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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民快评立民直言

连载并日而食

“并日而食”意为两天合并成一天吃饭，不
能天天得食。形容生活穷困。

典故出自西汉经学家、礼学家睢阳人戴圣
编著的《礼记·儒行》。此文通过孔子与鲁哀公
的对话，从多个方面描述了一个真正儒者的行
为是什么样子的。

儒以道得民，也是以道得名。可在春秋末
年，儒者没有多少是以道德名世的，满天下却
多是穿着儒服自称儒者的人。于是鲁国国君
鲁哀公有点戏弄地问孔子：“夫子之服，其儒服
欤？”孔子觉得评价儒者只从服饰来谈，比较可
笑，但也无意反唇相讥，便回答说：“我听说君
子所学非常广博，衣服则入乡随俗。我不知道
什么是儒者的服装。”哀公又开口：“请问儒者
的行为有哪些特点呢？”孔子回答：“仓促地列
举，短时间难以说完。全部说完要费很长时
间，恐怕值班的仆人到了换班时间也未必说
完。”哀公于是命人给孔子设席。孔子陪侍哀
公坐着，说：“儒者的德行就像筵席上的珍宝，
等待着诸侯的聘用；早起晚睡地努力学习，等
待着别人的询问；心怀忠信，等待着别人的举
荐；身体力行，等待着别人的录取。儒者的修
身自立有如此者。儒者的衣冠和寻常人一样，

但做事非常谨慎；在大事情上谦让，让人觉得
有傲慢之感；在小事情上谦让，让人觉得有做
作之感；在处理大问题时，战战兢兢，如履薄
冰；在处理小问题时，毫不马虎，如同心怀惭
愧；他们难于躁进而易于谦退。让他们放弃点
什么倒比较容易，自卑谦让地像是无能之辈。
儒者的容貌有如此者。儒者的日常生活相当
严肃，其一起一坐都恭恭敬敬，说话一定要讲
究信用，做事一定要讲究公正。在路上不因路
的好走难走这等小事就和别人争吵，冬天不和
别人争有太阳的地方，夏天不和别人争有树荫
凉的地方。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爱惜生命以
等待时机，养精畜锐以备有所作为。儒者的瞻
前顾后有如此者。在儒者的心目中，金玉并不
值得宝贵，忠信才值得宝贵。他们不祈求土
地，树立起道义就是他们的土地；他们不祈求
多有积蓄，多掌握知识就是他们的财富。请他
们出来做官很困难，因为他们不在乎高官厚
禄，正因为这一点，就是请出来也难长期留

住。不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他们就隐居不
仕，这难道不是很难请出来做官吗？即令出
仕，如果国君不尊重他的正确意见，他就辞职
不干，这难道不是很难长期留住吗？他们先说
工作而后说俸禄，这难道不是并不在乎俸禄
吗？儒者的待人接物有如此者。有些儒者，即
令把许多金银财宝赠送给他，即令用声色犬马
去引诱他，他也不会见利而忘义。即令用人数
众多来威胁他，用武器来恐吓他，他宁愿去死
也不会改变节操。和邪恶势力作斗争，他也不
估量一下自己的本领；领受艰巨的任务，他也
不估量一下自己的能耐，只要认准了就坚决去
做。认准了的事，做过了从不后悔，尚未做的
也不考虑那么许多。说错了的话就不再说，对
于流言蜚语也不去穷究。时刻保持威严，拿定
主意的事说干就干，绝不优柔寡断。儒者做事
的与众不同有如此者。儒者可以亲密而不可
以威胁，不可以强迫，可以杀头而不可以羞
辱。儒者的住处不讲究豪华，儒者的饮食不讲

究丰厚，儒者的过失可以委婉地批评而不可以
当面责备。儒者的刚毅有如此者。儒者把忠
信当作申胃，把礼义当作盾牌，不论是在外还
是在家，都时时刻刻谨守仁义；即使受到暴政
的迫害，也不改变自己的操守。儒者在操守上
的自立有如此者。

接下来，《礼记》记载孔子讲的原话说：“儒
有一亩之宫，环堵之室，筚门圭窬（dòu），蓬户
瓮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
上不答，不敢以谄。其仕有如此者。”意思是
说，尽管儒者的居住条件很差：宅院只有十步
见方，住室四面的墙只有一堵高，在墙上打个
圭形小洞就当作进进出出的门，门是用荆条和
竹枝编织而成，有的门则是用蓬草编成，把破
瓮嵌在墙上就当作窗户。全家只有一套比较
体面的衣服，谁出门谁穿；为了节约，两天只吃
一天的粮食。而受到上边的赏识重用时，不敢
怀疑自己的能力不足；受不到上边的赏识重用
时，也不敢馅媚以求进。儒者的做官态度有如
此者。

成语“并日而食”就是这样来的。
例句：“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

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
可偏安于蜀都。”（三国·蜀·诸葛亮《后出师
表》）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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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才要诚心加诚信

青年博士刘某被某高校提出的优厚待遇吸引，入职
后发现原来约定好的人才公寓说没就没，过渡房不再提
供，连科研奖金也被克扣，无奈之下提出辞职，结果反被
该校索要138万元赔偿款，让他哭笑不得，进退两难。（5
月12日《南方日报》）类似的事情还不算少，必须引起有
关部门重视，否则引进人才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引进人才是大势所趋，也是睿智之举，但引进人才
后，还要诚心相待，诚信相待，养好人才，用好人才。引
进人才是第一步，体现出的是魄力与见识。在人才问题
上首先要有魄力，即要有超前的意识，敏锐的眼光，开阔
的胸襟，敢于担当的精神，不怕负责任的态度，做到谋事
在先，动作要快，格局要大，措施要实。其次，要有见识，
头脑清醒，方寸不乱，不追风起哄。要明白抢人才不能
乱抢，要给自己需要的人才准确定位，知道急需哪种人
才，目标明确地去按图索骥，有的放矢。人才分高中低
三大类，并不是学历越高职称越高名头越大就越好，关
键要适合于自己，来了就要用得上，以避免大材小用或
小材大用的尴尬局面。因而引进人才一定要从实际出
发，自己的薄弱环节和发展方向是什么，最需要的是哪
一类人才，都要心里有数，决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捡到
筐里都是菜。

会养人才是第二步，体现出的是诚心与诚信。昔
日，春秋战国四大君子争相养士，招徕各路人才，其中孟
尝君就养士三千。这些人要吃要喝要过日子，还一个个
脾气挺大，动不动就撂挑子，可是孟尝君始终小心翼翼
地养着他们，这些人才也没辜负他，或薛地市恩，或鸡鸣
狗盗，都在关键时刻给他帮了大忙。而今眼下，养人才
的意义也不可小觑。人才辛辛苦苦抢来了，原先给人家
许诺的条件就要一一兑现，不能打折扣，不能缩水，不能
口惠而实不至。要养好人才，就是时下常说的三句话，
要以待遇养人，以事业养人，以情感养人。具体来说，工
资收入要有明显提高，住房要有相应保障，生活要十分
便捷；在工作中要受到重用，能使上劲儿，发挥才干，价
值得到充分体现；领导对人才要问寒问暖，为他们排忧
解难，有浓浓的人情味，使他们处处感到温暖，觉得自己
来对了地方，值得在这里大干一场。

善用人才是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体现出的
是智慧与水平。当年，殷纣王手下有很多人才，微子、箕
子、比干皆是人中龙凤，治国大才，他不仅皆不能用，还
被他逼得死的死、逃的逃、疯的疯，最后的亡国命运是逃
脱不了的。韩信、陈平，原来都是项羽手下的人才，他不
用，后来都跑到刘邦那边去，成了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
的得力助手。今天也是如此，人才辛辛苦苦抢来了，花
钱费力养得也不错，下一步还要把人才用好，做到物尽
其用，人尽其才。

首先要知人善任。千里马拉磨不如驴，犁地不如
牛，人才就是用对地方的人，因而要用人之长，避人之
短。其次要给他们搭台子，平场子，蹚路子，配班子，让
他们英雄有用武之地，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最后，
为人才做好后勤服务工作，免除人才的后顾之忧，让他
们心无旁骛，聚精会神地去干事业，创奇迹。在知识经
济时代，用好一个人才，救活一个厂子，激活一个产业，
带动一个地区，都是很常见的事，你为人才的每一个付
出，都会得到数倍、十倍、百倍的回报。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成千上万人
才的大显身手，各尽所能，必然会迎来中国经济繁花似
锦的无限春光，迎来人民幸福富裕的美好生活。

记者从河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获悉，按照公安部
交管局统一部署，河南各级交警部门启动“一盔一带”
安全守护行动，通过宣传倡导、管理劝导等工作，让摩
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汽车驾乘
人员使用安全带成为自觉。自6月1日起，河南省将与
全国同步开展“一盔一带”劝导查纠活动。（5月18日《大
河报》）

电动自行车因价格低廉、速度适中，尤其是能够较
好地解决公众出行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深受公众的喜
爱，使得电动车的保有量呈几何级迅猛增长：由中国自
行车协会举办的2019中国自行车产业大会数据显示，
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已近3亿量，在2018年全国交通工
具产量中电动自行车排名第二，仅次于两轮脚踏自行
车，已成为公众短途出行的一大选择。可是电动自行
车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引发大量安全事故造成骑车
人死亡：据统计，电动自行车道路交通事故占道路交通

死亡事故近50%。在涉及电动自行车交通死亡事故中，
因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占比80%以上。研究表明，正确
佩戴安全头盔能够将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死亡风险降低
70%左右。可以说骑电动自行车戴头盔重要性不言而喻，
也迫切需要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养成戴头盔的习惯。

按照公安部交管局统一部署，各地公安交警部门
对骑电动自行车未戴头盔的进行查纠，无疑是为公众
生命安全负责。可是从目前来看，只有浙江、江苏等少
数省份出台了《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条例明确规定：
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或者搭载人未佩戴安全头盔，进行
警告或罚款。作为执法机关必须有法可依，不能为了
所谓好的结果就违法或越过应有程序，在社会上造成
负面影响，让政府的公信力大打折扣。希望未出台电
动自行车驾驶人或者搭载人未佩戴安全头盔处罚规定
的地方，要迅速补齐这一短板。否则，对骑电动自行车
未佩戴安全头盔只能教育不能处罚。

关于不同地域“文化名片”的定位与保护，历来为
坊间瞩目。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山西考察时指出，历
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
把保护放在第一位。不能过度商业化，让旅游成为人
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

关于“保护”二字，窃以为尚有三点需要注意。
首先，“保护”即恒定价值。文化遗产是我国古代

文明程度的见证。其间蕴藏着灿烂的地域智慧和丰富
的民族精神力量。这些宝贝只要完好地存在，或者经
过修葺、复原而保存了原貌，即便并不曾“开发利用”，
其价值照旧巍然屹立，与日月同光。

前一段，有一个广为使用的口号，叫“文化搭台，经
济唱戏”，说白了，就是利用地方文化资源进行招商引
资，发展经济。这当然无可厚非，因为“双赢”符合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在于，“搭台”不是搭一个“脚手
架”，更不仅仅是“带货展销”。正如一位著名评论员笔
下的杜甫：“他活着的时候，肚子里缺的就是卡路里。
他没有料到的是，一千二百三十年之后，某些地方，一
种现代产业——旅游，会因他卧过底而发达，甚至有一
种肥肠食品会以他命名……他那副特有的石头一样瘦
硬的形象，正为当地的经济要唱戏而搭台。”

恩格斯说，对于财富的追求会变为“一种无法控制
的力量”，使得“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
迷惘而不知所措”。我们说，把文化遗产视为纯粹的

“戏台”无疑是一种“跑偏”。因为遗产本身就是“主
戏”。甚至，地方要为遗产的保护出资、“输血”。说白
了，电商卖特产主要是商贸部门的事情。而文化与经
济都可以是“台”，也同样都是“大戏”，需要和谐共存，
同步发展。

其次，“保护”是共同使命。从1949年年初中央军
委“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
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的电报，到2003年5

月和2008年4月国务院通过的《文物保护条例》与《名
城保护条例》，国家层面的重视是有目共睹的。但是，

“遗产保护”仍然任重道远。尤其是非遗，“保护”一词
已经说明了其脆弱性和亟待抢救的特征。所以，“保
护”就要求政府、民间、学者的携手联动。需要在制
度、政策决定之后，有一套政府与高校、民间协同合作
的平台与机制；有一个尽快使得家喻户晓的宣传策
略，培养全社会的“保护意识”；有一支能够持久做实
事的保护队伍，及时拿出保护的成果。笔者曾经参加
过一些地方文化的“发展性保护”项目验收，发现大家
在申报、开发之际是大干快上，全力以赴，扎扎实实。
待到功成之后，往往产生“坐享其成”的思想。其实，
基于文化遗产的流变、发展等自身的特点，保护的任
务尤其繁复、细致。“失礼求诸野”，林林总总的历史文
化，是需要千万民众参与的大格局，其使命是全社会
的使命。

最后，“保护”仍征途漫漫。去年8月，“北方民居建
筑的一颗明珠”乔家大院，突然被“摘牌”震惊国人。更
可怕的是：对此，网友竟然给出了“喜大普奔”的评价。
当然，大院的精巧设计、精细工艺、历史价值没变，但是
票价飙升、乱扩乱建、摊位林立……无疑是引发千夫所
指的败笔——说明“保护”比“申报”困难得多。

与“保护”不力相比，更有一部分重要的文化遗产
连“发掘”的工作尚未到位。例如家乡就在笔者身边的
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湛若水，作为与王阳明齐名的哲学
家、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大儒家，历任南京礼部尚
书、吏部尚书、兵部尚书，追赠太子少保，连王阳明的墓
志铭都出自他的手笔。无奈在他的家乡甚至没有一本
比较有分量的介绍其“甘泉学派”的小册子。

祖先把灿烂的遗产留给我们，不是没有要求。只
有把“保护”落到了实处，我们才能够在每年祭祖的时
候，说一句“吾侪问心无愧”。

保护放在第一位

■李方向

查骑电动自行车未戴头盔，要有法律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