圣”，但他“民贵君轻”
的思想，并非始终受到封建帝王的推崇。

在战国争霸时期，孟子的政见被认为是
“迂远而阔于事情”，始终没有得到实行。到
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不喜欢孟子的“民贵

君轻”、“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
仇”等言论，曾命人删减《孟子》，编成了
《孟子节文》一书。但这一做法终究遭到抵
制，后世没有流传。

仁政思想是孟子的核心思想。仁政是仁心
在政治上的本质表现，这是针对君王提出的。
孟子勾画了一幅完整的仁政蓝图。

一方面，“富民”是“仁政”的基础，孟
子提出了“制民恒产”、“省刑罚”、“薄税
敛”等施政方略，目的就在于增加百姓的财
富。其中的重点就是“制民恒产”。孟子主张
百姓应当有“恒产”，“无恒产者无恒心”，
老百姓没有土地、房产等固定产业，他就没有
稳定的心志，就会放荡胡来，社会也就不会稳
定。

另一方面，孟子还提出了“民事不可缓
也”、“不违农时”、“得道多助，失道寡
助”、“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等一系列
仁政思想，成为民本思想史上的重要亮点。

□孟子认为，有一种至大至刚之气，是人
间正气。这种气需要用道德和正义去培养，久
而久之，这股气便可充塞于天地之间。

南宋时，《孟子》被奉为经书，不仅是读
书人必读经典，更为士大夫阶层提供精神食粮
与道德支持。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
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思想中的“大丈
夫”之学，是传统中国哲学的一道脊梁。宋代
理学家程颢曾说：“孟子，泰山岩岩之气象
也。”孟庙内因此设有一道“泰山气象门”。

在孟庙的第三进院落，东西两侧各有一道
侧门，名为“知言门”和“养气门”。两千多
年前，孟子告诉弟子公孙丑，有两件事他最为
擅长：“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
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
是，馁矣。”孟子认为，这是一种至大至刚之
气，是一股人间正气，这种气需要用道德和正
义去培养，久而久之，这股气便可充塞于天地
之间。

在三进院内，立有五通石碑，述说圣贤的
家门和师门。

据讲解员介绍，这五通碑原立于孟庙正北

处的孟母断机堂、子思书院及子思祠内。可以
想见，这里曾有一组建筑群，是宣扬孔孟礼教
的“文化中心”。解放战争时期，三处古迹均
毁于战火，幸存的石碑于1972年全部被移入孟
庙保存。

《孟母断机处》碑和《孟母三迁祠》碑，
原本存放在孟母断机堂与孟母三迁祠内。孟母
教子的故事妇孺皆知，堪称是言传身教启蒙教
育的典范。另有一典故，更显孟母深明大义。

孟子中年时期，居于齐国讲学，有一天，
孟子回到家中倚柱叹息。虽然孟子在齐国身居
客卿之位，齐宣王对他也礼遇有加，但其主张
并不为国君所用。孟子有心离开齐国到别的国
家去一展政治抱负，可是母亲年事已高，已禁
不住旅途的奔波劳累，孟子进退两难，内心充
满了矛盾。

孟母得知了孟子的隐忧，对孟子说：“子
行乎子义，吾行乎吾礼。”你周游列国是你应
坚守的“义”，我随你远游是我应遵循的
“礼”，打消了孟子的顾虑。于是，孟子带着
母亲继续踏上了周游列国的征途。

至于孟子的师门，有《述圣子思子赞》
碑、《子思子作中庸处》碑、《述圣绩像》碑
为之纪念。子思是孔子的嫡孙，受教于曾子，
而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子思虽生于鲁
国，但常年在邹国讲学，并在此写下《中庸》
一书，和《论语》、《孟子》、《大学》并称
为“四书”。子思对儒家思想起到了承前启后
的作用，后人把子思和孟子并称为思孟学派。

□古人为官，如何秉持“仁廉公勤”？官
箴碑汲取了孟子的仁政修德思想，以凝练优美
的语言，道出了为官从政的真谛。

在孟庙西路不起眼的角落，有通罕见的四
面官箴碑，是今天政德教育的重点历史教材。

此碑没有碑首与碑座，碑身方柱体结构，
四面镌刻着仁、廉、公、勤四项内容的箴文。
四面刻字，每面突出一个主题，分别镌刻着
仁、廉、公、勤四项箴文，所以被称为“仁廉
公勤”官箴碑。

明万历年间，时任邹县知事梁州彦立此碑
于县衙，以激励自己和僚属廉洁勤政。上世纪
50年代，因旧县衙损毁，该碑移至孟庙保存至
今。

官箴是我国古代官场的一种文化现象。
“仁廉公勤”四字官箴汲取了孟子的仁政修德
思想。

南宋理学家真德秀提出了“抚民以仁、律
己以廉、存心以公、莅事以勤”的为官准则，
与他同时期的儒学才子王迈，对此加以编撰，
于是有了这篇箴文。

古人为官，如何秉持“仁廉公勤”？官箴
碑以凝练优美的语言，道出了为官从政的真
谛。

摆在首位的是“仁”。碑文中列举了上古
时期仁德的典范，如大禹和后稷。他们看到百
姓生活疾苦，就像自己使他们处于这种困境一
样。“心诚求之，若保赤子。”想要解救百姓
于危难之中的心情，就好像母亲爱护自己刚出
生的婴儿。

古谚有言，“父母官”理应爱民如子。与
此相反，碑文也描述了一些不仁官员的丑态，
他们花天酒地、饮食丰盛，对百姓却漠不关
心，动则施以严刑峻法。两相对比，后世百姓
对待他们的态度迥异：“淑问之泽，百世犹
祀。酷吏之后，今其余几？惟甘小人，而不为
君子？”

至于“廉”，碑文中说，“惟士之廉，犹
女之洁，苟一毫之点污，为终身之玷缺。”意
思是，为官者的清廉，如果有丝毫的玷污，会
成为终身的缺憾。

对“廉”的阐述，主要突出三个方面：一
是“廉”要内外一致。“勿谓暗室，昭昭四
知”。这里借用了东汉杨震“四知却金”的故
事，告诫官员在廉洁方面，要做到人前人后一
个样。

二是“廉”必须要发自内心，从内心约束
自己。如果不自爱，怎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三是“廉”要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如果是
不义之财，生前并不能给人带来荣耀，死后还
可能留下骂名。有趣的是，碑文将黄金和胡椒
并列，视为财富象征，今天看来有点难以理
解。但在宋代，胡椒这样的香料属于贡品，绝
对稀有可贵。

“廉”文篇末，以诗化的语言，讲了一个
故事：“彼美君子，一鹤一琴，望之凛然，清
风古今。”北宋名臣赵卞去四川做官，赴任
时，随身带的是一鹤一琴，离任时，仍是一鹤
一琴。古之君子的清奇品格，由此可见一斑。

周朝太师尹吉甫，不能治理好国家，原因
是厚待亲戚、亲近小人；诸葛亮优于其他辅
臣，因为他能够开诚布公、一视同仁。碑文同
样采用对比的方式来说明坚守“公”的意义。

为何秉持“公”心这么难？因为人心原本
如日月光洁，逐渐受到私欲的侵蚀，才偏离了
方向。如何能做到公正？一不偏听偏信，这样
就能避免冤屈正直的人而惠及小人；二不喜怒
无常，这样就能做到赏罚有度。

最后是“勤”的部分。碑文首先向为官者
提出反问：“尔服之华，尔馔之丰，凡缕丝与
颗粟,皆民力乎尔供。居焉而旷厥官,食焉而怠其
事,稍有人心,胡不自愧？”你锦衣玉食，皆是百
姓劳苦供奉，身居高堂，却工作懈怠，稍微有
点良心，难道不自觉羞愧吗？

一个勤政的官员，应当三餐粗淡，即使严寒
酷暑，也要辛勤工作。一个官员如何才能做到勤？
关键是要懂得自我反思。“警枕计功，夜不遑安。”
每晚都要反省自己的功过，只有这样才会安然入
睡而不惶恐。“谁为我师，一范一韩”，说的是北宋
的勤政名臣范仲淹和韩琦。

“仁廉公勤”官箴碑启示我们：仁为官之
本、廉为官之魂、公为官之义、勤为官之
功。”孟庙政德教育的现场讲解员说到这里，
总会语调上扬。

官箴的取向与价值，是官员从政的自律准
则，体现士大夫群体对“修齐治平”的孜孜追
求。

“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
担当、清正廉洁”，今天的二十字好干部标
准，是新时期领导干部的为政之德。古今关
照，意蕴无穷。

□孟府大堂“七篇贻矩”题匾，由清雍正
皇帝手书。“贻”是赠与，“矩”是规矩，即
《孟子》七篇中的仁义思想，是赠给后世做人
做事的规矩。

曲阜有三孔，邹城有三孟。三孟在格局上
与三孔相同，分为孟庙、孟府、孟林三处，规
模比三孔略小。其中，孟府称为“亚圣府”，
是孟子嫡系后代居住生活的府邸。

进入孟府，要穿过“礼门义路”，这四个
字出自《孟子·万章下》。“夫义，路也；礼，
门也，唯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

孟子认为君子要行走在“义”的大路上，
出入在“礼”的大门之中，意思是说，君子要
遵守礼和义这样的道德原则。

孟子效法孔子，游历于齐、宋、滕、魏、
鲁等诸国，历时二十多年，后来回到邹著书立
说。

孟府大堂“七篇贻矩”题匾，由清雍正皇
帝手书。济宁学院儒学与地域文化研究传播中
心副主任、教授刘振佳认为，“七篇”指的是
《孟子》一书由七个篇章组成，在此代指孟子
的仁义思想。“贻”是赠与，“矩”是规矩。
“七篇贻矩”，即孟子的仁义思想是赠给后世
做人做事的规矩。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这是孟子名
言。在孟府大堂门前，左右两侧，各有一件器
物，是规矩的物化象征。

一件日晷，靠太阳的移动来测量时间，体
现自然之道。一件嘉量，是我国古代标准的度
量衡，代表人们的行为尺度和规范。只有用标
准的尺度和规范，去衡量和约束人们的行为，
才能使人知敬畏、知进退，以此体现礼的精
神。

刘振佳认为，礼是一种外在的规矩，靠的
是他律。“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人和
动物的差距就这么一点点，就在于人能用道德
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

义则是一种内在的规矩，靠的是自律。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孟子认为，义不是
偶然产生的，它必须经历从仁到义的过程。
“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尊重自己的老
人，这是发自内心的情感；尊重别的老人，推
而广之，成就了更高的道德标准。这就是由仁
到义的过程。

一个人经过长期由仁到义的道德修为，才
能达到“居仁由义”的人生定位。孟子把这种
境界表述为，住在天下最大的（仁）的房子
里，立于天下最正的（礼）位置，依循天下最
宽（义）的道路。

“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如果能从
仁到义，把所有的仁心和道德落实到现实生活
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那么，对于一个有
担当的君子来说，也就具备了治理好天下的能
力了。这正是孟子家国情怀的体现。

■ 政德镜鉴┩刀道

孟子认为官员仅有仁心是不够的，还必须做到以仁心对待百姓，也就是坚持“仁民”，“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官员如何才能做到“仁民”？

关键在于要用这种“仁”去对待人民，重视人民。

孟子：仁政民本筑政德大厦

□ 本报记者 卞文超 姜国乐

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
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它关系到
党风、政风、民风的好坏，不可小觑、不容小
视。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孟子研究
院副高级研究员徐爽说。家庭是社会的组成细
胞，家风不仅是领导干部自身修养的体现，更
能带动和影响整个社会的风气。

在邹城市，孟子研究院是干部政德教育的
教学点之一，徐爽以《领导干部家风启示录》
为题做讲座，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借鉴政德
智慧，事事动情，句句入心。

北宋名臣陈瓘《了翁家训》
孟子书院位于邹城铁山公园内，庭院幽

静，立有两通石碑。碑文所书格言简明，发人
深省，今天细细咀嚼，仍觉品味隽永。这是中
国传统士大夫阶层政德追求的历史证物。

“事亲以孝，事君以忠。为吏以廉，立身
以学。”这通碑刻是北宋名臣陈瓘的家训。

陈瓘（1057年-1124年），字莹中，号了
斋，时称“了翁先生”，沙县人（今福建三
明）。宋元丰二年（1079年）探花，授官湖州
掌书记。历任礼部贡院检点官、越州、温州通
判、左司谏等职。

陈瓘为人耿直，他与当朝的权相蔡京同朝

为官，多次弹劾蔡京的贪赃枉法，几次被诬
告、放逐，甚至入狱，但是始终不改一身铮铮
铁骨。为官四十二年间，调任二十三次，经八
省历十九州县。他去世后，宋高宗感叹，朝廷
缺失了一位正直、勤恳的栋梁，赐予陈瓘“忠
肃”的谥号。

这块碑是明朝洪武六年（1373年）邹县县
丞邓原忠所立。了翁身后二百余年，来到邹县
任县丞的邓原忠，尊了翁为同乡先贤，非常仰
慕其道德文章。恰好有一位朋友，为邓原忠撰
写了了翁先生的十六字格言，他就将其刻在了
碑上。目的“不惟以示诸君子，且常欲目击以
自警”。

这十六字格言清晰明了，却足以给人一生
的警示。“事亲以孝”，即侍奉亲人要孝顺，
正所谓百善孝为先；“事君以忠”，作为臣
子，要忠于君主；“为吏以廉”，强调廉政，
是官员应当时刻牢记的责任；“立身以学”，
立身的唯一方法，就是不断加强自身的修养和
学习。

“学而优则仕”出自《论语》，前面还有
一句“仕而优则学”。事实上，对于从政者而
言，强调“终身学习”，提倡“仕而优则学”
更为重要。

耕读传家的自省品格
在漫漫数百年历史中，这块碑一度不知所

踪。但翻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史册，对家风的

重视，是一以贯之的传统。
徐爽解读，在中国古代，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是对官员施展抱负必备条件的殷
切忠告。这四个关键词中，修身是基础，齐家
是要务。

耕读传家是我国源远流长的家风家教传
统。读书，家族子弟才能明白礼仪，学圣贤，
做君子，成为一个值得尊敬的人，获得人格上
的独立和尊严。而在农业社会，积极参与农业
劳动，是家族成员能够有自食其力的一项技
艺，从而养活自身肉体生命。两者的结合就是
从物质和精神上培养具有自立自强精神的独立
人格的一种家庭教育。

我国古代重视对孩子的早期教育，留下了
《颜氏家训》、《朱子家训》等典籍。《朱子
家训》把中国几千年形成的道德教育思想，以
名言警句的形式表达出来，作为治理家庭和教
育子女的座右铭，被历代士大夫尊为“治家之
经”，清至民国年间一度成为童蒙必读课本之
一。

北齐文学家颜之推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
处世哲学，写成《颜氏家训》一书告诫子孙。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当中阐发读书学习的重
要意义，指出“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
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当自求诸身耳。谚
曰：‘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

在中国传统社会，从平民百姓到士大夫阶
层，乃至皇家贵族，无一人愿意承担“家风败
坏”的恶名。唐朝李世民贵为皇帝，对儿子不

知礼仪和稼穑艰辛，忧虑得寝食难安：“汝以
年幼，偏钟慈爱，义方多阙，庭训有乖，擢自
维城之居，属以少阳之任，未辨君臣之礼，不
知道稼穑之艰难。朕每思此为忧，未曾不废寝
忘食。”

袁采在《袁氏世范》中强调要让子孙能够
自己养活自己，不要积累钱财使其坐享其成。

曾国藩不断强调“仕宦之家，不蓄积银
钱，使子弟自觉一无可待，一日不勤，则将有
饥寒之患，则子弟渐渐勤劳，知谋所以自立
矣”。耕读为本，长久之计，教子自强。

“耕读传家的家庭教育内容在中国传统家
训中具有非常广泛的受众。中国传统中很多家
训，都主张子弟在没有家庭庇护的时候也能自
立于世，希望他们能够在肉体和精神两方面充
实自己。这既是对传统社会生活的朴素认识，
也是对传统人生的深刻反思。”徐爽说，相形
之下，今天某些“官二代”或“富二代”，不
仅“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且骄纵跋扈，
肆意妄为，更需要从传统的家风中获得警示。

1992年，了翁家训碑在维修孟庙祧祖祠时
出土，仅剩下部一截。1998年，刻石上部又在
孟庙出土，两相对接，完整无缺，且字迹清
晰，一如其旧。如今移至孟子研究院保存，作
为政德教育的现场教学点之一。

黄庭坚书《戒石铭》
在孟子书院，与了翁家训碑并立的一块

碑，铭文大气飘逸，更具书法鉴赏意义。徐爽
介绍，这块碑是黄庭坚任邹县县令时所书《戒
石铭》。

《戒石铭》成文镌于石碑，竖立在办公场
所，为宋太宗赵光义所首倡，用来提醒各级官
员要公正廉明，不要贪赃枉法。

铭文共十六字：“尔俸尔禄，民脂民膏。
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掷地有声，内
容摘自五代蜀主孟昶所撰写的《令箴》。

在碑文下部，有明嘉靖六年（1527年）七
月邹县知县陆佶所作题识，称此碑文为黄庭坚
知邹县令时所书。题识写道：“考之传志，庭
坚尝谪居邹县令，所书盖其时”，陆佶“感亭
石之摧剥，慨古迹之几湮，摹勒揭构，不日更
新，因叙铭书之颠末，并勒诸下方云”。

这块碑自此便立在邹县县衙前，风雨三百
余年，直至清宣统年间。

据《邹县历代县令名表》记载：“元丰八
年（ 1 0 8 5年），洪州分宁人黄庭坚知邹县
令。”这一年，黄庭坚41岁。明张岱所著《夜
航船》中写明，“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高
宗颁黄庭坚所书戒石铭于州县，令刻石。”

碑阴中部有大字篆书“忠爱”两字，字径
长0 . 57米，宽0 . 37米，十分引人注目。两侧为纪
年和题名，楷书，各一行。文曰：“大明嘉靖
二十八年春三月既望之吉，鲁国望洋子 谨
书，知县黄炌拜刻。”

“忠爱”二字，何为忠？宋代朱熹说：
“尽己之谓忠”，尽自己的心就是忠。这就要
求国家公职人员要尽心、忠诚，要具备不需要
提醒、不需要约束的自觉意识。爱，可理解为
仁爱。孟子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
物。”以此告诫为官者，作为百姓的父母官，
要时刻把爱护百姓放在心中。

“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
难欺。”《戒石铭》如铜镜正衣冠，似警钟醒
人心，既鞭策“清”者，又震慑“浊”者，成
为一份独特的政德教育素材。

·相关阅读·

十六字《了翁家训》十六字《戒石铭》掷地有声，从家风到政德———

两通古碑大写“警世恒言”

孟府内的赐书楼 卞文超 摄

邹城孟庙西路的四面官箴碑 卞文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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