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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民俗：崇尚美好
民俗文化在生活中创造、通行和传

习，其根本在于民间生活。 一个民族，往
往拥有崇尚美好的共同行为。

这种心理与行为，在与生活最为
密切相关的衣食住中皆有体现。

先说衣。 仡佬族把大自然的馈
赠穿到了身上， 他们的手工编织很
有特点，很早就能用茅草编织“茅
草被”，用麻织成“娘子布”，用桑
树皮织“圈布”，用羊毛编织厚重斑
斓的筒裙，用丝、麻、棉染织成“五
色绸布”。 壮族妇女用棉纱为经，五
色丝线为纬，织成美丽的壮锦。苗族
服饰也令人叫绝，款式多，花样奇，
流行“裙多为美”的风俗，有的在婚
礼或节日竟穿上三四十层裙子。

民以食为天。 怒族喜欢吃石片
烤饼，将调成稀糊的麦面或者荞面
倒在烤热的石板上烤制， 香甜酥
脆。 仫佬族有一种民族风味食品，

用紫萱草、红草、黄花、枫树叶等汁
液，把糯米染成紫、红、黄、黑，加上
原米的白色，制成色味俱全的五色
糯米饭。

在住方面，侗族别具一格。侗乡
素有“杉海”之称，侗族有个习俗，
每当儿女出生， 就要种植杉木，18
年后长成材，建造新房，作为婚嫁之
用。侗族村寨依山傍水，杉木建成的
木楼有二三层的， 有四五层或几幢
连在一起的， 还有依据河边陡坡建
造的独特的吊脚楼。 最具盛名的
“鼓楼”是侗族的标志，逢年过节人
们聚集在楼前唱歌跳舞，所谓“吹
彻芦笙岁又终，鼓楼围坐话年丰”。
鼓楼高达 13 层，飞阁重檐，气势峭
拔， 吸收了中国古代亭台楼阁建筑

的精髓，又突破了塔楼建筑的常规，
堪称中外建筑中的杰作。

钱穆在谈论中国文化发展问题
时指出， 中国文化乃由中国民族独
创，故其文化演进，四五千年来常见
为一脉相承，传统不辍。 他引用《易
经》“可大可久”的观点说明，中国
文化开始就摆在一个大局面上，经
历绵延了很长时期。 中国民俗文化
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成为此
体之一种根荄，渐渐生长而圆成”。
可以肯定地说， 民俗文化是中华文
化的根基， 它关乎普通人民群众生
产生活过程中所进行的一系列物质
的、精神的文化现实，它有广大的生
活应用意义和影响人生的审美价
值。

节庆民俗：乐在其中
在平淡、细琐、矛盾交错的日子

里，创设快乐、祥和的节日，凸显了文
化巨大的生命力量和生活意义。

农历正月初一，春节。《诗经》记
载，古代过年喝“春酒”，祝“改岁”，
晋朝时开始放爆竹。 “年”的最初含
义指谷的生长周期，人们过年，就是
希望拥有和享用幸福的生活。 今天，
举国上下的春节活动，在深厚的文化
积淀中， 注入了新的意义， 昭示着
“除旧布新” 的精神面貌和时代风

尚。
清明节不仅是农事的节令，也是

富于诗意的传统节日。 人们扫墓，缅
怀先人，认祖归宗，在祭祖行孝道的
感怀中，弥漫人性的温度。这一天，人
们也在郊外踏青而悟道， 人心清明。
今人与古人、生者与逝者、人与自然
之间进行多重沟通与交流，饱含着对

人间大爱的珍视呵护，从而体悟生命的
意义和人生的价值观。人们也重视中秋
节，“月到中秋分外明”，把月圆当做团
圆的象征，把农历八月十五当做团圆的
日子。千家万户头顶清辉，围坐一起，祭
月，赏月，吃月饼，话旧叙新，沉浸在无
限的天伦之乐之中。 远在异乡的游子，
“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借明月寄

托自己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纯
朴智慧的中国人民如此诗意演绎生活
中的“团圆节”，探讨宇宙，认知自我，
寄情于“千里共婵娟”的遐思，走进“天
人合一”的精神世界。

从岁初到年末， 节庆活动层出不
穷，其中洋溢着特定的民俗文化，反映
了人们道德、艺术和宗教观念等方面的
心理状态， 凝集了人们的情感和意志，
蕴藉着中华传统的美德，有着历久弥新
的文化生命的力量。

手段的
正当性

□ 鲍鹏山

《论语·里仁》：子曰：“富与
贵， 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
之，不处也。 贫与贱，是人之所恶
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

有钱和有权， 这是人们所想
要的，不用正当的方法去获得，君
子是不会安处其中的。 穷困和卑
贱，这是人们所厌恶的，不用正当
的方法去摆脱，君子是不躲避的。

君子与小人之区别， 不在于
爱财不爱财。 物质上的享乐，是人
的生理需要， 君子与小人的生理
构造是一样的，所以，对于享乐的
爱好，也是一样的。

君子与小人的区别， 只在于
实现爱好达成欲望的手段不同。
君子爱财，不仅爱之有节制，且取
之有道； 小人贪财， 不仅贪得无
厌，且不择手段。

《论语·述而》：子曰：“饭疏
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
中矣。 不义而富且贵， 于我如浮
云。 ”不正当得来的富贵，是不吉
利的，是不长久的，如浮云一般，
易聚，更易散。 所以，面对这样的
富贵时，不贪求，不垂涎三尺，而
是像面对天边的浮云，毫不动心。
这 “不义而富且贵， 于我如浮
云”，真是大潇洒，有此大潇洒，方
有大自在———一种脱钩之鱼般的
自在。 孔子说这话时，是深感这种
大自在的。

其实孔子一点都不自命清高
并以此骄人。 他从不贬低常人的
欲望以及对此欲望的孜孜以求，
更不否定欲望的满足带来的快
乐。 他只是不断提醒我们：见得思
义。 《论语》中，孔子和子张都说
过“见得思义”的话（见《论语·
季氏》、《论语·子张》）， 子张当
然 是 称 述 并 奉 行 孔 子 主 张 的 。
“得”是目标，“义”是所得之物
的正当性和手段的正当性。

坏人往往不是由一个坏目标
造成的， 而是由一些坏手段造成
的。 想发财，不是坏人，用侵占不
当财产的方式发财才是坏人；利
己不是坏，损人以利己才是坏。

同样，判断一个人是否好人，
往往也不是看他有无实现某种道
德目标，恰恰相反，常常倒是看他
采取何种手段来实现他的目标。
假如他因为不屑于采取不道德
之手段，而最终失败，他不仅是
好人，而且，他之所以是好人，
恰恰是因为他的失败。 很多时

候，失败才能成就光荣 ，其极端
的境界，就是———杀身以成仁。

对于财富， 孔子还说：“富而
可求也，虽执鞭之士 ，吾亦为之。
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论语·
述而》）———财富如可求，当一名
手拿皮鞭的市场守门卒，我也干；
如不可求， 我还是从吾所好。 你
看，孔子真的不唱高调。 财富很重
要， 可财富也不是那么重要———
通达而不矫情。

值得一提的是， 这里的 “可
求”与“不可求”，不是从能力上
着眼，而是从手段上着眼，且手段
之弃取，不在高低与贵贱，而在正
义与不义。 当然，对于孔子来说，
“可求”与“不可求”，还是从职
责上着眼 ：他有自己的“天命”：
他必须选择一种与个人财富无关
的职业或义务来作为自己终身的
事业， 这也是他之所好———那就
是传承文化，使斯文不灭。 有了这
样的绝大使命， 哪里还能心有旁
骛？ 财富当然就“不可求”了。

“偷”出的
畅销书单

□ 严 慧

德国戈尔德曼出版社开了一
些书店，令书店工作人员苦恼不已
的是，每年都有大量图书丢失。 为
了对员工起到警示作用， 每年年
终，书店负责人都会把这些丢失图
书的名称和数量登记在一份表格
上，高高地悬挂在书店里，以提醒
员工们工作时打足精神，时时提防
那些“爱书的小偷”。

一天，出版社企划经理费力克
斯到一家书店办事时，偶然看到了
这张表格。 他饶有兴趣地盯着表格
细看， 脑中突然迸发出一个灵感。
对，就这么办！ 回到出版社后，他立
即做了一份详细的宣传策划案，提
交给相关负责人。 方案很快获得批
准，戈尔德曼出版社开始有计划地
增印那些被偷次数最多的图书。

不久之后，享誉世界的法兰克
福国际书展开幕了。 在书展上，每
家参展的出版社都想尽办法、用尽
各种宣传手段来推销自己的图书。
戈尔德曼出版社自然也不例外，但
他们的方法却别具一格———在展
位最醒目处，他们贴出了一份特殊
的榜单：“被偷盗次数最多的十大
德文书籍”， 正是费力克斯根据书
店里的那份表格整理而成的。 不出
所料，这份书单一下子吸引了大量
书商前来订货，戈尔德曼出版社成
为那届书展上最大的赢家，用很少
的广告投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戈尔德曼出版社成功的道理很
简单———书商们可能不相信出版社
的广告，却相信读者的选择：被偷次
数最多的图书， 通常是读者最喜欢
的，也必然会成为最畅销的书。

丢书是坏事， 费力克斯只是换
了一个角度，便把坏事变成了商机。

李善长教子
□ 朱国勇

李善长，明朝开国第一功臣，被朱元
璋称为“世之萧何”。

相传，公元 1351 年，元朝政治腐败，
各地义军四起。 李善长避居于定远县郊五
峰山下，读书种地，教育子侄。

李善长有两个儿子。 一天，大儿子摘
了一担鲜桃， 乐滋滋地挑着桃儿往集市
赶，准备卖个好价钱。 路过李家庄时，忽然
内急，只好把一担桃子放在树荫下，自己
钻进茅厕方便去了。

方便完了，大儿子出来一看 ,糟了 !一
大群人，有小孩、有妇女、还有不少壮汉，
正嘻嘻哈哈地围在树荫下吃他的桃子。 大
儿子心疼啊，边跑边向着人群嚷：“那是我
的桃子，不许再吃了!”

听到喊声，人们手里抓着桃子，兜里
揣着桃子，“哄”地散了。 一个壮汉路过大
儿子身边时，还故意伸出一只脚，把他绊

了个狗啃泥。 大儿子沾了一身泥水，爬起
来一看，一担鲜桃已所剩无几。

回到家里，大儿子向李善长抱怨：“李
家庄的人太坏了，那么多大老爷们，居然
跑来偷我的桃子， 还故意绊了我一身泥！
这不是恶是什么？ 愿老天惩罚他们。 ”

李善长笑了：“不怪他们，愿他们一切
安好。 ”

听他这么一说，大儿子更不服气了，一
连好几天，都在念叨着李家庄人的可恶。

过了一阵子， 二儿子外出卖粮归来，

一不小心摔伤了腿， 倒在了李家庄的村
口。 一个大婶看见了，喊来丈夫，把二儿子
抬回家中，请来医生治疗。 为了给二儿子
增加营养，大婶把家里珍藏的腌鹿肉都拿
了出来。 满村的人都来了，这个送几只鸡
蛋，那个送一只野兔。 还有一个天真可爱
的小女孩，闪着光亮纯净的大眼睛，天天
给二儿子送水果。 一个多月后，二儿子康
复了,养得白白胖胖，面色红润。

二儿子千恩万谢地回到了家里，把经
过告诉了李善长。

李善长笑了，他问大儿子：“你还说李
家庄的人可恶吗？ ”

大儿子挠着头，嘿嘿笑着：“上次是挺
可恶的，这次怎么这么友善呢？ ”

李善长说：“大善大恶的人，毕竟是少
数。 大多数人，都和这李家庄的村民一样，
是些普通人，既有小善，也有小恶。 你给他
一个善的契机，他就表现为善；你给他一
个恶的契机，他就表现为恶。 所以说，恶要
原谅，善要引导。 ”

李善长又问大儿子：“你把一担桃子
丢在树荫下不管，还怪别人来偷吗？ ”

两个儿子听了，恍然大悟。
每个人身上都既有善的种子， 也有恶

的花，但最终结出什么样的果子，关键要看
你给他一块什么样的土壤。 一个团体管理
者，最大的责任，就是要完善体制，尽量为
人们提供向善的环境，减少为恶的机会。

点将台 老鲍谭古輦輷訜智慧讲义另辟蹊径

掠影·钩沉

画说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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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文化中。 在中华大地上，众多民族创造、享用和传习着丰富多彩的民风民俗，反映了他们生产生活中所形
成的一系列物质的、精神的文化现象。 钟敬文曾指出：“民俗是一种民间传承文化，它的主体部分形成于过去，属于民族的
传统文化，但它的根脉一直延伸到当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伴随着一个国家或民族民众的生活继续向前发展和变化。 ”

我们触手可及的饮食、服饰、居住、交通等诸多生活范畴，岁时、节日、娱乐、活动，乃至个人、家庭、家族、民族的组织运
行形式，无不在民俗文化生动而丰广的智慧中得以体现。

地方民俗：和而不同
《周礼》说：“俗者习也，上所化

曰风，下所习为俗。 ”指像风一样刮
动，遍及上下左右四方，人人传习，并
自觉教化而形成民俗。《晏子春秋》
说得中肯，“百里不同风， 千里不同
俗”。 可见，由于地域环境、历史发展
和伦理道德的影响，民俗文化因地而
生，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

例如，满族祖先生活在东北“白
山黑水”的广阔地区，旗袍是他们的
传统服装， 狩猎是主要的生活方式。
他们善骑乐射，驰骋于山林，被誉为
“引弓之民”。蒙古族逐水草而居，住
“毛毡帐裙” 的蒙古包，“食唯肉
酪”。 每年夏秋之间举办“那达慕”
大会，赛马、射箭、摔跤。 藏族聚居在

“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种耐寒抗旱
的青稞，牧放牦牛，饮食青稞酒、酥油
茶和“风干肉”，随身带着木碗和小
刀。 藏族文化和习俗影响深远，《格
萨尔王传》 是世界最长的史诗，藏
戏、歌舞和藏画都有独特的风格。 民
俗文化显现了民族的特点，强化了民
族精神，塑造了民族品格。

“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枝花，五
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 ”五十六个
民族统一于整个中华民族之中，其纷
呈各异的民俗文化构成中国民俗文
化的整体。各族人民经历五千年文明

发展的历程，始终能够存异求同，和谐
共进。 各民族意愿表达、穿戴装饰和古
今行为举止不同，但表现的信义、作用
和生活意义是一致的。任何民俗文化都
反映一定的物质基础、社会环境和道德
观念。

例如，很多民族都尚白、尚洁，以
白为善，以白为美。 古称朝鲜族为“素
衣民族”，他们的衣饰、住房以白为主
色，孩子周岁也要系上一团白线，祝愿
他们长大纯洁高尚。 撒拉族传说祖先
原住在中亚撒马尔罕， 曾牵着一头身
驮手抄《古兰经》的白骆驼离开家园，

寻找新的乐土，走到青海驯化时，白骆
驼在一眼清泉边变成了化石， 他们冥
冥中悟到要找的居地就在眼前， 于是
便在这里安家落户。 白骆驼成了撒拉
人心中的吉祥物、美好理想的象征。 再
譬如龙的图腾信仰， 上世纪七十年代
山西出土蟠龙图形陶具， 代表黄河中
游地区龙山文化类型。 后在内蒙古出
土大型玉龙，属红山文化晚期。 八十年
代引起轰动的是河南西水坡发现的蚌
壳龙图案，属仰韶文化作品。 这些龙造
型各异，产生年代、地点不同，但都传
达和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 奋发
腾飞的文化精神。 这些充分说明，民俗
文化只有异中求同，和而不同，才能承
前启后，发扬光大。

岁时民俗：随天应人
人们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探索

季节气候和农事的关系， 随着季节、
时序的变化， 形成了不同的民俗习
惯。

《礼记·郊特性》有篇《蜡辞》记
载：“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勿作，
草木归其泽。 ”这是十二月终了氏族
部落酋长在祭奠上的祝词，祈求神灵
保佑，风调雨顺，禾稼丰收。立春是先
民的重要活动，早在周代天子亲率三

公九卿诸侯大夫去东郊迎春，鞭春牛
以示劝农，祈求丰收。 此后世世代代
都举行全民的迎春活动，不少地方要
向长者拜谒，叫“拜春”。全家围坐吃
春饼，以祝家庭和睦，叫“咬春”。 还
有“村田乐”的娱乐活动被称为“唱
春”，可见迎春活动之丰富多彩。

及至二月二， 是传说中龙王抬头
的日子，“金豆开花，龙王升天，兴云
布雨，五谷丰登。 ”北京乡民用石灰洒
地，自门外弯弯曲曲一直洒到厨房，绕
水缸洒上一周，叫做引龙回，意思是引
龙回来降服百虫。三月三为上已节，农
民上土谷祠祭神，祈求本年五谷丰登，

等等。
可见，中国最根本的民俗文化认同

“天”，顺乎天意，也就是适应与遵循大
自然的规律，保持和它的一致、和谐。 天
和人类社会具有密切关系，天人视为同
一体，不仅有物质、自然上的相连，同时
还有精神上的相通，倡扬“以人为本”
思想，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天人
合一”的理想境界，从而生活在和谐美
满的环境中。

□ 王韶华

优秀的员工不一定最渊博，却
能在岗位上做一颗最合适的铆钉

只有真诚地付出，才能得到别
人的尊敬和支持

忘记过去，漠视恩情，就等于
撕去了人生履历的其中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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