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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光燧

《为政第二》第二十一章
□ 朱文津

今天学习《为政篇》第二十二章：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也。大车无輗（ní），小车无軏
（yuè），其何以行之哉？”

孔子说：“作为一个人，却没有
信念，那怎么可以。这好比大车没
有固定横木的輗，小车没有固定横
木的軏，如何能行走呢？”

信念很重要，但细说信念的内
涵、重要程度，却未必了解，对我们
的人生造成了很大困惑。所以圣人
非常体贴、精准、严肃地用比喻来告
诉我们，没有信念的人生，就如同大
车、小车缺少了最关键的部件一样，
寸步难行，这样的人生毫无意义。

《朱子集注》曰：“大车，谓平地
任载之车。輗，辕端横木，缚轭以驾
牛者。小车，谓田车、兵车、乘车。
軏，辕端上曲，钩衡以驾马者。”大
车，是用于载重的车。辕，车把；两
个辕端用横木连起来，连接处凿有
圆孔，輗，就是穿过圆孔的金属件，
把横木与两个车把连起来。横木下
面绑有曲木（轭木），架在牛身上，牛
一动，车就开始往前走。如果没有
輗这个联接件，牛、车分离，大车绝
无可能移动一步。小车，用于载人，
用四匹马拉着走，连接马与车之间
也有这样的关键部件，叫軏。所以，
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就是指车子因
为缺少了最关键的部件，从而截断
了动力的牵引，当然根本不能走
——何以行之。

“车无此二者，则不可以行，人
而无信，亦犹是也。”人生同样如
此。人的身体、口舌等同车子，也
只是一个工具。车子可以载物、载
人；人的身体可以做事，口舌可以
说话。但车子没法自己行走，要靠
牛马牵引；同样，人的身体也没法
自己行动，口舌也没法自己开口，
必须要有大脑指挥、意识主导。牛
马的牵引要通过輗軏，才能带动大
车小车；同样，意识的主导也要通
过信念，才能统帅身口。

信念，是一个人真正的司令部、
指挥中枢。唯有信念，才能够把一
个人全身的能量调动，精气神全部
凝聚，达到全神贯注的生命状态。
这种专注的生命状态，叫做气质，就
是不同的人、因为不同的信念、不同
的追求而显示出不同的生命气象。
《子罕篇》中子曰：“衣敝缊袍，与衣
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子
路虽然穿着破旧的衣服，跟那些穿
着精美衣服的人站在一起，但是他
内心坦然，丝毫不觉得低人一等，就
是因为他有崇高的信仰，所以不为
外物所动。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有
一个好形象、好气质，从哪里下手，
从培养自己崇高的信念开始，只要
内心怀藏了一颗明珠，不要任何装
扮，你就是一个高尚的人。

信念也会逐渐养成一个人良好
的行为习惯。勇敢的人，比如军人、
警察，他的身躯永远站直、挺拔，说
话做事雷厉风行，给人可以信赖依
靠的感觉，所以常说有困难找警察、
找解放军。而胆怯的人，就少那么
一股精神，站在那里，给人感觉松松
垮垮，说话做事缺少自信，畏畏缩
缩，总是让人不能放心。我们纵观
各行各业的职业培训，无论是微笑
训练、队列训练、体力训练，最后汇
归到一点——无非是培养一个人内
在的信念，然后依着这个信念，落实
到言语、行为、外在的形象。

信念为什么能够统帅人的身
心？因为信念就是人生的目标、生
命的方向。反之，没有信念的人，
不仅没有目标，人生迷茫，虚度光
阴，而且因为心无主宰，很容易外
邪入侵，受到不良思想的腐蚀和影
响。要么行为中毒，上网玩游戏，
喝酒找刺激，甚至吸毒；要么思想

中毒，交上恶友，忤逆父母、仇视社
会、违法犯罪，那整个人生就毁了。

车子行走在道路上，人则行走
于人群中，行走于天地间。有信念
的人，因为他锁定了目标，所以说
话、做事有个准绳，什么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
可以说，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给
人一种非常可靠、值得信赖的感
觉，这就是信用。因为信念，而产
生信用，信念的思想，透过言语和
身体行为表达出来，为别人所接
收，并得到认可，就成为信用，信用
是人际间交往的通行证。

信念如果出问题，信用一定出
问题。官员贪污受贿渎职，是为人
民服务的信念倒塌；欺骗朋友、诈骗
亲友，是诚信的信念倒塌；不孝父母、
虐待老人，是做人的信念倒塌；不求
上进，好逸恶劳，是良知的信念倒
塌。仔细推究一下，几乎人生所有
的问题，都是因为信念的缺失所导
致！信念真的太重要了！有信念，
无信念，直接决定了一个人的升或
沉！上升或者下降。“人而无信，不知
其可也！”圣人的话语直指要害。

信念到底是什么？信念说到
底就是一个相信的心念。相信什
么？相信圣贤，相信圣贤的教导，
相信自己通过学习也能成为圣
贤。蕅益大师说：“不信自己可为
圣贤，如何进德修业！”这句话，正
面来讲是举果劝乐，就是相信自己
可以成圣成贤，由这个结果策励推
动自己去进德修业；倒过来讲是从
因到果，就是因为人人可以进德修
业，所以最终一定可以成圣成贤。

当然这个相信不是随随便便
嘴上说说，心里压根儿没有影子的
空洞无力的相信，也不是偏执狂的
妄想和痴人的胡言乱语，而是经过
广闻博学、理性思辨、慎重抉择，而
树立起来的生命宗旨、人生志向
——我要成为一个高尚的人。这
种信念要深入呼吸，深入骨髓，深
入血液，与生命同在。

人生最难、但是最应该努力
的，就是要建立起这样一种高尚的
信念。信念没有建立之前，人生会
很辛苦，因为没有找到人生的方
向，人生的列车往哪儿开都不知
道，一定会走很多弯路，做很多的
无用功。人人都希望人生能走一
条直路，唯有有信念的人生才是一
条最直坦、最宽广、最光明的大道。

信念如何建立？通过学习才能
建立，没有师长的教导，靠我们自己
是没办法建立起崇高的信念的。崇
高的目标，一定需要师长指给我们
看，因为凡夫的视野狭小，只能看到
眼前的利益。以前听说过一个乞丐
村的新闻。那个村子穷，有人出外
偶然乞讨得到了钱，然后以此谋生，
几年就盖了大房子。周围邻居得知
内情，家家户户出外乞讨，最终就变
成了远近闻名的“乞丐村”，村子里
都盖起了楼房。学做一个乞丐，相
信大家都不认可这是信念。因为信
念是一种向上的仰望，是一种信仰，
如果你看到了摩天大厦，你绝不会
满足于拥有一个铁皮屋。

那师长教给我们什么信念？身
为一个人，就应该具有与人相应的内
涵。天地人三才，人应该顶天立地，
与天地平齐。什么是为人应该充实
的内涵？就是我们对所有生命的那
一份责任感，我们对所有的生命离开
痛苦、得到快乐的那一份承担，或者
说你的那一份热衷。换句话说，就是
我们来到人世间，不是饿了吃饭，渴
了喝水，满足于自己的感官享受。而
是要关心到天下与我一样的人，关心
到他们共同的需要。我们总要为人
们做点什么，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
么，才无愧于自己的人生。

学习，唯有跟随良师益友学
习，才能从一个动物的本能，觉醒
到一个可以创造世界、利益大众、
实现大同的这样一个高级生命体。

非攻兼爱思想和尚贤节用
主张

墨子是一位极力“非攻”而
崇尚和平的思想家。他勇敢地
站出来大声疾呼，正是不义的战
争破坏了世间的和平，正是喜好
攻伐并兼之战的国家及其统治
者，为了满足自己对土地和财富
的贪婪欲望，“亏人自利”而“繁
为攻伐”，“贼灭天下之万民”，耗
竭“天下百姓之财用”，“以攻伐
为利”而“实天下之巨害”。如果
说“入人园圃，窃其桃李”而“亏
人自利”的行为是不义的，应加
以谴责，那么，攻人之国而掠人
土地和财富的行为就更是不义
的了，也就更应加以谴责。

墨子是一位倡导利他而力
主“兼爱”的思想家。他认为，爱
人利他，乃良善社会之基；自爱
自利，实一切祸乱之源。具体而
言，人世间的混乱无序，诸如攻
伐、盗贼、祸篡、欺诈与怨恨等种
种现象，都是由人与人不相爱乃
至一心想着亏人而自利引起的，
所以，“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
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
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
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
不相爱则不和调。天下之人皆
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
必敖贱，诈必欺愚。”那么，救治
此世道人心的善谋良方究竟是
什么呢？那就是“兼相爱、交相
利之法”，它要求人们“视人之
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

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
子·兼爱》）。

在墨子看来，如果天下人都
能按照“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或
一视同仁的平等待人的精神和
原则行事的话，那么，不孝不慈、
盗贼攻伐之类的祸患也就自然
会消除，良好的天下秩序也自然
可以实现，乃至“老而无妻子者，
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
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
（《墨子·兼爱》）。

非攻反战，提倡兼爱，表达
了墨子对美好社会理想的渴望
和追求，在这个社会中，没有攻
伐与战争，人们之间彼此相互关
爱，互助互利，“有力者疾以助
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
以教人”，因此，在这样的社会，

“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
治”（《墨子·尚贤下》）。

也许你会觉得墨子的上述
观点，太过空疏迂腐，你不妨诉
诸生活体验而扪心自问，在一
个缺乏爱的世界里生活是否有
安全感，并真的过得开心和快
乐？在笔者看来，我们至少可
以从墨子“兼爱”的观点得出这
样一个富有意义而耐人寻味的
推论，那就是：在一个文明的社
会中，真正的成熟的爱是对陌
生人的一视同仁的平等的爱，
只有这种爱才能真正照亮由陌
生人构成的人类世界。这一看
法和观念，对于一个掌握着公
共权力而肩负着治理之责的人

来讲，尤其值得重视而应深长
思之。正因如此，墨子才要极
力主张“尚贤”，主张各级政长
都应由贤能之人担任，并大声
疾呼：“夫尚贤者，政之本也！”
（《墨子·尚贤上》）在先秦诸子
中，墨子“尚贤”的主张和言论
可以说是最为激切和响亮的，
且蕴含着许多的精义要旨。比
如他说：“官无常贵，而民无终
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

“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
之”（《墨子·尚贤上》）“不党父
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贤者
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
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
之，以为徒役”（《墨子·尚贤
中》）。

此外，墨子还是一位格外关
注民生、重视民利而富有平民色
彩和为民情怀的思想家，他崇尚
节俭、主张节用薄葬、反对命定
论，这些都有积极而深远的意
义。“衣食者，人之生利也。”（《墨
子·节葬下》）“俭节则昌，淫佚则
亡。”（《墨子·辞过》）墨子认为，
凡是财物都应尽其功用，不可糟
蹋和浪费，每个人都应遵守珍惜
财物、尽其所用的原则，而且要
从实际效用出发，用财、用物都
应获得实际利益，收效应超过支
出，即统治者取之于民，还应用
之于民、“反中民之利”，一切支
出都必须考虑实际效果如何和
对民是否有利，否则，就是有害
的，应加以制止。

故乡的野草很多，野花也很多，
大小不同，形态各异，色彩纷呈。小
时候的我，天天可见野花，能叫出花
名却很少，现在想起来只有牵牛花、
荠菜花、芦花、茅花等很少的花。我
有一本郭沫若的《百花齐放》诗集，一
花一诗，写了一百零一首。诗集我读
过，写的花除了少数树华外，多是草
花。我能记得诗集中诗题的是最后
一篇，也就是第一百零一篇叫《其它
一切花》，记得的诗句也只有一句，那
是写山茶花的结尾：“哎呀，真好看！”
现在我写这篇短文，无法翻看郭诗作
为引用资料，只好凭我认知限制,写花
的四例，也是人们看重的四种花。

先说牡丹花。牡丹花我没见过，
见过了也不认识，也没有记忆。我依
稀记得有一个说牡丹花的故事。有
一个冬天，女皇武则天心血来潮，命
令百花齐放。九十九种花都来了，只
有牡丹花没到。武则天大怒，把牡丹
花逐出京城，贬到了洛阳。不畏强暴
的牡丹花因此成为花中之王，洛阳也
因此成为牡丹花都。古今歌颂牡丹
花的诗作，我一首也记不得，只知道
有一首歌唱：“有人说你富贵，哪知道
你曾历尽贫寒？”再说兰花。如同没
有华贵的牡丹花一样，当年的故乡也
没有淡雅的兰花。我对兰花认识是
到县城工作之后。我有一个朋友，喜
爱花草，尤其是兰花。经他介绍，我
才知道兰花品种极多，普通的与珍奇
的价值差别如天上地下。我看不出
什么是普通，还是珍奇。在我看来虽
然形态各异，但都是一样的绿色。我
也很少知道古今咏颂兰花的诗，只是
在二十年前父亲去世之后，才去寻找
兰花的诗作。英俊高大的父亲有一

个女人的名字：桂兰。我很不容易才
找到南北朝时北周诗人宗檩写兰花
的诗，而且还以桂花作比，真是太巧
了。诗是五言诗，很短，我只记得其
中有“桂”有“兰”两句：“一枝犹桂馥，
十步有兰香。”我用这两句诗请县里
画家作画，画作挂在客厅墙壁，此外
还有一盆兰花摆在茶案上。三说菊
花。写菊花的文字不少，多与重阳和
敬老关联。唐代诗人孟浩然应朋友
之邀至农家“把酒话桑麻”之后，又与
朋友相约，“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
花”。四十年前的重阳节后，我和妻
子、年幼的女儿，领着年近六十的母
亲去南通，看了一回菊花展览。五颜
六色且千姿百态的一盆盆菊花，让我
们大开眼界，惊羡不已。惊羡之后，
我想起了故乡的野菊花。当年故乡
秋后的河岸上，常有一丛丛小朵朵的
金黄色野菊花。野菊花太少观赏价
值，不会让人惊羡，但它却有那些人
工培植的五颜六色且千姿百态的菊
花不能替代的作用：冲茶和入药。我
小时候曾和小伙伴们采过金黄色的
小菊花，也曾把它连枝一起挽成圈，
套在颈项上，连蹦带跳地喊：“我有金
项链了！我有金项链了！”

有一种草花，没有牡丹花那样华
贵，但它清净；没有兰花那样淡雅，但
它高洁；没有菊花那样的千姿百态，
但它让人神往。这就是我要说的第
四种花，长在河池里的莲花。莲花，
也常被人叫着荷花。离荷花开放有
一些日子，飞虫们已急不可待了。宋
代诗人杨万里有诗说：“小荷才露尖
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荷花开了，
艳阳照耀之下是一种什么样的境
况？杨万里又有诗说：“接天莲叶无
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那么月光下
的荷花又是一番什么美景？那就去
读现代散文家朱自清的《荷塘月色》
吧。我对荷花是熟悉的。少年时，我

上学路过一户人家门前荷塘。荷花
开放时，那香气老远就能嗅到，走近
了，看美丽的花，又深深地呼吸。青
年时，我在一户人家屋后荷塘边的地
里劳动。荷花长成莲蓬，莲蓬结子。
剥几粒莲子送入口中，那清香鲜嫩难
以言传。荷花的可贵不只是它外形
的美丽，不只是它香气的久远，不只
是它奉献的可口果实——莲子和荷
藕，更重要的是它品格，它的精神。
这就是人们熟知的宋代散文家周敦
颐《爱莲说》中的一句话：“出污泥而
不染。”荷花因此被人们特别看重，最
看重的是佛家。佛家叫荷花为莲
花。佛家说，人修行到无我时便能成
佛，便坐上莲花往生净土世界。前年
我写了一篇小说，一个乡村老人学佛
后进入无我境界，坐在一张雕刻有莲

花的椅子上往生了。小说中，我借一
个居士之手，为老人拟了一副对联：

“出污泥谁无沾染？坐莲花你有往
生。”

花，无论是树花还是草花，比起
树和草来说生命实在有些短促。南
宋女词人李清照醉后醒来，想起一夜
风雨，想起院中树花草花，“试问卷帘
人，应是绿肥红瘦。”绿的叶该是饱满
了，红的花该是衰落了！《红楼梦》中
黛玉面对落花无限伤感，作《葬花
词》。北宋诗人晏殊因花的凋零而哀
叹：“无可奈何花落去！”世间万物有
生有灭，花也有开有落。花不悲哀，
虽生命短促，尽到了一生责任，有过
放香、丽容和结果，有过让人赏心悦
目，有过让人生智启示。花不悲哀，
人为什么要悲哀呢？

墨子思想给人们启示（下）

□ 冒建国

菜根 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