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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前言

一

众所周知，对本国基本文化常识以及语言文字的熟悉了解和娴熟把握，

是一个大学生，尤其是一个在高校外语院系攻读翻译专业学位的大学生所必

须具备的基本修养。然而，综观多年来所接触、交往和执教的外语专业，也

包括翻译专业在内的在读大学生的情况，我们发觉不少大学生却并不具备这

一基本修养：相当数量的外语专业和翻译专业的在读大学生，对所学外语国

家的文化似乎还能说出个一二，但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反而知之甚少。

更有甚者，不少同学四年大学毕业了，如果说用外语写的文章还差强人意的

话，用自己的母语写的文章却佶屈聱牙、言不及义，甚至文理不通。个中原

因是多方面的，长期以来我们国家的中等教育普遍重应试教育，轻素质教

育，而进入高校的外语院系后，学生多把精力放在外语专业的学习上，对母

语语言文化的学习不重视，于是导致目前这种状况。有鉴于此，我们在翻译

专业创建伊始就提出，有必要给翻译专业的学生开设汉语语言文化课程，并

编写相应的教材，以提高学生的中国语言文化基本修养。此提议得到了教育

部高等学校翻译专业教学协作组等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

与当前学界、坊间众多的“中国文化读本”或“中国文化概论”之类的

读物和教材有所不同的是，我们教材的使用对象首先是高校外语院系翻译专

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 ( 兼顾外语专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 )，他们学习的对象首

先是外国语言、文学、文化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翻译知识和技能，但既然

是翻译专业，其涉及的领域，除对象国的语言、文学、文化之外，本国的语

言、文学、文化无疑也是必不可少的另一端。翻译活动必须经由中外文化之

间的准确对话、互相理解，才可能进行切实有效的文化交流与沟通。这就意

味着在学习外国语言、文学、文化的同时，翻译专业的大学生们不能缺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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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语言、文学、文化的深刻把握，只有具备了这样的文化功底和底蕴，他

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理解世界，也唯有如此，才能使他们在“照花前后

镜，花面交相映”的有意味的比较当中深入把握异质语言、文学和文化，并

能化繁为简，从容游走和出入于本质殊异、各具特色的两种语言、文学、文

化之间，成为一名合格的翻译人才。

长期以来，我们中等学校里的应试教育使得学生一直被考试牵着鼻子

走，无暇旁顾，同时又误以为母语语言文化是天生具备的，不必专门学习，

却没有认识到，文化，即使是母语文化，并不因为我们身处其中就会对其有

天然的清醒认识和自觉把握。更何况中国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和变迁，形成了

极其复杂且多面的文化形态，任何简单的描述都只能是浮光掠影、不得要领

的。因此，如何简捷明了地通过一个学期的课程使得翻译专业的学生们能对

母语语言、文学、文化有比较清晰的认识、理解乃至热爱，就成为本书编写

时的重要目标之一。 

与此同时，考虑到较多翻译专业学生的母语语言文字修养亟待提高，且

母语语言文字在其学习及今后的工作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所以我们在

编选相关文章时，特别注重语言文字优美的文章，希望通过此举能让学生对

母语语言文字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并进而产生喜爱，乃至产生进一步钻研的欲

望。这也成为我们编写本教材时的第二个重要目标。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的编写思路大致是：不追求历时地、面面俱到地

描述勾勒中国文化的整体发展脉络和线索，而是努力从浩瀚的中国文化内容

中提取最具特点、最具本质，也最能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几个点，然后形成一

个面，从而使学生对中国文化有一个新的思考切入点，对自己国家文化的基

本特质能有进一步的深刻认识和把握。与此同时，通过文字优美的选文，让

学生感受到母语语言文字的熏陶，从而逐渐提升自己的母语语言文字的修

养。与此同时，本教材还专门挑选了几篇有代表性的译文作为附录，意在表

明，只要具备了扎实的母语语言文字功底和修养，那么我们的译文也同样可

以像优秀的汉语文学家们创作的作品一样，成为字畅意达、文笔优美的文学

作品。

二

文化是一个客观存在，同时又具有无所定形、无所不包的概念形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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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化在它长期的发展、演变和展示过程中，也呈现出了极其复杂的面貌和

难以句摘的丰富内容。如何为中国文化定位？或者说，何为中国文化？这是

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个问题。从历史看，中国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国家的概

念，在从上古三皇五帝到清朝无数朝代的更迭变迁过程中，其国土面积时大

时小，未有定形；从民族而言，这个边界不甚确定的土地上，养育着以汉民

族为基干的众多民族，能否把非汉族创造的文化简单地排斥在外或包容在

内？不要忘记，这片国土甚至并非始终是汉族人的天下，她不止一次地处在

其他民族的统治之下……再加上文化概念本身的不确定性（文化学上对于文

化的定义，早已超出了 200 种之多，而且还在继续增加），一些明显来自于外

部的文化冲击（如佛教文化的传入和同化、基督教文化的传入与影响等），想

要在一个以文学作品呈现文化的读本中全面地解释和回答这个问题，显然并

非这样一本薄薄的教材所能够承担的。

然而，当我们梳理貌似庞杂、无远弗届的具体的中国文化现象的时候，

我们还是能大致辨识出这纷繁复杂的面目背后，那隐现其中的一个坚硬的核

心—“和”。从表述天人关系的“天人合一”，到阐述政治理念的世界大同，

以王道君临天下；从社会生活中的礼乐文化，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相生；

从人际关系的和睦相处，到艺术生活的调和统一，无不体现着此一“和”字

的不同面相及其功用所在。概而言之，“和”的文化观念大致体现着中国人

对于和平的态度，对于和谐的追求，对于和乐的渴望，对于和顺的祝愿。由

此，中国文化不管经历什么样的沧海桑田的变迁，礼崩乐坏的震荡，都可以

始终在这样一个坚实的核心中重新发育、成长、成熟以至于辉煌灿烂。“和”

之一字，于中国文化之意义概莫大焉。

但“和”字终属一个形而上的概念，其具体的表现则如烂花披锦，垂条

成枝，衍化出无数的表象和具体的意象。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种，我们认为是

中国文化对于人及其生存其中的自然环境的观念和态度，直白地说，就是代

表观念形态的天、代表自然环境的地与中国文化最关注的人本身之间的关

系。对这些关系的充分思考，直接关系到人们各自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

与道德观等核心观念的形成与展开。另一方面，中国人又是实际的、脚踏

实地的，我们对于物我之间关系的认识，也从来都是切实的和现实的，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也莫不如是。这突出地反映在中国人对于“天、地、人”的

认识上。

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具体可感的抓手，打开了一个一窥中国文化奥秘

的窗口。



VIII

中国文学文化读本

具体而言，我们作了如下的尝试： 

从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基本观念出发，结合“天、地、人为三才”

的传统文化理念，以天（道）、地（道）、人（道）为主线，精心选取彰示上

述三者文化观念的文学作品，以融浑和谐、协调人生的“和”为精神依归和

最终指向，大致将本书内容分为三大板块、十五个章节，以期较完整地呈现

出中国文化的面貌与特质。

作为本书所介绍的中国文化的叙述序列，以“天、地、人”这三个思想

范畴及其延展作为全书选篇的依据—它们也意味着本书所展示的中国文化

的主线—可能会招致一些不同意见。中国文化堪称博大精深，它的形态、

面相歧异多样，一本小书恐怕只能使读者窥豹之一斑，见林之一树而已，挂

一漏万在所难免，所作选择，也可能见仁见智，所示观念，也或会人云亦

云，但我们尽量把所介绍的零碎的中国文化观念呈示在一个框架里面，使全

书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板块界限，也使中国文化呈现出相对的整体性，不再是

散金碎玉，而是一线贯珠，以一个较为系统化的总体面目，让读者对中国

文化的不同侧面有更明晰的概念，通读全书，庶几可以有一个大致完整的印

象，也更体现出中国文化万殊一体的独特性。

为达这一目的，我们将“天、地、人”的理论内涵作了一些延伸和演化。

“三才”这一原本来自《易经》的名词术语，反映了中国人最初的文化起点和

一直延续至今的思维模式。其对于“天人”关系，也即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

对于自然运行规律的探索，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中国文化的起点。所谓天

（道），在本书看来，其实表明了中国人对于形而上的探索和思考。本书第一

章就开篇明义，拈出了一个“和”字（礼乐浑融），并将之作为中国文化的

核心观念，不断贯彻到后面的篇章中；第二章体现中国人超越自然的想象和

“天道”（鬼神信仰）；第三章介绍的世界观（玄思妙悟），以及第四章由此而

展开的天时感悟（节令物候），都是“天道”所涉及的几个观察角度。第一

板块的最后一章，即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观（艺趣天成），则是我们对

于形而上的世界的观察与摹画、想象和憧憬，是中国人倾心向往的精神的世

界、心灵的家园，说到底仍是与“天道”相关。

第二大板块的线索是“地”。相比较而言，它是沉潜的、坚实的、形而

下的物质世界，即使是昭示思想、艺术的展现与变化，也需要借迹于多样的

物质形态。因此，自然山水（优游山水）、自然物象（托物言志、寄情物外）、

建筑文化（雕梁画栋）、器物文化（玩物之志），就都囊括其中。有必要指出

的是，中国文化的特性之一，就是特别注重人的存在。所以，在所有的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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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当中，人和自然、精神和物质和谐相处，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也是“和”

这一基本观念的外射。寄情物外也好，托物言志也罢，都是人的精神借了物

的外壳，在互相映射下显示出各自的意义来；建筑文化、器物艺术，也都意

味着把人的无形的神情塑造，凝炼在有形的物象当中。

在这一逻辑的合理导引下，自然就把最后一个板块的主题定为了

“人”——以人的丰富多元的情感为主，也强调风俗、风情和人的社会活动。

借用人类学的一个说法，如果说前面有关天、地的理念是中国文化中的“大

传统”——“雅文化”，那么这里的“人”就更多昭示着中国文化的小传统——

“俗文化”。1 因为要考虑到三个板块的平衡，我们在选择文化观念加以介绍的

时候就不再加以细致区分，并且不得不作出一些取舍：儒家、道家和佛家的

异同，我们就不会有意识地细细分辨，而更多着眼于中国人尤其是普通中国

人的普遍信仰；文学艺术是承载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我们却只让它在选篇

中自然呈现，而不单列一章详加论述；在“人”的板块中不愿跟风近年流行

的“舌尖”文化，并且舍弃了最为国人津津乐道，但却常沦为无节制酗酒口

实的“酒文化”，而是突出了更健康和更能表现“和”之意味的“茶饮文化”

（谁谓茶苦），成为“饮食文化”的代表，等等。至于全书以“丧葬文化”（慎

终追远）作结，是因为葬礼意味着人的现世生活的终结，但仍旧生活着的人

们的态度却会在逝者生命刚刚湮灭的时刻清晰地展现出来。即使如孔子，他

一方面拒绝谈论死后世界，“未知生，焉知死”，另一方面，却又强调“慎终

追远”，仍然传达出了对于逝去的人和他将前往的世界的重视。从某种意义

上说，作为对中国“礼乐”文化的展示，丧葬文化是体现人生最后轨迹的完

美结束。

即使勉强作出以上的区分，可我们时刻不能忘记，文化的涵容性和广泛

性决定了并列其中的文化形态的相通，它们之间的界限往往不易截然划分。

比如茶文化、酒文化、餐桌礼仪文明等等，其实都是饮食文化的不同形式的

表现而已；而当面对一只雕龙饰凤、造型古朴的紫砂壶，我们也可以从不同

角度，或将之归为器物艺术，或把它看作工艺美术作品，甚至简单视之为茶

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在三大板块中的某些篇章，它们的归类是否适

1.　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 · 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eld）在 1956 年出版的《农民社会与文化》

一书中提出的一种二元分析的框架，用来说明在复杂社会中存在的两个不同文化层次的传

统。大传统是指以城市为中心，社会中少数上层人士、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小传统是

指在农村中多数农民所代表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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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它们所具有的属性是否确凿，其实并不是毫无疑问的，仅作为一个大致

的分类，容有不同解释。

三

如上所述，所有这些文化观念、文化特质，本书都试图让它们在中国

文化中生长起来的文学作品中自然呈现出来。文化普及自有专门的著作，

本书无意也无法成为论述性的中国文化普及读物，而更注重宣示文化特质

于较通俗易懂的美文之中。作为文化的最佳载体之一，文学作品从各个方

面都浸润着文化的气质，也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展示着文化本身。文化

在历史的变迁中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每次转身，都在不同时代的文学作

品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本书所选入的文学作品，就是产生在有着几

千年历史的文学史的长河之中，我们试图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刻，选取有

着特殊表现意义的作品，让学生来感受中国文化的不同面目，同时又通过

其他时代的作品，尝试探寻它残留在后世的印痕，或瞻望它跨越时空而不

老的容颜。

考虑到此书的直接对象是高校外语院系翻译专业的学生，以及其他相关

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因此在介绍中国文化之余，本书也特别关注选文

的文学性因素，力图使学生在阅读这些选文时，同时获得对中国文化的基本

了解，得到文学素养的提高。对于大学生的母语文化水平及能力，近年来已

经不断有教师及其他教育界人士指出存在的问题，并为之感到担忧。在长期

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大学生们母语能力的水平高低与他们的文学鉴赏能

力、文化理解能力息息相关，而母语能力则是衡量一个大学生基本修养的重

要指针。对于以翻译为专业的学生而言，文学修养、文字的理解与表达能力

更是不可或缺。为便于翻译专业学生深入了解汉语的文化意蕴以及中国古代

文学的特质，通过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了解中国文化，通过优秀的中外文学

作品对比来加深理解中国文化，进而对中外文化差异有直观感受和较准确把

握，我们在编写本书时，特意挑选了一些较能表现中国文化特质的美文，意

在使读者通过阅读、欣赏这些文字瑰丽、内容丰富的选文，同时在文化、文

学和语言文字几个方面都得到熏染和提升。

为了避免成为单纯的文学读本，本书在选择篇目时，有意识地少选或者

不选诗歌—除了《诗经·关雎》，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中的第一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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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以及《诗经》带给中国文学乃至文化的滋养早已深入肌髓，历千万世而不

衰—而多选散文、小说。作为翻译而言，诗歌翻译始终是一个富于争议的

话题，千百年来围绕着“诗可译不可译”的问题，翻译家、翻译研究者争论

不已，难衷一是。在我们看来，诗歌翻译恐怕更多地取决于翻译者个人的兴

趣和诗歌才赋，而很难作为翻译专业训练的目标。若要通过《中国文学文化

读本》来提高学生对母语语言文字的体验和感悟，阅读散文、小说一类的

作品也许来得更直接、更快捷一些。这也是本教材在编写时多选散文体文学

作品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固然有虚构、有变形，但在所

有文学性的作品中，其所呈现出来的文化面貌的真实性，应该是毋庸置疑

的。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它所生长的文学传统，因此它首先就是一

种文化的产物，也自然成为某种文化的载体。作品的艺术成就越高，越能得

到读者的认同，它承载的文化含量就越大。即使是以虚构为务的小说作品，

何尝不是如实地反映出生活本来的面目和它置身其中的文化氛围？《红楼梦》

的故事发生的年代非清非明，这是作者有意为之。它的人物，无论是宝玉的

“痴”，黛玉的“疑”，抑或宝钗的“正”，晴雯的“烈”……都可以说是一种

完美的艺术创造，而不必也不能落实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人物，但其中百科

全书式地对中国文化的描述和反映，举凡医学、卜筮以及居家日用、节令时

俗等等，却并非艺术虚构，而是忠实地反映了清中期的真景实况，甚至成

为后世某种文化习俗的起点。从这一点而言，小说的情节可以是虚构的，而

场景则应该是真实的，否则就没有了创造的基础，也无从流之广远，引人共

鸣。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的伟大小说常被人拿来解说中国文化，

良有以也。同样的情形在其他的小说作品如《金瓶梅》、《儒林外史》中，也

都清晰可见。君不见大观园在中国各地的四处仿造，正是以小说中的描述为

蓝本；《儒林外史》里科举制度下的芸芸众生相，不仅令人对知识分子的命运

感叹不已，同时也加深了对封建文化的全方位认识；而各地争相开设的“红

楼宴”、“金瓶宴”，其延续及传承的，也正是以往时代的文化和文明。自其

内核言之，则无一不是中国文化丰厚的根基生发出来的枝干与新叶。甚至，

就连对这些伟大小说的创造，也融在了中国文化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

象征乃至代表。

基于以上的种种思考，本书所选篇目并不像一般的文学选本那样，严格

以作品产生的时代先后为序，也不以所选篇什是否为名篇，甚至不以作品

的文体是否清晰为桎梏。除了所反映的文化观念、形态等等，篇目的入选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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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大致就是作品本身的文化内涵，及其对提高学生的语言文字修养的教化意

义。选文的语言艺术价值，是我们在文化含量以外最为重视的一个维度。汉语

文化本身就是中国文化一个最为华彩的部分，汉字之美，还可借外国语言之美

的对照而充分领会，并在语言的互相转化当中体味两者只可意会却难以言传的

妙趣，文化的传习也因此得以自然而愉悦地展开。我们在本教材的最后特地

选择几篇有代表性的译文作为附录推荐给学生阅读，其用意正在于此。

四

即使承载着上述较为宏大的目标，我们还是清楚地知道，本书毕竟首先

是一部教材，它应该具有教材应有的内容和框架。借鉴一般教材的学习要

求，我们设立了精读、泛读和拓展阅读三种阅读形式，每篇前有“解题”，对

本章所介绍之文化观念、形态作一简要说明，旨在帮助学生了解中国文化之

一侧面；篇后“导读”部分，则围绕选篇，稍加展开，不作判断，不为定论，

私心更加期望学生能自作主张，自作发挥。精读与泛读篇目的导读，我们也

有意识地体现了不同的侧重：精读篇目围绕着本章着力介绍的文化现象略加

阐释，而泛读篇目的导读则更偏重其文学性，努力展现选文的文字之美。考

虑到古文的阅读难度，同时也强调学生自主的学习能力和语言锻炼机会，我

们还在相关篇目中作出必要而简明的注释。为更好地引导学生思考每章的文

化观念，我们设立了拓展篇目，除了提供一至二篇与该章主题相关的美文之

外，更提倡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文章，并围绕本章的文化主题加以引申。每

章最后的思考与讨论目的是帮助学生对所述内容作进一步思考，有意识结合

各国不同文化精神、习俗等加以拓展，或充分结合中国文学传统与汉语特

质，对中国文化作“同情之了解”，更希望学生能对所介绍的内容有更多的

发挥。

总之，我们尝试在本书的结构以及篇目选择上留下许多“有意味的空

白”，期望借助这些空白之处，增加本书的开放性，使学生能有机会表达自

己的意见，培育自己对文化的理解以及对文学作品的赏析能力，甚至可以对

所选篇目加以补充、删减。我们认为，这也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学习的兴

趣，最终也会切实提高学生们的学习能力，有助于加深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

理解和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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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浑融——中国文化之核心“和”

【解题】

中国文化的根本，有人说在于“仁”，有人说在于“道”，还有人说在于

“性道合一”，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论述，有偏于哲学的思考，有关于道德

的考量，从不同角度，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文化是个大集合体，形形色色，

定义复杂。要言之是一个国家、民族或一个族群的精神等内在的恒定性，在

他们日常生活、习俗上的外在反映和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在很

多时候都表现为（或致力于表现为）“和”—和谐，和睦，和乐，和顺……

其所达成的进级程序则大致可以概括为“礼乐”：“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

（《礼记·乐记》），礼和乐，既有着层级上的序列分差，同时又是一体之两面，

相辅相成，作用不同，而其道归一，就像是“和”的文化内核的两翼，托举

着中国文化每一次的飞腾。

从历史上看，中国向以“礼仪之邦”自居。这里的“礼”，并不止于礼貌

和礼节。通俗地说，礼代表着一定的人间秩序，乐则是对这种秩序的调和及

完善。相传周公制礼，从此也为天下人制定了一套应该遵守和值得尊重的社

会契约，王公大臣、贩夫走卒、父子夫妻、亲朋陌路，都对自己以及对他人

的世俗行为自觉制约，人间社会也由此得以有秩序地运行。但世间总有难以

均衡的时刻，总有不能自觉行事的世人，此时，乐就作为调和剂、润滑油，

充溢其间，怀柔慰远，使天、地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少些隔阂，“和谐”

也就由此而生，“和乐”就成为理想社会的主调。在这样的文化愿景之下，

天地与人间的一切都是有机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至少可以视为一体。天人

从此合一，万物皆我同胞。不管它们的存在形式是多么的千差万别，最终

都可以在共同的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中相存相续，其乐融融—这就是古人以

音乐形式展示出来的“和”：“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乐者，

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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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乐记》）

有“别”有“化”，求同存异，正是这种礼乐文化—或曰“和”的文

化理念所达成的至境。从中国文化赖以产生的自然和历史环境来看，中国人

更加重视亲缘性而不是地缘性（商代以后才产生了些许的变化），“亲缘关系

是所有关系里的基因”（许倬云语）。这就使得社会成员之间特别重视父慈子

孝、兄良弟悌的亲情，以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拟亲情”，而社会组织

则强调国与家的密切结合，所谓“天下一家”、“民胞物与”。在这样的大家

庭里，“君子和而不同”就自然成为维系、调节这种关系的终极方式。因为

彻底的“同”必不可得，却也不能任由“异”的差别扩大化，求同存异，融

合化解，从而使“异”升级为“和”，让这个大家庭的各个成员都能融入其中，

各安其分，和而不同。扩而演之，和与同，也成为中国人对待世间万物的基

本态度。苏东坡在评价王安石文章的时候就说，荆公的文章不是不妙，文才

不是不高，但他的问题在于“好使人同”，要把自己的标准作为放之四海而

皆准的原则，令天下士人效仿自己，向自己靠拢。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一

片丑陋而无生气的“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在他看来，真正美

丽的风景，是“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的。这真是对于和而不同的妙喻。

音乐作为最能表现“和而不同”的艺术形式，在中国文化的起始阶段就

获得了充分的体认，李泽厚更是视“乐”在中国哲学中实际具有本体的意义，

说它正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成果和表现，不为虚论。孔子如此提倡诗、礼、

乐并重：“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第八》）《吕氏春秋·慎

行》中更是明确了乐的最高境界：“夫乐，天地之精也，得失之节也，故唯圣

人为能和。”这里所说的“和”，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和谐”，正是中国古

代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的超越客观世界的最高审美精神境界—天人合一。所

以我们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的开篇就看到琴瑟和谐的一幕：“琴瑟

友之……钟鼓乐之”。以礼节情，以礼取义，“发乎情，止乎礼义”，正是这

首千古绝唱给我们的初始印象，也奠定下中国文学“温柔敦厚”、“含蓄蕴藉”

的价值取向，从此走上与西方文学迥不相侔的发展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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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

诗 · 周南 · 关雎

关关雎鸠 1，在河之洲 2。窈窕淑女 3，君子好逑 4。

参差荇菜 5，左右流之 6。窈窕淑女，寤寐 7 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8。悠哉悠哉 9，辗转反侧 10。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11。

参差荇菜，左右芼 12 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选自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注释】

1 关关：水鸟鸣叫的声音。雎 (j$) 鸠：一种水鸟。

2 洲：水中的陆地。

3 窈窕 (y2oti2o)：内心、外貌美好的样子。淑：好，善。

4 君子：这里指女子对男子的尊称。逑 (qi%)：配偶。

5 参差 (c8nc~)：长短不齐的样子。荇 (x#ng) 菜：一种多年生的水草，叶子可

以食用。

6 流：用作“求”，意思是求取，择取，顺水势采摘。

7 寤 (w&)：睡醒。寐 (m-i)：睡着。

8 思：语气助词，没有实义。服：思念。

9 悠：忧思的样子。

10 辗转：转动。反侧：翻来覆去。

11 琴瑟：琴和瑟都是古时的弦乐器。友：友好交往，亲近。

12 芼 (m3o)：择，拔取。朱熹据董逌《广川诗故》解为“熟而荐之”。

【导读】

《关雎》是中国最古的诗歌总集《诗经》开篇第一首。正是因为它的这一

重要位置，古代的解经者经常会把它解说为有关政治教化、伦理道德等等的

典范。像《毛诗序》就有“《关雎》，后妃之德也”一类的话，意思是说《关雎》

是歌颂周文王后妃的德行品质的诗歌。这与中国文化往往赋予文学以政治功

用和人伦教化功能不无关系。仅仅从字面上说，《关雎》更像是一首经过了

加工的民间恋歌，这也是许多古代和现当代解经者的意见。如是观之，则全

诗的层次很是清楚，大约可以分为三章。第一章是前四句，主人公看到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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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中的春鸟和鸣，不由得兴起了对于理想情人的渴望；后面八句为第二章，

写主人公对于情人极尽渴慕，但又不能顺利得到佳人垂青，从而惆怅得无

法入睡；第三章或者是诗人的想象，或者是他的自誓，甚至可能是他终于求

得“淑女”并与之成婚以后，他将，或如何，千方百计地使她心情欢乐舒畅，

同她鱼水和谐的情形。诗人渴慕佳人的心情、求偶不顺的痛苦与对佳人的爱

惜，都真实可信，又纯洁真挚，有节制，有喜悦，发自真心，动乎真情，正

是爱情乃至人性中最光辉的闪烁。孔子曾赞美它说：“《关雎》乐而不淫，哀

而不伤。”我们看诗人极写自己的快兴满意而又不涉于侈靡，正是所谓“乐

而不淫”；而诗人“寐始觉而辗转反侧，则身犹在床”（林义光《诗经通解》），

这种思佳人而不得的苦闷，以及对这种苦闷排解的方式，又正是“哀而不伤”

的表现。无论喜和哀，都自觉地规范在“礼”的界限之内，不逾矩，不过分；

表达爱怜、取悦佳人的方式，也是优雅恬静的“琴瑟”之音、“钟鼓”之声。

最终，自然界的乐音与诗人内心喜悦的声音，汇聚在诗人与“淑女”彬彬有

礼的爱情喜悦中，共同升华成了和乐和谐的“和”—这正是中国文化价值

走向的至高顶点或者终极目标。

【泛读】

廉颇蔺相如列传

司马迁

廉颇者，赵之良将也。赵惠文王十六年，廉颇为赵将伐齐，大破之，

取阳晋，拜为上卿，以勇气闻于诸侯。蔺相如者，赵人也，为赵宦者令缪

贤舍人。

赵惠文王时，得楚和氏璧。秦昭王闻之，使人遗赵王书 1，愿以十五城

请易 2 璧。赵王与大将军廉颇诸大臣谋：欲予 3 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见欺 4； 

欲勿予，即患秦兵之来。计未定，求人可使报秦者，未得。宦者令缪贤曰：

“臣舍人蔺相如可使。”王问：“何以知之？”对曰：“臣尝 5 有罪，窃计欲亡走

燕 6，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 7 知燕王？’臣语曰：‘臣尝从大王与燕

王会境上 8，燕王私握臣手，曰“愿结友”9。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谓臣

曰：‘夫赵强而燕弱，而君幸 10 于赵王，故燕王欲结于君。今君乃亡赵走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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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畏赵，其势必不敢留君，而束君归赵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质 11 请罪，则幸

得脱矣。’12 臣从其计，大王亦幸赦臣。臣窃以为其人勇士，有智谋，宜可

使。”于是王召见，问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请易寡人之璧，可予不？”

相如曰：“秦强而赵弱，不可不许。”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

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赵不许，曲在赵。赵予璧而秦不予赵城，曲在秦。均 13

之二策，宁许以负秦曲 14。”王曰：“谁可使者？”相如曰：“王必无人，臣愿

奉 15 璧往使。城入赵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请完璧归赵。”赵王于是遂遣相

如奉璧西入秦。

秦王坐章台 16 见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传以示美人及左

右，左右皆呼万岁。相如视秦王无意偿 17 赵城，乃前曰：“璧有瑕 18，请指示

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 19，倚柱，怒发上冲冠 20，谓秦王曰：“大王

欲得璧，使人发书至赵王，赵王悉 21 召群臣议，皆曰‘秦贪，负其强 22，以

空言求璧，偿城恐不可得’。议不欲予秦璧。臣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

大国乎！且以一璧之故逆 23 强秦之欢，不可。于是赵王乃斋戒五日，使臣奉

璧，拜送书于庭 24。何者？严大国之威以修敬也 25。今臣至，大王见臣列观 26，

礼节甚倨 27；得璧，传之美人，以戏弄臣。臣观大王无意偿赵王城邑，故臣

复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相如持其璧睨 28 柱，欲

以击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辞谢固请 29，召有司案图，指从此以往十五都予

赵。相如度秦王特以诈佯为予赵城 30，实不可得，乃谓秦王曰：“和氏璧，天

下所共传宝也，赵王恐，不敢不献。赵王送璧时，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斋

戒五日，设九宾于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终不可强夺，遂许斋 31 五

日，舍相如广成传 32。相如度秦王虽斋，决负约不偿城，乃使其从者衣褐 33，

怀其璧，从径道亡 34，归璧于赵。

秦王斋五日后，乃设九宾礼于廷，引赵使者蔺相如。相如至，谓秦王

曰：“秦自缪公以来二十余君，未尝有坚明约束 35 者也。臣诚恐见欺于王而负

赵，故令人持璧归，间 36 至赵矣。且秦强而赵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赵，赵

立奉璧来。今以秦之强而先割十五都予赵，赵岂敢留璧而得罪于大王乎？臣

知欺大王之罪当诛，臣请就汤镬 37，唯大王与群臣孰 38 计议之。”秦王与群臣

相视而嘻 39。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杀相如，终不能得璧也，而

绝秦赵之欢，不如因而厚遇之，使归赵，赵王岂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 40

廷见相如，毕礼而归之 41。

相如既 42 归，赵王以为贤大夫使不辱于诸侯，拜相如为上大夫。秦亦不

以城予赵，赵亦终不予秦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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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秦伐赵，拔石城。明年，复攻赵，杀二万人。

秦王使使者告赵王，欲与王为好会于西河外渑池 43。赵王畏秦，欲毋行。

廉颇、蔺相如计曰：“王不行，示赵弱且怯也。”赵王遂行，相如从。廉颇送

至境，与王诀 44 曰：“王行，度道里会遇之礼毕，还，不过三十日。三十日不

还，则请立太子为王。以绝秦望。”王许之，遂与秦王会渑池。秦王饮酒酣 45，

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 46，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

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

奏盆缻 47 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缻，因跪请秦王。

秦王不肯击缻。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 48 矣！”左右

欲刃 49 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 50。于是秦王不怿 51，为一击缻。相

如顾 52 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缻”。秦之群臣曰：“请以赵

十五城为秦王寿”。蔺相如亦曰：“请以秦之咸阳 53 为赵王寿。”秦王竟酒 54，

终不能加胜于赵。赵亦盛设兵 55 以待秦，秦不敢动。

既罢归国，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廉颇曰：“我为赵

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贱

人，吾羞，不忍为之下。”宣言曰：“我见相如，必辱之。”相如闻，不肯与

会。相如每朝时，常称病，不欲与廉颇争列 56。已而 57 相如出，望见廉颇，

相如引车避匿。于是舍人 58 相与谏曰：“臣所以去亲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

高义也。今君与廉颇同列，廉君宣恶言而君畏匿之，恐惧殊甚，且庸人尚羞

之，况于将相乎！臣等不肖 59，请辞去。”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视廉将

军孰与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

其群臣，相如虽驽 60，独畏廉将军哉？顾 61 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

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

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廉颇闻之，肉袒负荆 62，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曰：

“鄙贱之人，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卒相与欢，为刎颈之交。

……

（选自《史记》，中华书局）

【注释】

1 遗（w-i）：送给。书：信。

2 易：交换。

3 予：同“与”，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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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徒见欺：白白地被欺骗。徒：白白地。见：被，古代汉语中常用来表示被

动。

5 尝：曾经。

6 窃计：私下打算。亡：逃。走：跑。

7 何以：怎么，凭什么，根据什么。

8 会境上：相会在（赵国）边境上。

9 愿结友：愿意结交为朋友。

10 幸：宠爱。这里指被宠爱。

11 肉袒：脱去衣服，露出肢体。伏斧质：趴伏在腰斩犯人的刑具上。斧质：

古代用来腰斩犯人的刑具，类似现在的铡刀。

12 幸：侥幸。脱：解脱，免罪。

13 均：衡量。

14 负秦曲：使秦国承担理屈的责任。负：负担。这里用作使动词，使……

负担。

15 奉：同“捧”，表示敬重的意思。

16 章台：秦离宫中的宫殿之一。秦王不在正殿见蔺相如，可见其对于赵国

来使的轻蔑和简慢。

17 偿：支付，付给。

18 瑕：玉璧上的赤色小斑点，瑕疵。

19 却立：退后几步站着。却：后退。

20 怒发上冲冠：因为愤怒，头发往上直竖，把帽子都冲顶起来，表示愤怒

异常。

21 悉：全部。

22 负其强：倚仗着其强大。负：倚仗，仗恃。

23 逆：触逆，冲撞。意指惹怒强大的秦国，不能与之结好。

24 拜：叩头。庭：同“廷”，正殿之上。

25 严：尊重。修敬：表示敬意。

26 列观：普通宫殿，指章台。

27 倨（j&）：傲慢。

28 睨（n#）：斜着眼看。

29 辞谢固请：婉言道歉，坚决请求原谅。

30 度（du5）：揣测，估计。特：只不过。详：同“佯”，假装。

31 许斋：答应斋戒。

32 舍相如广成传：将相如安置在广成传舍歇宿。舍（sh-）：安置住宿。广成：

宾馆名称。

33 衣褐（h-）：穿着破布衣服。衣：动词，穿衣。褐：兽毛或粗麻制成的短衣，

古时一般是穷人的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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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从径道亡：从小路逃回（赵）国。径道：小路，便道。亡：逃走。

35 坚明约束：坚守信诺和约定。

36 间：抄小路。

37 汤镬（hu7）：煮着沸水的锅。这里指古代的一种酷刑，把大锅里的水或

油烧得滚开，把犯人投入锅中烹煮。

38 孰：同“熟”，仔细，详细。

39 嘻：这里用作动词，指因为又惊又怒而发出的声音。

40 卒：终于，终究。

41 毕：完成。归之：即“使之归”。

42 既：已经。

43 好会：友好会面。渑（mi2n）池：在今河南省渑池县境内。

44 诀：诀别，告别。

45 酣：饮酒畅快之际。

46 好（h3o）音：喜欢音乐。好：喜欢。

47 盆缻（f6u）：本为盛酒用的瓦器，秦人也作乐器用，唱歌时击瓦缶伴奏。

缻，同“缶”，瓦器。

48 以颈血溅大王：把我脖子里的血溅在大王您的身上，意思是和秦王同归于尽。

49 刃：用刀刺。

50 靡：倒退。

51 怿（y#）：喜悦，高兴。

52 顾：回头。

53 咸阳：秦国的国都，在今陕西省。

54 竟酒：直到酒宴结束。竟：结束。

55 盛设兵：大规模地布置兵力。盛：多。

56 争列：争夺上朝时排列的位子。

57 已而：后来，过了一段时间。

58 舍人：门客。

59 不肖：不中用，没有才能。

60 驽（n%）：劣马，指愚蠢不中用。

61 顾：但，只是。

62 负荆：背着荆条，任由对方以荆条抽打责罚自己，表示请罪的意思。荆：

荆棘的枝条。

【导读】

“将相和”是久远流传于中国的著名历史故事，也是各种小说戏曲的素

材来源以及进入到大众日常语言的典故之一。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它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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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风度的垂范、人际关系的理想，甚至还是一种治国愿望的表述。简单

说，它是中华民族“和”—和谐、和睦、和而不同、和衷共济—的文化

基因在社会生活中的集中体现。廉颇，武将，蔺相如，文官，一文一武，本

就隔着沟通的深壑，何况还有功高位低的不平和抱怨。两人又都是赵国的中

流砥柱，缺一不可。对于赵国而言，文武兼能，就恰似家中琴瑟和谐，“家

和万事兴”；文武不和，则不啻自毁长城，使“亲者痛而仇者快”。正所谓和

则双美，分则两伤。惟有和，赵国上下一心的图景，才能带来强国的希望，

也使敌国不敢小觑，连强大的秦国也无可奈何—内有蔺相如以极大的智慧

和勇气，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廷叱”秦王；外则有威名远播的廉颇陈设重兵，

虎视眈眈，时刻准备打击来犯之敌—这才使得赵国保存了自己的利益和尊

严。虽则廉颇刚开始还斤斤计较自己的功劳和职位的不相称，或者说对出身

卑微的蔺相如仅凭口舌之勇就能位居其上而不满，但值得庆幸的是，当事的

另外一方—蔺相如—的先公后私，以及基于对大局的高瞻远瞩，对于将

相和睦与保障国家利益之关系的清醒认识，使得这一局面得以继续维持。这

是真正把“和”的思想由“修身、齐家”推及于“治国、平天下”。

我们不能不提到廉颇对自身错误的高度自觉及勇于改正。身经百战，九

死一生换来的功名和威望，居然不及只凭“三寸不烂之舌”的口舌之勇，这

样的偏见和浅见让老将激愤、不满，也属理之必然。但难得的是，在他间接

听闻了蔺相如的心声之后，立即幡然悔悟，甚至“肉袒负荆”，上门请罪，也

是了不起的英雄之举。说到底，蔺相如的一番言论打动了他，是基于他自身

的国家利益为先的大局观，以及对于“和”的思想的领悟和实践。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廉颇、蔺相如“将相和”这一精彩的历史故事真

正引人入胜之处，并不在于赵国如何活在强敌环伺之际，或者蔺相如的机

敏勇毅、廉颇的万夫莫敌，而恰在于一个国家、集团内部文官武将的各守其

职，相得相能，和谐共事，是如何保证着国强民安，从而可以王霸天下，最

终实现圣人“王道”的政治理想。虽然在当时那个变幻莫测的时代，影响能

否行使“王道”的因素有很多，并非单凭将相和睦就能成就这一理想，但此

一“和”字内蕴的谦让、包容、各安其职、团结和睦，以及由此彰显出来的

中华“礼”、“乐”精神，直到今天对我们仍有着极大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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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及自选篇目】

三孝廉让产立高名

冯梦龙

紫荆枝下还家日，花萼楼中合被时。

同气从来兄与弟，千秋羞咏《豆萁诗》。

这首诗，为劝人兄弟和顺而作。用着三个故事，看官听在下一一分剖。

第一句说：“紫荆枝下还家日。”昔时有田氏兄弟三人，从小同居合爨。

长的娶妻叫田大嫂，次的娶妻叫田二嫂，妯娌和睦，并无闲言。惟第三的年

小，随着哥嫂过日。后来长大娶妻，叫田三嫂。那田三嫂为人不贤，恃着自

己有些妆奁，看见夫家一锅里煮饭，一桌上吃食，不用私钱，不动私秤，便

私房要吃些东西，也不方便，日夜在丈夫面前撺掇：“公堂钱库田产，都是伯

伯们掌管，一出一入，你全不知道。他是亮里，你是暗里，用一说十，用十

说百，那里晓得？目今虽说同居，到底有个散场。若还家道消乏下来，只苦

得你年幼的。依我说，不如早早分析，将财产三分拨开，各人自去营运，不

好么？”田三一时被妻言所惑，认为有理，央亲戚对哥哥说，要分析而居。

田大、田二初时不肯，被田三夫妇内外连连催逼，只得依允，将所有房产钱

谷之类，三分拨开，分毫不多，分毫不少。只有庭前一棵大紫荆树，积祖传

下，极其茂盛，既要析居，这树归着那一个？可惜正在开花之际，也说不得

了。田大至公无私，议将此树砍倒，将粗本分为三截，每人各得一截，其馀

零枝碎叶，论秤分开。商议已妥，只待来日动手。次日天明，田大唤了两个

兄弟，同去砍树。到得树边看时，枝枯叶萎，全无生气。田大把手一推，其

树应手而倒，根芽俱露。田大住手，向树大哭。两个兄弟道：“此树值得甚

么？兄长何必如此痛惜。”田大道：“吾非哭此树也。思我兄弟三人，产于一

姓，同爷合母，比这树枝枝叶叶，连根而生，分开不得。根生本，本生枝，

枝生叶，所以荣盛。昨日议将此树分为三截，那树不忍活活分离，一夜自家

枯死。我兄弟三人若分离了，亦如此树枯死，岂有荣盛之日，吾所以悲哀

耳！”田二、田三闻哥哥所言，至情感动：“可以人而不如树乎？”遂相抱做

一堆，痛哭不已。大家不忍分析，情愿依旧同居合爨。三房妻子听得堂前哭

声，出来看时，方知其故。大嫂、二嫂各各欢喜，惟三嫂不愿，口出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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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三要将妻逐出，两个哥哥再三劝住。三嫂羞惭，还房自缢而死，此乃自作

孽不可活。这话搁过不题。再说田大可惜那棵紫荆树，再来看时，其树无人

整理，自然端正，枝枯再活，花萎重新，比前更加烂漫。田大唤两个兄弟来

看了，各人嗟讶不已。自此田氏累世同居。有诗为证：

紫荆花下说三田，人合人离花亦然。

同气连枝原不解，家中莫听妇人言。

第二句说：“花萼楼中合被时。”那花萼楼在陕西长安城中，大唐玄宗皇

帝所建。玄宗皇帝就是唐明皇，他原是唐家宗室，因为韦氏乱政，武三思专

权，明皇起兵诛之，遂即帝位。有五个兄弟，皆封王爵，时号“五王”。明

皇友爱甚笃，起一座大楼，取《诗经·棠棣》之义，名曰花萼，时时召五王

登楼欢宴。又制成大幔，名为“五王帐”。帐中长枕大被，明皇和五王时常

同寝其中。有诗为证：

羯鼓频敲玉笛催，朱楼宴罢夕阳微。

宫人秉烛通宵坐，不信君王夜不归。

第四句说：“千秋羞咏《豆萁诗》。”后汉魏王曹操长子曹丕，篡汉称帝。

有弟曹植，字子建，聪明绝世，操生时最所宠爱，几遍欲立为嗣而不果。曹

丕衔其旧恨，欲寻事而杀之。一日，召子建问曰；“先帝每夸汝诗才敏捷，朕

未曾面试。今限汝七步之内，成诗一首。如若不成，当坐汝欺诳之罪。”子

建未及七步，其诗已成，中寓规讽之意。诗曰：“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丕见诗感泣，遂释前恨。后人有诗为证：

从来宠贵起猜疑，七步诗成亦可危。

堪叹釜萁仇未已，六朝骨肉尽诛夷。

说话的，为何今日讲这两三个故事？只为自家要说那“三孝廉让产立高

名”。这段话文不比曹丕忌刻，也没子建风流，胜如紫荆花下三田，花萼楼

中诸李。随你不和顺的弟兄，听着在下讲这节故事，都要学好起来。正是：

要知天下事，须读古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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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故事出在东汉光武年间，那时天下义安，万民乐业，朝有梧凤之鸣，

野无谷驹之叹。原来汉朝取士之法，不比今时，他不以科目取士，惟凭州郡

选举。虽则有博学宏词、贤良方正等科，惟以孝廉为重。孝者，孝弟；廉者，

廉洁。孝则忠君，廉则爱民。但是举了孝廉，便得出身做官。若依了今日的

事势，州县考个童生，还有几十封荐书。若是举孝廉时，不知多少分上钻

剌，依旧是富贵子弟钻去了。孤寒的便有曾参之孝，伯夷之廉，休想扬名显

姓。只是汉时法度甚妙，但是举过某人孝廉，其人若果然有才有德，不拘资

格，骤然升擢，连举主俱纪录受赏；若所举不得其人，后日或贪财坏法，轻

则罪黜，重则抄没，连举主一同受罪。那荐人的，与所荐之人休戚相关，不

敢胡乱。所以公道大明，朝班清肃。不在话下。

且说会稽郡阳羡县，有一人姓许，名武，字长文。十五岁上，父母双

亡，虽然遗下些田产童仆，奈门户单微，无人帮助。更兼有两个兄弟，一名

许晏，年方九岁，一名许普，年方七岁，都则幼小无知，终日赶着哥哥啼

哭。那许武日则躬率童仆，耕田种圃，夜则挑灯读书。但是耕种时，二弟虽

未胜耰锄，必使从旁观看。但是读书时，把两小兄弟，坐于案旁，将句读亲

口传授，细细讲解，教以礼让之节，成人之道。稍不率教，辄跪于家庙之

前，痛自督责，说自己德行不足，不能化诲，愿父母有灵，启牖二弟，涕泣

不已。直待兄弟号泣请罪，方才起身，并不以疾言倨色相加也。室中只用铺

陈一副，兄弟三人同睡。如此数年，二弟俱已长成，家事亦渐丰盛。有人劝

许武娶妻，许武答道：“若娶妻，便当与二弟别居。笃夫妇之爱，而忘手足之

情，吾不忍也。”繇是昼则同耕，夜则同读，食必同器，宿必同床。乡里传

出个大名，都称为“孝弟许武”。又传出几句口号，道是：“阳羡许季长，耕

读昼夜忙。教诲二弟俱成行，不是长兄是父娘。”

时州牧郡守，俱闻其名，交章荐举，朝廷征为议郎。下诏会稽郡，太守

奉旨，檄下县令，刻日劝驾。许武迫于君命，料难推阻，分付两个兄弟：“在

家躬耕力学，一如我在家之时，不可懈惰废业，有负先人遗训。”又嘱付奴仆：

“俱要小心安分，听两个家主役使，早起夜眠，共扶家业。”嘱付已毕，收拾行

装，不用官府车辆，自己雇了脚力登车，只带一个童儿，望长安进发。不一

日，到京朝见受职。长安城中，闻得孝弟许武之名，争来拜访识荆，此时望重

朝班，名闻四野。朝中大臣探听得许武尚未婚娶，多欲以女妻之者。许武心下

想道：“我兄弟三人，年皆强壮，皆未有妻。我若先娶，殊非为兄之道。况我

家世耕读，侥幸备员朝署，便与缙绅大家为婚，那女子自恃家门，未免骄贵之

气。不惟坏了我儒素门风，异日我两个兄弟娶了贫贱人家女子，妯娌之间，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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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相处？从来兄弟不睦，多因妇人而起，我不可不防其渐也。”腹中虽如此踌

论，却是说不出的话。只得权辞以对，说家中已定下糟糠之妇，不敢停妻再

娶，恐被宋弘所笑。众人闻之，愈加敬重。况许武精于经术，朝廷有大政事，

公卿不能决，往往来请教他。他引古证今，议论悉中窾要。但是许武所议，众

人皆以为确不可易，公卿倚之为重。不数年间，累迁至御史大夫之职。忽一

日，思想二弟在家，力学多年，不见州郡荐举，诚恐怠荒失业，意欲还家省

视。遂上疏，其略云：“臣以菲才，遭逢圣代，致位通显，未谋报称，敢图暇

逸？但古人云：‘人生百行，孝弟为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先父母早背，

域兆未修；臣弟二人，学业未立；臣三十未娶。五伦之中，乃缺其三。愿赐臣

假，暂归乡里。倘念臣犬马之力，尚可鞭笞，奔驰有日。”天子览奏，准给假

暂归，命乘传衣锦还乡，复赐黄金二十斤为婚礼之费。许武谢恩辞朝，百官俱

于郊外送行。正是：

报道锦衣归故里，争夸白屋出公卿。

许武既归，省视先茔已毕，便乃纳还官诰，只推有病，不愿为官。过了

些时，从容召二弟至前，询其学业之进退。许晏、许普应答如流，理明词

畅，许武心中大喜。再稽查田宅之数，比前恢廓数倍，皆二弟勤俭之所积

也。武于是遍访里中良家女子，先与两个兄弟定亲，自己方才娶妻，续又与

二弟婚配。约莫数月，忽然对二弟说：“吾闻兄弟有析居之义。今吾与汝，皆

已娶妇，田产不薄，理宜各立门户。”二弟唯唯惟命。乃择日治酒，遍召里

中父老，三爵已过，乃告以析居之事。因悉召僮仆至前，将所有家财，一一

分剖。首取广宅自予，说道：“吾位为贵臣，门宜 戟，体面不可不肃。汝辈

力田耕作，得竹庐茅舍足矣。”又阅田地之籍，凡良田悉归之己，将硗薄者

量给二弟，说道：“我宾客众盛，交游日广，非此不足以供吾用。汝辈数口之

家，但能力作，只此可无冻馁，吾不欲汝多财以损德也。”又悉取奴仆之壮

健伶俐者，说道：“吾出入跟随，非此不足以给使令。汝辈合力耕作，正须此

愚蠢者作伴，老弱馈食足矣，不须多人费汝衣食也。”众父老一向知许武是

个孝弟之人，这番分财，定然辞多就少，不想他般般件件，自占便宜，两个

小兄弟所得，不及他十分之五，全无谦让之心，大有欺凌之意。众人心中甚

是不平。有几个刚直老人气忿不过，竟自去了。有个心直口快的，便想要开

口，说公道话，与两个小兄弟做乔主张。其中又有个老成的，背地里捏手捏

脚，教他莫说，以此罢了。那教他莫说的，也有些见识，他道：“富贵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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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贫贱的人，不是一般肚肠。许武已做了显官，比不得当初了。常言道：疏

不间亲。你我终是外人，怎管得他家事？就是好言相劝，料未必听从，枉费

了唇舌，到挑拨他兄弟不和。倘或做兄弟的肯让哥哥，十分之美，你我又呕

这闲气则甚？若做兄弟的心上不甘，必然争论。等他争论时节，我们替他做

个主张，却不是好？”正是：

事非干己休多管，话不投机莫强言。

原来许晏、许普，自从蒙哥哥教诲，知书达礼，全以孝弟为重。见哥哥

如此分析，以为理之当然，绝无几微不平的意思。许武分拨已定，众人皆

散。许武居中住了正房，其左右小房，许晏、许普各住一边，每日率领家奴

下田耕种，暇则读书，时时将疑义叩问哥哥，以此为常。妯娌之间，也学他

兄弟三人一般和顺。从此里中父老，人人薄许武之所为，都可怜他两个兄

弟，私下议论道：“许武是个假孝廉，许晏、许普才是个真孝廉。他思念父母

面上，一体同气，听其教诲，唯唯诺诺，并不违拗，岂不是孝？他又重义轻

财，任分多分少，全不争论，岂不是廉？”起初里中传个好名，叫做“孝弟

许武”，如今抹落了武字，改做“孝弟许家”，把许晏、许普弄出一个大名来。

那汉朝清议极重，又传出几句口号，道是：“假孝廉，做官员；真孝廉，出口

钱。假孝廉，据高轩；真孝廉，守茅檐。假孝廉，富田园；真孝廉，执锄镰。

真为玉，假为瓦；瓦为厦，玉抛野。不宜真，只宜假。”

那时明帝即位，下诏求贤，令有司访问笃行有学之士，登门礼聘，传驿

至京。诏书到会稽郡，郡守分谕各县。县令平昔已知许晏、许普让产不争之

事，又值父老公举他真孝真廉，行过其兄，就把二人申报本郡。郡守和州牧

皆素闻其名，一同举荐。县令亲到其门，下车投谒，手捧玄 束帛，备陈天

子求贤之意。许晏、许普，谦让不已。许武道：“幼学壮行，君子本分之事。

吾弟不可固辞。”二人只得应诏，别了哥嫂，乘传到于长安，朝见天子。拜

舞已毕，天子金口玉言，问道：“卿是许武之弟乎？”晏、普叩头应诏。天子

又道：“闻卿家有孝弟之名。卿之廉让，有过于兄，朕心嘉悦。”晏、普叩头

道：“圣运龙兴，辟门访落，此乃帝王盛典。郡县不以臣晏、臣普为不肖，有

溷圣聪。臣幼失怙恃，承兄武教训，兢兢自守，耕耘诵读之外，别无他长。

臣等何能及兄武之万一。”天子闻对，嘉其谦德，即日俱拜为内史。不五年

间，皆至九卿之位。居官虽不如乃兄赫赫之名，然满朝称为廉让。

忽一日，许武致家书于二弟。二弟拆开看之，书曰：“匹夫而膺辟召，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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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而至九卿，此亦人生之极荣也。二疏有言：‘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既无

出类拔萃之才，宜急流勇退，以避贤路。”晏、普得书，即日同上疏辞官，

天子不许。疏三上，天子问宰相宋均道：“许晏、许普壮年入仕，备位九卿，

朕待之不薄，而屡屡求退，何也？”宋均奏道：“晏、普兄弟二人，天性孝

友。今许武久居林下，而晏、普并驾天衢，其心或有未安。”天子道：“朕并

召许武，使兄弟三人同朝辅政何如？”宋均道：“臣察晏、普之意，出于至

诚。陛下不若姑从所请，以遂其高，异日更下诏征之。或访先朝故事，就近

与一大郡，以展其未尽之才，因使便道归省，则陛下好贤之诚，与晏、普友

爱之义，两得之矣！”天子准奏，即拜许晏为丹阳郡太守，许普为吴郡太

守，各赐黄金二十斤，宽假三月，以尽兄弟之情。许晏、许普谢恩辞朝，公

卿俱出郭，到十里长亭，相饯而别。

晏、普二人，星夜回到阳羡，拜见了哥哥，将朝廷所赐黄金，尽数献

出。许武道：“这是圣上恩赐，吾何敢当！”教二弟各自收去。次日，许武

备下三牲祭醴，率领二弟到父母坟茔拜奠了毕，随即设宴遍召里中父老。

许氏三兄弟，都做了大官，虽然他不以富贵骄人，自然声势赫奕，闻他呼

唤，尚不敢不来，况且加个请字，那时众父老来得愈加整齐。许武手捧酒

卮，亲自劝酒。众人都道：“长文公与二哥、三哥接风之酒，老汉辈安敢僭

先！”比时风俗淳厚，乡党序齿，许武出仕已久，还叫一句“长文公”，那

两个兄弟，又下一辈了，虽是九卿之贵，乡尊故旧，依旧称“哥”。许武道：

“下官此席，专屈诸乡亲下降，有句肺腑之言奉告。必须满饮三杯，方敢奉

闻。”众人被劝，只得吃了。许武教两个兄弟次第把盏，各敬一杯。众人饮

罢，齐声道：“老汉辈承贤昆玉厚爱，借花献佛，也要奉敬。”许武等三人，

亦各饮讫。众人道：“适才长文公所论金玉之言，老汉辈拱听已久，愿得示

下。”许武叠两个指头，说将出来。言无数句，使听者毛骨耸然。正是：

斥鷃不知大鹏，河伯不知海若。

圣贤一段苦心，庸夫岂能测度。

许武当时未曾开谈，先流下泪来。吓得众人惊惶无措，两个兄弟慌忙

跪下，问道：“哥哥何事悲伤？”许武道：“我的心事，藏之数年，今日不得

不言。”指着晏、普道：“只因为你两个名誉未成，使我作违心之事，冒不韪

之名，有玷于祖宗，贻笑于乡里，所以流泪。”遂取出一卷册籍，把与众人

观看：原来是田地屋宅及历年收敛米粟布帛之数。众人还未晓其意。许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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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道：“我当初教育两个兄弟，原要他立身修道，扬名显亲。不想我虚名早

著，遂先显达。二弟在家，躬耕力学，不得州郡征辟。我欲效古人祁大夫内

举不避亲，诚恐不知二弟之学行者，说他因兄而得官，误了终身名节。我故

倡为析居之议，将大宅良田，强奴巧婢，悉据为己有。度吾弟素敦爱敬，决

不争竞。吾暂冒贪饕之迹，吾弟方有廉让之名。果蒙乡里公评，荣膺征聘。

今位列公卿，官常无玷，吾志已遂矣。这些田房奴婢，都是公共之物，吾岂

可一人独享！这几年以来，所收米谷布帛，分毫不敢妄用，尽数开载在那册

籍上。今日交付二弟，表为兄的向来心迹，也教众乡尊得知。”众父老到此，

方知许武先年析产一片苦心，自愧见识低微，不能窥测，齐声称叹不已。只

有许晏、许普哭倒在地，道：“做兄弟的蒙哥哥教训成人，侥幸得有今日。谁

知哥哥如此用心！是弟辈不肖，不能自致青云之上，有累兄长。今日若非兄

长自说，弟辈都在梦中。兄长盛德，从古未有。只是弟辈不肖之罪，万分难

赎。这些小家财，原是兄长苦挣来的，合该兄长管业。弟辈衣食自足，不消

兄长挂念。”许武道：“做哥的力田有年，颇知生殖。况且宦情已淡，便当老

于耰锄，以终天年。二弟年富力强，方司民社，宜资庄产，以终廉节。”晏、

普又道：“哥哥为弟辈而自污。弟辈既得名，又欲得利，是天下第一等贪夫

了，不惟玷辱了祖宗，亦且玷辱了哥哥。万望哥哥收回册籍，聊减弟辈万一

之罪！”

众父老见他兄弟三人交相掖让，你不收，我不受，一齐向前劝道：“贤昆

玉所言，都则一般道理。长文公若独得了这田产，不见得向来成全两位这一

段苦心。两位若径受了，又负了令兄长文公这一段美意。依老汉辈愚见，宜

作三股均分，无厚无薄，这才见兄友弟恭，各尽其道。”他三个兀自你推我

让。那父老中有前番那几个刚直的，挺身向前，厉声说道：“吾等适才处分，

甚得中正之道，若再推逊，便是矫情沽誉了。把这册籍来，待老汉与你分

剖！”许武弟兄三人，更不敢多言，只得凭他主张。当时将田产配搭三股分

开，各自管业。中间大宅，仍旧许武居住。左右屋宇窄狭，以所在粟帛之数

补偿晏、普，他日自行改造。其僮婢，亦皆分派。众父老都称为公平。许武

等三人施礼作谢，邀入正席饮酒，尽欢而散。许武心中终以前番析产之事为

歉，欲将所得良田之半，立为义庄，以赡乡里。许晏、许普闻知，亦各出己

产相助。里中人人叹服。又传出几句口号来，道是：“真孝廉，惟许武；谁继

之？晏与普。弟不争，兄不取。作义庄，赡乡里。呜呼孝廉谁可比！”晏、

普感兄之义，又将朝廷所赐黄金，大市牛酒，日日邀里中父老与哥哥会饮。

如此三月，假期已满，晏、普不忍与哥哥分别，各要纳还官诰。许武再三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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谕，责以大义，二人只得听从，各携妻小赴任。

却说里中父老，将许武一门孝弟之事，备细申闻郡县，郡县为之奏闻。

圣旨命有司旌表其门，称其里为孝弟里。后来三公九卿，交章荐许武德行绝

伦，不宜逸之田野。累诏起用，许武只不奉诏。有人问其缘故，许武道：“两

弟在朝居位之时，吾曾讽以知足知止。我若今日复出应诏，是自食其言了。

况方今朝廷之上，是非相激，势利相倾，恐非缙绅之福，不如躬耕乐道之为

愈耳！”人皆服其高见。

再说晏、普到任，守其乃兄之教，各以清节自励，大有政声。后闻其兄

高致，不肯出山，弟兄相约，各将印绶纳还，奔回田里，日奉其兄为山水之

游，尽老百年而终。许氏子孙昌茂，累代衣冠不绝，至今称为“孝弟许家”

云。后人作歌叹道：

今人兄弟多分产，古人兄弟亦分产。

古人分产成弟名，今人分产但嚣争。

古人自污为孝义，今人自污争微利。

孝义名高身并荣，微利相争家共倾。

安得尽居孝弟里，却把阋墙人愧死。

（选自《醒世恒言》第二卷，上海古籍出版社）

【思考与讨论】

1. 你所理解的中国文化都有什么特点？请试举数端并分析之。

2. 以“和”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在当今世界中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