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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子张学干禄。子曰：“多
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
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
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解：子张是孔子有名的弟子，
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其中就有子
张氏之儒。儒家对于求官职得俸
禄，并不引以为耻，也从不唱高
调，而是对此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
度，把做官和求俸禄、把集体利益
和个人利益有机统一起来。儒家认
为，为了众人的利益去做官，在对
众人实施很好的管理的同时，也为

自己取得养家糊口的俸禄，这并不
矛盾。所以在这一节的开始，才有了
一句光明磊落的话语，“子张学干
禄”。这要在许多别人的书中，如此
话题一定不会如此干脆利落，而是
表现得羞羞答答、虚伪而可笑。

对于做官求俸禄，孔子的回答
有着高度的原则性，谈干禄，其实
是谈干好工作。他并没有告诉子张
通过做官的歪门邪道去发财，而是
告诉他先不要想着俸禄，只要能够
尽职尽责做好工作，俸禄自然就在
其中了。如何才能尽职尽责呢？孔

子给出的方法也很平实，那就是：
多听、多看，然后想一想，有怀疑
的地方，加以保留，其余自信的部
分就谨慎地说出、谨慎地实行，这
样就能减少差错和后悔。言语少差
错，行动少后悔，官职俸禄就自然
得到了。

多听、多看而能做到慎言、慎
行，其关键是多想，多听、多看是调
查，多想是研究。多听、多看、多想是
孔子给出的尽好官守的一个方法。
延安时期毛泽东为《新中华报》题词
就两个字：多想。与孔子给出的做好
工作的方法可谓珠联璧合。

2·19哀公问曰：“何为则民
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
则 民 服 ； 举 枉 错 诸 直 ， 则 民 不
服。”

解：鲁哀公问了孔子一个政治
问题:要做什么事才能使老百姓自觉
服从呢？孔子给予了一个有着实践
指导意义的回答：把正直的人提拔

上来，放在邪曲的人上面，老百姓
自然就服从了；若反之，提拔邪曲
之人，让他们在上面领导正直的
人，老百姓就不会服从。

孔子的这一原则性概括，对于
每一个主要领导人的用人，都有着
重要的指导意义。有人群的地方就
有不同人的分别，人们无法要求一
个团队全是君子，但却一定要能将
君子选拔出来，使他们处于各级领
导者的位置，这样才能让团队有凝
聚力，众人才能才会拥护服从。否
则就会将团队置于危险之中。这也
就是诸葛亮所总结的，“亲贤臣，
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
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
也”。

2·20季康子问：“使民敬、
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
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
能则劝。”

解：季康子向孔子问的也是一

个政治上的问题，如何使人民严肃
认真、尽心尽力和互相勉励？孔子
的回答是从统治者自身做起。他认
为，如果统治者对待人民的事情能
够严肃认真，那么，人民自然对统
治者的政令也会严肃认真；如果统
治者能够孝敬老人、慈爱人民，那
么人民自然就会对统治者的事情尽
心尽力；如果统治者能够让善良的
人得到提拔，让能力弱的人得到教
育，那么老百姓之间就会相互劝
勉，向善、学习。关于统治者和被
统治者对社会的责任，孔子始终认
为统治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要负
更大的责任。

2·21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
政？”子曰：“书云：‘孝乎惟
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
为政，奚其为为政？”

解：孔子讲了许多搞政治的思
想，有人就问他，你为什么不从
政？孔子回答：“尚书上说，‘孝
呀，只有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把
这种风气影响政治。’这也就是参
与政治了，为什么定要做官才算从
政呢？”中国历史发展可以说充分
证明了孔子所说，作为思想家、教
育家，孔子对后世政治的影响，要
远远超过一些伟大的政治家。

清清白白做官，堂堂正正取禄
赵宗符

┩刀得

受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先生的
乡村建设思想的启发，《农村大
众》报社在山东省内发起了“社会
主义新农村学习工程”（简称“村
学工程”），在弘扬时代新风、培
育新型农民过程中发挥出了积极作
用。《村学集》在齐鲁书社出版，
可以视为村学工程的阶段性成果。
它不应仅仅被视为村学工程的教材
或者学习资料，就其内容来看，还可
以当作振兴乡村、推动农民转型的
小型“智库”。齐鲁书社历来重视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村学集》的出版，
也可以视为其推动传统文化“双创”
发展的积极探索。

从实践中
出来的文字

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先生在
山东发起乡村建设运动，意图为乡
村发展探索不竭的动力。受当时社
会环境的影响，这一运动最后没有
坚持下去。不过，梁先生的思想却
为当代的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很大启
发。从2016年1月起，《农村大众》
报社在山东省内发起村学工程，面
向省内农村，引导农民自发组建小
组、开展学习。村学工程的宗旨、
目的与一年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
村振兴战略深度契合。村学工程着
力推动挖掘整理农耕文化、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新时代文
明与科技知识等等，从根本上依靠
的是“农民转型”的路径。人的转
变，是社会转变的动因。为此，村
学工程借助媒体优势，通过凝聚社
会各界力量，组织、鼓动、吸引对
农村有情怀、对农民有感情的城市
知识分子进入乡村。

在实践过程中，村学工程也经
历了一些调整。最明显之处在于，
从最初的培养新型职业农民，转向
了对新时代农民的培育。拿出2016

年年初的《村学工程大纲》，再与
2 0 1 8年年底出版的《村学集》对
读，不难发现这一调整和转变。
《村学集》将内容设置为立业、治
家、安身三个层面，它为农民所展
示的，不是单纯的农业技术、致富
信息，而是涵盖了人性塑造、文化
传承的各个层面。经由实践、家
风、经典三种内容教育，它培育的
已经不是单纯的职业化农民，倡导
的不只是农民的职业精神，而是要
让更多的人成为新时代的新农民，

并让更多新农民具有新时代的精
神。这种教育是和村学工程特有学
习方式结合在一起的。

全书概略
立业治家安身

1 .创新立业。《立业》分册选
编了60篇《农村大众》来自基层实
践的案例。这些案例，不只是个人
致富的案例，更有村庄治理与转
型、合作社发展等案例。阅读这些
案例，可见编者之意图。首先，案
例本身充分展示了创新的价值。其
次，在体现创新价值的同时，案例
展示出了人性、党性的光辉。那些
大公无私的带头人、组织农民发展
的探索者，身上有这样的光辉。一
村之变的背后，还有许多不甘落后
的农民，他们身上，同样有这样的
力量。

书中选编的传统农村与农民的
转变、点滴记录的“乡村记忆”等
案例中尤其体现出了这样的精神。

如《梁志华，从烧砖人到生态
修复者》一文中，望着400亩旧砖厂
改造成的农业庄园，能给老唐庙村
留下一片青绿，这是梁志华平生最
大的安慰。我们很难想象，这样一
句发自内心的感慨，是出自20年前
的烧砖人、现如今的生态修复者。
在惠民县胡集镇，600多年的龙爪
槐、4 0多年的老门楼等“乡村记
忆”逐一登记、经纬度定位，不仅
便于人们在参观时“按图索骥”，
也为日后城建“留白”提供了依
据。兖州区新驿镇天意合作社拥抱
先进的技术，用上了“私人订制”
的 肥 料 ， 俨 然 已 经 “ 背 靠 实 验
室”。平度市仁兆镇成立的庄户学
院，办学方式“接地气”，一年多
培养出500人，为乡土人才搭建了舞
台……这些篇章，展现就是农民的
创新、奋斗的力量，展现的就是新
时代农村的精气神。

2 .风训治家。《治家》分册选编了
56篇来自乡村的文化传承故事案例。
这些案例，在农村久已沉寂。对他们
的发掘，实际上完成的是对几千年
农耕文化的整理。其中较典型的当
属沾化吴氏的家训。

《史记》三十世家开篇的吴泰
伯，是吴氏的始祖；明朝成化（1465-
1488）年间迁至沾化，吴氏后人一直
保留着耕读传家的传统。岁贡吴茂
华作《自序并家诫》，说“秀才虽贫，

必令子孙读书”“遇绅士以礼，待
百姓以惠”，就是对一家传统的体
现；其后人无论任官职、兴学校、
编县志，都非常注重文教事业，可
视为对家训的实践。民国《沾化县
志》因此评价吴氏家风“良非虚
言”。

类似传承在书中比比皆是。临
沂市河东区冯氏家族，600年来一直
遵循着元末明初冯鹤峻书写的家训
“公宽厚德隆耕读”，传承至今不
衰；孙登勇的父亲生前在乡村教师
岗位上离休，留下了“人生无愧问
天地”“不为小利毁声誉”“与人
无争天地宽”的训导，这在当今纷
杂的社会环境中殊为难得……

由此可见，一家之训是家族风
尚的体现，其训导不在繁简，不在文
辞，而在于可操作性和后人的认可
与坚持。良风所布，德润一乡。

3 .学庸安身。《安身》分册由《〈中
庸〉哲学论》和《〈大学〉功夫论》组
成，是对传统经典的“双创”发展的
成果。作者选择从《礼记》中抽出来
的两篇经典《学》《庸》来讲修身养
性，是有深意的。《中庸》开门见山15

个字“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
道之谓教”，《大学》的“明明德”“亲
民”“止于至善”三纲领和以“修齐治

平”为代表的八条目，凡稍有国学常
识的人都知道，但却未必人人能理
解其中的深意。

《中庸》开篇15个字，说明中国人
是有自己的精神信仰的，因而不需
要靠神道设教来凝聚共识。我们不
能在西方普世价值和历史虚无主义
的影响下，狭隘地认为中国没有精
神支撑。我们甚至可以反过来讲，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元、包容性特
征，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当今中国主
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根基。
而宗教一神论的信仰在很大程度上
容易让一个国家走上单边主义的道
路。两相对比，这足以让我们引以为
荣。

如果说《中庸》是一份修身的
“内功秘籍”，那么《大学》讲的更侧
重于处世为人的外在功夫。《大学》
可以分成三层理解：“明明德”的“内
圣”之道、“新民”的“外王”之道和

“止于至善”——— 运用中庸的原则达
到最合理的状态。在三纲领基础上
展开的八条目，经常被人批评说毫
无逻辑，殊不知这个排序本就不是
依照逻辑推演得出的。因此，理解

《大学》，要在对《中庸》有所领悟的
基础上完成。

《安身》分册，不是一本严格意

义上的学术著作。由于作者在析解
注论中着重于个人修养，并结合现
代哲学体系有所发挥，普通的读者
也可以从中获益匪浅。

让文字
回到实践中去

初读《村学集》，一定会有读者
认为：把赵宗符解读的《学》《庸》，与
段新勇选编的创新案例、刘秀平选
编的家训放在一起，有种莫名其妙
的感觉。但细究三分册的内容，安
身、治家、立业不正是从“修齐治平”
演化出来的内在关联吗？随着乡村
振兴步伐加快，农民的职业化特征
越来越明显，农村居民不仅要懂得
专业，更要保留优秀传统、延续家风
家训，吸收并融入丰富的现代文明，
才能真正地“活出精彩”。因此，“村
学集”的“集”，不是零散性的汇编，
而是有系统的设计。

借鉴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思
想，为乡村振兴助力，改变农民的
头脑，是村学工程的宗旨。这些工
作的重要性，在学界已是共识。不
少专家都曾强调，要借助乡风文明
建设的契机，发掘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的价值，使其在新时代焕发活
力。在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过程
中，这些工作更加重要。因此，村
学工程有坚持下去的必要，而《村
学集》的价值，也会随之显现出
来。

齐鲁书社出版《村学集》，其
初衷既是想探索创新优秀传统文化
的传承方式，还想通过这个作品为
中国古代的“知行合一”做个注
脚。让优秀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发展
结合，让文化自信在农村根深蒂
固，我们相信，还需要更多的《村
学集》面世。

书评

《村学集》：圆梦百年乡建，画赞乡村振兴
王皓淼

有些人喜欢说“看破红尘”，
其实人是不能“看破”的，因为一
旦看破，人就会很消极，无所作
为。

但人也不能斤斤计较，不然就
会时时不愉快，常常痛苦。那人要
怎么样？我以为，人要“看开”，
但不要“看破”。不过很多人分不
清楚二者，他们认为“看开”就是

“看破”，这是不正确的。
“看开”就是说：我不会常常

倒霉，这次的情境别人也碰到过，
只是他碰到时，我不知道而已。

这样大家就不会觉得怎么别人
运气都那么好，只有自己这么倒霉
了。有时大家看见一个人总是穿戴
得整整齐齐，面带笑容，觉得这个
人好像从来没有病过。其实他遭遇

不幸时，他在家里受疾病折磨时，
大家又何尝知道。

做人应该有一颗平常心，这话
听起来很平常，但事实上很不平
常。如果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能
认为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这个人
的情绪就会很稳定。

（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情
绪的奥秘》，作者：曾仕强）

书摘

看开不看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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