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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宜庆专栏 民国谭屑

李敬泽说：“读《论语》，我觉得孔子是
老人，平和，看清了世间事，当然也有点老
人的怪脾气。”其实仔细琢磨，孔子还是怪
脾气的时候多。像“割不正，不食；席不
正，不坐”，肉切割得不整齐，不吃。为什
么？不告诉你。简洁，粗暴。历代学人对
此很多解释，但你非要把倔哄哄的一句话
赋予太多含义，当成举一反三的圣经来
读，我也没办法。我读《论语》，就把一句
话当成一句话听，并不自觉地翻译成土
话，不进行任何延伸。比如这句“子在川
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可以想象
一个老头站在河边感慨：“没了，都没了，
就像河水成天成宿地这么流着”。

孔子的倔，乃至不可理喻，跟他们那
个时代有关。依我看，春秋时候的绝大多
数人跟牲口差不多，不论身份高低，说翻
脸就翻脸，鸡毛蒜皮的事也翻脸。晋景公
八年（公元前593年），晋国大臣卻克出使
齐国。一同至齐的还有鲁国和卫国的使
者。这三人都是残疾之身。卻克偻（驼
背）、鲁使蹇（跛脚）、卫使眇（独眼）。于
是，齐国相应安排了有驼背、跛脚、独眼残
疾的侍从给这些使者作向导。与此同时，
齐顷公的老娘站在城楼上看热闹，嘲笑残
疾人。卻克在回来的路上对着一条大河
说，河伯你听着，不报此仇誓不为人。后
来两个国家果然打起来。这事放到现在
基本不可能出现，有一套约定俗成的外交
礼仪摆在那里，按部就班地套就行了，国
王的老母哪能说来就来？

读春秋文献，类似的事比比皆是，基
本跟大义沾不上边。你必须承认，从猴子
发展到那个阶段，我们的祖先还没怎么开
化，看上去是真性情，其实是人类初始阶
段的混沌蒙昧，原始欲望和原始表达处于
生机勃勃的状态。孔子的性情及表述方
式不可避免也是那个时代的一部分。但
是，我说但是，跟别人比较起来，孔子显然
还是最有文化、最有想法的人，代表了最
先进的思想。别人连思想都没有，他能有
一点儿就很牛了。

所以，作为先知先觉的人，孔子看不
惯周围的人，要教给他们文明的基本规
则，给那些野蛮人立立规矩，并说这些规
矩古已有之。但是他又懒得掰开揉碎给
他们讲，其实掰开揉碎了也没用，那些人
根本听不懂。他不会这样说：“不要让人
陪葬，连用陶俑陪葬都不合适，会造成浪
费。”而是恶狠狠地说：“用陶做俑陪葬的
人，断子绝孙！”对于野蛮人来说，这样表
述，效果应该更好。

事情发展到今天，情况好像又返祖
了。在公共场合吸烟的危害，是个人就知
道吧，但你讲多少道理也无效，非得真刀
实枪地罚款他们才肯就范。至于随地吐
痰、不大声喧哗等，都是这样。还有垃圾分
类，在文明国家已成基本守则，但在我们国
家推行了好多年也未见效，其实按照孔子
的办法也可以，在门口摆上两个垃圾箱，一
个用大大的字写上“厨余垃圾”，一个写上

“其他垃圾”，再用大大的字标上“扔错地
方，天打雷劈”，是否就能立竿见影呢？

磕头要核桃，是豫北平原
流传已久的拜年习俗。在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要核桃就是孩子
们一次盛大的狂欢。大年初一，
天还不亮，男女老幼便成群结队
地在村子里开始挨家挨户地拜
年——直接走进堂屋，对着辈分
大的主人说一声“拜年了”，然后
跪地磕一个头，起身后把手伸到
主人面前，主人便拿出核桃逐一
发放，通常是一人一个。也有以
糖果替代核桃的，拜年的人便有
些不满，玩笑着说主人抠门。

过年时候，孩子们聚在一
起，最主要的话题就是要了多
少核桃。要来的核桃，大家并

不是吃，而是玩。玩核桃，也
是那个时代很有意思的事情。

女孩们以核桃代替石子
玩“纳子儿”，核桃在她们翻来
覆去的小手里上下翻飞，发出

“空空”的声音，输了，就给赢
家一颗核桃。

男孩们的玩法要粗放得多，
玩法也多。一是撂核桃，在地上
挖一个茶杯口大小的坑，再在两
三米之外划一条横线，玩者逐一
站在横线处向小坑投掷核桃，以
投进去和离坑的距离决出胜负，
输者的核桃就归赢者了。二是
弹核桃，在地上挖三个呈等边三
角形的小坑，以弹琉璃蛋的规则

弹核桃，输赢的筹码也是核桃。
三是玩“剪包锤”输赢核桃。

还有一种复杂的玩法，就
是做“核桃车”，这应该是最有
技术含量的玩法。能自己做成
的，通常是大点的男孩。自己
做不成的，就由父亲、哥哥代
做。选皮厚、个大、外形好的核
桃两颗，把其中一颗从中缝撬
开，挖空里边的核仁，再用皮胶
粘合在一起。然后，用八号铁
丝在空核桃的正中间（与中缝
垂直的部位）烧灼三个孔，两孔
成一线，另一孔与其他两孔垂
直。接下来，用筷子或扫帚上
的竹签削一个轴，插入空核桃

的孔中，从那个单孔引出一段
半米左右纳鞋底的线绳，一头
绑在轴上，另一头绑上三指长
的小棍棍儿。最后，把另一颗
核 桃 插 在 轴 的 顶 端 做“ 配
重”——核桃车就做成了。

玩的时候，一手拿着空核
桃，一手先转动轴，把线绳绕
在核桃内的轴上，然后用力拉
线绳，顶端的核桃便随着轴快
速转动，惯性再把线绳绕进
去，再拉出来，如此反复，核桃
车便不停地转动，发出“呼啦
呼啦”的声响，其乐无穷。

可以说，核桃车是那个时
代极少的“机械”玩具。

★八月天专栏 乡村记忆

核桃的玩法

三不知将军、狗肉将军张宗
昌，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未必
懂得箩筐里“白丁”二字的含义。

“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
海内兮回家乡。数英雄兮张
宗昌，安得巨鲸兮吞扶桑。”这
诗是慈禧钦点的状元王寿鹏
润色而成。1925年，张宗昌督
鲁，请王寿鹏做山东教育厅厅
长，也请王寿鹏教他作诗。这
首《俺也写个大风的歌》，显然
有王寿鹏润色之功。

张宗昌督鲁，成为一方土皇
帝，横征暴敛，鱼肉百姓。不过，
为了做出体恤民生的姿态，偶尔

也会做为民祈雨的事情。张宗昌
一不小心，开了人工降雨的先例。

适逢天旱，济南的各界百
姓请张宗昌参加祈雨仪式。
张宗昌虽然不信这一套，但还
是要装装样子。于是，让人在
龙王庙设坛念经，他将亲自去
祷告。民间听闻，皆大欢喜。
到了祈雨那天，张宗昌果然来
到龙王庙，他既不上香，也不祷
告，在百姓关注的目光下，径直
走到了龙王塑像前。张宗昌上
去就给了龙王一巴掌，大声骂
道：“日你妹子，你不下雨，害得
山东老百姓好苦啊！”骂完了，

登上小汽车扬长而去。
第二天，万里晴空，仍然

没有要下雨的意思。张宗昌
大怒，命令炮兵团在千佛山下
摆开十九尊山炮，实弹向天空
袭击。谁知，天上飘来乌云。
张此举，不过是泄愤而已。不
料，炮弹发射到天空后不久，
大雨忽然从天而降。百姓喜
极而泣。当时报纸刊发新闻，
前所未闻的求雨术。

天有不测风云，张宗昌绝
对不会想到，自己终结于济南
火车站。1932 年 9 月 3 日，韩
复榘为张宗昌送行。张宗昌

突然遭到刺客的枪击，当即死
亡。刺客举枪高呼：“我是郑
金声的儿子（继子）郑继成，为
父报仇！现在投案自首！”

张宗昌尸体横卧在济南火
车站站台上，无人收尸。表面上
看，张宗昌死于郑继成之手，实
际上，他被韩复榘暗算。张宗昌
妄想卷土重来，一山不容二虎，
他的野心带来杀身之祸。

明杀与暗杀，倒戈与背叛，
是军阀混战时代的常态。朝秦
暮楚、纵横捭阖是张宗昌之流
的权术。可是，他们躲不过螳
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暗算。

张宗昌祈雨记孔子讲规矩

扁鹊为蔡桓公治病的典
故广为人知。最初，名医扁鹊
偶然与蔡桓公相见。扁鹊劈
头就是一句：“先生啊，您有
病，需要赶紧看看！”这让蔡桓
公非常不悦，心想：我腰不酸，
腿不疼，吃嘛嘛香，身体倍儿
棒，你就别忽悠我了。此后，
扁鹊又三番两次告诫蔡桓公，
说他的病越来越重了，如果不
及时治疗，后果将不堪设想。
蔡桓公却不听劝告，坚持己
见，言之凿凿说自己身体很
好。后来，扁鹊见蔡桓公已经
病入膏肓，无药可医，自己就
暗自逃走了。随后，蔡桓公病
发，遣人寻找扁鹊而不得，最

终不治身亡……
蔡桓公的悲剧，被人称做

“讳疾忌医”来嘲笑，他反驳扁
鹊的名言“医之好治不病以为
功”，也常常成为他愚昧顽固
的佐证。然而，我却从蔡桓公
的这句话中，读出了他人生的
经验和智慧，即便是到了今
天，这句话对于不少人来说，
仍有极好的警示意义。

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用
现在的话来说，意思就是：医
生喜欢把没病的人说成有病，
并把治好他们当成自己的功
劳。当然，用这样的话，来形
容所有的医生，肯定是不恰当
的，犯了以偏概全之错误。但

是，即便是今天，“医之好治不
病以为功”的事例并不少见，
甚至称得上屡见不鲜，如果我
们不把眼睛擦亮一点，上当受
骗恐怕就在所难免了……

时下，以爱心为名义的各
类义诊、体检随处可见，我的不
少朋友、熟人，就因为贪图这些
免费的“午餐”而去体检，去一
些私立医院，或者卖药品、保健
品的店面参加活动。结果是绝
大多数的人，或多或少地查出
了一些健康问题，更有一些所
谓的“专家”，夸大其词，危言耸
听，以“春秋笔法”演绎可能存
在的疾病隐患。如此一来，不
少人接受了本无必要的治疗，

买了疗效甚微的药品、保健
品。甚至一些大医院也本着明
哲保身的目的，患者稍微有点
儿状况，便给家属下达一张病
危通知单，治不好，因为病情确
实危重；治得好，说明人家医术
高超！对于医院来说，可谓一
举两得，可患者及家属承受的
痛苦谁又知晓呢？

上述诸多的所作所为，说
其是“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
是不是还有点儿轻了呢？这
也就要求我们，即便是面对疾
病的威胁，也要做到不迷信，
不盲从。“兼听则明，偏信则
暗”，正是治疗“医之好治不病
以为功”的灵丹妙药。

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