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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秀功

关于“寿”，《孔子家语·五仪解第
七》中有一段对话，耐人寻味。

哀公问于孔子曰：“智者寿乎？
仁者寿乎？”孔子对曰：“然！人有三
死，而非其命也，行己自取也。夫寝
处不时，饮食不节，逸劳过度者，疾共
杀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欲无厌
而求不止者，刑共杀之；以少犯众，以
弱侮强，忿怒不类，动不量力者，兵共
杀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
之。若夫智士仁人，将身有节，动静
以义，喜怒以时，无害其性，虽得寿
焉，不亦可乎？”

其中“此三者”属“死非命也”，因
此，孔子认为“得寿”的方法应该是

“将身有节，动静以义，喜怒以时，无
害其性”，换言之，长寿的办法为“修
养身心”。不过孔子着重强调的是

“养心”，对于“身”，也即“形体”，孔老
先生也并不是忽略了，只是“两利相
权取其重”而已。

“修养身心”，等同于现今人们之
所谓“养生”。延年益寿是自古以来
人们的生命追求，活下去，并且希望
能活得健康长久，这是每个人的追
求；青春永驻，美丽常在，这更是每一
个女人的梦想。为此，中国的先人们
孜孜以求，甚至于通过服用所谓“仙
丹”来求得长命百岁；各种游方术士
的“养生”秘籍也可以说是花样百
出。现代社会的人们更是衍生出各
式各样“养生”的方法：早晨的武术，
晚间的舞蹈；有的散步，有的爬山；男
人去健身房，女人进美容院；有时用
药补，有时用食补。工作、家庭，赚
钱、健身，人们生活得充实而满足，如
此人生，夫复何求？

概而论之，现今意义上人们的
“养生”大体有两个方向，一者强身健
体，再者美容养颜。此二者，人人向
往之，本也无可厚非的。但有两个故
事，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审视。

记得鲁迅先生在《藤野先生》一
文中，谈“弃医从文”的原因时写道：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
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
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
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
彩。”先生认为：只有强壮的肉体而没
有强健的灵魂，只能成为一群麻木的
看客。固然，现在早已听不到“闲看
枪毙犯人”的“酒醉似的喝彩”声，但
那群“麻木的看客”还在我们的生活
中时隐时现。

《庄子·德充符》中有一段鲁哀公
和孔子的对话。鲁哀公说，卫国有个
面貌十分丑陋的人，名叫哀骀它。男
人跟他相处，常常想念他而舍不得离
去。女人见到他便向父母提出请求，
说与其做别人的妻子，不如做哀骀它
先生的妾，他与我相处不到一年时
间，我就十分信任他。国家没有主持
政务的官员，我便把国事委托给他。
没过多久，他就离开我走掉了，我内
心忧虑像丢失了什么。这是个什么
样的人呢？孔子回答说，才智完备而
德不外露的人，何必在乎他丑陋的面
貌。也说是说，一个人的美不在外
表，而在内心。

这两个故事的意义，不言自明。
现代人的“养生”有些本末倒置，或者
说“养生”的内涵不止是养“形”，更应
该养“心”。当然这里的“心”不是指
生理器官的心。宋儒程颐曰：“心，一
也。有指体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
惟观其所见如何耳。”（朱熹、吕祖谦
《近思录》）就一般言，我们所说的
“心”，大都是指“心之用”，就是人的
意识、思虑。“心念”一动自然有善念、
恶念之分，我们所说的“养心”，则是
一个除恶存善的过程，更直接而言，
就是要“明明德”（《大学》）。因为孔
子有云：“仁者，寿。”仁者，爱人之谓
也。孔子所说的“仁”，就是以一颗仁
爱之心去爱人，去尊重人、体贴人、关
心人、帮助人。将一颗仁爱之心奉献
给别人，这样，生活安祥，内心充实，
情绪开朗，心境和畅。明代吕坤所撰
的《呻吟语》说：“仁者寿，生理完也。”

“仁者”，心理状态与生命机理完善，
益于益寿延年。

故《中庸》云：“大德必得其位，必
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

中医认为德高者五脏淳厚，气血
匀和，阴阳平衡所以能健康长寿。唐
代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写道：“性

既自善，内外百病悉不自生，祸乱灾
害亦无由作，此养性之在经也。”

因此，老子主张“少私念，去贪
心”，认为“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
欲得”（《道德经》）；汉董仲舒指出“养心
靠义”，高尚的道德、情操可使人心情
常保愉悦，心理健康常存。“夫人有义
者，虽贫能自乐也；而大无义者，虽富
莫能自存”，“故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
无贪而内清静，心平和而不失中正，取
天在之美以养其身。”（《春秋繁露》）

勿须赘言，“养生”贵在“养心”。
当然两者并非是取其一的关系，而是
一而二，二而一的整体。比如茶道，
喝茶喝的不是水，而是滋味，甚至喝
的都不是茶的滋味，而是内心和人生
的滋味。不同季节或一日之中不同
的时间，对应着不同的茶，像极了生
命中不一样的心境。泡上一杯茶，看
着茶叶的翻卷，茶只有两种姿态：沉，
浮；人生有两个过程：拿起，放下；滤
去浮躁，沉淀下的是深思，不论满、
浅，浓、淡，冷、暖，多、少，人生只是一
杯茶。所以说，喝茶有益健康，但茶
于养生的最大价值在于养心，养心为
本，养身为辅。这两个目的或作用也
就在一杯茶之中。

现今的人们在如何“养生”的问
题上，可以说是极尽之能事，需求不
同，方法各异；至于如何“养心”，一则

“道”，再则“儒”，三则“释”。
“道”是道家，我们取“自然无

为”。“道法自然”，就是按照自己的本
性去发展，“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
不言之教”（《道德经》）。故曰：“道常
无为而无不为。”道家说，万物“作而
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
居”（《道德经》）。不过道家的“无为”
并不是完全无所作为，而是有所为有
所不为，就是不妄为。所“为”者，本
性也；所不“为”者，贪念也。保持那
颗自然纯真的“内心”，减去那些所累
之物欲，“少私寡欲”，“见素抱朴”。

“儒”是儒家，我们取“厚德载物”。让
那颗纯净之“心”，照射进“阳光”，住
进“善良”、“仁爱”、“诚实”、“责任”。
去尊老爱幼，信守诺言；忠于职守，勇
于担当。既要“明明德”，还要“亲
民”，达到“止于至善”，实现儒家“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
想。“释”是佛家，我们取“吾心即
佛”。“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陇
头云。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
十分。”（唐《嗅梅》）佛在人世间，禅在
生活中。做人心地善良、品端行正，
孝养父母、上下相怜，尊卑和睦、忍让
谦和，善听忠信、改过自勉，即能“菩
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
此修行，天堂只在目前”。

将“内心”浸润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之中的“养生”才叫做修养身心，
才真正符合孔子的“得寿”之法。

当人们把“养生”当作一种生活
方式，“养生”就变成了一种文化，一
种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因此，我们
更要用“心”去“养生”。特别是当这
种“养生文化”以“商品”的形式表达
出来，并给人们带来经济利益时，更
应引起警惕。不要因为追求经济利
益的最大化，丢失了养生产品所承载
的“德性”内涵，从而毁掉千秋功业，
成为历史的罪人。

让“德性”融于“养生产品”关键
在于人。就是说，当巨大的市场需
求，带来不菲的经济效益时，有两个
问题值得企业家思考。一是，在“利”
与“义”面前，是“见利思义”，还是“见
利忘义”？这决定了养生产品的质
量；二是，在面对“财聚则民散，财散
则民聚”的“悖入悖出”的财富戒律
时，企业和客户或消费者之间能否建
立起一种以诚信为原则的人与人之
间感恩和敬畏的相互关系，或者说只
有持有感恩和敬畏的心态，企业与消
费者之间才能真诚沟通或交流，才能
建立起稳固的商业联系，这决定了养
生产品的发展。这两个问题是牛鼻
子，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也就使养生
产品具有了“义”和“诚”的“德性”，才
堪称名副其实的“滋补国宝”“养生文
化”，能抓住牛鼻子的企业也就能长
久不衰，生机勃勃。

“活着”是一种物质的存在，用
“心”活着还是一种精神的存在，因为
“寿”有两层含义，其一是人的实际寿
命，其二是“死而不亡”的寿命，也就
是说有些人的实际寿命结束了，但他
的英名或功业却永垂不朽。

“仁者寿”思想
对中医养生理论的影响

■ 朱明华

《旧唐书》记载，贞观五年（631年），宰相
马周以忠孝为根本，针对当时朝政，向唐太
宗进呈《上太宗疏》。这篇奏疏折射出中国
古代以孝治国的传统策略，凸显了孝道在国
家治理与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

《上太宗疏》中的以孝治国主张

《上太宗疏》以忠孝为主题，提出了以下
四个方面的谏议：

1.敬奉上皇，彰显孝行
马周在奏疏中首先提到，太上皇居住的

大安宫规模狭小，且位于皇城之外，而太子
东宫却在皇城之内。他认为，这可能引起藩
属使节和四方百姓的非议，建议扩建大安
宫，以彰显孝行。他还批评太宗皇帝远离太
上皇前往九成宫避暑：“然则太上皇尚留热
所，而陛下自逐凉处。”认为这有违孝道，规
劝他调整九成宫行程，以尽孝养。

这两项谏议看似是对家庭伦理的维护，
实则蕴含着深邃的政治智慧。孔子言：“夫
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昔者明王之
以孝治天下也。”孝是道德根基与社会教化
源头，既能维系家庭和谐，也是贤君治国之
道。皇帝的孝行示范效应显著，君主若不能
以身作则，便难以教化万民。倡导孝行利于
树立良好社会风尚、促进社会和谐，巩固统
治者的执政地位。

2.废除世袭，以全其代
针对宗室功臣世袭封国政策，马周在疏

中引用尧舜子孙不肖的历史教训，指出世袭
制或致庸才当政、祸国殃民。他称：“则以尧、
舜之父，犹有朱、均之子，倘有孩童嗣职，万一
骄愚，兆庶遭其殃，国家受其败。”他还援引汉
光武帝“不任功臣以吏事”之例，认为此乃确
保国家长治久安、宗室子孙昌盛的良策。

传统的忠孝观念强调上酬祖恩、下荫子
孙，孟子亦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然而，
世袭制未必能保证子孙贤能，子孙不肖甚至

可能祸国殃民。因此马周说：
“臣谓宜赋以茅土，畴其户邑，必
有才行，随器方授。”他建议仅赐
予功臣封地食邑，待其子孙成年
后再依才授官，他认为这是能让
宗室功臣“终全其代”的最好办
法。

3.祭祀祖先，教化百姓
马周疏曰：“臣又闻圣人之教化天下，莫

不以孝为基。”并引《孝经》之言：“孝莫大于
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这里讲的是孝的更
高境界，即没有比在祭天时将祖先与天帝一
同祭祀更为重要的了。马周对太宗皇帝自
登基以来未亲自主持宗庙祭祀提出质疑，认
为此举可能对后代产生不良影响。

祭祀是儒家孝道思想的重要体现。皇
帝亲自祭祖不仅是礼仪问题，更是向天下人
展示“敬天法祖”的态度。如果皇帝连祭祀
都不愿亲身参与，百姓将怀疑其是否真心重

视伦理。马周认为，祭祀不仅维系帝王与祖
先的联系，还能让百姓感受到皇帝的孝心，
进而起到教化百姓、赢得民心的效果。

4.以廉为忠，扬清激浊
在奏疏中马周还言：“臣又闻致化之道，

在于求贤审官；为政之基，在于扬清激浊。”
他认为，选拔官员务必慎重，唯有贤德之人
方可任用；他强调管理官员既要表彰清正廉
洁，又要惩治贪赃枉法。他还谏议，对于只
有一技之能却无贤德之言的人，不能授予官
职。

儒家思想认为，“孝”与“德”、“德”与
“廉”、“廉”与“忠”紧密相连。《孝经》称：“以
孝事君则忠。”“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
君。”孝道不仅限于家庭，还应通过“移孝作
忠”转化为对国家的忠诚。《大学》云：“货悖
而入者，亦悖而出。”官员的忠诚不仅体现为
服从君主，更在于清正廉洁和奉公守法，廉
洁乃忠诚的道德底线。

马周以孝治国思想的影响与价值

马周的谏言看似“家长里短”，实则言浅
意深，事近意远。他围绕以孝治国理念，将
儒家孝道思想与政治实践紧密结合，为唐太
宗呈上了一份极有价值的治国建议。在古
代家国合一的背景下，皇帝家事即国事。马
周劝皇帝躬行孝义、树天下楷模，大力推行
以孝道为核心的道德教化，形成良好的治国
风尚，为“贞观之治”奠定了基础。

马周的谏言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唐代
孝道思想的法律化。在贞观初年制订的《贞
观律》及之后完善修订的《唐律疏议》中，都
将儒家孝道伦理纳入法典体系。《唐律疏议》
将“不孝”列入首卷，为“十恶”之第七，曰：

“善事父母曰孝，既有违犯，是名不孝。”并明
确了不孝的具体情形，制定了相应的处罚规
定。

以孝治国理念的历史沿革与当代价值

以孝治国是中国古代的重要政治思想，
核心是把孝道作为国家治理的原则，以强化
家族秩序来维护社会稳定。其从伦理规范
发展为治国之策，历经漫长历程：商周建立

“尊祖敬宗”祭祀制度；汉代将《孝经》列为儒
家经典，设“孝廉”科，以孝行作为选官核心
标准；宋代程朱理学兴起，把孝道纳入“天
理”体系，强调“修身齐家”是治国前提；明清
继承“十恶”制度，对“不孝”惩罚更严。

“孝道”是中国传统社会十分重要的道
德规范，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发展。党的二
十大报告将“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首次
写入党代会报告，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家庭
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视，进一步彰显了家庭在
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中的基石作
用。

综上，马周的《上太宗疏》不仅展现了
唐代以孝治国的智慧，也为后世提供了重
要的治国经验，其核心思想在今天仍具现实
意义。

■ 魏聊

谷雨祭仓颉是我国流传千年的民间传
统。“字圣”仓颉是中国文字的鼻祖，相传死
后葬在东阿县铜城街道王宗汤村东南1.5公
里处。

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于慎行
主编的《兖州府志》记载：“仓颉故居在城西
北三十里。有墓、有寺”。

清《东阿县志——古迹》记载：“仓颉墓
在县（今平阴县东阿镇）西北三十里，墓前有
寺，久圮。”王宗汤村东南的土堌堆，原为仓
颉墓，当地人称“仓王坟”，坟前建有“仓王
寺”。

2000年12月，文物工作者对此地进行
了考古勘探，发现此地是一处龙山文化遗
址，面积约一万平方米，距今约四千年左右，
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相对应。因此，此地极
有可能是黄帝时期仓颉活动或居住的地方。

对于人类文明而言，语言和文字是最基
础硬件，汉语汉字对中华文明的凝聚有着无
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汉字在世界诸多文字
中独树一帜，是几大古老文字中唯一毫不间
断、一直沿用至今的文字，具有特殊地位和
优越性。中华文明之所以源远流长，一脉相
承，成为几千年来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
明，汉字的作用至关重要。

中国语言的起源是中国文字产生的基
础，由于古代缺乏对语言记录的媒介，所以，
我们只能从文字入手。

传说仓颉是黄帝时代的大臣。据《万姓
统谱·卷五十二》记载：“上古仓颉，南乐吴村
人，生而齐圣，有四目，观鸟迹虫文，始制文

字以代结绳之政，乃轩辕黄帝之史官也。”
《淮南子·本经训》记载：“昔仓颉作书，而天
雨粟，鬼夜哭。”这些都表明了文字起源的重
要性。仓颉作为中国文字的始祖，备受华人
的尊崇。

中国文字的起源，目前最被学术界认可
的是河南省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甲骨文是
一种基本定型的成熟的文字，在此之前有无
文字呢？对此有不少争论，笔者认为应该是
有的。

8000年前的贾湖刻符和7000年前的
双墩刻符到底是不是文字，目前学术界存在
争议。在大汶口遗址出土的5000年前的陶
器上也刻有符号，这些都应该是汉字的雏
形。笔者认为：陶文是更早的文字，目前中
国有不少史前遗址都有零星发现，最著名的
陶文就是山东省邹平县丁公龙山文化遗址
出土的丁公陶文，从字形上看，已经比较成
熟，应该可以称其为文字。其他遗址也有少
量出土，但是数量极少，同时也难以辨识，看
来还有待于今后考古发现。

汉字由陶文到甲骨文再到金文、石鼓
文，从小篆到隶书、草书，最终发展为楷书并
定型，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交流媒介。几千
年来，汉字一直顽强地坚持自己独特的表意
性，始终没有割断同文化的联系，与中华文
化相伴而行，共同谱写了中华文明的不朽篇
章。

“传于异地，留于异时”，汉字的产生是
中华文明肇始的重要标志，创造汉字的仓颉
因而被视为一个代表汉字起源、传承中华文
明的文化符号，所以中国古人非常崇拜仓
颉。汉字之外，时令节气也是中华文明的鲜

明标识。中国人很早认识到气候、物候等变
化与农业生产的关系，逐步形成了一套特定
的节令系统，即二十四节气。作为中国农耕
文明的结晶，节气也被赋予了深厚的文化意
味。

仓颉造字和谷雨节气既有关联性，又都
蕴含浓郁的文化内涵，促成了联合国中文日
与谷雨的相遇。2010年，为强调语言文化
多样性的重要性，推动六种官方语言的平等
使用，联合国方面宣布启动联合国语言日。
同年，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联合国建
议，将每年的联合国中文日定在中国传统节
气谷雨当天，以纪念“中华文字始祖”仓颉造
字的贡献。

所以笔者认为，本地文旅部门应重新认
识仓颉墓遗址的文化价值，这不仅是对文化
根源的追溯，更是面向未来的文化自觉。建
议在东阿开展谷雨祭拜仓圣等民俗文化活
动，讲仓颉故事，探仓颉遗迹，表达人们对仓
颉的感恩和崇拜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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