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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伯年近七旬，当天要去更新驾驶
证。年龄越大，换证越勤。开车上路，安全
第一，健康的身体条件是关键，绝对含糊不
得。

早饭后，王大伯认真收拾一番，换上干
净的衣服，头上喷了些发胶，显得更有精
神。换证是需要近期照片的，按王大伯的
话说：现在生活条件好，不能给家乡丢人。
王大伯退休后，每年都要和老伴及一帮老
友自驾出游，不能让外地交警小看咱河南
人，照片要照好，三分人才，七分打扮，要体
现出退休人员的风貌。每个人都是形象大
使，每个形象都是一个地方的窗口，不能不
讲究。

10时，王大伯开车前往驾驶证办理中
心。天气朗晴，微风和煦。为了办证顺利，
王大伯出发前仔细检查了应带的身份证、
驾驶证等，还特意带了一包香烟和200元
现金。老伴儿看了老伴一眼说：“老土，现
在是全民扫码支付时代了，用不着带现
金。”王大伯神秘地一笑：“关键时有用。”

10时10分，王大伯刚迈上办证大厅的
台阶，前面的大厅宽敞、明亮、整洁。一位
穿着警察制服的中年男子迎了上来：“老同
志，你办什么手续？”一边问，一边让大伯走
进大厅。门右边的一张桌子上，一个“党员
先锋岗”的红色牌子十分醒目。这便是他
的工作岗位了。王大伯习惯地去查看墙上
标示的办证流程图，警察同志微笑着告诉
他，办证有三个程序，先照相，然后体检，最
后在大厅里领取新证。简洁明了的介绍，
充满热情的态度，顿时让王大伯感到踏实
温暖。

负责照相的，是位30多岁的女同志，
不到5分钟，裁剪好的几张标准照已放进了

小袋子中。大伯高度称赞她娴熟的业
务。对照片的效果赞不绝口：“你很会
照相。我显得很精神啊，用美颜了吧？”
女子一笑：“哪里啊，大伯你看起来很年
轻啊，一点都不像是快要 70 岁的老
人。祝您健康快乐哦！”

一句话，让王大伯开心不已。工作
照、证件照远不像艺术照那样讲究美
感、追求角度，而那位女同志一丝不苟
的工作态度，在拍照时的具体指导，比
如“自然点”“稍抬一下头”等，都让王大
伯感慨不已。大伯说，以往也曾在一些
照相馆照过工作照，唉，自己看着都不
像是自己，甚至照片拍得就像是一些寻
人启事上的流浪汉。这虽然是证件照，
但只有照得像本人、照得清楚，工作人
员才能更好、更快地验证辨认，当然，这
也体现出对申请办证人的尊重。想来，
今天这个女同志懂得这个道理。

按照工作人员的指引，王大伯前往
驾驶员体检中心进行体检。走进大厅，
有四五个人正在办理手续。王大伯刚

要排队，一位工作人员示意到他的
柜台前。这里的办公柜台是开放式
的，不像是某些地方的柜台，只能弯腰
隔着玻璃与里边的人对话。工作人员
拿出一张表格，帮王大伯填写了基本
情况，并帮王大伯将照片贴在表格上。
体检项目完成后，对方又帮王大伯点开
手机上的交管12123APP，进行了一番
操作。显然，看到王大伯年龄较大，对不
常用的软件较为生疏，对方就直接代劳
了，却让全程“重在参与”的王大伯显得有
些尴尬和不自然了。十多分钟，手续就办
妥当了。工作人员告知王大伯可以到办证
大厅领取新证了。大伯将信将疑：“有这么
快吗？原以为得一两天后才能拿到证的。”

办证处有两个人正在办理手续。10时
26分，王大伯的手机传来一条信息：你申领
的驾驶证已制作完成。好快呀，网络办公
真是太方便了！还有短信提前告知申办
人，这服务也太暖心了。王大伯正寻思着、
感叹着，工作人员已经把新证照递了过来，
并且已装在了黑皮夹中。都不用王大伯动
手，这就全部完成了。

在王大伯的印象中，办证时这个柜先
台交照片、交表格，下个柜台交钱，再下个
柜台打印证件，最后才能领到小本本，想不
到现在“一站式”办理这么快捷方便，怪不
得办证大厅都没见到熙熙攘攘的排队人
群。

此情此景，让王大伯想起10年前考驾
照的情形。那可真是一关更比一关难！那
是一个炎热的夏季，却让人感到心寒。本
以为很快就能办成的事，得几个小时排队
和等待。不过，这都已成为历史了。

1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门前的
一段流水，却能映照出世间的万象。在日
常生活的变化中，在琐碎小事的感动中，人
们对新时代充满着幸福的感受和高度的评
价。王大伯从自已更新驾驶证的过程中感
同身受。

几位一同办理驾驶证照手续的司机们
也都为办证的高效率和高质量服务啧啧称
赞。一位跑运输的司机在柜台前直接问工
作人员，哪里可以为你们点赞？我要为你
们点赞！

诚然，现代科技的发展，办公自动化无
疑为高效率提供了可能。但人必竟是关键
因素，没有人的优质服务意识，没有以人民
为中心的自觉追求，就不会有办事的高效，
也不可能赢得老百姓的掌声和赞誉。

10时30分，王大伯走出办证大厅，他
拉开小包要把新证照放进包中，不经意间
看到了包里准备用来拉近乎的香烟和两张
以备不时之需的钱币……今天怎么压根儿
就没想起这事呢？他不禁笑了，笑得那么
舒心、那么畅快，这笑中也有几许落伍的自
嘲和澄澈的童真。

□李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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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及《论语》的魅力

焦金鹏：孔子诞生的前后500年，
也是世界历史上不寻常的时代，西方学
者雅斯贝尔斯称之为人类史上的“轴心
时代”。这个时期是人类文明的重大突
破期，东西方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
导师，如中国的孔子和老子、古印度的
释迦摩尼、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
等，东西方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都在
这个时代喷薄而出，熠熠生辉。

李乐观：宋人有云：“天不生仲尼，
万古如长夜。”千百年来，孔子始终矗
立在中华文明的核心位置。“自孔子以
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
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
穿越层层迷雾，回归精神家园，承上启
下，继往开来，立文明之根，溯文脉之
源，这正是孔子的伟大贡献。

焦金鹏：孔子一生艰难曲折，幼年
丧父，少年丧母，中年丧妻，老年丧
子。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
事。”但他十分好礼，勤奋好学，常进太
庙，询问礼仪之事，很早就成为十里八
乡知书达礼的人。而立之年，他开办
私学，把教育推向民间，打破了“学在
官府”的贵族教育体制，首开“有教无
类”的民办私学先河。孔子在鲁国不
能实现其抱负，又率领弟子开始了长
达14年的周游列国，宣传政治主张，
推行治国理政的思想。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孔子四处漂泊，处处碰
壁，吃尽了苦头，仍不改初衷。在陈蔡
绝粮七日，在郑国东门累累若丧家之
犬，面对如此困境，很多弟子都灰心丧
气，孔子却能苦中作乐，甚至鼓瑟唱
歌，直到68岁才回到鲁国。在《论语》
中，好像从没提到苦字。而是一辈子

“忧道不忧贫，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饭疏食、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
矣。朝闻道，夕可死矣。发奋忘食，乐
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不义而富且
贵，于我如浮云。”这些名句中足见孔
子精神强大，安贫乐道，追求理想抱
负，矢志不渝的精神。

李乐观：孔子是超前的，他的仁政
礼治思想没有被所在的那个时代接
受，却在后世的中国根深叶茂，源远流
长。孔子一生颠沛流离，栖栖惶惶，落
魄之时衣不裹暖、食不饱腹，甚至被人
奚落为“丧家之狗”。但他坚韧、勇敢、
宽厚、仁慈、不屈不挠、勇往直前，始终
以完美的人格、渊博的学识、远大的精
神追求感染着身边的弟子。大家追随
夫子不离不弃，舍生忘死。在孔子去
世之后，三千弟子以对待父亲的“心
丧”之礼为老师守孝三年。从这意义

上说，孔子生逢不幸，但又何其有幸。
太史公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
能至，心向往之。”

焦金鹏：《论语》语言古朴，极其精
简，三言两语就讲完一个故事，却蕴含
了无穷的智慧，当真是无一字多余，字
字均是精华。经过2500多年的风霜
洗礼，这些文字仍然历久弥新，深刻而
切实地指导着我们的生活，这怎么不
让《论语》充满魅力呢？

李乐观：“今天的中国读书人，应负
两大责任。一是自己读《论语》，一是劝
人读《论语》。”钱穆先生说的这句话，是
他在《论语》中找到了智慧的源泉和生
命的力量。《论语》从来不曾强求我们做
什么、怎么做，而是就事论事，谆谆教
导，以身作则，春风化雨。《论语》对我们
精神的引领、人格的塑造，通过完善“小
我”而成就“大我”的人生实践，着实具
有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焦金鹏：从《论语》中，我们读出了
孔子的好学，也读出了他对道德、礼仪、
知识的渴求和执着。孔子曾说：“十室
之邑，必有忠信如孔丘者，不如丘之好
学也。”“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学如不
及，犹恐失之。”“我非生而知之者也，好
古敏以求之者也。”孔子的博学，不是生
而知之，而是靠后天一般人不能企及的
勤奋积累获得的。天道酬勤，苍天不负

有心人。孔子的渊博学识，奠定了他的
历史地位，尤其是整理古代文献典籍，
是他给我们后人留下的最为丰厚的文
化遗产。纵观几千年人类历史长河中，
曾经的四大文明古国都是最早进入文
明社会的，其他3个古国早已湮灭在历
史尘埃之中，唯有华夏文明历经劫难而
不熄，至今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李乐观：孔子的影响力不只在中
国，还在世界。孔子思想传播到西方至
少有400多年的历史。利玛窦在《中
国札记》中说：“中国哲学家中最有名
的叫作孔子，他所说的话和他的生活
态度，绝不逊于我们古代的哲学家。”
请注意，此时的孔子是以哲人的形象
出现的。孔子是位贤哲，而非先知，这
种强调理性的一面，正是欧洲人推崇
孔子的重要原因。启蒙运动的奠基
人、被誉为“欧洲的良心”的伏尔泰十
分崇拜孔子，在书房悬挂孔子像，朝夕
膜拜。伏尔泰认为孔子的东方仁爱思
想超越了西方偏执、狭隘的爱，用中国
的儒家思想批判基督教神学和封建专
制主义，以推动自己的主张，这是思想
启蒙的核心。1988年，75位诺贝尔奖
获得者在巴黎集会，共同探讨人类的
命运和新世纪世界前途的问题。由瑞
典物理学家汉内斯·阿尔文首先提出
并成为大会一致的结论：“人类要想获

得发展和幸福，就必须回到2500年
前，去中国的孔子那里寻找智慧。”

《论语》的现代传播方式

焦金鹏：我出生在中国盘古圣地泌
阳县，是书香世家焦氏二十三世继承
人。我从小就跟教私塾的爷爷读经典，
有幸读到了孔老夫子的《论语》。当时
只是诵读，其义不甚了解。后考入汝南
师范学校，主修古典文学，方知孔子之
伟大，真切感受到《论语》的无穷魅力。
2011年在郑州成立中原孔子书院，成
为中原地区传播儒家思想的重要阵
地。从2011年到2024年，历经十三
载，4000多个日夜坚守，完成全国巡讲
1500场。“德不孤，必有邻。”我感恩生
命当中遇到的每一位贵人。

李乐观：《论语》的传播，最重要的
阵地是在学校。诵读经典，当从孩子抓
起，在他们幼小的心灵播下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优良种子，崇尚礼仪，拔高志
趣，涵养道德，塑造完美的人格。为激
发青少年学习经典的兴趣，我深入中小
学校开展了多场国学文化公益讲座，并
在焦作师专文学院、河南理工大学机械
与动力工程学院等开设了《论语》公开
课，通过面对面地交流，带领学生们亲
近孔子，走进《论语》。在课堂上，指导
学生编排完成《论语》里的趣味小故事，
通过这种自导自演，身临其境，不但活
跃了课堂气氛，增强了原文记忆，还能
更深切地体会圣人的微言大义。

焦金鹏：《论语》走进校园，要和青
少年立德树人、思想素质发展紧密结
合，做好“三加一”工程。“三”是三项培
训，“一”是一项经典诵读工程。三项培
训包括校长培训、教师培训、家长课堂，
通过学校与家长共建共育实现合力；一
项经典诵读工程，就是“相约论语·文化
中国”“世界读书日·人人读论语”这项
大型活动，让孩子们在经典的诵读中，
感受圣人的思想。今年我们是第六届，
全国有1000多万人参加，这对我们推
动《论语》是一个非常好的传播方式。

李乐观：《论语》内化品德、外塑形
象，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和文
化性格，吸引更多年轻人喜欢《论语》、
热爱《论语》、理解《论语》、传播《论语》，
更要借助B站、抖音、视频号、小红书等
新媒体平台，以音视频甚至动漫的形
式，不拘一格，传播《论语》。

本报记者 赵改玲
图① 中华传统文化诵读工程副

秘书长、中原孔子书院院长焦金鹏。
图② 中华传统文化诵

读工程焦作组委会秘书长李
乐观。（照片由受访者供图）

人人读《论语》：

归去来兮
访谈嘉宾：焦金鹏 李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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