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1月24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杜文景

电话:(0531)85193527 Email:dwj@dzwww.com文化8

大众报业集团（大众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37-0001 邮发代号：23-1 社址：济南市泺源大街6号 邮编：250014 电话查询：(0531)82968989 报价全月45 . 00元 零售价：3 . 00元 广告许可证：鲁工商广字第01001号 广告部电话：85196701/6708 昨日开机5：20 印完8：10 大众华泰印务公司(大众日报印刷厂)印刷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被称作先秦儒家最后一位集大成者的荀
子，对孔子、孟子的思想有扬弃也有创新。在
山东省尼山书院举办的“荀子公开课”上，中
山大学教授杨海文在解读荀子思想与孔孟思想
的关系时表示，“在实践伦理学层面上，从理
想人格、义利之辨、移风易俗等几个方面进行
梳理，可以清楚了解荀子思想对于孔孟思想的
扬弃和创新，所以后来无论尊还是贬，都无损
荀子的儒家本色。”

可以为，未必能为

杨海文认为，理想人格是儒家最追求的东
西，但在孔孟荀那里还有些不一样。

君子，是孔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在孔子
看来，“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样的人，
已经是很高的境界了，甚至连尧舜那样的大圣
人都做不到，而君子要做到“夫仁者，己欲立
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想站得住，也
要让别人站得住，自己想行得通，也要让别人
行得通，做这样一个君子就可以了。

但是，到孟子、荀子那里就不一样了。
圣人，是孟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孟子认

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即从理论上来说，每
个人都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大圣人。

荀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其实也是圣人。荀
子则认为“涂之人可以为禹”，所谓“涂之
人”，就是指走在路上的普通人，按荀子的观
点，即使路人甲、路人乙，通过良好的教育，
都可以成为象大禹那样的圣人。

从观点和论证方式上看，孟子、荀子的话
是相差不大的。

且看荀子如何分析。荀子认为，“凡禹之
所以为禹者，以其为仁义法正也”，大禹之所
以能够成为大禹，就是因为具有“仁义法正”
的品质。“仁义法正”可以通俗理解为仁义道
德。那么一般的人怎么能够成为像大禹那样的
圣人呢？荀子又说，“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
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
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
为禹明矣。”在荀子看来，普通人也具有
“知”和“能”这两种能力，有“知”，就能
明白仁义道德是好的，这是一种资质；有
“能”，则是拥有实践仁义道德的才具。显
然，荀子认为，普通人具备了“知”和
“能”，就有了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能
仁义法正之具”，从而能够理解和实践“仁义
法正”，当然就“可以为禹”了。荀子这部分
的论述，与孟子的“良知良能”说，基本意思
没什么区别，只是词语表达不一样而已。

显而易见，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
舜”，荀子也持相似的观点。不过，这还仅仅
是理论层面的论述。从事实或者实践层面上
看，是否每个人都能成为尧舜呢？荀子的观点
就不一样了。荀子表示，“涂之人可以为禹，
则然；涂之人能为禹，未必然也。”也就是
说，“涂之人可以为禹”理论上没什么问题，
但未必每个人都能做到。在这里，荀子还特意
打了一个比方，“足可以遍行天下，然而未尝
有能遍行天下者也。夫工匠农贾，未尝不可以
相为事也，然而未尝能相为事也”，借以说明
“可以为，未必能”的道理。

荀子还认为，“虽不能，无害可以为”，
虽然说让每个人都能成为大禹那样的圣人，事
实上是不可能的，这也不要紧，并不妨碍每个
人内心都想成为大禹那样的圣人。这样的说

法，这样的理念，与孔子、孟子是一致的。
后世思想家对孟子、荀子的思想也有一些

评析。比如，清代学者戴震认为，荀子的
“涂之人可以为禹”跟孟子的“性善论”一
点都不矛盾，而且可以互相发明。清代另一
位学者陈澧则认为，既然孟子已经讲过“人皆
可以为尧舜”了，荀子又何必把尧舜改为大禹
呢？言外之意，二人在理想人格的衡量标准方
面是一致的。

杨海文说，综合分析来看，孔子是以君子
为理想人格，孟子、荀子是以圣人为理想人
格。孟子、荀子的相关论述，如果放到一起观
察，差异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尤其在不论及
本性时，他们关于理想人格的表述、道德内涵
的解释基本是一致的。

先义后利，更追求义利双成

杨海文表示，“义利之辨”也是儒家实践
伦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论语》记载，“子罕言利”。在“义利
之辨”这方面，孔子的观点是“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即君子要“义以为上”，要把
道义摆在最高的位置。

到了孟子、荀子，他们在这方面观点的相
似度同样特别高。

《孟子·梁惠王上》是《孟子》的首章，
文中鲜明展示了孟子的“义利观”。其中记载
孟子千里迢迢去见梁惠王，意图感召梁惠王施
行仁政，二人之间有一段精彩对话。梁惠王开
口就问，“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
乎？”孟子回答：“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
已矣。”显然，在义与利的关系上，孟子认
为是要先义后利。孟子还从反面论证，“苟
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如果以利为
先，看重利而不顾道义，那么不夺取全部是不
会满足的。

先义后利，是不是不要利呢？不是，孟子
主张义利双成，既要得到道义，同样也要得到
利益，即所谓“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
而后其君者也”。

后世黄宗羲认为，“未有仁而遗其亲者
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这句话非常重要，
《孟子》的“七篇以此为头脑”，也就是说孟
子的所有思想都是在这句话的驾驭下展开的。

荀子关于“义利之辨”的表达方式基本上
也差不多。荀子认为，“先义而后利者荣，
先利而后义者辱”，这正是与孟子同样的先
义后利。

同时，荀子还认为，“义与利者，人之所
两有也”，也就是说，在荀子看来，遵循仁义

道德与逐利求富是人人都具有的两个方面，这
不就是义利双成？

荀子进一步阐释，“保利弃义谓之至
贼”，那些为保全利益而违背道义的，可以称
作大贼。

推而广之，荀子认为，“故义胜利者为治
世，利克义者为乱世”，在社会治理中，如果
民众对正义的追求胜过对财富的追求，可以称
之为治平之世；如果对财富的追求胜过对正义
的追求，便是衰败的乱世。

杨海文说，荀子的“义利观”，原则上也
是以义为上，同样讲究先义后利，目的也是追
求义利双成。综合来看，在“义利之辨”方
面，荀子跟孟子是有很多相同之处的。

移风易俗，莫善于礼乐

杨海文说，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荀
子，对“移风易俗”都非常关注。具体如何去
实施？各家又有自己的论述。

先看孔子的观点。《论语》中记载孔子的
话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
风，必偃”。孔子认为，君子的德行像风一
样，小人的德行像草一样，草一旦遇到风，它
必定会伏倒下来。另外，《孝经》里面记载了
孔子的另一句话，“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
上治民，莫善于礼”，这句话也非常有名。

在思想观点上，孟子接过了孔子讲的第一
句话，荀子接过了孔子讲的第二句话。这两句
话都属于实践伦理学的范畴，改变风气、改变
风俗很重要，怎么去实现呢？要靠礼乐文明来
改造。《孟子·尽心上》记载孟子的话说，
“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
得民也”，意思是仁德的言辞不如仁德声音那
么深入人心，良好的政治不如良好的教育更能
够得到民心，讲的正是教化对于“移风易俗”
的重要性。

荀子倡导“移风易俗”，是为了让礼乐
文明能够通过教化的方式，让百姓能够和谐
的生活。

《荀子·乐论》中说，“乐者，圣人之所
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
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音乐，是
圣人所喜欢的。为什么？因为它可以善民心，
让民心朝着善良的方向发展，而且音乐感人深
刻，能够移风易俗，所以古代圣王都是建立良
好的礼乐文明制度，让百姓和睦地生活。

尤其要注意的是，《荀子·乐论》中讲得
“移风易俗”，是强调人性的，“人生而静，
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
知，然后好恶形焉”，同时还论述到，“故乐

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平
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显然，荀子认
为，音乐可以使民心向善，使社会风气和习
俗得以改变，所以礼乐兼用，才能使社会安
定。

杨海文认为，上述《荀子·乐论》篇里的
话，在《礼记·乐记》中也有几乎一样的记
载，只是偶尔有一些字不一样。所以，谈到荀
子“人性论”的时候，也会感觉到跟《礼记·
乐记》应该是存在某种关联的。对于《荀子·
乐论》《礼记·乐记》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古今众多学者作过深入研究，成果浩繁。在这
里特别说明的一点，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
仁”，主张把“仁”和“礼”很好地结合起
来，后来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荀子发展
了孔子的“礼”，可以说，礼学是荀子思想极
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对孔孟思想扬弃之后的
重大创新。

尊荀与贬荀，何妨统合孟荀

杨海文表示，还有一个大家可能非常感兴
趣的问题：荀子既然和孔孟在思想上有这么多
相同的地方，为什么在思想史上的命运跟孔孟
大不一样？

其实，在汉唐时期，孟子、荀子是并列齐
名的，比如在《史记》中，孟子、荀子的列传
是放在一起的，《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就是
孟子、荀子的合传，当然该篇并非仅记孟子、
荀子二人事迹，还记载了道、墨、法、阴阳等
各家代表人物12人。

在唐代，韩愈也认为孟子、荀子是并列
的。

宋明之后，孟子的地位越来越高，荀子受
到批评越来越多。“二程”之小程就认为，荀
子不好主要是因为主张“性恶论”，小程的观
点在当时产生的影响可想而知。朱熹也表示，
就不必理会荀子了，理会孟子的“性善”就可
以了。但是，宋明理学一边骂荀子，一边还是
借鉴了荀子的思想。在讨论人性问题的时候，
宋明理学提出的一个最基本的范畴“气质之
性”，就来自荀子的“性恶论”。

这段时间，荀子也不是没有受过推崇。
孔庙、文庙除了祭祀孔子外，还有从祀制
度，附祭四配、十二哲、先贤、先儒等。北
宋时的1084年，荀子其实已经进了孔庙的，但
是到了明代嘉靖年间的1531年，荀子又被赶出
了孔庙。

那么，荀子为什么会被赶出孔庙呢？在理
学家看来，荀子主要有三件事情做得不对。一
是孟子讲“性善”，荀子为什么非要讲“性
恶”？二是荀子教出的两个学生李斯、韩非
子，都是法家代表人物。三是荀子写了“非十
二子”，批评了12位学者，批评其他人还好
说，为什么要把子思、孟子也一起批评了呢？

特别是到了晚清，尊荀与贬荀都一起出现
了。批评荀子的声音中，最著名的是谭嗣同的
观点。在《仁学》中，谭嗣同说，“故常以为
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
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言辞之激烈可见
一斑。

尊荀的声音也很多。汪中认为，荀子对于
儒家的传承至关重要，“六经”都是荀子传下
来的。编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
严可均，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主张恢复荀子
进文庙的资格。章太炎认为，孔子是至圣、孟
子是亚圣，荀子就是后圣。

郭沫若认为，荀子是一位大师，不仅集先
秦儒家之大成，而且集诸子百家之大成。

杨海文表示，最近以来，“统合孟荀”已
经成为学术界一个比较有影响的观点。

□ 邵燕梅

使用隐语是人类自我保护和群体别同在言
语中较为显著的表现，也是人类在社会生活中
为了自我保护和群体别同而表现出的一种能
力。在具体的语言运用中，隐语有广义和狭义
两种含义，广义的隐语是某些社会群体内部为
了对外保密而创造和使用的隐秘性语言形式
（包括语音、词汇、句子等形式），属语言变
异现象。狭义的隐语是某些社会群体内部为了
对外保密而创造和使用的隐秘性词语，属词汇
变异现象。

自古以来，汉语隐语的异名较多。自隐语
诞生以来，其所使用的异名多达四十余个，自
春秋以降至清代共使用“讔”“隐语”“廋
辞”“市语”“隐戏”“廋语”“谜”“锦
语”“切口”“春点”“春典”等十余个异名

称谓。现代的称谓则更多，除了“隐语”之
外，还有“切口”“黑话”“江湖黑话”“江
湖切口”“秘密语言”“秘密语”“秘语”
“行话”“民间隐语”“民间秘密语”“民间
秘密用语”“民间秘语行话”“隐语行话”
“民间隐语行话”“暗语”“市语”“私语”
“切语”“春点”“春典”“寸点”“反切
语”“同行语”“打坎子”“侃子”“调侃
子”“锦语”以及“葫芦语”“锁子语”“纽
语”“三折语”“市语”“查语”“锦语”
“芦子语”“回且语”“方语”“声嗽”“瞎
子语”“麻雀语”等众多方言称谓。

隐语发端于先秦，唐宋发达，明清兴盛，
传承流变至今，具有较为清晰的发展、传承、
创新、演变之轨迹。由于领域之狭窄，隐秘性
之强，使用时不仅是对人智力的一种考验和挑
战，也是对使用群体新规约性、语言别同性的
一种创造和发展，因此，隐语自诞生之日起就
备受使用者和非使用者的关注。

史料中对于隐语最早的记录见于《吕氏春
秋·重言》：“荆庄王立三年，不听而好隐。
成公贾入谏，王曰：‘不榖禁谏者，今子谏，
何故？’对曰：‘臣非敢谏也，原与君王隐
也。’王曰：‘故不设榖矣？’对曰：‘有鸟
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动不飞不鸣，是何鸟
也？’王射之曰：‘有鸟止于南方之阜，其三
年不动，将以定志意也；其不飞，将以长羽翼
也；其不鸣，将以览民则也。是鸟虽无飞，飞
将冲天；虽无鸣，鸣将骇人。贾出矣，不榖知
之矣。’明日朝，所进者五人，所退者十人。
群臣大说（通“悦”），荆国之众相贺也。”
尽管该种“隐”是一种运用隐喻手段的修辞现
象，但不可否认它即为隐语的源头，汉语隐语
自此开始了它不断的分化与发展、继承与演

变。
自先秦以来，汉语隐语先后出现过密谈、

谜语的早期形式、婉曲的表达方式即隐喻手
段、私语、隐秘性词语五个意义。“隐秘性词
语”一义形成于晋代，见于《华阳国志》卷八
《大同志》：“从缒出睿使宣旨，告诸村期二
月十日，同时讨特。手书隐语曰：在彼杨水。
睿先旨特降。究观虚实。特问城中。”自该义
于晋代形成后，“隐语”一词便成为单义词，
不再指称其他意义。

自宋代以来，自觉性的隐语辑录类文献诞
生。陈元靓《绮谈市语》收录360多条汉语隐
语，以通语为词目，注以隐语，可以称为历史
上首部具汉语隐语辞书性质的隐语辑录。同时
期的还有汪云程《圆社锦语·蹴鞠篇》，辑录
汉语隐语130余条，开创了历史上以通语释隐
语的汉语隐语辞书体例先河。宋代开创了汉语
隐语辞书最初的两种基本体例，此后的隐语辑
录或辞书皆以此为基础。之后的汉语隐语辑录
见于明、清两代，明代分别有无名氏《行院声
嗽·墨娥小录》，收录汉语隐语370余条，其体
例为列通语为目，注以隐语；程万里《六院汇
选江湖方语·鼎锲徽池雅调南北官腔乐府点板
曲响大明春》，收录汉语隐语150余条，体例
为以隐语为目，释以通语。清代唐再丰《江湖
通用切口摘要·鹅幻汇编》收汉语隐语320余
条，以通语为目，注以隐语；卓亭子的《新刻
江湖切要》所收汉语隐语词条最多，共收1600
余条，通语为目，注以隐语，其开辟了汉语隐
语辑录单行本的先河。

民国时期对于汉语隐语和汉语隐语辞书来
说，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时代。《全国
各界切口大词典》（全一册）于1924年（民国
十三年）由上海东陆图书公司印行出版，是汉

语史上首次以“词典”命名、真正意义的汉语
隐语辞书。全书共收隐语9125条，所收汉语隐
语依据行业群体进行编排，分为商铺、行号、
杂业、工匠、手艺、医药、巫卜、星相、衙
卒、役夫、武术、优伶、娼妓、党会、赌博、
乞丐、盗贼、杂流等大类，大类之中又细别若
干子类，共计18大类376个子类。该词典体例
以隐语为目，释以通语，例如，丝经业切口的
“人言儿”隐指“信”，“人奉儿”隐指“薪
水”（即“俸”禄），皆为拆字隐指；“近
却”隐指“无”，由唐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
八员外》中的“草色遥看近却无”而歇后隐
指；山货业切口的“秀才”隐指“青梅子”则
是由于青梅之味道之“酸”与秀才的“穷酸”
通感隐指。

《全国各界切口大词典》由序、目录、正
文三部分组成，“序”由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国
画家、书法家、篆刻家“缶老人”吴昌硕先生
撰写，开篇即点出“近顷坊间之出版物夥矣。
而独未及于切口。何也。岂以事属渺小为无足
道耶。果如是则谬矣。”吴昌硕先生以前所未
有的高度肯定了《全国各界切口大词典》的语
言学价值。该词典编写人员阵容强大，除“主
任编辑”外，还有七位“分任撰述员”，足见
当时之重视程度。时“定价大洋贰元”，如此
不菲的定价说明了该隐语辞书制作规格的高
度，这与当时对于汉语隐语的社会学及语言学
价值认识之高度是吻合的。《全国各界切口大
词典》开启了现代汉语隐语研究的新时代，不
仅确立并奠定了现代隐语类辞书的规范和标
准，也成为《中国隐语行话大辞典》（曲彦
斌，1995）、《中国秘密语大辞典》（陈崎，
2002）等“切口”系后出隐语辞书的编纂标准
和词条的主要来源。

古时荀子为什么会被赶出孔庙

那些“行话”词典

据新华社，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日前为河
南省洛阳市寄来19张画像空心砖拓片。

“这些拓片拓自该博物馆收藏的14块西汉画像
空心砖，内容有反映汉代礼仪制度的揖让、田猎活
动，体现升仙思想的祥禽瑞兽，以及呈现汉代尚马
之风的驯马场景等。”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
员徐婵菲介绍，对比洛阳现有的西汉画像空心砖文
物，拓片中的不少内容实属罕见。

画像空心砖是流行于汉代的建筑材料，主要用
于墓葬建造。20世纪二三十年代，洛阳市孟津县平
乐镇金村一带出土大量西汉画像空心砖，其体量宏
大、内部空心的独特形制和砖上精美绝伦的画像引
起古董商和外籍传教士的关注。

“这批以拓片形式回归的画像空心砖，就出土
于金村附近的汉墓，1931年前后由时任河南主教的
加拿大圣公会传教士怀履光收集，后藏于加拿大皇
家安大略博物馆。”徐婵菲说，“该博物馆收藏的
洛阳西汉画像空心砖有近60件。这批回归的拓片制
作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本身也是文物。”

近年来，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加拿大皇家
安大略博物馆积极开展合作研究工作，研究对象
以该馆收藏的洛阳出土文物为主。据了解，双方
将就各自收藏的画像空心砖拓片展开更广泛的交
流，计划于明年在洛阳市联合举办“洛阳西汉画像
空心砖展”。

西汉画像砖拓片“回家”

2020汉语盘点等你来“盘”

据新华社，“新冠”暴发，人类命运“风月同
天”；“共克时艰”，抗“疫”战士“最美逆
行”；火了“夜间经济”“直播带货”，奋战“脱
贫攻坚”“全面小康”……用一个字词总结即将过
去的2020年，你怎么选？

记者从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商务印
书馆等近日在京联合主办的“汉语盘点2020”启动
仪式上获悉，活动将陆续发布“年度十大网络用
语”“年度十大流行语”“年度十大新词语”，
“年度字词”将于12月21日揭晓。

启动仪式上，主办方推出“专家版本”和“大
数据版本”的年度推荐字词。据介绍，今年的活动
将用短视频呈现字词，实现文字、图片、短视频全
媒体传播，线上线下相结合开展活动，让网友实现
“云参与”。“汉语盘点”活动至今已举办15年，
旨在用一个字、一个词描述当年的中国与世界，鼓
励全民用语言记录生活，描述中国视野下的社会变
迁和世界万象。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据上海东陆图书公
司1924年版影印

荀子讲学图

首部反映黄河滩区脱贫迁建的电影

《高家台》首映仪式举行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任万帅 报道
本报讯 11月23日上午，首部反映黄河滩区脱

贫迁建和高质量发展的电影《高家台》在济南举行
首映仪式。导演杨真，演员代表马诗红、左腾云、
杨欣、袁媛以及相关单位负责人、全国数字电影院
线代表、全省电影单位代表参加首映式并观影。

电影《高家台》以近年来山东省黄河滩区脱贫
迁建的重大民生工程为背景，通过东营市利津县
北宋镇高家村历经旧村台改造，发生历史性巨变
这一独特视角和剧情设置，用精细的艺术表现形
式和创新手法，形象化、艺术化地展现了共产党
员韩明军（马诗红饰）返村担任支部书记，带领支
部一班人，发挥基层党支部坚强堡垒作用，以“守
望相助，累土成山”的石夯精神凝聚力量，率领村
民完成旧村台改造工程，发展特色产业，实现脱贫
致富、乡村振兴的感人故事。

在表现手法上，影片对“房台”这一特殊的
民宿文化进行了深刻展现，并将具有代表性的
“石夯”作为重要道具贯穿始终，挖掘出了黄河
滩区群众“守望相助，累土成山”的石夯精神，
是一部兼具时代性、政治性、艺术性和地方特色
的优秀影片。

据新华社，为纪念钱钟书诞辰110周年，一部
由钱钟书选定、杨绛抄录的唐诗手稿，经人民文学
出版社整理排印成书，近日正式发布。

钱钟书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面著述丰赡，其
中《宋诗选注》一书出版发行60余年，是受到学术
界赞誉和大众读者好评的经典选本。作为品读唐诗
和书法习字的“日课”，自20世纪80年代起，钱杨
伉俪以《全唐诗》为底本，进行唐诗选录，最终形
成了“钱选杨抄”的“全唐诗录”九册手稿，在尘
封数十年后得以正式出版。

《钱钟书选唐诗》共选录308位诗人的1997首
（句）作品，其中，白居易以184首作品超过杜甫
（选录174首）位列第一；既选了大量以创作闻名
的诗人的作品，也选了像唐明皇、章怀太子等非诗
人的作品；既选了思想性强的如杜甫的《新安吏》
《石壕吏》和“三别”等诗作，也选了像韩愈的
《嘲鼾睡》这类有趣味性的作品。

钱钟书曾说，“诗之情韵气脉须厚实，如刀之
有背也，而思理语意必须锐易，如刀之有锋
也……”这被看成他选诗的主要依据。

专家认为，《钱钟书选唐诗》充分体现了钱选
唐诗的主观立场和独特视角，是相关领域研究的重
要文献。同时，近2000首作品的体量，比较全面地
呈现了唐代诗歌的艺术特征和风格状貌，也为大众
读者研读欣赏唐诗这座中国文学史上的高峰，提供
了更完备的选本。 （□记者 张依盟 整理）

《钱钟书选唐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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