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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云

现在大多数家长都宠孩子。孩子
想要什么，家长就给什么，好吃的、好
玩的、好用的、好听的，三千宠爱于一
身。这对孩子是不公平的。溺爱孩子，
就是削弱他奋进的能力和动力。这是
用自以为是的温柔漫不经心地把孩子
逼到人生绝路。古人云：惯子如杀子。

比溺爱孩子更令人担忧的是娇宠
自己。现代人对自己几乎太好了，从眼
耳鼻舌身意到色声香味触法，都不愿
有太多约束，只想纵情于自己的欢乐
世界。当下移动互联网时代，许多人每
天都抱着一部手机在不停“刷刷刷”。

很多年前，我们的娱乐是影视歌
舞，于是人们崇拜明星。如今不然，谁
都可以在短视频里自娱自乐，任何一

个人举手投足甚至当众出丑都可以赚
取点赞。哪怕不去做，就是转一转，仿
佛也“与有荣焉”。大家都明白，刷手机
视频，一两个小时转瞬即逝。大家也都
清楚，与其刷视频，不如带着孩子读读
书，陪父母说话话，和另一半散散步，
与自己谈谈心。但是，没有几个人愿意
从自我的迷醉中走出来，每一个人都
是在清醒的状态下一杯一杯喝醉的。
喝醉的人没有谁会认为自己醉了，大
多会说对方喝多了。本来嘛，端杯之前
自己思路正常，行为正派。

而很多家庭是全家喝醉——被手
机迷醉了。把谁的手机拿走都不是件
容易的事，拿走手机如同夺走醉汉手
里的酒杯，因为没有人认为自己错了，
所以就希望管控手机的人赶紧离开。

现在，生活越来越方便了，人们几

乎不用思考了：出行用导航，在家点外
卖，平常玩手机，就是不读书。长此以
往，我们的大脑越来越退化，手脚越来
越清闲，欲望越来越升腾。人们的生活
中充斥着感性的娱乐。而且，许多人玩
手机玩出了一身病：颈椎痛、手臂酸、
肥胖症，诸多手机综合征如温水煮青
蛙一般侵袭着我们。

当下时代，我们的家风中，一定要
给读书留有时间，同时对于手机依赖
严重的朋友，要设置“断机”时间或地
点——起码，手机不能进卧室。是的，
应该让科技为我们服务，而不是我们
被科技绑架；让手机被我们使用，不要
做手机的奴隶。

将无休止地刷视频、看手机，换成
读书思考吧。读书思考，应该是永不过
时的家风。

读书思考，永不过时

□张亚凌

朋友接到领导电话，邀请她担任大学生
技能大赛评委。她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我一直只从事理论讲授，自己从没操作过，
没有评判对错的能力跟资格。”

我在旁边听着，心里一震：做评委这样
的好事，朋友怎么瞬间就拒绝了。在我眼
里，朋友一直是个温和的人。周围同事朋友
求她办事，她一般都是一路绿灯，有求必应。

“特有面子的好事呀！而且，肯定有评委
费用呀，你咋拒绝？”我道出了自己的疑惑。

“我不怕麻烦，别人看不上的事，只要我
能干，再琐碎，我也愿意做得好好的。我也
不怕吃苦受累，只怕能力撑不起别人的托
付。”朋友坦然相告：“我做事的原则是，不耽
搁别人的事，也不影响自家的形象。”

我听罢不觉脸红——自己许多时候，就
是不会拒绝呀！不会拒绝，不懂装懂，作践
自己，也害了他人；不会拒绝，将抱负撑成极
端自私的贪婪；不会拒绝，终让自己面目全
非，最后变成自己所讨厌的模样。

学会有原则地拒绝，才是生活的最高修行。

有原则地拒绝

爱，是一件非专业的事情，不是
本事，不是能力，是花木那样的生长，
有一份对光阴和季节的钟情和执着。
一定要，爱着点什么，它让我们变得
坚韧，宽容，充盈。业余的，爱着。

——汪曾祺

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地认识人
生，认识自己，从而做自己所能做的
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科班
的童伶宜于唱全本的大武戏，中年的
演员才能担得起大出的轴子戏，只因
他到中年才能真懂得戏的内容。

——梁实秋

当春尽夏初，我眼看见新桐初乳
的光景。那些嫩黄的小叶子一簇簇地
顶在秃枝头上，好像一堂树灯，又好
像小学生的剪贴图案，布置均匀而带
幼稚气。植物的生叶，也有种种技巧：
有的新陈代谢，瞒过了人的眼睛而在
暗中偷换青黄。有的微乎其微，渐乎
其渐，使人不觉察其由秃枝变成绿
叶，只有梧桐树的生叶，技巧最为拙
劣，但态度最为坦白。 ——丰子恺

成书之初，志荣兄几次邀我深
入万荣薛瑄故里，遍访乡贤，拜访
耄耋老人，听他们娓娓道来600余
年前先祖的故事。我们拜谒薛瑄家
庙、祖茔，感受薛夫子深邃的理学
思想和伟大人格，可谓受益匪浅。

我所生活的里望村，距离薛瑄
的村庄平原村仅仅一公里多路程，
幼时常听到薛瑄的故事和传说。不
过，那时我并不知道他的大名，大
人小孩都尊称他为薛夫子，至于为
何叫夫子并不知原委。小时候我经
常徒步去舅舅家就路过薛夫子陵，
看到那个气派的牌坊和碑楼，两边
的石人、石马罗列其中，陵园里古
木参天、碑碣林立，充满着肃穆和
神秘。稍大些，涉猎一些历史人文
知识后，才知我们身边就有这么一
位令人崇拜的历史人物。

平原村现属万荣县里望乡，
1971年前原属河津县，1971年后
里望乡和通化乡划归万荣县。薛瑄
和“三王”（王通、王绩、王勃）这几
个历史文化名人就成了万荣户籍。
现在看来，他们的出现绝不是偶然
的，多年浸淫的这块文化土壤，才
是他们生长发育的沃土。河津古称

“古耿”，这两个字首先让人想起耿
直，不同于流俗。在运城十三个县
的气质调侃中，河津人耿直、执着、
淳朴，没有心机。万荣人骨子里的

“zeng气”在全国几乎是家喻户晓
的。因此，我们站在这样一片土地
上来研究薛瑄的思想脉络，才更符
合历史唯物辩证法。

一次乡友聚会，一位朋友说起
薛瑄的官场坎坷，过后细想，他的
思想、性格肯定和家庭教育、人文
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就是
生长于这块土地上的人，这也正是
成就他成为一代廉吏的文化给养。
地域文化对他一定有潜移默化的
作用。

宁志荣先生的《薛瑄传》，用串珍珠成项链的手法，以薛瑄各个时期的诗词、楹联以及理学思想为珠，手
持金丝，精心编撰，完整地记述了薛瑄的一生轨迹。他的聪颖勤奋，廉洁从政，不畏权势，遭贬罢官，返乡施
教，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生动的薛瑄，虽相隔600余年，但似乎一点都不陌生。更为可贵的是，作者融地域历
史文化于其中，民俗、饮食、习俗都成为书中令人击节称叹的片段，深感作者知识之渊博与驾驭文字的功力。

薛瑄出身教育世家，在少年时代
就受到严格的儒学思想熏陶，显露出
聪明过人的天资。他的祖父薛仲义终
生从事乡里教育，是他少年从学的启
蒙老师。父亲薛贞，做儒学教谕40年，
教绩卓著。薛瑄受其祖父、父亲影响深
远。31岁他随父住河南鄢陵县，次年，
举河南乡试第一，又明年中进士。宣德
三年（公元1428年），薛瑄40岁时才赴
京拜官，从此开始了他并不顺利的仕
途，可说他是大器晚成，仕途坎坷。最
能体现薛瑄刚正不阿、凛然正气的是
他同权倾朝野的奸宦王振所进行的那
场殊死搏斗。他曾严肃地告诫同僚：

“狐趋狗媚，吾深以为耻！”可见薛瑄人
格之高洁。

薛瑄原在河津县城南街有一住
宅，便在那进行河汾设教活动，这就形
成了后来的“文清书院”。据记载，从学
者日众，以致旅店市馆都容纳不下。县
城毗邻黄河，因此讲学之余，游览黄河
龙门就成了他的业余生活，于是薛瑄
写下脍炙人口的《游龙门记》。我想，黄
河的雄浑蓬勃的气势，怎能不感染着

一个人的精神、气质呢？
薛瑄用自己光明磊落的一生昭示

世人：心底无私骨自硬，不向豪门输青
眼。从政为民敢请命，好官岂止在不
贪。真是“权势利达无以动其心，死生
厉害无以移其志”。他是一位杰出的政
治家，为官清廉，耿介正直，不畏权贵，
伸张正义，后人尊称他为“铁汉公”。

薛瑄是明代理学的倡导者，他的
理学观强调“宇宙是一个理气统一的
整体”，与朱熹的“理在气先”的学说
相比，是一个新的发现，具有唯物主
义的思想。他是河东学派的领袖，理
学思想主要收录于他的《读书录》《读
书续录》《理学粹言》《从政名言》，散
见于他的文集之中。中国儒家思想自
孔子、孟子，至汉代的董仲舒，隋唐的
王通、韩愈，两宋的周敦颐、程颢、程
颐、朱熹，发扬光大，代有英杰。到了
明代，薛瑄的理学思想继往开来，是
继二程、朱熹一脉相承的传人，发挥
了程朱的理学思想，并具有自己的独
到见解和实践体会，是中国思想史上
河东学派的领袖和开山始祖。

薛瑄的故里是平原村，但是，这个
村子还有另外一个称呼“真儒里”，意
思是真正儒家的故里。在村口，矗立着
一方巨大的石牌楼，上面镌刻着“真儒
里”3个大字。数百年的文化传承和文
化浸润，成就了平原村人才辈出、家学
渊博，深刻地影响着一个村庄的文化
建设。身临其地，你能感受到扑面而来
的文化熏陶之风，干净整洁的巷道村
落，小巷里遍布的宣传小黑板，苍老遒
劲的千年古槐，随处可见的明清建筑，
相距村落不远的薛夫子陵。岁月不居，
文脉长流，滋养了一方多情的土地，教
化了一方善良的百姓，让人为之感叹！

一日和王振川先生聊天，知道他
的老家就在通化镇东孝原村，与里望
地界相连，相距5公里多，和他谈起河
津、万荣交界处，其实就是里望、通化、
柴家一带。夏代皮氏部落邦国的一个

乡镇，名曰“耿乡”，就是现在的“古耿
名都”，今天依然矗立在柴家乡山王村
的村牌楼上,相距里望也是5公里。嘉
靖十年（公元1531年），王通入祀孔
庙，列东庑先儒位。隆庆五年（公元
1571年），薛瑄入孔庙从祀。薛瑄学问
深厚，深得理学真谛，享有从祀孔庙的
殊荣。由此，数百年来人们尊称薛瑄为
薛夫子。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中能够
配享孔庙让后人景仰祭祀的，寥若晨
星，而在这数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就
诞生了两位先贤，这不能不说人杰地
灵了。

在书后附录的《理学粹言》和《从
政名言》，我们能更加真切地看到一位
思想家薛瑄和古代廉吏薛瑄，他的伟
大思想光照千秋，流传万世，不愧为

“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是我们
现代为政、为学者的人生楷模。

□杜刚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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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杰地灵“真儒里”
——运城籍作家宁志荣长篇传记《薛瑄传》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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