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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6岁的李乐观是
我市的一名文化学者，还是
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河南省
基层优秀宣讲员、焦作市优
秀青年社科专家、焦作市诗
词学会秘书长、焦作大学客
座教授，拥有诸多头衔的
他，为何对《论语》如此痴
迷？《论语》对他的人生产生
了哪些积极影响？

“根据孔子的自述，他
在40岁时到达人生‘不惑’
的阶段。说来惭愧，我40
岁左右才开始读《论语》。”
李乐观说。而痴迷《论语》，
还要从女儿说起。

5年前，李乐观的女儿
还在读小学，为了让女儿接
触一些国学经典，他就引导

女儿在家读《论语》。“当时
孩子不喜欢读，觉得《论语》
枯燥乏味，我就和爱人商
量，每天晚饭后抽出半个小
时陪孩子一起读。”李乐观
说。

由于李乐观平时就对
古诗文感兴趣，喜欢写诗
词、散文，在陪读的过程中，
他逐渐对《论语》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尤其是《论语》中
简洁优美的章句以及蕴藉
含蓄的人生哲理，让他深深
着迷。

“读《论语》，我被孔子
和他的弟子们所感动，他们
的精神生生不息，亘古长
存。”李乐观说。他举例，比
如“当仁，不让于师。”“士不

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
而后已，不亦远乎？”这些话
读起来让人振聋发聩。

“我们品读这些经典，
就可以感受到中国历史上为
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民族脊
梁，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
的坐标，即孔子和他的弟子
们。正是有这样的精神赓
续，中华民族无论遇到任何
艰险，总会有人站出来。这
让我特别感动。”李乐观说。

在李乐观看来，《论语》
中谈及的道德规范、行为准
则同样适用于当今社会。他
讲了一个故事：孔子的弟子
子游在外地做官，回来时孔
子问他，有没有得到什么人

才。子游回答，有一个叫澹
台灭明的人，行不由径，如果
不是公共的事务需要讨论，
他就不曾私下到我住处来。

“行不由径，本意是指
从来不走邪路，比喻行动正
大光明，也可以理解成走路
不走捷径。我每次过马路
时，想起这句话就不会斜穿
猛跑，而是按照交通标志行
走，这个故事给了我一个很
直观的参照。”李乐观说。
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他
对行不由径也有了更深层
次的理解：在社会上办事，
不要动辄托关系、找捷径，
人人都像澹台灭明一样，社
会风气也会变得气清景明。

11月19日，细雨微风，安适如常。在市站前路上的一间文化工作室内，一
张榆木桌，一盏高山茶，李乐观身着中山装，手握折扇，温文尔雅地向镜头前的读者
讲述国学经典——《论语》。

自2017年起，李乐观开始解读《论语》，时光流转，这样的坚持已跨越五个年头。
五年间，他组建的“乐读论语”微信群，每天晚上准时向国学爱好者推送一则自己解
读并录制的《论语》音频、视频。据他介绍，这个微信群已经是第三遍解读《论语》了。

“一部《论语》，就像是一个浩瀚无垠的宇宙，我可能一辈子也讲不完。”李乐观笑
言道。就在前不久，他还受邀来到焦作日报社，为新闻从业者解读“孔子的年龄观”。

“

在读《论
语》的过程

中，李乐观对“乐”的
含义也有了全新的认识。

在读《论语》之前，他曾到各
地游历名山大川、品尝美食
佳肴，认为这就是人生所追
求的快乐。直到读出圣人
之“乐”，他才渐渐悟出快乐
的真谛。

“孔子对其弟子有很高
的评价，说‘饭疏食饮水，曲
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吃粗粮，喝白水，弯着胳膊
当枕头，乐趣也就在其中
了）。可以想象，孔子和他
的弟子们在相当长的一段
时期内都衣不裹暖、食不饱
腹，别人觉得苦，他们却很
快乐。”李乐观说。

孔颜之乐“乐”在哪

里？李乐观认为，正是因
为孔子及其弟子有一种精
神上的超脱感，他们在做
一件神圣而有意义的事：
一方面，拯救上古的文化
典籍；另一方面，通过自身
修养去影响他人，最终让
社会达到一种秩序和谐、
人人有爱、融洽相处的状
态。即使受再多的磨难也
不觉得苦，这是对人生最
伟大的诠释，强烈的使命
感让他们的内心世界充满
了乐观和喜悦。

因此，李乐观在2017
年组建了名为“乐读论语”
的微信群，希望让更多的人

通过读《论语》找到内心的
快乐。当时，他一边工作一
边利用业余时间解读《论
语》。这项工作极为繁复，
音频、视频录制前需要整理
两三个小时的文字材料，然
后用手机进行录制，前期经
验不足，往往一个字读错，
就要重来，但他乐此不疲。

“每当解读了一则逻辑
清晰、语言优美的《论语》佳
句，而且解读出前人所没有
谈及的内容，我就很快乐，
这种快乐不是去心仪的景
区游玩或者吃一顿美食就
能达到的，而是有一种发自
内心的获得感。”李乐观说。

●读《论语》，怎一个“乐”字了得

●陪伴女儿，不惑之年读《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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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乐 观 介 绍
《论语》。

本报记者 宁
江东 摄

“孔子是世界公认的文
化伟人。无论在中华文化
圈，还是在欧洲、美洲，都对
孔子有着深深的敬意。”李乐
观说。在欧洲思想启蒙运动
中，伏尔泰、莱布尼茨等人都
是孔子狂热的粉丝，受到孔
子思想的引导，才有了突破
旧势力、寻找新理想的曙光。

在解读《论语》时李乐
观认为，它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源头之一，与《诗经》《史
记》等典籍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把《论语》学好，再去
思考、学习中国传统文化，
就等于找到了一把金钥匙。

“很多人问我，中国传
统文化那么多，怎么学？我
就告诉他们，学习《论语》，
就等于为学习中国传统文
化列了一张书单，很多问题
都会迎刃而解。”李乐观说。

李乐观举例，孔子对儿
子孔鲤说：“女为《周南》《召
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
《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

与？”意思是，你学习《周南》
《召南》了吗？一个人不学
习《周南》《召南》，那就像正
面朝向墙壁站立一样无法
向前行走了。

“《周南》《召南》为何有
这么大的作用？这两篇为
何要放在《诗经》的开篇？
研读《诗经》，其教化意义究
竟在哪里？风、雅、颂到底
代表什么？在读《论语》时
也学习了《诗经》。所以说，
《论语》一辈子也读不完。”

李乐观说。
如今，“乐读论语”微信

群有数量众多的文化爱好者
每天跟着李乐观学《论语》，而
通过焦作电视台、焦作晚报
微信公众号等平台的推广，
受众已有上万人次。李乐观
的理想是，鼓励更多的人读
《论语》，涵养道德，增长智慧，
内化气质。正如钱穆先生所
说：“今天的中国读书人，应负
两大责任。一是自己读《论
语》，二是劝人读《论语》。”

●《论语》是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金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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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浆鱼、清化街灌肠、炒鸡茸、莲汤肉
片……每道都是地地道道、让人垂涎欲滴
的怀府好味道。

昨日，记者寻味来到马家大爷牛肉面
馆，一探利用焦作本地食材为主制作的怀
府菜品。

“过浆鱼是一道典型的在传承中创新
的怀府美味，包含的主要元素极具怀府地
方特色，是利用怀府民间传统特色食材制
作而成的一道酸爽适口、营养丰富的佳肴，
这道菜中的一个主要地域元素是绿豆粉
浆。”马家大爷牛肉面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外，该店的炒鸡茸也是来自于民间
的一道经典菜品，常见于博爱县南部乡村
的水席上，系清化著名怀商杜盛兴商号的
大厨杜道武在民国年间从京城名厨手里学
到的宫廷御菜。

炒鸡茸工艺繁杂，将鸡脯肉用刀背剁
成泥，取鸡蛋清搅匀后打劲，以放入清水不
沉为标准，然后用猪油炸成颗粒，加马蹄、
杏仁、莲菜丁、青豆、腰果翻炒，菜品入口酥
软醇香，一般人难分荤素，只会感到惊奇。

另据该负责人介绍，五香灌肠是清化
镇街头一道名菜。其历史悠久，在当地宋
代碑记中有记载，最早用于官方祭祀等活
动，后在民间十分流行，多作为清化水席的
凉菜。这道菜先要将猪肠洗净，用粉芡掺
猪头肉、花生、黑木耳等主料搅匀，添加佐
料后灌入猪肠，分段并系好两头，然后在锅
内煮熟，酱油着色后切片食用，味道十分鲜
美。

马家大爷牛肉面菜品食材用料十分讲
究，不仅选用上好牛肉、猪肉、时令菜蔬，而

且坚持使用本地产的清化姜、许良竹笋、清
化烧鸡、粉皮、豆腐等优质食材，让客人充
分品味舌尖上的老清化美味。另外，该店
厨艺要求严格。重调轻炒，蒸、炒、调、煮等
均由卫生条件达标的现代化厨房按照操作
规范生产，厨界高手用高汤调制，经典组
合，融合各地特色。特别是中高档水席套
餐中融入了坞庄的炒鸡茸、许良的溜肝汤、
清化的烩杂拌、柏山的肘子等特色菜肴，让
食客全面领略怀府各方美味佳肴。

图① 过浆鱼。
图② 扣肘子。
本报记者 齐云霞 摄

火锅，脱胎于劳动人民日常生活的美
食，带着烟火气的人情热度正是一家火锅
店的灵魂。三锅演义，轮转世间味，“四方
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昨日，记者来
到该店，探三锅演义美食，寻三国文化传
承。

作为我市颇受欢迎且独具特色的火锅
之一，三锅演义长期致力于专注做老少皆宜
的火锅品牌。“开胃有菌汤，养生有粥底，一
家老小都爱吃！”这是该店对其养生火锅的
总结。

三锅演义火锅传承火锅文化之精髓，由
名师精心调制，用料讲究，烹制火候精准，体
现了巴蜀火锅麻辣鲜香的特色，口味地道纯
正、口感鲜香醇厚。

三锅演义将“三国”元素与来自巴蜀的
火锅进行完美融合，墙上刻印着荡气回肠

的诗句，每个包间都令人想起那一个个经
典故事。香浓的锅底集辣锅、菌汤、粥底于
一体，三国文化菜“吕布戏貂蝉”“桃园三结
义”“锦囊妙计”等更是让人眼前一亮、回味
无穷，让大家吃着火锅也能感受到三分天
下的厚重历史。这大概就是中国文化的魅
力吧！

为呈现从宰杀到餐桌仅数小时的最佳
鲜度，三锅演义可以说是一场与时间竞赛的
盛宴。“为了保证食材的新鲜，我们坚持在本
地取材，肥羊卷采购自中站区府城街道造店
村，只用10个月以下小公羊的前膀肉。”该
店相关负责人说，吃过的食客纷纷反馈口感
香嫩没得说。

食材好，食才好。三锅演义经过多番尝
试，又引进了广西荔浦芋头、谷饲雪花肥牛
等菜品。

广西荔浦芋头口感细腻、软糯粉嫩、甘
甜味浓，具有特殊芳香味，香、酥、粉、甜可
口且营养丰富。谷饲雪花肥牛肉肉质如大
理石花纹，无论口感还是品相都非常好。
菌汤、辣锅涮好后，蘸上按个人口味调制的
酱料十分美味，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食
用。

“做火锅，不管是汤锅、小料，还是食材，
我们出品的东西一定要健康、营养、卫生、安
全，我们始终恪守‘制作虽繁必不敢省人工，
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宗旨。”该店负责
人说。

图① “锦囊妙计”。
图② “桃园三结义”。
图③ 三锅演义三锅火锅。
本报记者 齐云霞 摄

马家大爷牛肉面：

怀府特色美食色味佳
本报记者 齐云霞

三锅美味“演义”养生火锅
本报记者 齐云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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