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 莲

没有人
说起廉
不想起你

没有人
说起你
不心生涟漪

是的
你没有牡丹的富贵
也没有
寒梅的冷傲
但是你留给人的
是不染污泥的圣洁

曾经
滋生的野草
一度遮掩了你的身影

曾经
糜烂的腐叶
有时让人忽略了
你的生机

但是
多数时候
人们看见的
是你
阳光下含笑迎风
风雨中岿然挺立的
身影

不再苦闷
季节带给你的短暂花季
不再埋怨
你经历过太多的风雨
共产党人的队伍中
我分明看见
一面不倒的旗

河绝唱
1961

年，我在读小学，随着父母
全家搬到豫南名城———信阳，开始与
河交上了朋友。

河宽约一二百米，水深不过一
两米，舒缓的河水由西向东穿过信阳
城区。我家住在河的南面，算是郊区，

沿河岸边是大片的菜地和农舍。学校
和主城区都在河的北面。我每天上学
都要经过河。河上有座木桥，由报
废的铁道枕木搭建而成，因常年失修，

摇摇晃晃，只能走人和平板车。那时候
的信阳城区人口，估计不到十万。

清晨， 东边的太阳才刚刚露脸，

那势不可挡的光芒已经给远山和楼
房的尖顶抹上了金黄色。宽阔的河床
上弥漫着一层淡淡、 薄薄的雾气，随
着太阳的升高渐渐散去，所有的景物
都慢慢变得清晰，能见度在此刻称得
上一天中的最佳。浩大的天空

,

万里
无云，清澈、湛蓝、耀眼。河面上的空
气，清新得如水洗过一样，沁人心脾。

桥上冷冷清清，没有几个行人。我背
着小书包，和一起上学的几个孩子在
桥上边走边玩。

万物正在苏醒，河南岸的公鸡率
先打鸣了。 不知是哪家的公鸡，“咯
咯”的叫声从遥远传来，在空荡荡的
河滩上空回响，显得格外清脆、嘹亮。

在河南岸相距很远的地方，又有另一
家的公鸡，听到了同类的叫声，开始
与它对叫。你一声，我一声。每回都是
一只先叫，只一声；另一只接着叫，也
只一声。哥俩轮换着叫。没有抢先的，

也没有不应的；没有多叫的，也没有
不叫的。都懂得规矩，秩序井然，循环
不停。它们像是在对唱，又像是在对
阵叫骂。 两只公鸡虽然隔着几里地，

互不照面，也不认识，但是天天对歌，

劲大得很，似乎都想压过对方。

每天清晨的公鸡对歌，也有例外
发生。一只叫了，半天没有别的回应，

或是另一只几个回合就不叫了，败下
阵来。没了公鸡对歌，这让我们一帮
孩子扫兴。每当此时，我就上场了。反
正走着也是闲着，不能冷场，于是我
就学着公鸡叫。这对我来说，算不上
什么挑战。大概是听多了，加上本人
天生具有模仿天赋，发出的声音还挺
靠谱。 而那厢公鸡听到我的叫声，立
即回叫， 真把我当成了它的同类。我
顿时来了精神， 一声接着一声回应，

一声比一声更精益求精。 我在想，我
是人，人肯定要比鸡强。我个头比你
壮，肺活量比你大，智商比你高，我还
能比不过你鸡？小样。我的同伴都为
我喝彩，行人也报以微笑。我暗示自
己：在这关键时刻，不能害羞，不能中
断，不能掉链子，否则太丢面子，丢人
类的面子。我虽人小，却肩负着证明
“人定胜鸡”的重担，说什么也不能输
给一只公鸡！

就这样， 每天河南岸的鸡一声，

我一声；我一声，鸡一声，此起彼伏、

热热闹闹，不知不觉地我们就过了
河桥。鸡的叫声越来越远、越来越小，

我将要进城也不能再叫了，人鸡对话
宣告结束。我带着一脸的满足继续走
在上学的路上。

公鸡长期强霸河歌坛、一枝独
秀的格局，不幸被我的加盟彻底搅乱
了。我为此得意洋洋了很长时间。

半个世纪过去了，河两岸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河南岸的菜地和
农舍变成了高楼大厦，木头桥换成了
四车道混凝土大桥。桥上从早到晚车
水马龙，嘈杂声片刻不停

,

震得鸡耳
欲聋。 噪声塞满了原本宁静飘歌的空
间，“乡村歌手” 们的舞台眼睁睁地被
城市化。“环境太不给力”，公鸡们愤愤
不平却也无可奈何， 纷纷低下了高贵
的头，再没有兴趣引吭高歌了。而我也
早已长大成人，远走他乡。从此，公鸡
与人类的互动在河上空销声匿迹，

我们往日的游戏竟然成了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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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情已然成追忆

2011

年
7

月
31

日中午时分，在人生道路上艰难
跋涉了七十二年的老父亲， 以一种决绝的方式凄
凉谢幕人生，与挚爱着他的亲人们诀别。

父亲的一生多有艰辛，大体上可用苦、慈、严、

病四字简单概括。

父亲苦了一辈子
父亲生于

1940

年。 那年月正值中华民族面临
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避难” 是这个世界欢迎父
亲的见面礼。正是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生活，让
我的亲奶奶（父亲的生母）在我父亲出生一个多月
后便因贫病交加辞世， 襁褓中的父亲完全靠米汤
水渡来了一命。 因为小时候身体的底子太差，所
以，体弱多病就伴随了父亲的一生。

1959

年，天灾人祸酿成的“信阳事件”，导致信
阳农村有不少的家庭举家饿毙， 当时正在学校念
书的父亲侥幸躲过了这一劫。 在随后的历次政治
运动中，由于父亲家庭出身系下中农成分，加上性
情耿直、肚子里又有点“墨水”，时常便同“干部”们
在言辞上较真儿，因而，就被“特殊关照”为重点监
督教育对象。由于父亲没有什么大的过错，加之又
都是乡里乡亲的缘故，所以，“干部”们也并未怎么
真正为难父亲。纵然如此，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月
里，衡量人的逻辑十分简单：不“先进”就意味着
“落后”。 父亲的窘况给他带来的思想压力还是不
小的———脸上一年到头不见笑容，并常常叹长气。

父亲的思想压力大， 但他承担的生活负担更
重。我兄弟四人，都是肩挨肩的“半截桩子”，虽然
在生产队里挣工分不行， 但是端碗吃起饭来却是
一个不比一个瓤，以致父母一年到头辛勤劳作，到
年底生产队里分红时我家就得上缴可观的口粮
款。吃饭的人多，挣工分的人少，这日子就是不好
过。父亲是家中的顶梁柱，在这沉重的家庭负担面
前，这根顶梁柱只能勉力支撑。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 我家的生活状
况有了好转。在吃粮问题解决之后，新的困难又接
踵而至：当时我正在大学里念书，虽然我的生活费
是由国家负担，但买书、添置衣物、日用品购买和
往返交通费等还得向家里伸手。虽然数量不多，但
那个时候我家常常不存分文。花钱的还不光是我。

我大弟在家务农，随着他的个头和力气的增长，为
他建房、娶妻的任务也悄然来临……还有老三、老
四等。 党在农村的好政策虽然缓解了全家吃饭的
压力，但父亲承担的挣钱任务却越来越重。等到把
这些问题一一解决之后，父亲的身板已有些弯曲、

脸上也布满了皱纹，已变成了一个老头儿，其人生
最美好的时光和他的汗水一道悄悄流逝了。

父亲深爱孩子
生活的磨难中总能沐浴人性的光辉， 艰辛的

日子里更觉父爱无边。我的父亲是中学毕业生，在
他那一代农民中属有文化的人。 这样的“文化背
景”使他更注重子女的教育。他的四个孩子，但凡
还能读进去书的，一律无条件支持；对孩子们在学
习当中遇到的困难也是高度重视、全力化解。

记得是我上小学四年级时， 一天上午与同学
发生了肢体冲突，被班主任老师“痛批”了一顿，放
学后我又被单独锁在教室里反省。 对自身的错误
我缺乏深刻的认识， 倒是中午头上饿得前胸贴后
背的感觉实在难熬。在“反省”了一个多小时后，我
冒着“罪加一等”的危险翻窗逃回了家。与我狼吞
虎咽填饱肚皮的同时，父亲也问明了情况。在对我
作严肃批评之后， 随即责令我跟他一道到学校向
老师赔礼道歉、说明情况。父亲的诚恳令班主任老
师气消，当日下午我便正常复课。父亲是个很爱面
子、很好强的人，若为他自己的事是很难让他妥协
的，但为了子女却不惜受委屈、说好话。

1977

年国家恢复高考， 一向学习成绩不错的
我当时正读高一。国家大政策的变化，让他对我寄
予了更多的期待。父亲当时是大队（村）卫生室的
赤脚医生。 一次他利用到县城为卫生室买药的机
会，特意买了两块面包拿到学校交给我。那是我有
生以来第一次见面包。当我接过带有父亲体温的、

用黄油纸包裹的面包时，实在难敌它的香甜气味，

三下五去二便解决了战斗。 当我吃完面包顺口问
道：“面包就是好吃，你吃过没有？”父亲说：“就买
了两块。”原来父亲是用出差补助的伙食费买下的
面包、自己忍着饿而将它送给了我。得知这一情况
后，泪水涌进了我的眼眶。父亲就是用这种无声的
语言体现他对子女莫大的关怀。 那两块面包将滋
养我的一生。

在老师们的辛勤培育下，

1979

年，我顺利考入
省城的一所大学。在我上大学期间，父亲更是倾全
家所有、全力保障。有一年夏天，眼看就要放暑假

了，但回家的路费尚无着落，情急之下，我遂给父
亲写信求助；但当时正值青黄不接之际，家中米和
面都缺乏用来变现的部分。无奈之下，父亲只好向
远在广西南宁的姑母求助……我的四年大学生
活，父亲就是像这样辗转腾挪、苦苦支撑下来的。

一俟大学毕业我便参加了工作，我真切地感受到：

子女对父母，“减负”就是贡献！

父亲是大队的赤脚医生， 懂些医学常识，所
以，他对子女的健康问题高度关注。可能是长期营
养不良的缘故， 高一上学期开学不久我便感到身
体不适：四肢乏力、右肋下时有隐痛。一天课后，我
自己到公社卫生院找医生检查了一下， 医生明确
告诉我为急性黄疸肝炎，必须立即治疗！吃药打针
需要花钱，而当时家里一分钱也拿不出来。父亲当
即决定将田埂上我家尚未晾晒干的皮麻打捆挑到
供销社折价出售，换取了为我治病的救命钱。我为
此半年没尝过盐味儿，全靠红糖和饭下咽。中间我
几次试图变更这个“食谱”，动议提交到父亲那里
后全被“一票否决”。看似“铁石心肠”，实乃如山的
父爱。父亲就是这样的人：他把对家人、对子女的
爱固守在原则上、融化在细节里、弥漫在一年三百
六十五天的日日夜夜。

父亲严格要求孩子
关爱孩子是父亲孜孜以求的目的， 但父亲对

孩子的爱更多的时候是通过对孩子的严格要求体
现出来的。长期生活负担的重压和体力的透支，形
成父亲脾气暴躁的特点。 他对孩子的教育十分简
单，讲道理直来直去，常常就三言两语；一旦我们
反应慢了一点就极易招来他的“棍棒教育”。父亲
的这个坏脾气，没少让我兄弟四人遭受皮肉之苦。

因为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农村， 劳动便成为安身立
命的首要技能。 他要求他的孩子必须养成热爱劳
动的习惯。我在小学一、二年级阶段，一个人就兼
顾三个工作岗位：放牛、上学、带老三。即早起放牛
（为生产队代养一头牛，每天可以挣几个工分），上
午上学、带老三，中午放牛，下午再上学、带老三，

晚上放牛，实行“三班倒”、连轴转。后来，我转入大
队学校上学后， 父亲还规定每天放学后都要帮助

做饭、挑吃水（做饭和烧开水用的水）、浇菜地等，

做些辅助性劳动。 每年的寒暑假更是集中劳动改
造时期。 记得是在我初中阶段某个暑假的一天中
午，午饭刚吃过，父亲就给我下达任务：你下午的
任务就是将一块位于山凹里的红薯地锄一遍，干
不完就别收工。 干手工活的速度不快， 是我的弱
项。我担心一下午锄不完，在放下饭碗后立即扛起
锄头开赴红薯地。当时正值三伏天，红薯地的四周
全是松树山，红薯地正好位于小盆地的底部，正午
的太阳在上面晒，地上的水汽往上蒸腾，别说干活
了，连空手站一会儿都要满脸大汗。气温虽然高，

但任务更重，我还是挥锄干了起来，一直到太阳将
要落山时，我总算把那块地锄了一遍。地锄完了，

我身上的汗水也几乎流完，以致在此后的几天中，

我的身体出现了严重反应。好在年纪轻、身体壮，

熬了一周之后，它居然又一切正常了。要是以现在
的体质再去从事当年超强度的体力劳动， 出点意
外一点也不意外。

我的初中是暑期毕业的。 我毕业的那个暑假
天天都随我父母一道下田拔秧草：背顶骄阳，面朝
秧田，双手不停地拔野草。干着干着汗水就顺着下
巴往下流，腰像折断了似的酸胀难忍，每坚持一小
时， 都是对体力和意志力的严峻考验！ 难忍也得
忍！ 因为父母在带头干， 别家的孩子也是在这样
干。自己感到难忍，说明自己的忍耐力还不到家，

正是需要加强锻炼的地方。一天下午，当我正近忍
耐极限的时候，我就幻想能走到田埂上、直立着站
一会儿、歇一歇……困难时刻援兵到：我的班主任
老师在我家门口喊我———给我送毕业证来了，心
想我正好可以利用见老师的间隙犒劳一会儿我那
酸痛难忍的腰。 哪知我父亲却另有安排：“你老师
来了，我回去看看，你继续干。”听了父亲的话，我
当时连造反的心思都有……在父亲的严格要求
下，我们兄弟四人都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好习惯，它
让我们在工作、生活中受益多多。在近三十年的工
作经历中，自己从未为工作、生活中的苦、累而畏
首畏尾。每当遇到困难时，我总以为眼下工作、生
活中的这点困难与我青少年时期的“磨难”相比实

在算不得什么。不向困难低头，有了克服困难的勇
气和力量，工作和生活就会一路向前。为此，我感
激父亲赐予我的“苦难”教育。

父亲的身体状况欠佳
事物都有两重性，苦难也不都是财富，苦难多

了，它对身心的伤害也是不容忽视的。父亲由于儿
时身体的亏欠，加上青壮年时期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的生活重压和体力超常透支， 晚年的父亲被病
痛困扰，严重地影响了他的生活，甚至在最后彻底
动摇了父亲对生活的信念。 父亲在五十岁之后听
力便出现了障碍， 由最初的听不清发展到后来的
听不见。耳聋以后，和外界沟通很困难：声音小了
他听不见，声音大了他又以为你不耐烦他，造成他
很容易发脾气。到后来，他很少与外界交流，有点
什么事都自己闷在心里，七荦八素，把自己搞得很
郁闷。十多年前，他就开始患胃下垂、胃萎缩，饭量
一年比一年少， 以致到近两年每顿只能吃一小勺
稀饭，营养严重不良，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到后来，

竟消瘦得皮包骨，体重尚不足七十斤。父亲像一盏
将要耗尽灯油的油灯一样，火苗越来越恍惚，令我
们兄弟四人常常放心不下， 但我们对此又无能为
力。长期的严重营养不良，导致父亲的体质极其虚
弱，两个月前，他又被查出感染了肺结核。尽管在
现代医疗技术条件下，肺结核已能得到有效治疗；

但对父亲来说，则可能引起严重后果：他服用治疗
肺结核的药物以来，身体反应十分强烈，药物前服
后吐，并导致肠胃功能紊乱，甚至连喝水都吐。根
据父亲的身体状况，医生决定将别的病人一顿服用
的剂量改为父亲服三顿，但他依然常常呕吐，肠胃
灼痛难忍。父亲多次叹息：“我这是生不如死啊！”

在多重病痛的夹击下， 终于摧毁了父亲残存
的一丝生存意志力，最终，他在那个午后不管不顾
地抛下亲人们，只身前往另一个世界以求解脱。

在回家奔丧的路上，我对我的女儿讲：生老病
死是自然规律，你的爷爷也不例外，他像许多老人
一样都走到了人生终点站。但这件事对你来说，在
情感上最难以接受之处在于———从此， 你再也见
不到爷爷了！是啊，我的女儿至此没有了爷爷，我
也从此失去了父亲， 我感到自己身体后边的那座
大山顷刻间崩塌了！没有了父亲，我依靠谁？没有
了父亲，还有谁能像他那样关心我的痛痒？没有了
父亲， 还有谁能像他那样包容我的一切？ ……父
亲、我的老父亲啊，你的关爱我愿意继续拥有，你
的养育之恩我未曾尽心报答， 不能让这一切都成
为儿子锥心的懊悔， 不能让这一切都永远无法挽
回！我祈求上苍眷顾：来生还让我做你的儿子。

党啊，总想为您唱支歌

当昔日的阴霾散尽， 当沉睡的巨龙在
枪炮声中惊醒， 当崛起的华夏在世界舞台
流光溢彩，我们敬爱的党、伟大的母亲迎来
了九十华诞。

历史的画轴缓缓展开， 展示了五千年
的华夏文明，也浸满了百年的屈辱泪水，更
蓬勃着多少中华儿女的热血激情。 九十年
前， 南湖上的一艘红船从黎明中驶来，从
此，中国革命放射出第一缕绚丽的曙光，有
了正确的航向。党以七月的名义，呼唤八月
的南昌风暴，呼唤秋天的井冈星火，呼唤长
矛、大刀和红缨枪……忘不了，大别山麓的

战斗烽烟，忘不了，洪湖水畔的红歌嘹亮……

在无数先烈们用鲜血染红的党旗上， 翻卷
着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怒涛， 流淌着
的是为建立新中国而澎湃的血浪……

而今，当清新淡雅的祥云符号，带着和
平与吉祥的心愿，奔走在五湖四海；当活泼
可爱的海宝，洋溢着热情的笑容，拥抱每一
个宾朋；祖国已不再是那个闭关锁国、夜郎
自大的愚者， 也不再是那个被肆意践踏的
弱者，而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者。

党啊，总想为您唱支歌，唱一支拼搏崛
起之歌。为了九十年风雨兼程、沧桑巨变，

为了说不尽的坎坷沧桑、 道不完的伟业辉
煌！

踏上新世纪的征途，我看到金菊含笑、

枫叶流丹，闻到硕果飘香，处处都有欢歌笑
语、鸟语花香。农民欣喜地说，实施“两免一
补”了，再也不用担心家里供不起孩子读书
了；朋友高兴地说，实现“村村通”了，再也
不用为回家探亲操心了；亲人开心地说，落
实“大病医疗保险”了，再也不用害怕成为
家人的负担了。 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的每个角落，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都
洋溢着幸福的欢笑。

在日本地震海啸期间， 中国派出第一
支救援队，并鼓励国民积极募捐，给隔海相
望的邻邦最倾力的帮助，我们欣喜地看到，

在党开放包容的引导下， 许多国民将偏狭

的国民情感与理性的思考联系在一起，以自
信乐观、开放包容的心态走在发展之路上。

党啊，总想为您唱支歌，唱一支开放爱
民之歌。为了丰年足鸡豚，锣鼓通天响；为
了巨变的中国开放包容、敢于担当。

有这样一句话：“党员不是花瓶， 党员
就要讲贡献，奉献就在岗位。”我常想，究竟
是怎样一种力量， 让一代代党员干部对工
作充满激情。我不停地思索，终于找到了答
案：正是对党的事业的热爱，让他们沉淀出
的这份职业操守炽热的激情。 一如艾青的
这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
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默默无闻、爱岗
敬业、无私奉献、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全
体党员干部的真实写照。

党啊，总想为您唱支歌，唱一支青春励
志之歌。为了党的事业，用一生去挥洒我的
真情和汗水，让青春在党旗下闪光！

耳边响起殷秀梅那熟悉的歌声，党啊，

真想为您唱支歌，为着昨日的光荣，也为着
明天的辉煌！

小议被边缘化

一次朋友聚会， 问我打牌
不，答说不会，朋友说，这个社会
不会打牌就会被边缘化。我也深
有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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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以外、 节假日，开
始偶尔有人打电话相约去玩玩，

而我只是应付一下饭局，人家饭
前经济半小时，我在旁边递烟续
水；别人饭后沟通

60

分，我立马
拔腿走人。因为，我有许多书要
读，还有每天的习字课要做，还
要写写生活中的感受。人说三天
不读书脑笨，一天不写字手生。

一天三分之一上班，三分之一休
息，那三分之一做上述事根本忙
不过来，那还有闲空去打牌赌博
呢。久而久之，很少有人跟我在
一起了，落得一人闭门看书写字
写文章，好不逍遥自在。

当然，好友相聚，玩麻将、扑
克娱乐一下、调节一下气氛未尝
不可，但如今的娱乐与之大相径
庭，已变成经济的、金钱的附庸，

娱乐是名，赌博是实。现在是变
着花样赌博， 就拿玩扑克牌来
说，过去的双升级给变成了“黑
七”，过去的跑得快变成了斗地
主， 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便于赌
博，所谓的效益来得快。信阳独
创的“黑七”经久不衰，成为赌博
桌上的主要玩法，有钱的人来大
的，没钱的人来小的，城乡成了
一个大赌场。退休的老头老婆们
没事在树荫下来个半上午半下
午的；在岗人员白天没时间，夜
晚干到十一二点是常事，投缘了
开个通宵也不是不可以的；连家
庭主妇也放弃了贤妻良母的职
责，放下碗筷溜出饭桌到牌桌。

今天赢了千儿八百的，明天即使
输了也不要紧；今天输了千儿八
百的，兴许明天运气转好，这样
的心理像魔鬼附身一样助推着
人们步入牌桌，久迷赌场。

然而，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

的，需要劳动者在总结前人的基
础上改革创新， 革除落后的东
西， 创造更加文明的社会环境，

没有投身于社会各个领域的高
新人才、 精英领袖是难以奏效
的。反观世界上、历史上的科学
家，不难看出，他们就是当时被
边缘化的人，爱因斯坦沉迷于科
学研究，忘了回家的路；陈景润
致力于数学难题，撞上电线杆还
埋怨别人碰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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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是中国赶超世界强国的世纪，

“十二五” 开局之年， 我们在陆
地、海上、空中探寻的奥秘中都
有一个大的飞跃， 京沪高铁开
通、 蛟龙号潜艇深入

5000

米深
海、“神

8

” 即将起航……一个个
科学的进步，没有潜心于科学研
究的大批能人志士，无疑是海市
蜃楼，水中捞月。

自然科学是如此，社会科学
也是如此， 社会生活也是如此。

火车员工去斗牌人们出行就不
方便、邮递员去斗牌人们就不能
及时收信看报、电力员工去斗牌
恐怕家里的冰箱冻的东西就会
腐烂、交警去斗牌车辆就会在大
街上阻碍交通……所以说，玩物
丧志，赌博害人，这道理人人都
懂。但具体到人，经不起朋友的
规劝， 摆脱不开社会的大环境，

说明白点是个人的价值观倒向
金钱至上的歧途， 认为玩玩，总
要有刺激， 不能白耽误工夫。屡
输屡战，屡胜不怠，在输赢的赌
局中耗费人生，这就是不被边缘
化的大多数人的内心独白。 见谅
了， 一个被边缘化人给不被边缘
化社会的阳光曝晒。

□

金朝

孔子尊拜的唯一圣人———信阳一渔民

春秋末年大思想家、 教育家、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被炎黄子
孙奉为圣人。在他的著作中所赞扬
的圣贤有尧、舜、周文王、周武王
等， 但他并没有设坛尊拜过他们。

然而在孔子七十三年的生涯中，却
设坛尊拜过一个与他同时代的人，

并尊称他为圣人。这个人就是一位
没有留下姓名的信阳渔民。

汉代刘向的《说苑·贵德》中
载：孔子之楚，有渔者献鱼甚强，

孔子不受。献鱼者曰“大暑市远，

卖之不售，思欲弃之，不若献之君
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扫除将
祭之。弟子曰：“夫人将弃之，今夫
子将祭之，何也？”孔子曰：君闻
之， 务施而不腐之余财者， 圣人
也。今受圣人之赐，可无祭乎？此
段记载译成白话文就是： 孔子在

楚国（今信阳）时，有一位渔民执
意要把他当天捕的鱼献给孔子。

孔子开始不肯接受。 献鱼者说：

“今天天热，我打的鱼又多，市场
又远，到集市上又卖不掉，我如果
扔掉， 还不如奉献给你们这些君
子。”孔子闻言，行过礼后就便将
鱼收下了。 渔民见状便匆匆离他
们远去了。 孔子忙叫弟子打扫出
一块干净地，摆上祭坛。弟子们不
明白地问：“那位渔夫嫌集市远，

天气又热，怕卖不掉，本来打算扔
掉的鱼。老师接受了，为什么要设
坛祭祀？”孔子说：“我听说‘只管
施舍不让多余的东西变成无用东
西的人是圣人。’ 这个既施余财，

又不愿留下姓名的渔民是圣人。

现在我接受了圣人的赏赐， 能不
祭祀吗？”于是，弟子们设坛向那
位远去的渔民行尊拜之礼。

这位著书者刘向是西汉负责

整理、 校检皇宫收藏的诸子百家
著作之官员。《说苑》 一书是他校
书时摘录其中对治国安邦有劝
诫、有“正辞美义”的言论和故事
的总集。他的资料来源是有据的，

可信的。 他所处的时代比司马迁
略晚一些。《说苑》 中的一些资料
是对司马迁《史记》的补充，被历
代誉为治国安邦的重要文献之
一。

而孔子周游列国的最后一国
是楚国。他六十岁到楚国后，在楚
国呆三年多。孔子周游的楚国，经
千百年的史学家考证， 就是如今
的信阳市西部的河区、平桥区、

罗山县等地。 孔子所祭拜的那位
没有留下姓名的渔民， 只能是这
地方的渔民。

作为信阳人， 自己的一位祖
先曾被孔圣人当作圣人设坛尊
拜，我们的感觉又当如何呢？

□

胡欣

□

戴星星

□

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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