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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如何助人为乐古人如何助人为乐
□冯忠方

唐代诗人、著名作家刘禹锡的《陋室铭》是一篇脍
炙人口的佳作，他在创作此名篇时，还有一段趣事。

据说，刘禹锡因参与了改革家王叔文领导的政治
革新运动而得罪了当朝权贵，被贬至安徽和州县当一
名小小的通判。按当时的规定，通判应在县衙里住三
间三厢的屋子。可是和州的策知县，是个见利忘义的
小人，看人下菜碟，见刘禹锡是从上面贬下来的软柿
子，便多方刁难他，给他穿小鞋。先安排他在城南门面
江而居，刘禹锡不但无怨言，反而很高兴地撰了一联贴
于房门：“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思争辩。”他这举
动气坏了策知县，他令衙门的书丞将刘禹锡的住处从
县城南门迁到县城北门，住房由原来的三间减小到一
间半。新居位于德胜河边，附近垂柳依依，环境也还可
心。刘禹锡仍不计较，并见景生情，又撰一联贴于门
上：“垂柳青青江水边，人在历阳心在京。”他仍在此处
读书作文。

策知县见其仍然悠闲自乐，满不在乎，气得肺都快
炸了，又与书丞商量，为刘禹锡在城中寻了一间只能容
下一床、一桌、一椅的小屋。半年时间，策知县强迫刘
禹锡搬了三次家，面积一次比一次小，最后仅是斗室。
想想这位势利眼的狗官实在欺人太甚，刘禹锡遂愤然
提笔，写下这篇超凡脱俗、情趣高雅的《陋室铭》，并请
柳公权刻上石碑，立在门前，气得那策知县一筹莫展，
哑口无言。而刘禹锡的《陋室铭》则流传至今，成了家
喻户晓的名文。 （《现代家庭报》）

《陋室铭》诞生的趣事

1.夏周：警察行为的历史萌芽

西周已经出现类似治安管理的职能分工。司民（户
籍）、司稽（捕盗）、司寇（刑狱与纠察）。

《说苑·至公》记载，孔子“听狱必师断”。
每逢断案，孔子都请来君子、长者、贤人、名士各十

人，让大家听案后各抒己见。他们的意见对案件判决只
是产生影响而不具有决定作用。孔子的做法，更类似于
今天的“人民陪审团”制度。

2.秦：中国最早的专门治安机构出现

公元前21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县、乡两级创设
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专门治安机关——亭（大致相当
于今派出所）。

亭本来是为军事交通设置的机构，后来演变为兼
具军事交通和治安行政的基层政府机构，兼司缉捕盗
贼和维护治安之职。

电影《英雄》刚一开始，多名“警察”抓捕逃犯长空，
结果悉数被打败，辖区亭长“无名”（派出所所长）亲自
出手，将长空擒获。

刘邦在发迹前曾任亭长，史载：刘邦佩印着冠，披
甲带剑，一手持竹简命令，一手持捆人绳索，手下还有
两三下属丁卒使唤。凭借良好的群众关系及口碑，后来
这个亭长在乱世中不断成长，最终成就大汉王朝开国
皇帝之霸业。

3.宋：专业警察出现

宋朝的大县按照惯例会置立两个尉司，称东尉司、
西尉司。尉司的行政长官为县尉，相当于县警察局局
长，每司统率数十至一百名“弓手”（相当于警察）。

我们可能想象不到的是，宋代已经有了专业的警
察。在十世纪，中国已对政府的一般行政职能与警察职
能做了区分。宋朝政府又在大城市设立“厢”，“治烟火
盗贼公事”，类似于警察局；厢下面置“巡铺”，又叫作

“巡警”，类似于派出所。《东京梦华录》说，东京“每坊巷
三百步许，有军巡铺屋一所，铺兵五人，夜间巡警收领
公事”。

历代官府中，北宋开封府规模最为宏大，天下首
府，地位显赫。府尹总领府事，掌管京师民政、司法、捕
捉盗贼、赋役、户口等政务。其实，北宋开封府有庞大的
司法机构，判官、推官、司录参军事、左右军巡使、左右
军巡判官等，都有司法之职能，其主要职权便是审理刑
事案与民事诉讼。 （《上海法治报》）

古代的“警察”

□刘中才

乐于助人、乐善好施是中华
民族的优良传统，哪怕在经济发
展相对落后的封建社会，古人也
高度推崇仁爱行善之举，许多助
人为乐的典范因此流传至今被传
为佳话。

古 代 助 人 为 乐 的 方 式 有 很
多，形式也不拘一格。古人认为
爱是一种内化于心的力量，唯有
将 “爱己”转化成“爱他”方
能实现社会大同。早在春秋战国
时期，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孔子
就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
达人”，亚圣孟子也曾有言：爱人
者，人恒爱之。孔孟之学尤其强
调仁爱的重要性，提倡民贵君
轻、均财无贫，由此形成的助人
乐善思想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

古 人 还 认 为 乐 善 是 一 种 美
德，更是一种智慧。《史记·淮阴
侯列传》 中记载韩信投靠刘邦时
清苦而无所依附，刘邦便将自己
的衣服、食物赠予韩信，并把数
万精兵强将交由韩信统领，最终
韩信大败项羽，辅佐刘邦成就千
古帝业。这种向善之心不仅在上
流阶层为人称道，在文人墨客和
普通百姓之间也较为常见。

“书圣”王羲之就是乐于助人
的典型代表，《晋书·王羲之书六
角扇》 中记载，有一年王羲之途
经浙江绍兴时遇见一位清苦贫寒
的老妇人在街市上售卖六角纸
扇，但是她苦于无人问津而焦虑
不已。王羲之见状便在纸扇上写
了五个字，并告诉老妇人说“但
言王右军书，以求百钱耳。”街市
上的路人闻听是王羲之的手迹后
纷纷前去购买，纸扇瞬间被抢购
一空，心地善良的王羲之很快帮

助老妇人解了燃眉之急。
北魏士子李士谦曾经任职广

平王府参军，他年幼丧父，出身
贫寒，但一生淡泊名利、崇俭戒
奢，在成为地方上的富庶人家之
后也不忘恩情。有一年家乡遭遇
春荒，饿殍遍野，乐善好施的李
士谦当即拿出万石粮食借予乡
人。入秋时，粮食歉收，借粮人
无法按期偿还，李士谦却说，借
粮是为度百姓饥荒，不求利尔，
随即告知借粮农户无须还粮。后
人在为李士谦题写墓志铭时，评
价其是“真人善积，庆隆累叶”。

南朝五经博士严植之也是一
位行侠仗义的善人，《梁书·儒林
传》 中记载，植之性仁慈，好行
阴德，虽在暗室，未尝怠也。少
尝山行，见一患者，植之问其姓
名，不能答，载与俱归，为营医
药，六日而死。植之为棺殓殡
之，卒不知何许人也。

一位素不相识的陌路人，因
为身患痼疾而无法走动，这本是
一件与己无关的小事，严植之却
将病人带到家中，为其服药医
治，病人死后又亲自为其处理后
事。如此高风亮节，实属鲜见。
旁人赞誉他的心慈和美名，严植
之却从不多言，只顾默默行善，
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留给他
人。

古人因为重视道德风尚的培
育，深知渡人如渡己的道理，所
以在助人为乐的过程中相继留下
了许多令现代人耳熟能详的成
语，如雪中送炭、急公好义、古
道热肠、拔毛济世，凡此种种，
不一而足。也正是这种大爱之
心、行善之美的存在，历朝历代
统治者都会以不同方式奖赏乐善
好施的无名之士，以让文明之风
飞得更高、传得更远。

（《山东工人报》）

▲司马光砸缸救人

□王美华

“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
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唐朝诗
人韦应物，走在家乡的阡陌间，看
到微雨中万物生长，农家开始忙于
稼穑，心有所触写下了这首《观田
家》。民间讲：“到了惊蛰节，锄头
不停歇”，惊蛰被视为我国春耕开
始的节令。这一时节，雷声渐频，
每一次打雷都能给土地带来大量
的氮肥，帮助农作物生长，因此家
家户户忙着收拾土地、播种作物。

惊蛰当天，民间素有吃梨的习
俗。“梨”谐音“离”，据说，惊蛰吃梨
寓意庄稼跟害虫分离，也希望在气
候多变的春日，让疾病离身体远一
点。陕西、山西、皖北及苏北一带
流传有“惊蛰吃个梨，一年都精神”
的民谚。

在山西祁县还流传着这样一
则故事。传说闻名海内的晋商渠
家，先祖渠济是上党长子县（今山
西省长治市）人。明代洪武初年，
他带着信、义两个儿子，用上党的
潞麻与梨倒换祁县的粗布、红枣，

往返两地间从中赢利，渐渐地有了
积蓄，便在祁县定居下来。雍正年
间，十四世渠百川走西口，正是惊
蛰之日，其父拿出梨让他吃，并告
诉他：“先祖贩梨创业，历经艰辛，
定居祁县，今日惊蛰你要走西口，
吃梨是让你不忘先祖，努力创业光
宗耀祖。”后来，渠百川走西口经商
致富。此后很多走西口的人也仿
效他吃梨，寓意“离家创业”，再后
来人们惊蛰日也吃梨，亦有“努力
荣祖”之念。

惊蛰吃梨不仅是图个好意头，
也蕴含着中医养生的智慧。惊蛰
时节气温回升较快，很容易使人口
干舌燥、外感咳嗽。《本草纲目》记
载，“梨者，利也，其性下行流利。”
生梨性寒味甘，有清热养阴、利咽
生津、润肺止咳化痰的功效，十分
适合此时食用。

梨的吃法有很多，例如生食、
蒸食、榨汁、烤或煮水等。脾胃虚
弱的人可以将梨煮热后食用，避免
引起胃肠道不适。梨子性偏寒，一
次不可食用过多，否则反伤脾胃，
脾胃虚寒及血糖偏高之人不宜食

用生梨。此外，枇杷、百合、银耳、
莲藕、山药、大枣等食物也有润肺
健脾的功效，适合本节气食用。

中医认为，春季人体需要疏
肝、理气、排毒，疏通已经造成的阻
塞，让肝气得以升发，并把冬天潜
伏在体内的病邪宣泄出去。因此
春季宜适当补肝、养肝、护肝，如饮
菊花茶，以白菊花为佳。古书中记
载：“甘菊，取白色者，其体轻，味微
苦，性气和平，至清之品。”泡冲白
菊花茶，可以起到平肝阳、清肝热
的作用。

“烟雨湿阑干，杏花惊蛰寒。”
中医认为，惊蛰时分人体全身的阳
气尚不充沛，食用寒凉食物易损害
人体的阳气，此时人们应少吃冷
饮、寒凉水果、生冷海鲜等寒凉食
物。由于惊蛰时节气温变化大，冷
热刺激可使人体免疫功能下降，易
感冒，此时可以多吃西红柿、荠菜、
柑橘、柠檬等富含维生素C的新鲜
果蔬，也可以多吃胡萝卜、苋菜等
富含维生素A的食物，可提高人体
的免疫功能，增强人体抗病能力。

（《人民日报》）

惊蛰时节：吃梨润燥长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