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文】
子曰：“出（1）则事公

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
不勉（2），不为酒困，何有
于我哉？”

【译文】
孔子说：“出门侍奉公

卿，在家侍奉父兄。有丧
事不敢不尽心去办，不为
酒宴所困扰，这些我做到
了哪些呢？”

【解析】
本章讲忠孝之义、丧

祭之礼，可看成这是夫子
的自谦之辞。

（1）出，外出，这里表
示任职于公侯的朝堂或卿
大夫的采邑。周代实行分
封制，周天子以下，各国诸
侯的爵位多为公、侯、伯、
子，诸侯以下又有卿大夫
若干，一起组成统治集团。

（2）勉，尽力。
儒家倡导忠孝，为国

家尽力是谓忠，为父母尽
力是谓孝。孝服务于小
家，是忠的基础；忠服务于
国家，是孝的高级表现。
《学而·第一》篇里，子夏说
“事父母，能竭其力”，这是
孝；“事君，能致其身”，这
是忠。所以，忠孝代表了
一个君子的成人标准和行
为规范。

本章夫子列举有关
忠、孝、丧、祭四个方面，谦
虚地说自己一件事也没有
做好。而真实情况又是怎
样的呢？结合夫子的身世
背景，不难发现，尽管他在
道德修养及为人处事方面
做到了极致，但不得不面
对现实的遗憾。第一，“出

则事公卿”，这是夫子的理
想。他几乎用尽一生都在
积极入世，以实现他重整
礼乐秩序、救济苍生的抱
负。但残酷的现实一次次
将他的热情拒之门外，让
这个不愿在乱世中随波逐
流的人终究独木难支，抱
憾而归。第二，“入则事父
兄”，夫子做到了一半。不
是他不能侍奉双亲，真实
的情形是“子欲养而亲不
待”。大多数的时间里，夫
子只能向同父异母的哥哥
恪尽孝悌之道。第三，“丧
事不敢不勉”，更加不如人
意。父亲叔梁纥去世时夫
子尚且年幼，甚至连墓地
都不知道在哪里；儿子孔
鲤去世，由于家贫，一切从
简；最为钟爱的弟子颜回
去世时，夫子本想用自己
的方式送别，却被弟子们
安排了厚葬的仪节，又一
次违背了他的初衷。最
后，“不为酒困”，其中既有
宗庙祭祀的礼仪，也有乡
党饮宴的应酬。由于夫子
颠沛流离，久不在卿大夫
之列，这些场面也就逐渐
淡出了他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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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大师身逢乱世，置身于
动荡的大时代，社会环境复杂
多变，但他们“于乱世求研究，
本为逆流之妄举”，成为各自领
域的“拓荒者”，开创了文化的
新纪元。他们创立了中国历史
上无数个第一：中国人独立进
行的第一次科学考古发掘，第
一份矿产资源调查和田野考察
报告，第一幅地震区域分布图，
第一部恐龙研究专著，第一篇
古建筑调查报告……他们发现
了北京人头骨、山顶洞人头骨、
龙山文化黑陶，还有海量有字
甲骨、大批殷墟文物、殷商故
都，这些成就不仅击碎了横亘
学界上空的“中国文化西来
说”，而且让埋藏了千年的古老
故事得以重新讲述。

他们为此忍受着常人难以
想象的艰辛和困苦，甚至还要经
历九死一生的考验：翁文灏考察
石油时遇到车祸，几乎丧生；丁
文江煤气中毒身亡；梁思永发掘
殷墟，罹患重病，卧床长达两年；
袁复礼在新疆发掘恐龙化石，冻
伤了脚，休养了三个月才痊愈；
吴希曾湘西勘探遭遇车祸身亡；
赵亚曾和许德佑等四人分别在
云南、贵州被土匪枪杀……可他
们没有退却，甘愿付出沉重代
价，为学界脱胎换骨。

掩卷长思，思绪久久难以平
静。我想，是什么样的意志力在
支撑着他们，是什么样的精神在
鼓励着他们？思索良久，“家国
情怀”四个字跳入我的脑子里。
这四个字写出来简单，却深深地
刻印在每个中国人心中。自古
以来，家国情怀已然潜移默化于
教书育人和读书明理之中。家
国情怀是司马迁的“思奋不顾
身，而殉国家之急”；是诸葛亮的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从鲁

迅的“我以我血荐轩辕”；是周恩
来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艾青在其诗作《我爱这片土地》
中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
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荒野上的大师”们说，“万事不
由己，只有竭力而为”。为了心
中信念，为了给中华文化溯源追
根，他们甘于奉献出自己的一
生。

读书通大义，立志冠清流。
“荒野上的大师”们以自己的行
动力再一次具象化了“家国情
怀”这四个字。因此，当“丝绸之
路”的命名者李希霍芬把他们称
作“斯文秀才”，讥讽他们总是留
着长指甲，出门就要坐轿子时；
当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
甚嚣尘上时；当国外学者和探险
家前赴后继来到中国，调查矿
藏、石油，发掘文物，考察古迹，
文物不断外流时；当当时的汉学

中心竟在巴黎和东京时……这
让中国的学者、书生们无比痛
心。他们想让文物留在中国，想
把汉学中心建在中国。于是，他
们义无返顾地站了出来，走出书
斋，跋涉荒野，在逆境中开辟新
天地，在国家内忧外患之时，凭
热血和专业为国效力，取得了一
个又一个辉煌的成绩。他们不仅
发现了煤矿、铁矿、石油，还发掘
了许多文明遗址和文物——仰
韶文化、北京人、山顶洞人、恐
龙化石；他们不仅挖掘出彩
陶、青铜器、有字甲骨等大量
文物，还根据实地发掘的经验
和出土文物，提出了“三叠层”
理论，推演殷商历法，研究体
质人类学……尤其是 15次殷
墟发掘，被法国汉学家伯希和
誉为“近年来全亚洲最重大的
考古发掘”。他们揭开了许多
历史真相，并有力驳斥了一些
西方学者的偏见。

《荒野上的大师》笔风稳健、
隐忍，作者张泉细致地用他冷静
理性的笔触梳理出大师们的荒
野旅程。他并不是孤立地书写
每一位大师个体，行止事迹之
外，而是结合着当时的时代背
景，描述出他们的社会活动，生
动且细节的描写，也不乏深刻的
洞见。张泉用翔实的史料及犀
利精准的语言，总结评析着大师
们及那个时代的故事，一步步破
解那代人的心路历程，打破刻板
印象，为读者解密出真正的大师
风度，回归历史真实。

书籍封面上方一行字：“其
实，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
是勇毅者以自己的名字开创新
的纪元。”灼灼入目，闪烁着炽热
的光芒。透过这光芒，我看到那
一个个彪炳史册的名字更加耀
眼明亮。

主招餐饮、制造业、食品加工、装修建筑等人员，月薪
1.5万元以上，每年有半个月的探亲假，合同期3年至5年，
期满后雇主会每年返还2万元左右的国民年金。18岁至39
岁，身体健康、无犯罪记录的男女均可报名。资质公司办理，
安全可靠。有意者请咨询：15839123398尹老师

韩国大量招工
虚 位 以 待
期待你的加入

房屋
出售

现出售峰尚国际小区精装复式楼一套，建
筑面积79.5平方米，六楼，证件齐全，与焦作万
达广场北门和锦祥商业街隔丰收路相对。小区
配套设施齐全，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
电话：13503911215

我公司在高新区文丰路有厂房
6400余平方米、土地1.5万平方米，对
外出租，价格优。电话：13782610532

厂房土地出租
焦作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位于马村区义

门停保场、人民路北朱村停保场、站前路公交停保
场办公楼及场地对外出租。中原路东学固停保场
厂房及场地对外出租。电话：13839166796

招 租

如果您有好的服务
请通过我们告诉广大读者

欢迎咨询办理

生 活 资 讯 15839166889
一个电话 上门办理

报纸+微信
8797222

温馨提示：本栏目仅为信息提供和使用的双方搭桥，信息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由信息提供者负责。您使用这些信息时，请注意查验相关文件和手续。广告

个人求职、企事业单位招
贤纳士，敬请留意或刊登
分类招聘广告

招全国各区、各县宣传
总经理，条件不限，培训2
个小时，该招聘长期有效。
地址：武陟县木城初中西邻
电话：19939142562

招

聘

1.市中心观澜国际全新房，精典户型，手续齐全，80平方
米、120平方米、69平方米，特价售。2.市区仓库、车间、厂房
出租，住房、写字间低价出租。电话：17803852291

特价售房、仓库、厂房住房出租

□廉彩红

上世纪 20 年代，中

国风云涌变，时局动荡不安，

有这么一群人“以身入局”，

走出书斋，担斧入山，跋涉荒

野，成为中国考古界的“孤勇

者”和“拓荒者”。

《荒野上的大师》讲述了

李济、赵元任、吴宓、贾兰坡、

夏鼐、梁思成、林徽因、梁思

永等在考古现场和学术书斋

中的工作与贡献。他们大多

数家境优渥，留学海外，学业

有成，崇尚科学精神。他们

原本过着富裕安宁的生活，

因为心中那道光的指引，他

们默默耕耘、不懈奔走、勠力

与共，让自己成为尝遍风雨、

受尽磨砺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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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笔者在许传珂女儿许喜梅家见到
了许传珂的两张立功证书，并在许喜
梅的讲述中，了解了其父亲的革命生
涯。

许传珂年轻时接触到了一些革命
书籍，对革命充满了向往。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

布投降，抗日战争结束。9月8日，八
路军太行第八军分区解放焦作，焦作
迎来了第一次解放。

许传珂毅然在博爱县加入了游击
队，和游击队员一起组织农民开展轰
轰烈烈的反奸反霸、减租减息运动，打
击还乡团和地方顽固分子，保护人民
群众的胜利果实。

1948年 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
太行四分区从西、北、南三面包围焦

作。24日，解放军胜利
占领焦作，焦作第二次
获得了解放。

许传珂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
救中国，于1949年1月积极报名参加
了解放军，是华北军区第20兵团第66
军 196 师 587 团 4连战士。1950 年
10月，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66军196师587团，参加抗美援朝战
争。

许
传
珂
：

□许保金

1929 年 2 月 18
日，许传珂出生在中站区
东冯封村一个书香门第
家庭。他受家庭环境影
响，从小聪明好学，知书
达理。他当过游击队队
员、解放军战士，抗美援
朝期间，他作为一名志愿
军战士赴朝参战。他作
战勇敢，多次立功。立功
喜报传至家乡，家乡人民
为他骄傲。1951年8月1
日，当时的焦作矿区人民
政府授予许传珂“人民功
臣”荣誉称号。

“
三

1951年3月，196师奉命从朝鲜
战场凯旋回国，番号分别为华北军区
第66军第196师、北京军区第66军第
196师。从此，部队在人民解放军革
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道路上迈开
新的步伐，创下多个标志性“第一”。
同年6月，196师在全军第一个进行正
规化改编试点。10月国庆大阅兵，该

师承担步兵方队任务，代
表陆军部队走过庄严

雄伟的天安门城
楼，接受党和人
民的检阅。此
后，196师连续9
年参加国庆阅
兵。

许传珂多次
和孩子讲：“当我
们迈着矫健的步
伐，走过天安门
城楼，接受党和

人民检阅时，心情无比激动。”
许喜梅让父亲给他们表演走过天

安门城楼受阅时的情景。
许传珂又拿起擀面杖，像握着一

杆钢枪一样端在胸前，迈着正步，大踏
步在院子里从这头走到那头。孩子们
鼓掌叫好，一个个投来钦佩的目光，他
们为有这样一位英雄的父亲而感到骄
傲和自豪。

许喜梅告诉笔者，她父亲多次立
功，家中的奖章就有十几枚，奖章和证
书都集中放在一个布包里。一日夜
里，家里进了贼。小偷估计把黄颜色
的奖章当成黄铜了，把银白色的奖章
当成白银了，把奖章和证书全部偷
走。一家人心疼不已，这也成了家中
的不幸。

许喜梅还保留有她父亲荣立三等
功的两张证书。这两张证书当时没和
其他奖章放在一起，才没被偷走。

1953年4月，许传珂带领全班战
士刻苦训练，准备参加国庆阅兵。因
许传珂关心战士，积极辅导战士训练，
成绩优异，于4月10日，被部队授予

三等功。
1953年 10月，参加完国庆阅兵

后，因许传珂带领全班圆满完成了受
阅任务，得到了上级的表扬，于10月7
日，被部队再次授予三等功。

这次参加国庆阅兵是许传珂最后
一次，受阅任务完成后，他就光荣退伍
了。

许传珂退伍后，组织上安排他先
到天津进行了几个月的疗养，医治他
身上的伤。后回到家乡，先后在焦作
矿务局李封矿、李封水泥厂、王封砖
厂等单位担任车间主任等职。他工
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从不以功臣
自居，为建设社会主义默默贡献着自
己的力量。因战争时期多次受伤，身
患疾病，于1982年6月19日病逝，享
年53岁。

许传珂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
荣的一生，值得后人永远怀念。

左上图 许传珂。
（图片由作者提供）

二

1950年10月25日，许传珂和志
愿军第66军全体指战员趁夜色从辽
宁省安东市（今丹东市）渡过鸭绿江，
成为第一批跨过鸭绿江的英雄部队。

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至第四次
战役中，196师随第66军扬威铁血山、
突破三八线、进抵三七线、坚守德高
山、建功横城北，取得了辉煌战绩，先
后涌现了无数战斗英雄。许传珂也因
战斗勇敢，不怕牺牲，多次立功，任
196师587团4连班长。

许喜梅告诉笔者，她听父亲讲过，
在一次阻击敌人的战斗中，志愿军在
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里埋伏了整整
一天一夜。她父亲和战士们一样，全
身冻得像冰棍一样，但没有一个人活
动一下身体。大家都知道，稍有不慎，
就可能被敌人发现，就会暴露，将会影
响全军的战斗部署。等到冲锋号响起
后，有些战士再也没有站起来参加战
斗，而成了“冰雕连”。许传珂强忍着
双腿被冻得钻心般的疼痛，几次跌倒，
又几次站起来，端着钢枪向敌人冲去。

许喜梅说，像这样在冰天雪地里
埋伏的情况经常有。她父亲的双腿由

于在雪地里埋得时间太长，落下了老
寒腿的毛病，一到冬天就会犯病，疼痛
难忍。在雪地里埋伏时，由于后勤补
给跟不上，经常缺少食物，她父亲和战
士就抓一把雪塞进嘴里当饭吃。趴在
冰天雪地里，吃着冰凉的雪，吹着刺骨
的寒风，她父亲肺部受到了感染，落下
了哮喘的毛病，经常咳嗽不止。半夜
了，她在睡梦中经常会被父亲的咳嗽
声惊醒。

敌人凭借武器优势，出动飞机、大
炮对我军阵地狂轰乱炸，每场战斗下
来，我军都有伤亡。许传珂多次受伤，
身上留下多处伤疤。

一次战斗中，敌人一颗炸弹就在
离许传珂不远处爆炸。一块巴掌大的
弹片从他眼前飞过，打在旁边的石头
上，巨大的冲击力把石头掀起一片。
许传珂说：“我命大，要是弹片偏一点，
就正好打在我头上，我就‘光荣’了。”

许传珂经常教育子女：“你们要珍
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日子，这都是革
命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许喜梅问父亲：“爸，你打仗害怕
吗？”许传珂说：“谁愿意打仗？谁不怕
死？但是为了保家卫国，为了子孙后
代不再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我们必须
打败美帝野心狼。”

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所谓“联合国
军”，许传珂和志愿军战士不畏强敌、
勇猛拼杀，以落后的武器打退了敌人
的多次进攻。子弹打完了，手榴弹用
光了，就和敌人拼刺刀。

一天，许喜梅问父亲：“爸，你给我
们讲讲，你是怎样和敌人拼刺刀的？”

许传珂顺手从面板上拿起一根擀
面杖当作刺刀，开始为孩子们表演和
敌人拼刺刀的情景。

一次，我军战士和敌人拼刺刀，两
个敌人向许传珂扑来。一个敌人端着
刺刀用力刺向许传珂，许传珂一扭身，
敌人扑了空，一头栽进许传珂身后的
土坑里。另一个敌人又向许传珂扑
来，许传珂一个扫堂腿就将敌人撂倒，
一刺刀扎下去，敌人立刻见了他的“上
帝”。第一个敌人刚从坑里爬出来，还
未站稳脚跟，许传珂转身就是一刺刀。

孩子们看着父亲拿着擀面杖模仿
着和敌人拼刺刀的样子，乐得哈哈大
笑。

许传珂所在的66军排除万难，不
惧强敌，在抗美援朝战争史上书写了
精彩、豪迈的篇章。由于第66军成绩
优异，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
称赞66军：“一次比一次打得好，越战
越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