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家学说，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为重要思想，其中“修身”关乎一个人的德
行，是一个不断磨炼、不断完善的过程。 在
这个过程中，直面自己的“人生戾气”，学
会陶冶情操、调养身心非常重要。

何谓戾气？ 戾气原是中医名词，“人感
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后引
申为凶暴的情绪，一种极端的个人心理或
社会风气。 其实，戾气发作之人未必是坏
人，只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事后往往
追悔莫及。如何消除戾气、控制情绪？读些
儒家经典非常有用。

《论语·颜渊》中有如下对话：樊迟从
游于舞雩之下， 曰：“敢问崇德、 修慝、辨
惑。 ”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
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 一朝之
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

樊迟问老师 3 个问题：崇德、修慝和
辨惑。 “崇德”关乎德行提升，“修慝”是杜
绝自身的奸邪现象，“辨惑”则是如何消除
人生之大惑。

如何消除人生之“惑”？ 孔子的回答是
控制自己，不让“一朝之忿”爆发。 成年人，
一朝之忿，掐监入狱。 他受到了惩罚，他的
亲人可能比他更加难过。 孔子说“一朝之
忿”是“惑”，就在于这样的人不考虑后果，
只是一味任情发作，害己害人。

此外，在《论语·颜渊》中还有这样一

段对话，也是关于人生之“惑”：子张问崇
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 爱
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 既欲其生，又欲其
死，是惑也。 ”

这段对答涉及崇德、辨惑两项。 有关
“辨惑”回答所指的情况，比“一朝之忿”的
戾气发作和缓一些， 性质则没有什么区
别。 只不过，这样的“惑”常体现于那些读
过书、 有身份的人身上———喜欢一个人，
就想让他活，厌恶一个人，就恨不得他马
上死，这也是“情绪做主”。

古人讲修身的目的是成贤成圣，即使

不想成为圣贤， 也应该在人品上成为君
子。 《论语》开篇“学而时习之”之后，马上
就是“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不
愠 ”即不恼怒 ，与教导樊迟不要 “一朝之
忿”是相似的意思，只是轻重有别而已。

不乱发脾气看似简单，其实是关乎人
格主体的大事情。 儒家讲人与动物、植物
的区别，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人有繁复
多样的情绪。 《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
谓之中”， 所揭示的就是人在情绪方面的
多样性。 情感繁复是人进化完善的表现，
也是人生的大难题。

《中庸》又说“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人
有多重情绪， 如何让各种情绪发作得恰
当、合理，这就需要修身的功夫。 复杂灵敏
的情绪不能“中和”，不是“爱”做主，就是
“恶”或“愠”当家，这便是人格主体不立。

子贡曾问孔子修身的途径，进而联想到
《诗经》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古人治石
器、玉器，必须反复地切磋琢磨，既需谨慎又
需坚持。子贡理解了改造自身脾气秉性方面
的艰辛，所以孔子高兴地回答：“赐也，始可
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

要想自控，就要对脾气秉性进行一番
切磋琢磨的功夫， 从而修炼出自己的品
格。 《荀子·荣辱》对此有更警策的说法：有
狗彘之勇者，有贾盗之勇者，有小人之勇
者，有士君子之勇者。 争饮食，无廉耻，不
知是非，不辟死伤，不畏众强，恈恈然惟利
饮食之见，是狗彘之勇也。

“狗彘之勇”是“猪狗之勇”，这种动物
之“勇”是为争一点利益而不顾死活。 现实
中，这样的“猪狗之勇”便是戾气发作。 从
小处而言，不利于个人的修身养性，也会
使发作之人付出代价；从大处而言，则会
导致人心惶惶， 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这便是戾气之害，荀子将戾气说得如此难
听，也正是想以此警醒人们吧！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央视“百
家讲坛”主讲）

直面人生的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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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山人物八咏
用杜甫秋兴韵

□徐 龙

仲 雍
三万里尘辞故林，遁栖荆棘乱森森。
蛟鼍浪怒千江黑，雾瘴天迷百叠阴。
荒外枕流非洗耳，吴中化俗尽归心。
迩来应笑采薇士，独卧不闻村井砧。

言 偃
席上敷珍目不斜，南方夫子仰重华。
殷勤欲受过庭训，迢递何妨犯斗槎。
弦拂一城风偃草，世逢千帐夜繁笳。
大才未必钓璜得，桃李阴成且看花。

黄公望
天地尽收毫末晖，寥寥烟墨足精微。
山涵仙骨松云异，水想橹声鸥鹭飞。
狱底剑埋人不识，涂中尾曳梦无违。
衲衣芒履未空老，自有清标在遁肥。

钱谦益
百二雄关竟累棋，中原残照角声悲。
舞阳色变献图日，杨子神伤泣路时。
蹈海千年几人往，挥戈四顾一呼迟。
隋珠投暗真多误，徒倚新亭说旧思。

严天池
弦为流水柱为山，夔旷谪来山水间。
三尺桐能追太古，二京尘净是玄关。
昆刀破璞玉飞屑，凤响遏云天霁颜。
至今片石凝仙气，春苔摹谱自班班。

张 旭
笔泻长河东海头，携将逸气自横秋。
樽边剧饮涧虹渴，醉后狂呼山鬼愁。
激电奔时千百折，惊涛缓处两三鸥。
尽罗万法不雕琢，一任天真动帝州。

翁同龢
九域茫茫羡禹功，犹思捧日出云中。
欲求郭隗千金骨，好待袁宏一扇风。
宇内牝晨天未白，沙中锈戟渍凝红。
崔巍蜃阁终虚幻，归去吟边作野翁。

曹大铁
撑胸丘壑叠逶迤，慷慨平生叔度陂。
尽散籯金易缃帙，更凭珠唾折高枝。
秦灰怎奈红羊迫，荆璞任他苍狗移。
欲谒鸿姿今恨晚，一城暮雨正低垂。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无锡市积余实验学校）

开栏语
宋 代 大 儒 张 载 曾 言 ：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
太平。 ”这正是文化传承的
价值和意义。虽然今天的社
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文化
的传承不应也不会断绝，因
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
和根基，滋养着我们的思想
和心灵。 从本期起，周刊将
陆续邀请文化学者解读经
典 、发表见解 ，与读者一起
在文化的世界徜徉、 寻觅、
交谈、求索。

□李 山

对故乡的思念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在
记忆中，故乡可能是一些亲人、一段时光、
一个场景，也可能是一种味道。 有关故乡
的诗文数不胜数，但是像陈鸿年先生 《北
平风物》这般，把故乡描述得如此真实细
致、生动鲜活，并不多见。

《北平风物》最独特的地方，是将抽象
的思念写得非常具体， 从生活、 名胜、节
令、行业、食物等方面描写了老北京特有
的风情。 作者是生于斯长于斯的老北京
人，对北京的生活再熟悉不过。 作者后来
离开北京，海天相望、关山暌隔，寻常的生
活变成珍贵的记忆。 在他笔下 ，《北平风
物》已不仅是对故乡的思念，更是一幅生
动的风土人情画卷，即便是他乡人士读后
也备感亲切。

正如张季鹰的莼鲈之思，对于身在异乡
的人来说，故乡最难以忘怀的，一定是它独
特的味道。 从作者的文字中，我们不难感受
到北京的不同。 老北京浓浓的人情味，繁多
的名胜古迹，四季分明的气候，有趣的行业
百态， 都透露出地域文化特有的骄傲和自
豪。这是每一个热爱故乡的人都会散发出的
情感，这种情感，因为精神上的共鸣，很容易
得到读者认同。

《北平风物》的语言保留了更传统、更纯
正的北京特色， 大量北京话特有的词汇，加
上儿化音，再加上不时冒出的歇后语，都透
露出浓浓的“京味儿”，极好地再现了老北京
风貌，可谓活灵活现、呼之欲出。

作者的平民视角，也是老北京特色的
关键所在。 只有普通百姓，才会有如此丰
富的生活内容，才会对日常生活了解得如
此细致。 作者笔下透着质朴、亲切、生动，
没有丝毫的穿凿 、雕琢之感，拉近了与读
者的距离。 在写吆喝声时，作者这样写道：
“在三九天的寒夜， 晚饭以后， 到睡觉以
前，这一段时间，炉子里冒着挺旺的火苗
儿，女人们坐在炕上做活儿，学生们温习
着功课，大人们谈着话，在街头巷尾，常传
来‘喝了蜜的呀，柿子萝卜，赛梨啊’……”
一幅生动的“围坐消寒图”，这是许多普通
家庭常有的场景，读来让人备感温馨。 像
这种只有亲历才能出现的生活化描写，书
中比比皆是。

读《北平风物》，不仅感到有趣，还能收
获知识。 一些当时特有的风物，像戏园子、老
城建筑、夏季天棚、当当车等，现在早已从生
活中消失，而《北平风物》作为第一手资料，
完整地记录下来，对于北京历史、地理、民俗
等方面的研究，有很高的文化价值。

正如书中序言所说：“在陈先生的心中
有一个活着的北京。 然而这个北京已经永远
消逝了。 ”现在，许多人的故乡也已经或者正
在消逝，虽然“无可奈何花落去”，却也可以
像陈先生一般，描绘它曾经的模样，全方位
记录下那一片思念、一片美好。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肥城市过村中学）

我是个没有风景就活不下去的人。
某日，在教室辅导早读，向窗外望去，被
一片绿荫惹得兴奋起来。 那是一棵偌大
的梧桐树， 树荫恰好送到教室窗前，伸
展的枝叶像是对我的邀请，或许是特地
来这里找我呢。

从那以后，每逢上课的间隙，便望
望那片绿， 我需要这种对望中的欣悦。
这是多么引人遐思的一棵树啊。 “非梧
桐不栖”的凤鸟，让它比别的树多了一
分高贵；“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
苦”， 让它拥有了一分诗意的缠绵；“梧
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在宋
代词人贺铸的笔下，它又多了一种爱的
坚贞。

梧桐开紫色的花，春天里，那是最
优雅的抒情， 一朵朵花风铃般串在一
起，摇曳着一春的喜悦。 梧桐有圆扇般
的叶子，有它在窗前，夏日也不必关窗。
梧桐将叶的影子投映在书上 ， 斑斑驳
驳，既柔和又唯美。 雨天里，学生们一边
读书、一边听雨，好像听到了一段凄美
的故事。

到了深秋，叶子还是深情地不愿离
开。 阳光里，梧桐舒展地铺开叶片，懒懒
地静候体内暖流。 秋风经过，叶子警觉
地醒来，收紧展开的姿态，保护着一颗
不愿凋零的心。 偶尔会有一片飘落，却
连离去也那么婉转绰约。 梧桐叶信守着
花的心愿，在秋天里迎风有声。

又想起小时候窗前的那棵树，至今
仍不时地站在我的视界中。

那是一棵洋槐树。 与梧桐树不同，
洋槐似乎没有那么多的故事和诗意，它
很普通，普通得只属于乡野。 它的木质
硬且重，只适合做那些摔摔碰碰的凳子
和常与坚硬土块打交道的犁耙。 但在我
的眼中，它同样是多情的。

不知何时， 洋槐忽然满树皆花，压
得树枝微微下垂。 白中泛绿的花萼，先
是闭得紧紧的，不两日就笑开了，泛起
笑的红晕。 于是，满院飘香，墙头外、池
塘边，走到哪里，花香便追到哪里。 有
时，花香飘进屋里，我便抬头看那些花，
用力将香气吸入腹中，做出很享受的样
子。 我常常将小桌搬到槐树下，这里比
屋中亮敞得多，也凉快得多。 树叶唰唰
地给我扇风， 麻雀喳喳地要跟我说话，
还有那裹着厚厚袋子的吊吊虫，也荡着
游丝垂下来了。

有月的夜，我常常躺在床上看窗影。

月光在屋里照了一个斜框， 斜框里摇曳
着树影。树影好像不知怎么摆放自己，移
过来又移过去， 我的梦里也常出现一幅
斑驳的图画。梦突然被剪断，我望着黑乎
乎的窗子，总有些害怕。树上的雀儿也醒
了，唧唧一两声又没了动静。我的心却平
静了，因为窗外有雀儿，有那棵树，它们
就陪伴在我的窗前。

现在， 坐在屋里的时间更多了，我
会不时地看看窗外，看看天空，看看远
处那些树。 真希望窗前常有一棵树，洋
槐树、梧桐树，或其他什么树都无所谓，
一棵树便足够。

为什么一棵树那么重要？ 因为它就
在窗前，将窗外世界的风晨雨夕以生命
的形式展现出来。 从一棵树那里获得
的，是整个自然的赠予，还有那些沉静
着的优雅时光。

树是有年轮的，也是有记忆的。 每
个初春， 当它破出嫩芽时， 就是在问：
“还记得去年的我吗？ 还记得去年的春
天吗？ ”当走到窗前惊呼的那一刻，它便
知道彼此都在铭记着那些感动。

子曰：“思其人犹爱其树。 ”莫非树
与人真有着心灵上的沟通？ 坐在窗前
的我，常常对着窗外遐想，多想有一棵
树，靠我很近；或许窗外不远处有一棵
树 ，就是我自己 ，它来到这里 ，也是为
了寻找……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寿县二中）

窗外有棵树
人生边上

读《论语》学修身（1）

老北京的味道
□何 力

阅读时光

《远方》 吉林省省白城师范学院 白焕军

我的
画廊

□仇媛媛

谈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