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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老丧（8）
陆传仁把爹的丧事办得很像样，引起了

村人称赞。晚上，一些村人聚在魏老罐家说
闲话，说着说着又扯到了陆忠德的丧事上。
于是就议论开来，都说陆忠德高寿而终，算
是享够了福了。

王光明问魏老罐：“听说古时候老年人
活到六十岁就得活埋。真的假的？”

魏老罐说：“老年人都是这样说。我小
时候就听老人讲过，古时候有个规矩，年纪
大的人，一到六十岁就得活埋。”

“后来咋不活埋了？”有人问。
魏老罐说：“不知哪朝哪代，京城外有一

个老头儿六十岁了，就对儿子说：‘儿啊，我
满六十岁了，该活埋了。这是朝廷兴下的规
矩，违犯了朝廷要治罪嘞。’儿子就在地里挖
了个坑，打算按规矩把他爹活埋了。回家
后，他爹就让他背着朝墓坑那儿走。走到半
路上，他爹看到地上有个布条儿，说：‘儿啊，
拾起来拿着，有用嘞。’儿子就拾了起来。又
走了几步，地上有几根棉线，他爹又说：‘儿
啊，拾起来拿着，有用嘞。’儿了又拾起了那
几根线。走着走着，儿子被一块石头磕倒
了，膝盖磕出了血。他爹说：‘用拾的布条儿
和线包扎起来吧，不然会一直流血。’这时
候，儿子感动了，就想，老人啥事都能想到，
留着老人多好啊！就对他爹说：‘爹，您把我
养活大，又有恁多的经验要传给我。您老人
家活着多好啊，为啥要活埋？真是没道理。

咱不埋了，我把您老人家背回家去，挖个地
窑把你藏起来，不让人知道就行了。’老人
说：“那就中了？朝廷兴下的规矩不能违
犯。’儿子说：‘管他嘞！咱就是不埋了！’背
着他爹回了家。事有凑巧，皇宫里出了一个
老鼠精，像驴那样大，到处咬人、吃人。朝廷
吓坏了，就传下圣旨，说谁要是能治住这个
老鼠精，提啥条件都从他。这事被老头儿的
儿子知道了，就说给了他爹。他爹说：‘这好
办，抱个猫去就中了，老鼠怕猫，一见猫就吓
得骨酥。’他儿就抱着家里喂的一只猫进了
京。到了宫里，说他能治住那个老鼠精。朝
廷就让他治。老鼠出来的时候，他一见，就
把猫撒开。老鼠一见猫，吓得一下子就变成
了小老鼠。那只猫衔起来就把它吃了。朝
廷问他咋知道这法子，他就把他爹的事向朝
廷说了。朝廷一听，连忙下圣旨，把人活六
十岁活埋的规矩给废了。”

王光明说：“这个朝廷还有点人味儿。
那……棺材是咋的？”

魏老罐继续说：“人活到六十岁不活埋
了，可死了以后就软埋（不用棺材）。有一
天，这爷儿俩下地，见一群狗正在扒埋了不
久的老人吃。他看了真可怜啊！后来，他爹
在他的孝顺下活了好大年纪，寿终的时候，
他很伤心，暗想，俺爹咋说也不能软埋。就
做了一个木匣子把他爹的尸体装在里面，由
人帮忙用车子拉到地里，儿子大哭着，让人
用土把他爹埋了。大家觉得他这样做合情
合理，有人就后悔父母死的时候没有这样
做。从此以后，儿女在老人活着时孝顺，老
人寿终后就装进棺材，给老人举行丧葬仪式
后再埋葬。这个木匣子后来就叫棺材。发
丧就这样兴起来了。不止用棺材，还扎楼
子、罩子、摇钱树、小人子等社火。”

李满堂问：“兴社火也不错，让老人死后
还能享福。”

“嘿嘿……”魏老罐笑了，“都说是这样，
人死后是享福还是受罪，谁见了？”

王光明说：“那总得有讲究。”

“讲究是有。”魏老罐说，“陆忠义懂得
多，我听他说过，古人觉得人活着过日子，死
后还照样要过日子，都想叫自家的老人死后
享福。所以，朝廷没死时，埋葬他的地下宫
殿就让人给他造好了。朝廷死后就埋进造
好的宫殿里。埋葬时，就把他的妃子、宫女
一起随他埋了，一埋一大群，让那些人跟着
朝廷去死，到阴间再像在阳间一样侍候朝
廷。这叫‘陪葬’。当官的和大户人家也跟
着学，老人死了就让丫环仆女陪葬……”

“我的乖乖，真有这事啊！活不拉的就
给埋了？”王光明感叹。

“那可不！”魏老罐说，“一般老百姓就跟
他们不能比了。不只为死了的老人造不起
地下宫殿，连地下房子也造不起。咋办？就
用纸扎成楼子、罩子，说这样就能让老人死后
住楼住瓦房。没有丫环仆女，咋办？就扎纸
人冒充，所以才扎小人子啊；还扎上车子和
推车的，让死后的老人上哪去都不用步行；
还扎摇钱树，巴望着老人到阴间抓住摇钱树
一摇金子银子就落得一地都是，让死过的老人
花不完的钱……看吧，以后不知又兴扎啥嘞。
这会儿不是有飞艇（飞机）了吗？还兴扎个飞
艇让老人坐坐嘞！”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魏老罐又说：“其实，扎啥都只不过是宽
活人的心。不顶用。但该扎还得扎。这是
风俗，也是做后辈的孝心啊！不然，咋是‘爹
娘’，咱是‘儿女’哎？”

大家都觉得他说的在理。 （106）

追名逐利是人类的本性，
熙熙攘攘的人潮永不停息就是
明证。然而拥有名利就会让我
们感到幸福吗？答案自然是
否定的，锦衣玉食之家中不快
乐的男女比比皆是。我们抱
着理想中的幸福四处寻找，得
到的常常是遗憾、失望和痛
苦。其实，幸福是实实在在
的，她就在我们身边，需要你
用心去聆听，去感受，去触摸，
去体味。家人身体健康就是
幸福，老人牵手夕阳下就是幸
福，孩童活泼可爱就是幸福。
有信仰就是幸福，有追求就是
幸福，简单就是幸福，知足常
乐就是幸福……

当代著名学者周国平说，
内心世界的丰富、敏感和活跃
与否决定了一个人感受幸福的
能力高低，因此幸福是一种能
力。所谓成功是指把自己真正
喜欢的事情做好，前提是首先

要有自己真正的爱好，即自己
的真性情，舍此便只是名利场
上的生意经。而幸福则主要是
一种内心体验，是心灵对于生
命意义的强烈感受，因而也是
以心灵的感受力为前提的。所
以，比成功和幸福更重要的是，
一个人必须有一个真实的自
我、一颗饱满的灵魂，它决定了
一个人争取成功和体验幸福的
能力。

周国平在最新出版的《幸
福是一种能力》这部散文集中，
以智慧、内在、善良等为具体观
点表述并展开如何建设幸福。
本书图文并茂，包括幸福是一
种能力等 7章，收录了《幸福是
灵魂的事》等 56篇文章。作者
摆事实，讲道理，字里行间都闪
现着智慧的灵光，让人有大彻
大悟之感。在喧嚣的工作之
余，静下心来，边读边悟那些词
语、句子或故事，我们会蓦然发

现，原来我们苦苦追求的幸福，
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幸福是一
个心思诡谲的女神，但她的眼
光并不势利。权力能支配一
切，却支配不了命运。金钱能
买来一切，却买不来幸福。因
此，幸福和名利、财富并没有直
接的关系，否则何以不丹人会
认为自己最幸福呢？

譬如在《财富的作用取决
于人的素质》一文中，作者颠覆
了我们对于“金钱是万恶之源”
的固有认知。他指出一个人对
金钱的态度取决于他的素质，
不同的素质决定不同的态度，
不同的态度又导致不同的结
果。而金钱何罪之有？金钱本
身是手段，它在道德上是中性
的，无所谓善恶，对它不能下道
德的判断。钢铁大王卡内基在
成为巨富后，成立基金会来赞
助美国的教育事业，他的慈善
行为直接影响了后起的比尔·

盖茨和股神巴菲特。他们乐善
好施，认真做慈善，是因为他们
明白财富本身不能赋予人生以
意义，让财富造福人类才是意
义的源泉，从中获得的道德满
足感才是人生的最大幸福。

人生最值得追求的东西，
一是优秀，二是幸福，二者都离
不开智慧。所谓智慧，就是想
明白人生的根本道理，懂得如
何做人，能分辨人生中各种价
值的主次，知道自己到底要什
么，从而真正获得和感受到幸
福。由此可见，卡内基、比尔·
盖茨、股神巴菲特和陈光标们
都是最幸福的人，因为他们已
经找到了人生的幸福所在。我
们作为凡夫俗子，自然没有卡
内基那样多的财富拿出来做慈
善，但是只要我们坚持真善美，
坚持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那
么也能让简单的生命与幸福如
影相随。

鲁迅伴我40年

今年是鲁迅逝世 80周年，也是鲁
迅伴我成长的 40年。

对鲁迅的最初记忆，来自于小时
候家里的一本《鲁迅书信选》。后来，
在小学语文里学了《我的伯父鲁迅先
生》，才对鲁迅有了最初的印象。

上世纪 80年代，我读初中时，鲁迅
的作品还很多，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那段最脍炙
人口的景物描写，至今还能背出。多
年后，我就是奔着这段描写，去鲁迅故
里寻梦百草园的……读高中时，印象
最深的是鲁迅的《狂人日记》。虽然当
时对小说深刻的思想还不能理解，但
对狂人的形象，及其许多经典语句却
记忆深刻，尤其那句“救救孩子”，成了
最撼人心魄的一句……

再后来，我做了语文教师，最喜欢
讲鲁迅的文章，而我最得意的一课是
讲《孔乙己》。多年后，与当年学生聊
起，他们还记得课堂上我模仿孔乙己，

“满口之乎者也”“排出九文大钱”那滑
稽可笑的样子……

至今，我搜集到了鲁迅书籍资料
近百种，阅读了大量与鲁迅有关的文
章。读书之余，还把阅读心得体会付
诸笔端，近年来陆续发表了 50余篇散
文随笔。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读越
觉得鲁迅思想的深刻与伟大，越读越
觉得鲁迅有永久的生命力。虽然，目
前鲁迅的作品在中学语文课本里每况
愈下，但这不妨碍我对鲁迅的痴爱！

不久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旧
书摊上购得一本专门收集鲁迅生平、
图片、文字资料的剪报集，内有鲁迅生
平照片 20幅，各种画像和雕塑作品 13
幅，鲁迅手迹 4幅，其中有鲁迅为日本
友人题诗签字的《呐喊》和《彷徨》；对
我研读鲁迅提供了不少有用的资料，
也算是我与鲁迅的一点“奇缘”吧。

屈指算来，与鲁迅“结缘”已有 40
余年，是鲁迅伴随了我的成长。可以
说，这些年来正是有了鲁迅的陪伴，我
才喜欢上了语文，喜欢上了写作。鲁
迅永远是我人生的导师！

梁漱溟是现代中国著名思想家、教育
家和社会活动家。梁先生的著作多关涉
人生和社会问题，读者从中不仅可以了
解他的人生经历、人生观、价值观和政治
主张，同时可以品味出他的崇高品格是
如何造就的。为了帮助一般读者较为全
面而便捷地了解梁漱溟先生的思想、经
历、品格，我们编选了“聆听大师·梁漱

溟”系列。
本书以《谁从我的世界路过？》名之，主

要是梁漱溟先生回忆对其人生有重要影响
和他所交往或接触的重要人物，从中不难
看出中国近现代百年历史侧面。正如中国
当代著名学者雷颐先生所言：“梁漱溟先生
经历丰富，他对人与事的回忆，自然见识非
凡，值得认真拜读。”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
铭，又字漱冥，后以漱溟行世。祖籍广西
桂林，生于北京，顺天中学堂毕业，其后自
学成才。中国现代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
动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

1917 年—1924 年执教于北京大学哲
学系，1930 年—1937 年从事乡村建设活

动。二十世纪 40年代抗战期间，他为国事
奔走，谋求国内团结。1949年秋，《中国文
化要义》一书出版，在自序中他表示将“尽
力于思想而以行动证诸旁人”；继其成名
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后，写出《东方学
术概观》、《人心与人生》，实现了在东西文
化之间架一座桥的心愿。据搜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