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醉心功名的唐寅仕途失意，饱览
了名山大川之后，回到苏州开始鬻文
卖画的职业生涯，并开始交游生活，与
浙北苏南一带的同好们往来密切，也
不时有佳作名篇出产，后世所津津乐
道的唐伯虎自此成形。由文人下海经
商，这在当时也算出格的举动。

38 岁那年，他谋划了数载的桃花
坞建成，过起了“杯中酒常满，桌上无
虚席”的快活日子。唐寅作于此时的

《桃花庵歌》也能表露此时的心情，“桃
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
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别
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
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有才、
有财且放浪形骸，这在世俗生活高压

下的大众看来完全就是“向往的生活”
了。

如果我们把他的人生传奇总结一
下，会发现非常多的看似矛盾的特质
同时出现在他的身上。比如唐伯虎出
身商人，却一心求取功名，少年有才
名，结交了很多长辈，行为乖张，有着
大起大落的人生，在礼教高压的明朝，
他能潇洒走一回，至情至孝却不把礼
教看在眼里……最最重要的是，不为
世俗所困的唐伯虎具备狂傲的资本，
诗书画都堪称卓绝，在当时就能独步
天下。

放在今天，唐伯虎会怎样呢？
无论如何，唐寅成为一位驰骋舆

论场的顶级流量人物是不成问题的。

他的这些特质作用在一起，随便拎出
一条都可以成为热搜话题。

如果弘治、正德、嘉靖年间就有了
移动互联网，那么唐伯虎可以做个人
公号、打造爆款图书、领衔吴门文坛男
团出道、与各地出各类文创产品的联
名款、做各类文娱直播、开设培训班，
甚至参与文化综艺节目、出个人专区，
也可以利用各种力量进行社会公益
……一只手比画一下，就能把现在绝
大部分同类产品、节目打趴下。

可惜生不逢时，如此多面的唐伯
虎，最终在民间只能移花接木借着“点
秋香”的故事成就一个为爱癫狂的网
红。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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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倒了可以扶，人心倒了可就
扶不起来了。”现实生活中，人们不时
会听到这样的感叹。“见义勇为”是怎
么来的？要不要奖励？传统形成的背
后，有不少故事。

见义勇为该不该奖
孔子告诉你答案

长久以来，见义勇为的行为都被
视为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彰显而广
受赞颂。那么“见义勇为”的思想从何
而来？又是何时开始的呢？其实，在
中国文化形成的早期阶段，我们就可
以看到对“见义勇为”的积极追求，和
对“见义不为”所持的否定态度。

一般认为，我们今天所说的“见义
勇为”源自《论语·为政》中的“见义不
为，无勇也”一句。西汉经学家孔安国
将其解释为：“义者，所宜为也。而不
能为，是无勇也。”我们从中至少可以
体会到两层意思：首先，人们应该去做
所谓“义”的事情，因为其“宜为”（“应
为”之意），如果不做，即是“无勇”之
人；其次，见义而为是需要勇敢品质
的，“无勇”的话，本来应该去做的事情
也不会有人去做。

“见义勇为”四字连用，至迟在宋
代已经出现。宋绍定刻本《九朝编年
备要》中就曾对苏轼有“奖善诋恶，盖
其天性，见义勇为，不顾其害”的评
价。在之后历代典籍文献中，“见义勇
为”四个字就常被用来形容个人遇事
能够放下一己私利、挺身而出为公义
奉献的行为。总体来说，中国传统社
会对“见义勇为”这一概念的价值判

断，是在道德话语系统中讨论的，并不
倡导采取强制暴力的方式推行。

而“对见义勇为的行为该不该奖
励？”在古时却经历了一番争议。《吕氏
春秋·察微篇》就讲过两则耐人寻味的
小故事：

一则是“子贡赎人”：根据鲁国法
律，如果有人见到鲁国人在国外为奴
而将其赎回的话，可从国库领取补偿
金。一次，孔子的学生子贡赎回鲁人
却拒绝了补偿金。孔子得知后指责了
子贡：“假如人们都学习子贡赎人而不
领补偿金，那么今后就没有人愿意赎
回在外为奴的鲁人了。”

无独有偶，在孔子的另一位学生
子路身上则发生了“子路救溺”的故
事：“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
受之，孔子喜曰：鲁人必多拯溺者矣。”
大意是说，一次，子路救了一名溺水之
人，当事人送子路一头牛以表示感谢，
子路欣然收下。孔子欣喜地说道：“鲁
国今后一定会有很多人乐意救援溺水
者！”

“子路受人以劝德，子贡谦让而止
善”，这就是孔子的理解。在孔子看
来，见义勇为之后主动领奖，有助于见
义勇为行为的推广。有了孔圣人的理
论做基础，在此后的历朝历代，对见义
勇为行为的奖励开始逐步推开。

罪犯出钱
奖励见义勇为者

历史上最早记载有关见义勇为规
定的大概是《易经》。《易经·蒙上九》
云：“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也就是

说，凡攻击愚昧无知之人，是寇贼行
为，会受到惩罚；对于抵御或制止这种
寇贼行为的人，应受到支持和保护。
这是类似今天“正当防卫”的规定，当
自身或社会受到侵害时，奋起出击是
受法律保护和鼓励的。

秦朝是我国封建社会中较早对见
义勇为者给予物质奖励的政权。在云
梦秦简《法律答问》里，即有“捕亡，亡
人操钱，捕得取钱”的规定。也就是
说，凡捉获逃亡的盗贼，若其身上携带
钱财，钱物归捕捉盗贼的人所有。这
时对见义勇为者的奖励不是由政府出
钱，而是从罪犯身上获取。

自西汉以后，关于见义勇为方面
的立法更加详细具体，对见义勇为者
进行法律保护的思想也逐渐显现。如
汉朝时规定：“无故入人室宅庐舍，上
人车船，牵引人欲犯法者，其时格杀
之，无罪。”北周时期，又规定：“盗贼群
攻乡邑及入人家者，杀之无罪，若报仇
者，告于法自杀之，不坐。”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法律制
度成熟的阶段。《唐律疏议》对见义勇
为的规定更为详细。唐玄宗开元二十
五年，唐代政府正式颁发了对见义勇
为、捕获犯罪分子者给予奖励的法令：

“诸纠捉盗贼者，所征倍赃，皆赏纠捉
之人。家贫无财可征及依法不合征倍
赃者，并计得正赃，准五分与二分，赏
纠捉人。若正赃费尽者，官出一分，以
赏捉人。即官人非因检校而别纠捉，
并共盗及知情主人首告者，亦依赏
例”。宋代、元代的法律制度沿袭了唐
朝对见义勇为的规定。

（《陕西工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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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小说里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唐僖宗时，李使君辞官居洛，因非常

感激一家乡贤的恩惠，想请人家的几个
儿子吃饭。

敬爱寺中有个僧人叫圣刚，经常出
入李使君家，李使君将此打算对圣刚说
了。圣刚道：“他家的饭菜，食不厌精，脍
不厌细，山珍海味没有吃不到的。而且，
平常都吃炭火锅，还往往不满意。”于是，
李使君四处收集珍稀食材，终于准备好
一桌珍馐美食，将这家的几个儿子都邀
请来了。

他们来到后，依次入座，然而每道菜
上来后，谁都不动筷子。李使君恳请再
三，他们也只是吃一点水果而已。

第二天，李使君见到圣刚，将情形告
诉他。圣刚来到乡贤家中问几个兄弟：

“李使君特意为你们准备了一桌筵席，菜
肴丰盛洁净，你们为什么不吃呢？”他们
说：“不好吃。”圣刚说：“其他的菜都不好
吃，可炭火锅又嫌弃什么呢？”他们说：

“师父有所不知，凡是吃火锅，需用烧透
的炭火，这叫炼炭，之后才可以下菜肴进
食，不这样做，会有炭烟。李使君用的炭
没有经过炼烧，往外冒炭烟，实在影响食
欲。”

后来，洛阳发生战乱，这几个兄弟和
圣刚一同逃难，三天没吃到一点儿东
西。路遇一家小店，用粗糙小米做饭，圣
刚买了些糙米饭盛在土碗中，跟这几个
兄弟一块儿吃。他们饿得特别厉害，看
到吃的，立即狼吞虎咽。

圣刚笑着问他们：“这糙米饭可比不
上经过炼炭的火锅那样好吃。”他们听
后，都羞愧地低下了头，真是此一时，彼
一时也。

俗语也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
西”，富贵时莫要张狂，困窘时不失心志，
才是处世之道。 （《洛阳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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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以淡泊名
利、不拘礼法著称，其中有一位却两次应
诏出仕，后来位列三公。他就是“竹林七
贤”之一的山涛。

山涛，字巨源，山涛家中贫困，但“少
有器量，介然不群”，喜好老庄。他与名
士嵇康、吕安为友，后又遇到阮籍，成为

“竹林之交”。
山涛出仕之前，家徒四壁，但他和妻

子韩氏的感情很好，韩氏从来没对他有
过怨言。有一天，山涛对妻子说：“你暂
且忍一忍如今的饥寒，我日后定当位列
三公，只是不知到时候你是否做得来三
公夫人哩！”“堪公夫人”一语即源于此。
后来，山涛历任侍中、吏部尚书、太子少
傅、左仆射等职，封新沓伯、位列三公，但
仍坚持节俭，不养婢妾，并将俸禄赏赐都
散给亲戚故人。

山涛四十岁才做了郡主簿，后一路
高升。在调离尚书吏部郎岗位时,他推
荐嵇康接替自己。嵇康断然拒绝，并给
他回了篇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嘲
讽他追名逐利，离“竹林”越来越远。后
嵇康遭难，山涛数次上书求情，未被批
准。在临刑前，嵇康把儿子嵇绍托付给
山涛，对他说：“巨源在，汝不孤矣。”成语

“嵇绍不孤”常用来形容托子之谊。山涛
与嵇康这种“既绝交又深交”的关系，史
学家多数理解为“志向不同，情谊深
厚”。嵇康崇尚自然，选择了独善其身；
而山涛胸有韬略、适时出仕，选择了兼济
天下。 （《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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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璀璨星空总是勾起无
数人的追问与好奇，寄托着人们的万
千情感。那么，不一样的时空下，当下
的人们看到的星空和古人看到的是同
一片吗？

对此，天文学家的观点是：星星在
天空的位置一直都在变化，但是变化
得很慢，在几千年中的变化几乎可以
忽略。我们肉眼可见的星体包括太
阳、月亮以及太阳系的五颗行星——
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它们的
运行速度比较快，因此从地球上观察，

其位置一直都在发生变化。除此之
外，那些距离地球非常遥远的恒星和
星系，在我们看来相对位置几乎是固
定不变的。

但它们是真的固定不动的吗？当
然不是，只是从短期来看，和古代的星
空基本没有区别。但是如果将时间尺
度放大到数千年甚至上万年，就会发
现微小的变化。这主要是地球运动的
不规则性导致的，俗称“岁差”，也就是
地球自转轴的长期运动。岁差可以使
同一颗恒星的位置随着时间的变化而

发生变化，是地球公转和地轴运动相
结合的结果。还有一个原因是恒星自
行，恒星自行指的是恒星一年内在天
幕上所行经的距离对观测者所张的角
度。恒星自行的速度一般很小，许多
恒星的自行速度每年不过1角秒，因此
会造成几乎没动的假象。所以，当仰
望星空时，我们仅仅通过肉眼所看到
的银河和几千年前古人看到的并没有
太大差别。穿越漫长的时光，我们和
古人共享这一片浩瀚的星空。

（《山西妇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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