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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小九
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博士后，兼任中国伦理学会理事、河南省伦理学会副会长、河南省学
位委员会法学学科组成员、河南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
员会委员。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读书》《道德与文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研究》、加拿大《文化中国》等发表文章90余篇。

●李乐观
●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灯光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河南省优秀基层宣讲员 ●中原经济区优秀社科工作者
●郑州西亚斯学院兼职教授 ●河南理工大学客座教授
●政协第十五届焦作市委员 ●焦作市作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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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语》中，有这样一句
话：“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
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
风乎舞雩，咏而归。”

在暮春浅夏、草长莺飞的
季节，李乐观和郑小九就《论
语》中的亲仁观念，进行了一
场对话。

里仁为美

郑小九：仁的本意是对人
心存善意，相亲相爱，强调我
对别人好，主要是单向的，结
果可能是相互的，如后面引孟
子的“爱人者，人恒爱之”，但

“仁”本身不是相互的。后经
孔子的发展，成为广义的道德
范畴，也是儒家修养的最高境
界。在这里，孔子给每个人树
立了一座灯塔，这个灯塔闪耀
着智慧的人文之光，既崇高又
远大。曾子说：“仁以为己任，
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
乎？”然而，孔子所谓的仁亦绝
非遥不可及，而是那样的触手
可得。“我欲仁，斯仁至矣。”它
内化于日用伦常、行走坐卧、
社会交往之中。

李乐观：《论语》里，孔子
从未给仁下一个准确的定
义，致使人们对仁的理解充
满了想象张力和不确定性，
这恰恰是它的魅力所在。没
有哪一个弟子到达了仁的境
界，但他们一直行走在及仁
的路上。“仰之弥高，钻之弥
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这
种有难度的道德自觉，“莫见
乎隐，莫显乎微”的慎独体
验，甚至让个别学生知难而
退，产生了抗拒。比如冉求

就曾公开向老师

坦白，表明自己在求仁的道
路上力不从心。孔子谆谆教
导，鼓励冉求就近取材，求仁
得仁，进而打开“画地为牢”

“中途而废”的心结。
郑小九：与仁关系较近的

字是和，仁爱推广开来就会社
会和谐。孔子提出的“和而不
同”是人与人之间关系最为理
想的模式。在这一模式中，

“和”是以“不同”作为前提
的。因为矛盾的差异性是绝
对存在的，事物与事物之间、
人与人之间莫不如此。要处
理好、协调好各种矛盾关系，
就必须尊重差异，承认事物和
人的多样性，以广阔的胸襟、
宽容的情怀去接纳不同的对
象，去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
和谐。

李乐观：《论语》中的仁
也有“和而不同”的表达，同
样是问仁，孔子却给出了完
全不同的回答。如告诉樊
迟，仁的根本在于爱人；点拨
仲弓，仁的重点是与人相处
时让其感觉舒适，“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提醒司马牛，
行仁的关键在于先做后说，

“其言也讱”；鼓励颜回，“非
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
言，非礼勿动”“克己复礼，为
仁”。可见，仁是一种全德，
是成圣成贤的必备品质。所
谓“和而不同”，“和”是得仁
的自然结果，“不同”是行仁
的各种路径。孔子讲的行仁
之方有两种，一是“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一是“利人达人”。

援仁入礼

郑小九：孔子生活的春秋
晚期，礼崩乐坏，瓦釜雷鸣，诸
侯们四处征战杀伐，摧毁的不
仅是百姓家国田园，还摧毁了
自西周初年以来，人们一直在

内心遵守传承的精神秩序。
道德沦丧，唯利是图，混乱的
社会现实严重伤害了人们对
传统周礼的真实情感，礼乐教
化渐次沦为空洞的形式和虚
伪的装潢，重建礼乐，迫在眉
睫。

李乐观：孔子痛感今不如
昔，他知道单纯地谈论恢复礼
乐秩序，恐怕已无可能，只有
将原本维系社会秩序的礼扩
展开来，变成让所有人都可以
参与和体验的日常生活。这
样，原先僵硬而带有强制性的
礼，被赋予普遍性的伦常价
值，从而将礼制与人们的道德
实践结合起来，这就是“援仁
入礼”。

郑小九：仁是礼的精神实
质，礼是仁的表现形式，一种
社会规范必须具有普遍的道
德基础。要让人们遵守礼制，
就要看礼乐中有没有仁的精
神存在。只有这样，遵守礼乐
秩序才能变为道德自觉，否
则，“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
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
礼则绞”。

李乐观：有了仁的加持，
原先单纯为贵族阶层服务的
礼便“飞入寻常百姓家”，使
礼的内涵大大丰富，演变为
社会各阶层普遍适用的行为
准则。修己有道，修身有范，
人人各安其位，各奉其职，各
司其事，上下有差，长幼有
序，社会达到安定和谐的理
想状态。

仁者爱人

郑小九：在孔子看来，人
人须有仁爱之心，仁爱是礼
乐的道德根基。礼乐不是单
纯的形式，如果不与仁爱结
合在一起，就是徒有其表，就
是虚伪的、多余的。孔子说：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
仁，如乐何！”仁爱的实践任
重道远，在日常生活中必须
严格遵循礼的规范，时时检
束自己，即便独处时也不懈
怠放纵。

李乐观：“仁者爱人”，这
种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爱，
最后发展为广施济众的博
爱。孟子说：“爱人者，人恒爱
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仁者
的情怀不只表现在“爱人”，还
表现在“为人”方面，“己欲立
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成就
别人的同时也成就自己。

郑小九：在爱人方面，孔
子关于友谊的思想为儒家的
友谊观确立了高尚的基调。
一方面，人需要友谊，人生在
世不能没有朋友，人的成长过
程中需要朋友之间的相互交
流、相互切磋、相互鼓励。另
一方面，朋友关系不能建立在
满足个人私欲的基础之上，不
能是酒肉相好、财货相恋、权
势相资、声色相狭、血气相激
的朋友，而是追求“君子之
交”，要志同道合，以友助道，
以友辅仁，同甘共苦。

李乐观：仁者与君子最相
近，或者说君子修身就是达仁
之境。在这个过程中，交友显
得十分重要。孔子说：“益者
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
矣。”同正直的人做朋友，同诚
信的人做朋友，同见闻广博的
人做朋友，这是有益的。反
之，“损者三友，友便辟，友善
柔，友便佞，损矣。”与歪门邪
道的人做朋友，与阿谀奉承的
人做朋友，与花言巧语的人做
朋友，这是有害的。故而，慎
交远伐，“以文会友，以友辅
仁”，大有裨益。

上图 李乐观（左一）和
郑小九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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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阳，古称覃怀、怀州、

河内、怀庆府，汉代史学家司马迁

《史记·货殖列传》曾讲：“昔唐人

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

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

王者所更居也……”；清乾隆年间

进士范照藜在《怀怀诗·并序》中

赞美：“名都胜景，自唐虞夏商周

而后，历历可稽。宦绩人材，由汉

唐宋元明以来，蒸蒸而上。”《沁阳

市志》载：民国二年（1913 年）2

月，废府存县，怀庆府改为沁阳

县。之后，在这块古老的热土上

红旗漫卷，烽火四起。

“

崇义古镇 碧血丹心的先烈

崇义，意为“崇尚礼义”，唐初
曾置忠义县。著名的革命先驱杨
介人（1899年至1936年）就出生在
这里。

据《沁阳文史资料》《中共焦作
党史专题研究选编》《百年记忆》等
书刊介绍：杨介人，字廉泉，曾用名
介臣，1919年12月9日，赴法国勤
工俭学，河南留法学生负责人之
一。1921年加入旅欧少年中国共
产党，并创办《廉泉》刊物。1923年
2月，与赵世炎、周恩来、萧朴生一
起，参加了旅欧少年共产党在巴黎
西郊召开的临时代表大会，决定将
旅欧“少共”改为旅欧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
1923年，与聂荣臻一起赴苏联莫斯
科东方大学深造。

1924年秋，杨介人回国后，先
后担任中共安阳县委书记、汲县地
委书记等职。负责邢台至新乡京
汉铁路以及汲县至博爱县道清铁
路沿线的工运、农运、学运工作。

1925年6月至7月，为声援“五
卅”运动，杨介人参加领导了焦作
煤矿工人反对外国资本家的罢工
斗争。9月，又发动了安阳六河沟
煤矿工人罢工斗争。

1926年3月，杨介人任中共卫
辉地委书记。1927年“大革命”失
败后，杨介人回到家乡，在沁阳、温
县等地建立地下党组织，进行革命
活动，在崇义村成立“青年读书
会”，传播、引导和教育青年信仰马
克思主义。1928年冬，由于叛徒告
密，杨介人在安阳被国民党当局逮
捕，后经多方营救获释。出狱后，
先后在温县、沁阳等地教书。在沁
阳木楼学校教书时，他还亲手画了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画像挂在
教室，并用简瓦在校园空地上摆成
中国地图，栽上花草，再标出被帝
国主义侵略地区，以此激发和培养
学生的马列情怀和爱国热情。

1930年，杨介人重新回到安阳
领导工人运动。1932年，杨介人在
天津领导工人运动时，不幸被捕入
狱。在狱内，他一身正气，威武不
屈，多次领导绝食斗争。1936年
12月23日，在领导共产党狱中支
部组织的越狱暴动失败后，于同年
12月30日被杀害于国民党保定监
狱，时年37岁。1946年春，沁阳县
人民政府追认杨介人为革命列士。

2009年9月，杨介人当选“6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
河南英雄模范人物”和“30位为新
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焦作英
雄模范人物”。

紫陵古寺 红色支部的诞生

紫陵，因春秋齐国晏子葬于此
而得名，又言紫陵位于太行紫金坛
下紫陵涧而成名。中共沁阳第一

个党支部就
成立于村里

的开化寺。
1927年春，在中共河南省委的

领导下，党的地下工作者郭晓棠来
到沁阳紫陵一带开展党的工作，成
立“谔声社”“读书会”，积极传播马
列主义。

1929年春节，紫陵的反动头目
任全伦等勾结恶霸、祸害乡邻，制
造了震惊豫北的“紫陵惨案”。

1932年1月，郭大佛等人在沁
阳县城北街成立“青年反帝大同
盟”，对外称“明月读书会”；2月，郭
大佛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中共河
南省委委派李新民到沁阳，指导成
立中共沁阳第一个党支部，郭大佛
任党支部书记，任建樟任团支部书
记。中共沁阳第一个支部委员会
的建立，使沁阳的革命斗争掀起了
崭新的一页。

1932年9月6日夜，党继新、郭
大佛组织10多名青年农民，手持刀
枪棍棒突袭六区区公所及民团所
在地义庄，砸毁电话机、烧掉账簿
公文，并在郭舜仁的接应、规劝之
下，有40余名团丁起义。同时，成
立“豫晋边红军游击队”。之后，党
继新、郭大佛、郭舜仁等人夜渡沁
河，西去济源，再次组织暴动。9月
9日，奇袭五山镇五区区公所大获
成功，后有50余名青年农民参加入
游击队，并建立原大寨根据地。“沁
济暴动”震惊豫晋两省，国民党调
集数千人，围攻两地游击队和原大
寨，终因寡不敌众，暴动失败。这
次暴动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
力，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支
援了卾豫皖苏区。

1933年初，王耀轩加入共产
党，并与周瑞麒、任贯一等重建中
共沁阳支部委员会，为后来中共沁
阳县委、中共沁阳中心县委的建立
奠定了坚实基础。

太行热土 烽鼓不息的县委

山王庄镇不仅是“竹林七贤”
的游学之地，也是晚唐著名诗人李
商隐祖茔的所在地，还是明代历学
家、音乐家朱载堉的归隐之处。
1935年7月，中共沁阳县委在山王
庄村正式成立，同年8月，中共沁阳
县委改为中共沁阳中心县委，辖沁
阳、济源、孟县等县党的工作。
1936年春，中共沁博边区委在山王
庄一带成立。1937年9月，中共沁
阳中心县委在山王庄重建，王毅之
任县委书记，辖沁、济、温、孟、博五
县党的组织。同年12月，沁阳县委
在紫陵村组建，马纪民任县委书
记，冯精华、任雷远任委员。

1938年 2月 21日，日军侵略
沁阳后，中共晋冀鲁豫省工委、豫
北特委、沁阳中心县委在紫陵仙神
庙支持组建豫北人民抗日游击第
三支队，遭到反动势力的突然袭
击，后中共沁阳中心县委迁至山西

犁川。同年4月，郭大佛率队在沁
阳西宜作村击毙日军70余人，郭在
战斗中牺牲。同年6月，中共沁阳
中心县委在大河里尚庄重建。10
月，中共沁阳中心县委对外称“八
路军工作团”。

1940年1月，中共沁阳中心县
委在土岭重建。重建次日，国民党
47军523团袭击山西晋城土岭一
带的党政机关，造成骇人听闻的

“土岭事件”，20余人伤亡，中共沁
阳中心县委书记刘刚、副书记王毅
之等83人被捕。

1942年夏，被朱瑞誉为“太行
山下民众的领袖”的田时风，在晋
城西南的范河村组建“晋沁敌工
站”，对外称“八路军办事处”。8
月，成立沁阳县抗日民主政府，田
时风任县长。1942年冬，中共沁阳
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派尚有明等
人策反伪军董学义部，200余人弃
暗投明。

1943年3月，中共太岳区委撤
销晋南县委和沁阳县委，成立晋沁
县委。1945 年 4月，晋沁县委撤
销，中共沁阳县委在捏掌村组建，
同年11月 8日，沁阳县城首次解
放，中共沁阳县委由捏掌村迁至城
中。但风云突变，1946年10月国
民党军再次占领县城后，中共沁阳
县委被迫撤至捏掌村。

1947年7月，沁阳县城二次解
放，中共沁阳县委、沁阳县民主政
府及党政机关由捏掌村迁入城内。

赵寨整党 重若丘山的会议

赵寨村是唐太宗李世民赞誉
东何“精练军戎”，并赐练姓的古村
庄，有“凤凰栖息”之传说。

1947年，太行第四党政军首脑
机关，陆续转移到赵寨村和紫陵
村。

1948 年 1 月 10 日至 2 月 15
日，中共太行第四地委、第四专员
公署在赵寨村张氏祖祠召开区以
上干部整党整风会议，来自沁阳、
温县、博爱、修武、武陟、焦作、山西
陵川等8个县市的区级以上干部
1163人参加会议，其中，部队干部
264名。沁阳县委书记张青山、县
长任小风带领沁阳500多名干部参
加学习，地委书记贾久民、地委副
书记兼组织部长于林、地委宣传部
长高宗智等出席会议。会议传达
贯彻了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学习
《中国土地法大纲》等文件，纠正了
土地改革中“左”倾错误，加强了党
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纯洁了
党员队伍。

烽火连天，覃怀的革命故事不胜
枚举：人称冯大娘的李河运，将2个
儿子、儿媳和1个女儿送往八路军部
队，就连10岁的小儿子冯志功也参
加了儿童团；地下交通员、英雄母亲
任大娘；“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宋学
义；电影《英雄儿女》王成原型之一的
李文彦；空军司令员马宁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