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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论语》，我们也想了
解孔子的为人以及他的独
生子孔鲤。孔鲤是孔子唯
一的儿子，但在很多人的印
象里，孔鲤似乎很普通，甚
至还有点平庸。他既没有
颜回的博学多识，也没有子
路的勇敢无畏，更不如子贡
的妙语连珠，就连子夏、子
张、曾参等这些年轻弟子都
要比孔鲤出彩，事实真的是
这样吗？让我们听听论语
专家李乐观对此怎么看。

李乐观说，这不是一个
人的疑问。千百年来，人们
几乎都这样认为。但大家
有没有想过，一辈子注重教
育、以身作则的圣人孔子，
他的儿子怎么会平庸呢？
如果孔鲤不平庸，他为什么
没有著书立说？为什么没
有授徒讲学？为什么一生
没有取得一官半职？我们
先从《论语》里的一则故事
谈起。

孔门有个叫陈亢的学
生，喜欢抬杠，有点刺头，一
次去问孔鲤：“我们这些学
生，一整天也见不到老师几
次面，所学的东西也十分有
限。您跟我们不一样，您和
老师同在一个屋檐下吃饭、
睡觉，朝夕相处。我很好
奇，想问一下，您在老师那
里有没有听到过不一样的
教诲？”（陈亢问于伯鱼曰：

“子亦有异闻乎？”）陈亢言
下之意，老师有没有私下给
你开小灶、吃独食，从实招
来。

诸君请看，孔门弟子可
不都像颜回那么听话，像曾
参那样愚笨，像樊迟那么单
纯，这里最不缺省油的灯。
陈亢为什么敢跳出来质
问？因为这不是代表他自
己，而是代表很多人。《论
语·述而》篇就记述了这样
一件事。可能弟子们觉得

老师讲课时过于简洁，有所
隐晦，就纷纷表露出怀疑之
色。孔子给弟子们解释：

“你们以为我有什么隐瞒，
故意不讲给大家听吗？我
告诉你们，我没有任何隐
瞒，更没有什么是不能够一
起分享的，这就是我孔丘的
为人啊。”（子曰：“二三子以
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
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
丘也。”）可见，当时确实有
个别学生因理解能力稍差，
产生了对老师的误解和不
信任，这里面就包括陈亢。

应该说，陈亢的话问得
很尖锐，很不礼貌，甚至有
点咄咄逼人。这或许来源
于孔鲤平时老实巴交、语不
惊人的朴实印象。孔鲤怎
么回答的呢？孔鲤很平静
地回答：“没有。我记得有
一次父亲站在院子里，我小
步快走从他面前经过。父
亲叫住了我，问我‘学《诗》
了吗’。我回答说‘没有’。
父亲说，‘不学《诗》，语言乏
味，就不能在正式的场合对
答如流’。我退下后就开始
学《诗》了。又有一日，还是
父亲站在院子中，我从他面
前经过。父亲又问我‘学礼
了吗’，我回答说‘没有’。
父亲说，‘不学礼，就无法在
社会上立身处世’。我退下
后就开始学礼了。如果非
要说我听过和别人不同的
教诲，恐怕也就只有这两件
事情了。”（对曰：“未也。尝
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
诗乎？’对曰：‘未也’。‘不学
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
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
曰：‘学礼乎？’对曰：‘未
也’。‘不学礼，无以立。’鲤
退而学礼。闻斯二者。”）

孔鲤的回答太优秀、太
牛了！面对学生对父亲的
质疑，他表现得沉着冷静，

话说得入情入理。孔鲤先
是维护了父亲的高大形象，
表达了和父亲同样的态度：
不偏私，不刻意，不隐瞒。
接着，孔鲤重申了孔门教育
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兴于
诗，立于礼”，即道德学问和
处世为人，以此来说明这不
是吃独食，乃是求学的要务
宗旨。相信孔门的每个学
生都深谙此道，烂熟于胸。
最后，孔鲤借此点化陈亢，
要把精力放在学习上面，不
要贪图老师讲得多，而是能
够悟得透。

孔鲤的回答效果如何，
我们看看陈亢的态度就知
道了。陈亢听完后心悦诚
服，大为赞赏，高兴地说：

“我问了一个问题，却有三
方面的收获，听到了学《诗》
的重要性，听到了学礼的重
要性，还听到君子不偏爱自
己的儿子啊。”（陈亢退而喜
曰：“问一得三。闻诗，闻
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
也。”）通过这件事，可以看
出，对于陈亢这样挑剔的
人，如果不是孔鲤足够优
秀，有的放矢，对答如流，是
很难让他心服口服的。

至于孔鲤为什么没有
像其他的师兄弟一样表现
出色，其实这里有个隐情。
孔子从 30 岁左右开办私
学，为学生呕心沥血，鞠躬
尽瘁；56岁开始周游列国，
这一走就是14年。孔鲤深
爱自己的父亲，更理解父亲
的良苦用心。当父亲把人
生多数时间和精力放在追
逐理想的时候，孔鲤选择默
默地支持父亲，毅然决然地
用他羸弱的双肩扛起了家
里的生活重负，而这样的隐
忍与坚持，注定让他无法像
其他人那样为学论道，挥斥
方遒，激昂人生。

这就是孔鲤，他用自己
的朴拙磨砺出光洁的棱角，
他用自身的平凡支撑着孔
子的梦想，谦和而不宣明，
低调而不张扬，于无声处听
惊雷，孔鲤岂是蓬蒿人。

本报讯（记者赵改
玲）近日，由我市论语专
家李乐观讲述的《〈论语〉
100问》被学习强国总平
台选用。这期讲述的是
《孔子为什么不愿见孺
悲》。

“孺悲欲见孔子，孔
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
取瑟而歌，使之闻之。”那
么，李乐观是如何讲述的
呢？让我们来看看。

鲁国有一个负责礼
仪的官员叫孺悲，有一次
奉国君鲁哀公的命令去
求见孔子，但孔子以身体
不适为由推托不见。传
话的人刚一出门，孔子就
取出琴瑟边弹边唱，故意
让孺悲听见。

孔子为什么不见孺
悲？历来说法不一。有
人认为孺悲脾气暴躁，品
行不端，夫子厌恶他；也
有人说孔子当时心情不
好，孺悲来的不是时候；
还有人说孺悲求教孔子
未经门人的引荐，这不
符合当 时的“ 士相 见
礼”。虽是众说纷纭，但
以孔子的道德修养判
断，都经不起推敲。孔子
不见孺悲的理由，《礼记·
杂记下》提供了一条重要
的线索——“恤由之丧”。

什 么 是“ 恤 由 之
丧”？恤指抚恤，由是仲
由，即子路。恤由之丧，
就是鲁哀公因子路之死
而忧恤其丧事。子路虽
然死在卫国，但他是鲁国
人，身份为士，按照规制
应该为其举办一场“士丧
礼”。但偌大的鲁国朝堂

竟没有人懂得“士丧礼”
的仪程，没办法，鲁哀公
特意派遣孺悲到孔子那
里学习“士丧礼”。

按理说孺悲是国君
派来的，孔子不应该怠慢
他。为什么孔子会反其
道而行呢？原因有三
个。第一，孔子对孺悲不
满。作为掌管礼仪的官
员，孺悲居然不懂“士丧
礼”，这是对周公以来被
视为礼乐昌明的鲁国极
大的嘲讽。第二，孔子对
鲁哀公也有不满。在孔
子归鲁后，哀公一度展现
出礼贤下士的形象，但孔
子遗憾地发现，哀公不过
是做做样子，并没有丝毫
改变。如今派孺悲前来，
会不会又是走走形式，也
未可知。最重要的是第
三点，在孔子看来，“恤由
之丧”更像是一场亡羊补
牢的表演秀。子路正是
在鲁国得不到重用，才到
卫国从政，遭遇一场内乱
慷慨赴死。如果鲁哀公
真的爱惜人才，子路不会
去蹚卫国的浑水，也根本
不会死。

所以，孔子是有意不
见孺悲的，他是想通过这
样的不言之教，告诫孺
悲：切莫不学无术，尸位
素餐，进而通过孺悲复命
进一步告诫国君。孔子
的不言之教有没有起到
作用呢？答案是肯定
的。当孺悲再次前来学
习的时候，他的态度是诚
恳的，经过孔子的悉心传
授，“士丧礼”得以流传下
来，并记录成书。

《〈论语〉100问》
被学习强国总平台选用

本报记者 赵改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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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亦曾有过“诗和远方”的
憧憬，书桌上那本翻旧了的《中
国最美的100个地方》，每一个
折痕都是一处未竟的远方梦。
退休后，我立马开启了远方的游
行：到过云南看苍山洱海，在海
南沐浴椰风海韵，品广东早茶，
赏桂林山水，观泰山日出，访
平遥古城，游三峡大坝，览黄
山云海，穿河西走廊，攀华山
险峰……这些退休前未曾涉足
的地方，总能唤起我内心久违
的悸动，每次旅行都像是一次
心灵的洗礼。每到一地，我忙
着到网红地打卡留念，将自己
的感受发到微信朋友圈，与亲朋
好友分享。我还会买一张明信
片寄给自己，纪念迟到的远行。

直到那个春日的傍晚，我
从海南回来，带着十多天的游
途疲惫和回家的感觉，车窗外
熟悉的城市灯火突然让我心头
一热。出租车司机用浓重的豫
东口音问：“老师儿，去哪玩
了？”这句再普通不过的问候，
让我们攀谈起来。当我问起对
焦作的感受，他从当地风味小
吃到山水名胜，如数家珍般地
给我一一介绍，语气中带着几
分热情和自豪。车驶过大沙河，
夜风送来阵阵花香，他摇下车
窗，深吸一口气说：“闻见没？这
是槐花和牡丹花的香味。要不
了多久，到处都是盛开的月季，
好看极了。”那一刻，我突然意识
到，自己走遍大半个中国追寻的
诗意，原来一直蛰伏在这座生
活了半辈子的城市里。那些远
方寻找的感动，或许就在这偶
然相遇时，只是早已被习以为
常的双眼怱略了。

二

如今的我在感受祖国大好
河山的同时，那个曾经深信不疑
的观念——熟悉的地方没有风
景，却悄然发生了改变。闲暇
时，我会换上运动鞋、背上包、拿
上水，重新丈量那些曾经习以为
常的景象。

小区门前的公园四季各有
韵味。春日里，柳条抽出嫩芽，
随风摇曳，湖边的樱花开了又
谢，落英缤纷；夏日午后，老年人
在树荫下对弈，孩童追逐嬉戏；
秋高气爽时，湖水格外清澈，倒
映着蓝天白云；冬日雪后，湖面
结了一层薄冰，阳光照射下闪闪
发亮。我时常坐在湖边的长椅
上，看人来人往，听风声水声，恍
然发觉每天散步的地方竟有如
此丰富的景致。

城南的大沙河则是另一番
景象。这里本是城市边缘的一
条普通河流，经过治理后成为候
鸟的天堂。清晨，我带着望远镜
前来，看白鹭单腿独立于浅水
处，一动不动地等待着鱼儿到
来；野鸭成群结队地游过，在水
面荡出优美的波纹；偶尔还能看
到翠鸟如箭般掠过水面，叼起一
条小鱼便迅速飞离。这些生灵
在城市中找到了栖身之所，而我
则在观察它们的过程中，找到了
内心的宁静。

到老街漫步更是一种时光
回溯。那些老字号店铺依然坚
守，卖着几十年前就有的传统小
吃；巷子深处的老房子虽然有些
破旧，却散发着岁月的沉香；街
角的老槐树不知经历了多少风
雨，依然枝繁叶茂。走在这些熟
悉的街道上，每一步都踏着回
忆，每一眼都看见变迁。

焦作人所称的北山是城市
的一道绿色屏障，登山步道蜿蜒
向上，两旁树木葱郁。登顶后可
以俯瞰整个城市，高楼大厦与绿

树红花交相辉映。这里四季景
色各异：春天山花烂漫，夏天绿
荫如盖，秋天层林尽染，冬天银
装素裹。我常常选择不同的路
径上山，每次都能发现新的景
致：一块奇特的岩石，一株罕见
的花草，或是一处隐蔽的观景
台。

南水北调·天河公园则展现
了人类改造自然的伟力。这条
人工河道两岸绿树成荫，步道平
整，成为市民休闲的好去处。我
常在傍晚时分来此散步，看夕阳
将水面染成金色，看夜灯渐次亮
起，倒映在水中如繁星点点。这
里既有自然之美，又有人文之
韵，是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
范。

三

我渐渐明白，旅行不一定要
去远方。在自己的城市里，只要
换一种眼光，换一种心情，熟悉
的风景也会展现新的面貌。那
些曾经匆匆路过的地方，如今细
细品味，竟有无限韵味。菜市场
里小贩的吆喝声，街边早餐店飘
出的香气，公园里老年人打太极
的身影，广场上孩子的笑声，这
些日常景象构成了城市最真实
的烟火气。

我曾为红石峡大自然的造
化而惊叹，为神农山的壮丽而感
动。远方固然有令人震撼的风
景，但身边同样不乏细微之美。
一棵岩松在冬日里的执着，一片
枫叶在秋风中旋转的优雅，一滴
露珠在草尖闪烁的晶莹，这些微
不足道的景象，只要静心观察，
同样能带来心灵的触动。

我开始尝试用游客的眼光
看待自己的城市。我像准备一
次远行那样，提前查阅资料，了
解某个景点的历史渊源；像在远
行那样，用相机记录下平常忽略
的细节；像品尝它乡美食那样，
重新发现那些习以为常的小吃
背后的故事。这种“远方游客”
的心态，让我对生活了数十年的
城市有了全新的认识。

有时，我会乘坐不同线路的
公交车，随意在一个陌生站点下

车，探索那片从未涉足的街区。
这番随意带来的新奇感，不亚于
远方的旅行体验。我会走进一
家从未去过的咖啡馆，点一杯咖
啡，观察周围的顾客；或是踏入
一条小巷，寻找那些不为人知的
小店。这些微小的探索，让熟悉
的城市变得新鲜而有趣。

雨天也是发现城市之美的
良机。我会穿上雨衣，漫步在湿
润的街道上，看雨滴在水洼中激
起涟漪，看行人撑起的伞如移动
的花朵在街上游走。雨中的城
市洗去了尘埃，显得格外清新。
那些平日匆忙经过的建筑，在雨
水的冲刷下展现出细腻的质感
和丰富的色彩。

夜晚的城市同样迷人。我
常在天黑后出门，看霓虹灯将街
道装扮得五彩缤纷，看写字楼的
灯光如星辰般闪烁。夜市上飘
来的食物香气，广场上跳舞的人
群，电影院前排队的情侣，这些
夜景构成了城市另一面的活力。

四

通过这种“在自己的城市旅
行”的方式，我逐渐领悟到：诗意
不必远方寻，眼前风景亦动人。
生活的美不仅存在于那些著名
的景点中，更蕴藏在我们日常的
点点滴滴里。远方固然令人向
往，但身边的风景同样值得细细
品味。

现在，我依然会计划去远方
旅行，但不再把全部期待寄托在
那里。因为我知道，回到居住的
这座城市后，还有无数熟悉的风
景等待我用新的眼光去发现。
每一次出门，都可能是一次小小
的旅行；每一次驻足，都可能是
一次心灵的触动。

“在自己的城市旅行”是一
种生活的艺术，也是一种智慧
的修行。它教会我在平凡中发
现非凡，在熟悉中寻找新奇，
在日常生活中感受永恒的诗
意。这或许就是所谓的大隐隐
于市——不必远求，心安之处即
见风景，心醉之时皆有诗意。

这就是我的“诗和远方”。

□白天平

诗和远方”是当下社会的流行语，表达了人们对理想生活的向往。海子的诗中有“到不了

的地方永远是远方”。去远方，成为许多人心中的梦想。因为那里有不一样的风景、风俗和风情，可

以远离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脱离柴米油盐的生活羁绊，获得不一样的心情和体验。人们向往远

方，仿佛那里藏着开启诗意人生的钥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