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宋大文豪苏东坡是个老顽童似的段子
手，也是个非常懂得谈古论今的寓言家。他
曾以“鳖相公”喻其政敌、宰相章惇，也曾以

“鳖厮踢”的故事当面戏谑当宰相的好友司马
光。苏东坡以“无可不乐”的性情，在朝在野，
用即兴的文字，给所到之处都留下了快意而
难忘的欢笑。

见多识广的他，固然爱说鳖，但也更爱言
蟹。苏东坡一生所见和所美食的各种蟹远比
鳖要多，而且他也爱以蟹事切人事，让那大钳
子可钳天地万物的蟹走进他的神奇寓言中。

当然，他会把蟹喻作不好的人与物。其
中最亮眼的一篇，是《一蟹不如一蟹》：

艾子行于海上，见一物圆而扁，问居人
曰：“此何物也？”曰：“蝤蛑也。”既又见一物，
圆扁多足而差小，问居人曰：“此何物也？”曰：

“螃蟹也。”又于后得一物，状貌皆如前所见而
剧小，问居人曰：“此何物也？”曰：“彭越也。”
艾子喟然叹曰：“何一蟹不如一蟹也。”

蝤蛑，螃蟹的一种，壳青，俗名“青蟹”“锯
缘青蟹”。这种蟹可食用，头胸甲宽大，两侧
具长棘，略呈梭形，也称“梭子蟹”。彭越，即

“蟛蚏”，原名白玉蟹，也是螃蟹的一种。不
过，相传是汉高祖刘邦的大臣彭越被醢化为
蟹。彭越被疑后遭受酷刑，被剁成肉酱分给
诸侯。九江王英布在打猎时得到送来的此
肉，不忍心相看，便倒入江中，结果全部化为
螃蟹。世人便将这种螃蟹称作彭越。

这则寓言，和苏东坡所作的“鳖相公”一
样，也是讽刺宰相级人物，只不过不是指章惇
一个，而是包括章惇在内的一串。“彭越”不如

“螃蟹”，“螃蟹”不如“蝤蛑”，个头一个比一个
小，等于说这蟹之家族的宋廷宰相，一个比一
个面目可憎，一个也比一个卑劣下贱。

此寓言选录自苏东坡晚年创作的寓言集
《艾子杂说》，以“艾子”自称，没有明确写作时
间。但从章惇把苏东坡贬至儋州，而在苏东
坡于元符三年（1099年）五月遇赦北归等事实
推算，此篇当是苏东坡渡海北归后的作品。

苏东坡缘何要用“螃蟹”的形象设喻？有
学者解读说，因为“螃蟹”是一种“多足”而“横
行”的动物，其意在唾骂当朝宰相都是些“横
行霸道”的禄蠹蟊贼。由于对朝廷中“奸佞充
斥”表达愤懑之情，苏东坡在《艾子杂说》中创
作了一系列“民之大贼，国之巨蠹”，当然“鳖”

“蟹”给人印象深刻。
结合苏东坡的际遇，我们可以看出，这则

寓言里含有他对个人不幸的慨叹。他在早年
遇文字狱受“乌台诗案”之苦后，在官场不仅
屡遭排挤，而且还连遭贬谪，且一次比一次凄
惨。这真像他作为美食家而摆在其人生之宴
上的“蟹”，越来越差。就像超越个人不幸一
样，他通过此则寓言，超越了个人的悲喜与

“圈子思维”，展现他更敏锐的观察与更雄阔
的思考，更多的则是表明事物越来越坏，不仅
人物一个不如一个，在时代方面也是一代不
如一代。

从“时代之说”的角度可知，苏东坡是借
用了五代人陶谷的故事。据宋人戴埴的《鼠
璞》记录，《圣宋掇遗》载称：陶谷奉使吴越，因
食蝤蛑，询其族类，忠懿（即钱俶，五代时吴越
国君）命自蝤蛑凡十余种以进。谷曰：“真所
谓一代不如一代也。”

重要人物是时代的产物。苏东坡一生经
历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位皇帝。
这些皇帝的能力和作为也是一个比一个弱，
以至于在徽宗手上亡国。苏东坡离开海南一
年多后，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
月在常州去世。他去世后 26年，因“靖康之
变”，北宋灭亡。

透过历史的云烟，抚触文字的波澜，可感
知伟大人物落笔时的忧虑。可以说，苏东坡
是个“寓言家”，甚至还是个“预言家”。

《齐白石诗词联全
集》，杨孟雄主编，西安交
通大学出版社 2016年 11
月第一版。

白石老人不仅书、
画、印独步中华，诗歌亦
是清醇、雅正，清若谷风，
浩如江海。其联虽未著
名，却也是极具书卷气
息、生活情趣。老人所擅
者多，诗联为书画光芒所
掩，亦在情理中。如此看
来，真正中华大家，必是
禀赋极高，用功特勤，故
超人也远，建树者多，实
乃历数十百年而难得一
现之奇才。

海为龙世界
云是鹤家乡
这是白石老人用他

独创的篆体书写给毛泽
东主席的一副对联书法
作品。在抄写引用传统
对联作品时，白石老人并
非盲目照搬，而是对个别
字进行了改动。此联中
的下联原为“天是鹤家
乡”，白石老人将其改为“云是鹤家
乡”。这样一改，意境和联律对仗更
贴切。其笃书亦显得相当大气，与
对联文字内容默契统一，甚具顶天
立地之势，堪称是白石老人对联书
法中的代表作。

三思难下笔/一技几成名
胸中富丘壑/腕底有鬼神
在白石老人的对联作品中，论

艺术的对联占有很大比例。这两副
联表达了同一个思想主题，那就是
对艺术的追求需要有刻苦的治学精
神，对艺术创作需要有厚积薄发的
基本功夫的积累：“三思”之后“下
笔”，方能出“成名”之作；胸中具有

“丘壑”之识的积累，方能笔下有“鬼
神”奇绝之作产生。

短短五言小联，却能阐明为艺
治学的真谛。

开图草里惊蛇乱
下笔阶前扫叶忙
此联是题为著名画家郭味渠

的。字面上直观的是夸奖郭的画技
精深，达到了可以乱真的程度。而
客观上则形象地告诉了我们艺术要
追求的高境界，那就是艺术家必须
热爱生活，要细心地观察生活，去捕
捉生活的人或事物内在的本质的东
西——精神，才能创作出既源于生
活、而又高于生活的乱真境界的精
品。这样的作品才能吸引人、打动
人，才能引起人们的热爱和共鸣。

莫羡牡丹称富贵
却输梨橘有余甘
白石老人的联作中还不乏抒志

和论述人生之佳作。世人都称牡丹
为花王，具有富贵之相，为人们所崇

尚。而白石老人却说，牡丹虽
然有其外在的富贵之相，但与
梨和橘比较起来，却缺少那种

能给予人们甘甜享受的
奉献精神。此联以拟人
之法，看是在咏物，实是
在写人。

老树著花偏有志
春蚕食叶倒抽丝
这是白石老人的言

志联。树老了，但还在开
花，这是因它还有生命、
还有精神志向；春蚕虽然
只吃桑叶，但奉献给人们
的却是真丝。此联同样
是拟人法，上联写人老了
但要有精神，下联写人生
的价值意义不是索取而
是奉献。这种人活到老
就要学到老、奋斗到老的
精神，不正是白石老人自
己的写照吗？

有天下名画 何必忠
臣孝子

无人间恶相 不怕马
面牛头

白石老人曾为自己
写过这样一副自挽联。
此联通俗易懂，又颇有幽
默诙谐之趣，毫无掩饰地

向人们揭示了自己的处世为人之观
念。老人首先肯定了自己已“有天
下名画”，又何必再追求那些什么

“忠臣孝子”的荣誉和名声呢？接着
下联又深入一层阐述自己的人生
观：人如果从来未去做那些损人利
己的坏事（恶相），又哪里怕那些阴
间的“马面牛头”呢？从此联中足可
见白石老人做事无所求于人，做人
无愧于心的高尚人格。

在白石老人的联作中也有谈论
儿女亲情的。如挽沁园师：

诱我费尽殷勤 衣钵信真传 三
绝不愁知己少

负公尤为期望 功名应无分 一
生长笑折腰卑

胡沁园（1847-1914），是胡安国
（1072-1137）后裔，湘潭县竹冲韶塘
人，擅长工笔画、篆刻、诗文。1889
年齐白石27岁时，被胡沁园、陈少蕃
收为徒，授之翰墨。齐悟性极高，勤
奋异常，与名师、雅士来往频繁，书
画交流，艺文互补，一代国画大师由
此起步。

如挽妻陈春君联：
怪赤绳老人 系人夫妻 何必使

人离别
问黑脸阎王 主我生死 胡不管

我团圆
陈春君是齐白石原配夫人，长

齐白石一岁，十三岁时到齐家做童
养媳，生有三男二女，1940年在湘潭
老家去世。其时，齐居北京，撰祭文
一、挽联一，遥祭亡妻。

此联别具一格，对仗工整，凄恻
伤怀，字里行间，浸透了恩爱夫妻的
真挚感情。

还有一副挽继室胡宝珠的对
联：

勤俭向夫君
慈祥庇儿女
1919年中元前后，齐与胡宝珠

在京成亲。此时前妻尚在。宝珠共
生三男三女。1943年宝珠因难产去
世。寥寥十个字，如同白石老人那
简约的“红花墨叶”大写意画一样，
勾勒出一幅传统中国妇女形象：勤
俭、慈祥的贤妻良母图。

齐白石楹联艺术特点体现在文
化内涵深厚、书法风格独特、联画相
互辉映、体裁短小精悍等方面，并达
成齐白石楹联艺术“独树一帜，独具
魅力，独步中华，独占鳌头”的共识
而备受赞誉。我们应当称其楹联为
齐白石的“诗书画印联”五绝之一。

《走向世界丛书》，责编钟叔河，
岳麓书社出版。

这是一套大丛书，第一辑 36种，
第二辑 64种，总计超过千万字；这是
一套在 1980年代轰动全国、有世界
影响力，让湖南出版界一举成名的丛
书，先后获中国图书奖、全国首届古
籍整理图书丛书奖等；这是一套奠定
钟叔河先生出版大家的扛鼎之书。

从 1840年鸦片战争起，无数的
仁人志士不断追寻探讨，怎样才能让
闭关自守的中国迅速地、大踏步地走
向世界。林则徐、魏源最早提出：“欲
制外夷必先熟悉夷情”，“师夷长技以
制夷”。受条件限制，林、魏二人并没
有能够解决中国走向世界这个问
题。但是，不管愿不愿意，国门终究
慢慢打开，部分中国人得以留学、出
使、考察、旅游欧美日本，其中有三百
多人留下各种“走向世界”的手稿、刻
本、印刻本。钟叔河先生在三百多种
历史文献资料中，广集各种版本，精
选出一百种列入出版计划。林铖《西
海纪游草》、志刚《初使泰西记》、张德
彝《航海述奇》、李圭《环游地球新
录》、郭嵩焘《使西纪程》、徐建寅《欧
游杂录》等一系列冷门的书籍由此焕
然新生。黎庶昌、曾纪泽、薛福成、黄
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知名人士的
相关著作也一并整理出版。一百种
书，既是中外交往史，又是文化思想
史；既是政治史，又是生活史。

在第一辑的每本书前，钟先生亲
自执笔写下长篇叙论，短则万余字，
长则 4万字，介绍该书作者生平、写
作时代背景和评论该书思想内容，帮
助读者理解和研究各书，成为这套丛

书的一大特色。第二辑出版时，因他
已年过八旬，64种书他就只为4种写
了叙论。《读书》杂志 1980年代刊出
丛书叙论后，引起全国文化思想界的
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响，钱锺书先生委
托《读书》杂志编辑董秀玉约钟先生
谈谈，见面时又建议将所有叙论汇编
成书，并主动写了序言：“弟素不肯为
人所序，世所共知，兹特为破例，聊示
微意。”国务院古籍规划整理出版领
导小组组长、大学者李一氓先生亦给
予高度肯定：“这确实是我近年来所
见到的整理古文献中最富思想性、科
学性、创造性的一套丛书。在这方
面，推而广之，可称为整理古籍的模
范。”随后又点名钟先生赴京参加学
术会议。从 1980 年代第一种书出
版，到一百种书最后于 2017年全部
出版，历时近 40年，可算中国出版史
上一大奇迹，更可见钟先生的目光深
邃，丛书的生命力、影响力之强。

百岁老人周有光先生生前有言：
全球化时代，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
从中国看世界。后疫情时代中国如
何更好地走向世界，如何从世界看中
国，这个课题任重道远、未有穷期。
钟先生在《容闳和西学东渐》一文中
引用英国人 1881年评论容闳的一段
话，140年走过，仍未过时：“一个能够
产生这样人物的国家，就能够做成伟
大的事业。这个国家的前途不会是
卑贱的……可以看到，中国本身拥有
力量，可以在真正完全摆脱迷信的重
担和对过去的崇拜时，迅速使自己走
向新生，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真正伟
大的国家。”

是的，中国本身拥有力量！

“中国本身拥有力量”
袁庆丰

偶翻四书五经，重温《大学》一
文，颇有触动。特别是其对道德修养
的论述，感觉真是字字珠玑，句句振
聋发聩！

《大学》是《礼记》的第四十二篇，
是我国儒家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相
传由孔子门生曾参作于春秋末年至
战国时期。宋代学者朱熹将其连同
《中庸》从《礼记》中抽出，与《论语》
《孟子》并列合称“四书”，成为儒家传
道授业的基本教材。孙中山先生对
《大学》评价甚高，说：“中国政治哲
学，谓其为最有系统之学，无论国外
任何政治哲学家都未见到，都未说
出，为中国独有之宝贝。”

《大学》依据孔子“仁政”的思想，
阐明了“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文章
开篇明义，将其精要概括为“三纲八
目”。“三纲”是“明明德”“亲民”和“止
于至善”。人生来就具有高尚的“明
德”，入世以后，“明德”被掩，只有经
过“大学之道”的教育，方能重新发扬
明德，革新民心，达到道德上至善至
美的境界。实现“三纲”的具体方法
是做到“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
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
目”中“修身”是根本，前四目是修身
的方法，后三目是修身的目的。通过

“三纲八目”，把政治理念和个人道德
修养结合在一起，强调道德修养在社

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大学》就其实际的内容而言，要

求人人能正心、诚意，个个能修身、齐
家。正心、诚意是修身的起点；齐家是
人人的希望和职责；治国、平天下是所
有人的共同愿望。所以说《大学》是每
个人都需要用心学习的学问。

《大学》把“修身”放在了极其重
要的地位，“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
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
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
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
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
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
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
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
平”。环环相扣，充分阐述了“修身”
的重要性。从天子到平民百姓，都应
该把修养品性作为根本。根本混乱，
末节就不可能得到治理。对每个人
来讲，不以修身为本就意味着所重视
的是枝节而忽略了根本，这样就无法
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联系当前现实，一些人因忽视了
修身养性而误入歧途，忘记了为人民
服务的初心，成为国家和人民的罪
人，可叹可悲！我们应该从先贤的

“修身”中汲取营养，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成为新时代“治国、平天
下”的能人。

读《大学》悟“修身”
瘦马

齐
白
石
楹
联
作
品
赏
析
楚
国
良

苏
东
坡
说
蟹

彭

桐

2024年8月23日 星期五

0505
读
书书

湖

湘

源

责任编辑：杨卫 周通 美术编辑：马冰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