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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若论语 讲堂

《为政第二》第二十三章（上）

□ 李诚一

菜根 谭 今天我们学习《为政篇》的第
二十三章：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
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
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子张小孔子四十八岁，复姓颛
孙，名师，字子张。为人勇武，性格
张扬，脑筋很快，嘴巴很利。孔子
曾告诫他“师也过”，“过犹不及”。
也正是由于子张这样的性格，他也
敢于提问。这个问题很大，“十世
可知也？”“老师您这么厉害，十世
以后的事情可以预知吗？”朱熹《论
语集注》说：王者易姓受命为一
世。十世的“世”指朝代，凡朝代更
替叫做一世。子张问老师：周朝以
后，十个朝代的事情可以预知吗？
学生敢问，老师也敢答：“其或继周
者，虽百世，可知也。”不要说是十
个朝代了，即使上百个朝代，也是
可以预知的！

为什么“虽百世可知”呢？孔
子接着从眼前文献可查的夏、商、
周三代之间因循、损益关系做了论
证。殷代延续的是夏代的礼制，所
损减的和增益的是可以知道的，周
代延续的是殷代的礼制，所损减的
和增益的也是可以知道的。由此
推断，周朝以后相继承的朝代，即
便是百世，也是可以知道的。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
也”，这里的“因”，是依循、不变的
意思。“损”是损减，“益”是增益，
损益意味着增减、改变。那么本章
的重点来了，朝代更替之间，依循
不变的是什么呢？损益增减的又
是什么呢？蕅益大师讲：“礼之纲
要，决定不可损益；所损益者，因时
制宜，随机设教之事耳。”

礼包含了两方面，礼之本和礼
之用。《朱熹集注》讲：“三纲五常，
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
能变。其所损益，不过文章制度小
过不及之间，而其已然之迹，今皆
可见。”朱子给我们指出，纲常伦
理，是礼之根本，根本是万世都是
不可改易的。因时、因地而制宜的
是典章制度，是可以随机变通的。

礼的根本是什么？将具体点
就是五伦十义。所谓五伦，就是五
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父子、君臣、
兄弟、夫妇、朋友。这个关系的本
质不能变易。夏商周的时期人有
这五种关系，现在的人也有这五种

关系。人一生出来一定有父母，所
以有父子关系。君臣是领导与被
领导，你在一个企业、一个单位工
作，自然就有君臣的关系。也必定
有兄弟，有夫妇，有朋友。五伦不
能变易，那十义也不能变易。十义
就是在这五伦关系中，我们要承担
什么样的义务，应该扮演什么样的
角色。譬如说父子，要父慈子孝，
慈和孝就是义务，是我们必须要做
的。君仁臣忠，夫义妇听，长惠幼
顺，兄友弟恭，这些都不能变更
的。所以礼的根本是超越时空，只
要有人的地方，礼的根本必须要
有，就不能变，否则就天下大乱。

礼是天地之序，其核心内涵
就是仁德，是“克己复礼”，这是圣
人发现社会和谐的规律，不是人为
刻意制造出来的，就好像日、月、星
辰，它们的运行自有轨道，它是随
顺于自然的和谐之道。天地之序
不能乱，这就是礼的根本。遵礼而
行，社会自然能够和谐。

而典章制度的设立，则是为了
推动仁德的落实，但每一个时代有
每一个时代的特点，这就有必要适
应实际情况，对于典章制度作相应
的调整。利于落实仁德的，就增益
之，不利的，就损减之。所以，因循
守旧，从来都不是儒家所推崇的思
想。真正的儒家思想应该是积极
的，与时俱进的。

但是儒家同时也认为对于典
章制度的修改，必须要遵循相应
的原则，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随
意修改的。《中庸》里讲：“非天子，
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
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
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做礼乐
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
作礼乐焉。”就是说，只有同时具
备了德行和地位的天子才有资格
议礼、制度、考文，甚至创作音
乐。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儒家对
于典章制度的损益，又有着庄严
神圣的一面。对于典章制度的损
益，既不固执地因循守旧，又不肆
意地任意妄改，这也是儒家中庸精
神的体现。当今世界各国，对于立
法和制度虽然大多也有严格的程序
和准则，顺应情势变化做各种增减、
损益，但最最根本的“因循不变”的
内涵，就难见踪影了。因为根本没
有把握住，再多的典章制度也都
是为了实现一己私利，所以典章
制度越来越纷繁，世界却越来越
纷乱。幸运的是，我们中华民族
的文化之根没有断，而且我们正
走在复兴中华文化的路上。

刘基（1311、7、—1375、4、16），字
伯温。刘基的先祖是丰沛（今江苏一
带）人，后迁往鄜延（今陕西一带）和
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南田镇（旧属青
田县九都武阳村）。

有关于刘基出生地实际应该为
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南田镇。史料记
载：北宋灭亡，刘基的七世祖刘光世

“南渡”到临安（今杭州一带），刘光
世到江南后，虽也“屡屡迁寓”，“ 但
大致不出今浙江境内”。刘光世之
子尧仁后迁居丽水竹洲，而刘尧仁
之子，也就是刘基的五世祖刘集卜
居当时的青田县南田武阳，至此刘
集一支就在南田一带繁衍生息，现
南田武阳还有“宋处士刘集墓”。刘
基的曾祖刘濠、祖父刘庭槐、父亲刘
爚和刘基都生长在南田武阳。 元
武宗至大四年刘基出生于浙江省温
州市文成县南田镇（旧属青田县九
都武阳村）。

刘基，字伯温。中国明初大臣，
文学家、军事家。元至顺间举进士。
博通经史，尤精象纬之学，时人比之
诸葛亮。至正十九年（1359），朱元璋
闻刘基及宋濂等名，礼聘而至。他上
书陈述时务18策，倍受宠信。参与谋
划平定张士诚、陈友谅与北伐中原等
军事大计。吴元年（1367）为太史令，
进《戊申大统历》。奏请立法定制，以
止滥杀。朱元璋即皇帝位后，他奏请
设立军卫法，又请肃正纪纲。尝谏止
建都于凤阳。洪武三年（1370）十一
月大封功臣，封为诚意伯，岁禄 240
石。刘基佐朱元璋平天下，朱元璋比
之为张良。刘基论天下安危，义形于
色，遇急难，勇气奋发，计划立定，人
莫能测。四年，赐归。刘基居乡隐形
韬迹，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寻以
旧憾为左丞相胡惟庸所讦而夺禄。
入京谢罪，留京不敢归，以忧愤疾作，

胡惟庸曾派医生探视。八年，遣使护
归，居一月而卒。刘精通天文、兵法、
数理等，尤以诗文见长。诗文古朴雄
放，不乏抨击统治者腐朽、同情民间
疾苦之作。著作均收入《诚意伯文
集》。

刘伯温曾在临死之前留下过许
多令人深思的警言，其中这五条警言
告诫能够帮助每个人在不顺时度过
难关。

一、大德胜小德，小德胜无德；大
德胜大力，小德敌大力。

有句话说得好：穷山恶水多刁
民。人在遭遇不顺的时候，最容易被
动摇的是品行和道德。一旦走入困
境，就很难守住自己的内心，从而做
出一些违背道德，违背良知的事情。
古人说：“君子有造命之学。”有道德
的人，正人君子，是可以改造命运，超
出命数之外。所以，人在不顺的时
候，想要转变运势，改变命运，首要做
的就是培养德行。

厚德，是一种大智若愚的远见，
更是一种朴拙的智慧。知人不必言
尽，留些口德；责人不必苛尽，留些肚
量；才能不必傲尽，留些内涵；锋芒不
必露尽，留些深敛；得理不必争尽，留
些宽容。

做人留一点，厚德必有后福。

二、近水知鱼性，靠山识鸟音。
人在不顺时，不要怨天，更不要

盲目的求人。越是艰难的时候，越要
保持一份清醒的头脑，看清时事，分
清现状，明白自身的处境。认清自身
的位置，才能更好的判断哪些人可
信，哪些人要敬而远之。

刘伯温的“近水知鱼性，靠山识
鸟音”与“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有
着异曲同工之妙。越是在艰难的时
候，越要学会看清身边的人或者物。
不要被恶人的假象迷惑，也不要因为
一时的误判而错过了能够改变命运
的贵人。

人与人之间，最好检验人心的方
式就是长期的交往，只有和某一个人
深入交流，才会明白他到底是善是
恶，是人还是“野兽”。

三、空谷来风，谷不与风约而风
自知。

人在不顺的时候，周围的人和
环境似乎也会变得“灰暗”起来。当
内心的力量被周围的磁场所消耗，
负能量暴涨的状态下，整个人很容
易因为“精神内耗”而情绪崩溃，自
我消耗。所以，刘伯温告诉我们，要
摆脱精神内耗，首先就要远离当下
的环境。

慈航大师说：当你身在某个让你
不安的环境时，你要做的不是犹豫不
决，而是斩钉截铁的即刻离开当下的
环境。内心的不安，或许是指引与庇
护。离开会让你精神消耗的环境，这
是一种最好的自救。所谓的空穴来
风并不是真的没有源头，它的本源始
终在人心造就的大环境中。

身在此山里的人想要摆脱山林，
就要敢走出此山的围困。避过风头，
远离内耗，清净内心，人生的险境也
能随之迎刃而解。

四、海纳污然后成其大，君纳众
然后保其荣

海之所以能成为天底下最大的
水域，就是它能够容纳大川大江，不
管山川湖泊中的水流多么污秽，它一
样都来者不拒。

人想要成事，首先就要有容人的
本事。能够容人，不单是能够容人所
长，更要有容人所短的气度。能够做
到足够包容，心宽路自然宽。

人生在世，有些事不管我们愿意
不愿意，都要发生，人生中遇到的所
有的事，所有的人，都不是以我们的
意志为转移。愿意也好，不喜欢也
罢，该来的会来，没有选择，无法逃
避，不如坦诚的接受和容纳。学会接
纳，心中从容。即便是再难的事，都

能下眉头，不上心头。

五、身无恒守，势穷则屈；心无定
主，情急则亲。

人在不顺的时候，总是容易心烦
意乱。

这个时候，最需要做到的是，就
是让内心平稳。

在古人看来，修心是逆境转顺境
的不二法门，能修炼出一颗平静的
心，那么不管多少险恶的事都能被轻
易荡平。

生命本就是波澜起伏的，我们
无法预料命运的走向，也不能提前
预判未来会发生种种事件；所以，能
够做的就是保持内心的安定，远离
让我们感觉心慌的环境，脱离让人
焦躁的事情，安定下内心的情绪，万
事皆可赢。

有一首歌唱：“有一个美丽的传
说，精美的石头会唱歌。”石头会唱
歌，草也会唱歌。有一首歌是草自己
唱的：“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
棵无人知道的小草。”草为什么这样
唱？是哀叹自己的身份低微,还是诉
说自己的孤独寂寞？不，它是呼唤人
们对它的重视！

是的，草低微，草寂寞，那是在远

古时代，人类忽
视草，轻视草。
当人类的老祖宗
燧人氏钻木取火
之后，人类就开
始看重草了，草
中的枯草就和树
中朽木一样成为
燃料，也就有了
草的责任，草的
义 务 和 草 的 奉
献，也就有了延
续数千年的袅袅
炊烟。长而软的
草可以盖屋，所
以才有了杜甫的
《茅屋为秋风所
破歌》诗作。直
而硬的草可以作
篱，所以才有了
陶渊明的“采菊
东篱下，悠然见
南山”的名句。

有些草的茎叶：可以编织，编帽叫草
帽，编鞋叫草鞋，编席叫草席；有了草
席，才有了“席地而坐”的成语。有些
草的根叶可以充饥，没菜吃了，采野
菜吧；没饭吃了，挖草根吧。野菜草
根可食，度过乡下人的春荒，成就过
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一段路程。
草可食用开始于人类的老祖宗神农
氏。神农尝百谷，开始了人类的农耕

时代，神农尝百草，开始了华夏中医
时代。这才有了后来举世闻名的《黄
帝内经》，有了扁鹊、华佗、李时珍等
光照千秋的名医，有了白娘娘盗仙草
的神话故事，也才有了屠呦呦因中成
药青蒿素而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可
能。六七十年前，江海平原上治蛇毒
的神医季德胜用的药，就是中草药。
二十多年前，妻生结核疮，西医打针
吃药一年不能收口，后来经过民间医
人两次敷药愈合，敷的就是中草药。
中草药神奇，有人利用神奇的中草
药，制造神话。这样的例子太多。我
只说一件事。八年前，我因为眼疾开
始严重，听国家媒体请专家讲课治眼
疾。专家推荐一种药，只要还没有失
明的一切眼疾都能治好。我相信了
这个专家的神话。专家推荐的药，确
实是国家批准生产的中成药。神话
成为谎话，骗子不仅是专家。我的一
个朋友很不看好中医和中药。我说，
不，中医和中药很好，正是因为中草
药的神奇，才有了制造中草药神话的
骗子！

看重草，也就有了对草的是非功
过评价。有人认为草有好坏，坏草就
是恶草，毒草。有人辩解，草无好坏，
所谓恶，所谓毒，是草的自卫，是人们
对草的不认识。有人揭露草藏坏人，
落草为寇；有人称道草也育人，草根
歌手。有人批评草无立场，墙头草随
风摇摆；有人赞美草的坚定，疾风知

劲草。盛赞草生命坚强精神的是唐
代诗人白居易。他有诗写道：“离离
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听读经典，我知道了有
古代圣贤对一切生命的尊重，只要有
路可走，决不抄近踏草而过。当年的
故乡人很看重草，春夏割多余的草沤
作绿肥，秋冬捡散落的枯草堆作炊
烧。故乡的河坎和草荡长着许多芦
苇。初夏芦叶鲜嫩，端午节前后芦叶
粽子飘香。入秋芦花初放，引来无数
小鸟和昆虫的飞舞。前年入秋时节，
我随一班老人去江南阳澄湖观光。
坐在游船上，我无法远望湖中芦苇放
花的美景，只是想起京剧《沙家浜》中
郭建光的一段唱：“芦花放，稻谷香，
岸柳成行，全凭着劳动人民手一双，
绣出江南鱼米乡！”

“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
无人知道的小草。”人们已经很不看
重草了，至少在我的故乡是这样。故
乡人普遍用上了液化气烧煮，没有了
火烧草的炊烟；有了塑料器具，不再
有草的编织。故乡的草自生自灭，收
获了稻麦后的秸草成了难以销毁的
累赘！草在呼喊人的看重吗？听草
的继续歌唱：“从不寂寞，从不烦恼，
我的伙伴遍及天涯海角。”啊，是我的
小人之心误会了草，小看了草。草不
在乎人的忽视和轻视，因为它有春风
吹绿，有阳光照耀，有大地母亲的拥
抱。

刘伯温的五句警言
□ 冒建国

重 视 草
□ 顾光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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