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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民快评
立民直言 ■陈鲁民

■刘秀森

源于商丘的成语典故源于商丘的成语典故
于思于思

“于思于思”这一成语中的“思”同腮；于
思：鬓须茂盛的样子，比喻胡须长而多的人。

典故出于《左传·宣公二年》：“宋城（商丘
城），华元为植，巡功。城者讴曰：‘睅其目，皤
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杜预
注：“于思，多鬓之貌。”本为宋国筑城者讥笑
络腮胡子、败将华元之语，后来用“弃甲于思”
戏谑应试落第。

其背景是，在“于思于思”这一成语出现
之前，郑国受楚国的指使，向宋国发起了进
攻。郑国统率军队的是公子归生。宋国派华
元和乐吕率兵抵抗。宋兵出发之前，华元杀
羊犒赏士卒，却单单忘记了犒赏替他驾驭战
车的羊斟。羊斟是个心胸狭窄的小人，没吃
着犒赏士卒的羊肉，非常恼怒，记恨在心，暗
说：“不让我吃羊肉，你等着吧，看我战场上怎
样报复你！”

郑军与宋军在大棘那个地方交上了手。
华元指挥军队向前攻击，为他驾车的羊斟却
狠劲儿地抽打马背，朝华元喊道：“统帅大人，
前天吃羊肉是你做主，今天的战车驶向哪里，
可是由我做主了！”他竟不顾一切，把战车一

直赶到郑军阵中。华元大惊，问羊斟：“你为
什么要这样做？”羊斟回答说：“战前别人都吃
到了羊肉，就我一人没有吃到，你一定是故意
羞辱我。我作为你的御手，感到很丢脸，所
以，我要报复你。”致使华元被郑军包围。华
元力战，但寡不敌众，最后被擒。宋军失去了
主帅，群龙无首，结果大败，副帅乐吕战死沙
场，尸首被郑军抢去。

这一仗，宋军损失了四百六十辆战车,有
二百五十名士卒当了俘虏。羊斟因一件小事
就如此不顾损坏国家的重大利益，泄私愤，图
报复，使自己的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巨大灾难，
令人发指。《诗经》所说的人“之无良者”，指的
就是羊斟这样不惜损伤国家之大利而达到个
人目的的人。

然而，华元作为一军之帅，造成这样的结
果，他也是有责任的。孔子说：“有国有家者，
不患寡而患不均。”东西少不要紧，只要分得

平均，大家就不会在意，否则就会引起有人不
满。华元就是忽略了这一小事，本来这场战
争凭宋国比郑国强的兵力不会输于郑国，结
果却败得可怜！

停战之后，宋国不得不以兵车一百辆、好
马四百匹为交换条件，向郑国赎华元。而当
兵车和马匹陆续送交郑国才半数时，华元却
自己逃了回来。他到了城门口，尚在城外，按
照规矩，要向守城者说明身份，然后才能进
城。守城的大夫叔牂向他慰问道：“您不幸落
到敌人手里，大概是您的马有问题吧？”华元
坦率地说：“不是马有问题，是人！”

不久，宋国修筑城墙，华元去工地视察。
筑城的民工看见他来了，有的便唱道：“睅其
目，皤其腹；弃甲而复！（意思是瞪出眼珠，挺
起肚皮，抛甲丢盔吃败仗，还挺神气！）于思于
思，弃甲复来！（满腮胡子，胡子满腮，抛甲丢
盔逃回来！）”

“于思于思”是形容胡子又多又长的样
子。民工们讥笑华元长须飘飘，神气活现，其
实是个抛甲丢盔的败军之将。华元听了，便
教车上的侍从唱着回答：“牛则有皮，犀兕尚
多；弃甲则那！（只要有牛就有皮，犀牛兕牛咱
多的是；丢些甲盔怕什么！）”民工们紧接着又
唱道：“纵其有皮，丹漆若何！（就算牛皮多，没
有油漆可奈何！）”华元见向这些人说不清楚，
便对驾车的人说：“走吧，他们人多嘴也多，我
只有一张嘴，应付不了他们！”华元也许是出
于自己用人和处事的失误自责，没有依仗自
己的权力惩罚民工们，看来还是大将风度。

这一故事被记载了下来，并被人不断谈
起，“于思于思”就成了成语。

古代文人不断用到这一成语。例如：清
代王应奎的《柳南随笔》卷二中有：“（邵陵）两
颊于思，然人呼为邵髯 ，不以名字。”程善之
《革命后感事和怀霜作即次其韵》之二中有：
“帐下于思新令尹，刀头涕泪旧豪酋。”这一成
语也被借指髭须，如宋代梅尧臣的《观邵不疑
学士所藏名书古画》诗中便有：“精神宛如生，
于腮复穿鼻。”清代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
现状》第 70回：“只怕人家有好好的女儿，未
必肯嫁给于思于思的老翁了。”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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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南安九都中学近日举行的期中考试表彰大
会上，校方给 30名学生奖了 120斤猪肉——其中 75
斤猪蹄，45斤猪腿肉。学生们提着猪肉蹄膀站在领
奖台上的照片在微博上“走红”，校长接受媒体采访
时称，奖励学生蹄膀猪肉，意在“金榜题名”。（11月
27日《中国青年报》）

生肉谓之“脍”。不少网友表示，这次南安九都
中学“学而优则脍”的奖励实在，别致，独具一格，很
有“新闻价值”，但在我看来，不仅如此，而且还很有
寓意。

古时把“食肉者”等同于做官者，虽然曹刿论战
时不无偏颇地说过“食肉者鄙”，可是很多人还是通
过各种办法，争先恐后地往“食肉者”队伍里钻。因
为，“食肉者”不仅享受高官厚禄，且工作稳定，社会
地位高，也是建功立业的最好平台，从古至今都是莘
莘学子瞄准的首要目标，即所谓“学而优则仕”。今
天想进入公务员行列，同样也得学历高，能力强，会
考试，学校给优秀考生奖励猪肉，“学而优则脍”，也
算是为其将来考公务员的未雨绸缪之举。

即便是搞学问，当教授，也照样是“学而优则
脍”。孔子当年收的学费就是几条干肉，古人叫“束
脩”。因为他学问大，教得好，因材施教，有教无类，
故而声名远扬，投奔他的学生很多，弟子三千，贤者
七十二。学生多，收到的肉干就多，他吃饭也就格外
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不得
其酱，不食”；“沽酒市脯，不食”；“不时，不食”……他
还真有些“作”，忘了自己当年在陈蔡断粮的窘境。

历史学家范文澜有句名言：“坐得冷板凳，吃得
冷猪肉。”“坐冷板凳”就是甘于寂寞，埋头苦干；“吃
冷猪肉”是指过去如果哪个文人道德高、学问精、成
就大，死后牌位可入文庙，置于边廊，有资格分享供
奉孔圣人的冷猪肉。这“二冷”是相辅相成的，只有
长年累月地苦学苦研，坐得住“冷板凳”，才能在道德
文章上出类拔萃，成果显赫，最后吃得上“冷猪肉”。
范文澜、陈寅恪、钱钟书、季羡林、冯友兰、饶宗颐这
些大哲，之所以能够著作等身，名扬中外，成为有资
格享用“冷猪肉”的国学泰斗，正是其不辞辛苦坐了
几十年“冷板凳”的结果。因而，想在将来学术研究
方面分得一块“冷猪肉”的学生，那就要有坐几十年

“冷板凳”的思想准备。
推而广之，大千世界，哪一行干好了都有肉吃，

干不好都会饿肚子，今天学生的“考得好”就是为了
明天的“干得好”作准备。人未必一定要做官、当教
授，无论在哪个行业干出名堂了，都不愁有肉吃。商
人马云、王健林、雷军有肉吃；运动员姚明、李娜、林
丹有肉吃；演员章子怡、张嘉译、王宝强有肉吃；作家
莫言、余华、刘震云有肉吃，科学家袁隆平、潘建伟、马
伟明有肉吃，而且，肉多质优，应有尽有，令人羡慕。

从科学角度来说，人类的进化就与吃肉有关，大
量的优质蛋白质使人的大脑得到良好发育，身体愈
加健康。但相对于谷物来说，肉始终是紧缺的，那么
就有一个如何分配肉的问题，分不公平也会出事
的。那么，对于每个“食肉者”来说，既要自己有肉
吃，也要想办法让下属百姓有肉吃，甚至于先让百姓
有肉吃，才是合格的公仆，这也是很重要的。

说来说去，今天的“学而优则脍”最根本寓意就
是明天的“干得好有肉吃”。换言之即多劳多得，天
道酬勤，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不知那些被奖猪肉的
学生们是否理解学校的深意和良苦用心？

记得郑逸梅先生的《艺林散叶》里有掌故曰：某
人向知名书法家求字，而书法家素来讨厌此人，又
碍于请托，不得不写，就写了“不可随处小便”几个
字以戏谑之。不料那人一一剪开，重新排列装裱，
成了一立幅“小处不可随便”收藏起来。

前天看到消息：11 月 29 日，公安部宣布自即日
起施行深化治安管理“放管服”改革，其中之一是居
民身份证相片“多拍优选”服务，民众可以申请重新
拍照三次，从中优选满意相片。据报道，此前已有
多地公安机关设置了“满意拍”人像信息采集系统，
让你拍拍拍，直到满意为止。

此举的确算不得大事，但是击节点赞而齐声叫
好者众多。何也？直接关乎民生也。

照理说，历史演进到时下，手机的拍摄效果已
经接近单反，“完全面目”的“标准相”应该是日趋完
美才对。可惜看看身份证上的照片，十之八九哑然
失笑——有媒体报道，前不久，因为嫌自己身份证
照片不好看，无锡一女子竟然用捡来的身份证办理
酒店入住登记。笔者相信这不是假新闻。因为二
十年前，参加商丘市的运动会，检录时需要出示身
份证，作为工会负责人的笔者收上来身份证一瞧，
居然二十位帅哥照片相去无几，都“疑似通缉犯”！
所以网友“吐槽”曰“身份证照是世界上最丑的照
片”，实在言之有据。

然而许多年过去，大家都是说说而已，几乎想
不到在身份证照上“修饰”或“美颜”，更没有想到日
理万机的有关部门能够让你反复照相，反正不耽误

“刷脸”就行。
不过想想也是的，咱的身份证是常常要拿出来

展示的，如今北上广的高铁拿着身份证都可以长驱
直入，出入境还要给外国朋友看一看，上面的尊荣倘
若自己看了都摇头，往大里说有损“国际形象”，往小

里说，至少势必常常影响自己的情绪——在“亚健
康”“抑郁症”之类的词汇使用率偏高的今天，从“多
拍优选”的“人性化”入手，让吾侪看着自己“飒爽英
姿五尺枪”能够“心里美滋滋的”，绝对是服务社会
乃至维护安定的大事。

笔者手边有 2016 年最后一天的剪报：中国地
质大学因为“工作失误”发错了研究生考试的试
卷——把 2015 年的《普通地质学》（自命题）科目试
卷拿来作为 2016 年的试卷。因为这种低级到可笑
的“失误”，也因为担心一部分学生复习之际已经做
过这套试卷而带来“不公平”的后果，只好通知考生
们2017年1月7日下午进行补考。

说起来这也是“小事”，拿错了试卷，换过来就
是了。问题在于：考生有没有义务为你那小小的

“工作失误”买单？例如某考生考试结束出国探亲
了，好容易与亲人“欢欢喜喜过个年”，结果立即“恨
相见得迟，怨归去得疾。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得
倩疏林挂住斜晖”——这经济上与精神上的损害谁
来补偿？如果人家换了手机号你通知不到该谁来
负责？更何况硕士研究生考试卷是国家保密的项
目，如何就说错就错了？

所以，只要关乎成千上万人的切身利益，全部是
“大事”，来不得半点疏忽。当初看连续剧《人民的名
义》，里面信访窗口低到下蹲方可咨询，笔者曾以为
是“艺术夸张”，生活里没有。后来网上接连晒出各地
的“窗口整改”，才知道真的有那种奇葩设施。

“服务群众无小事”，关键在于是不是“入心”
了，“想群众之所想”了。各种服务群众的“小事”如
果都能够让你“多拍优选”、心满意了，则大家的快
乐指数自然就提高了，社会风气的好转也就良性发
展了。与“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相对比的，恰恰是聚
沙成塔、“莫因善小而不为”也。

未及时接到脱贫攻坚巡查组电话，被问责处
分；扶贫手册中写错两个标点符号，登上“黑榜”被
全县通报，还被扣一年的绩效奖励；市领导进村检
查扶贫工作，发现一名驻村干部在看手机，大为光
火，给予处分……这些发生在基层的真实案例，让
人大跌眼镜。（12月 2日《澎湃新闻》）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这句话的意思是
以问责个案推动整体工作，并不是动辄就问责。未
及时接电话、写错两个标点、工作时看手机等被处
分未免有些矫枉过正。不得不说的是问责要有依
据，也需要按程序执行。可是这些问责闪烁着以言
代“纪”、以领导脸色代“纪”的影子甚至仅凭个人情
绪就草率问责。正如一名干部所言，上级领导提了
处理意见，县里不敢违背。这折射出一些地方在考
核中存在问责“跑偏”“脱靶”的现象。

问责的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可以说问
责与用药治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如果没病到要

“吃药”的地步，领导非要让他吃问责这味药，即使
问责再严厉也无益于问题解决，只会让被问责干部
心中有结，也会让其他党员干部感到不公甚至引起
民怨，严重削弱了党纪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不仅提高
不了工作效率，还会伤害“机体”影响干劲。为此，问
责必须突出精准、科学，也要有温度地以问责激发担

当：一事当前，该不该问责，谁该被问责，怎样问责，
问责到何种程度；是政策问题还是领导问题，是布置
问题还是落实问题，过失在哪个环节，怠政在哪个
层次以及特定历史条件、地域因素和当事人实际等，
当然还要正确区分无心之失和失职违纪行为。只有
这些问题弄清了，依据党章、问责条例、党内监督条
例、党纪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才能依责量纪避免伤
及无辜，避免用力过度，被问责的干部才能心服口
服，从而达到“问责一个、警醒一片”的效果，激发干
部为了人民群众岁月静好更好地持久负重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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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优则“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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