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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完了这些零星物品，他们又来到一家副食
批发部。批发部的生意不错，很多人在选东西。
她选了一箱纯奶、一箱八宝粥，对他说：“这些你要
喝就算我们伙里的，如果你不喝，钱由我个人出。”

他看着她那认真劲儿，就说：“你就是爱叫真，
我还能去沾你的光？你放心，我不喝牛奶，嫌它腥
气。”他的声音很响。聋人声高，自己听不见，也担
心别人听不见。

他的高声把很多目光都拽了过来，就见收银
处一个正在交钱的年龄稍长的胖女人指指点点地
说：“这老头和老太太就是马家湾那两个搭伙的
人。”

收银员黄发条子女说：“搭伙？一个孤老头
子，一个寡老太太，白天一个锅里搭伙，晚上一个
被窝里搭伙吧？嘻嘻——”

“说不定呢！”旁边另一个棕发眼镜女说。
他耳背，她们的话没有听清楚，却全飘进了她

的耳朵里。她一下把他手里的牛奶和八宝粥夺过
来，放在地上，愤愤地说：“放屁！乱嚼舌头，不买
了！”说完扭头就往外走。

他不知所以然，以为自己惹着她了，惶恐地
说：“咋耍小孩子脾气？我是说我喝不惯牛奶那味
儿……你愿喝就买吧，电视里说喝牛奶补钙。”说

完重新把牛奶和八宝粥提过来，交了钱，追着她出
了批发部。

她在前面走，一直低着头，霜着脸，他在后面
招呼她，她也不说话，等他要扶她上车，才把气撒
在他身上：“你以后说话小点声不行？我又不聋！”

“哦，哦！”他检讨地点点头。
看着他点头像鸡啄米，她不再说什么，也许觉得

这火不该发在他身上，张张嘴想解释几句，见他已启
动了三轮车，就说：“向左拐，到惠民大药店去！”

“你哪里不舒服，要买啥药？”一说去药店，他
的心里便生出一层担心，回头问。

“买啥药？去买个助听器，你那耳朵像塞了猪
毛，快成榆木疙瘩了。”她说。

他一听，乐了，腾出一只手来摸摸耳朵说：“是
该买个助听器，不然这东西就成黑木耳了。”听见
这句话把她逗得笑出了声，继续说，“现在我这对
耳朵可是为你长的，专门听你发号施令，要买助听
器也要你掏钱。”

她说：“耳朵长在你脑袋上，怎么是为我长
的？要真是为我长的，我早割下来拌黄瓜菜吃
了。”没说完，自己“扑哧”一声先笑了，笑完，又认
真地说，“是不是这个月儿子没寄钱来，你要没钱
我给你买。”

“哈……逗你玩呢，我上
月卖羊的钱还没用完。”说完，
他用力猛蹬三轮车，向大药店
骑去。

太阳把那层薄云剥去了，
天空像洗过一样干净，阳光毛
绒绒地照着，风也变得温和而
柔软，如水似云地抚来拂去，
像小猫在舔你的脸。

回到家，他把三轮车上的
东西拿下来，分成三份，一份
是她的，一份是自己的，一份
是伙里的。分完了，拿出小本
子跟她报账，把剩余的钱分
开。然后他把她的那份东西
放在她的寝室门口。

他家的院子很宽敞，五间
北屋是正房，两间伙屋在东
面，两间仓房在西面，大门在
东南角，猪羊圈在西南角，正
好合了当地“东南门西南圈”的院落布局习俗。院
子的南面是一个闲园子，里面种着南瓜、丝瓜、扁
豆和白菜。五间正房，东面的两间是客厅，中间一

间跟客厅有门通着，是他的寝室，西面两间单独开
门，是她的寝室。房子是儿子结婚那年盖的，已经
二十多年了，是他和老伴承包荒地种棉花挣下

的。刚盖起时，在村里风光了好一阵子，现在同四
邻的宽屋高厦比起来，就像上了年纪的老人，样子
越来越抽抽，越卑微了。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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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一词始见于西晋潘岳的文学作品中，
也称门风，指的是家庭或家族世代相传的风尚
和风气，是给家中后人树立的价值标准。家
风，是建立在中华文化之上的集体认同，是儒
家文化产生后，逐渐形成的一个体现家族成员
精神面貌、道德品质、价值取向和审美格调的
文化体系。因此，好的家风基本是相似的，都
离不开儒家文化里面的那几个规范和标准。
而扎根于齐鲁大地的济阳，正是儒家文化衍生
出的家风体系。我曾在一次关于征集济阳精
神的座谈会上提出，济阳精神正合乎了儒家经
典里面常被引用的“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这一
精神。这与那条古老的济水是密不可分的。
俗语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济水是儒家文化
的发源地，世代济阳人是最直接的接受了济水
的滋养，慢慢形成了如水的品格。因此，凡是
涉及到济阳的人文和精神，永远避不开济水这
条脉络。

济水，古代四渎之一。在古代，济水地位
非常煊赫。古人把有独立源头，并能入海的河
流称为“渎”。《尔雅》中提到的四渎：江、河、淮、
济，就是古代四条独流入海的河流，“济”指的
就是济水。一脉济水，源于王屋，入于渤海，流
经河南、山东，千回百折，三伏三出，却至清远
浊，坚守其节，这种情操，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子
们毕生追求的境界。白居易在河南做官时来
济感叹：“自今称一字，高洁与谁求；惟独是清
济，万古同悠悠。”高洁，是古人眼中的济水。
虽然济水位尊四渎，却波澜不惊，温文尔雅，这
种润泽万物，流芳百世的品德，正是君子们必
备的恩泽天地，不求闻达的秉性。于此相对
应，中国古代通常把品德高尚，不慕荣华的知
识分子称为“清流”。这也是为什么千年来，这
条早已消失的河流一直没有被人遗忘，始终流
淌在每一位中国人心中的原因。

由此就不难发现济水流域为什么会有那
么多圣人出现，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墨
子、孙子以及智圣晏子都是活跃在济水流域，
这些圣贤们经过思想上的相互碰撞出现了百
家争鸣的繁荣景象，而儒家思想是影响最为深
远的主流。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和孟子都是土
生土长的鲁国人，门下贤士无数，对于传播儒
家思想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齐鲁大地往往与
孔孟之乡并称，山东人的品质也常与忠厚守信
相连。

济阳地处济水北岸，与泉城济南隔河相
望，来自上游的济水携带着儒家文化穿流而
过，无论是思想、民风、家风都是无形的洗礼。
当年孔圣人就是从济水上游顺流而下来到济
阳，那时交通不方便，路艰险，车马慢，还要携
带厚重的简书，那是一次漫长的文化苦旅，所
以在济水岸边的曲堤听到动人的韶乐才会三
月食肉无味。这是一次短暂的邂逅，却注定了
几千年的文化情缘，此后韶台高筑，一脉相承，
闻韶台也逐渐成为济阳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
文化符号，这个文化符号实际上是儒家文化植
根于心的传承。因此，不能把闻韶台单纯看做
一个建筑或圣人足迹，它留下的是儒家信仰，
所以才会引来宋代文学大家曾巩和大书法家
黄庭坚的祭拜和朝圣。

悠悠闻韶台，漫漫儒家源。它是潜移默化
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济阳文人，从西晋的解
少连到元代的杨文郁，从山西布政使高时到大
理寺寺副王良相，从经学大师张尔岐到刑部尚
书艾元徵……这些济阳的历史名人都是儒家
文化的优秀门徒，都有良好的家风传承。

解少连，即解系，西晋时历任黄门侍郎、雍
州刺史、西戎校尉等职，其父解修曾官至琅琊
太守、梁州刺史，名望甚好。解修在当时应该
是个出色的教育家，他身教重于言教，把三个
儿子都调教成少年才俊，特别是解少连成长为
栋梁之才，虽然他在为官时因刚正不阿得罪了
司马氏家族而全家被斩，但他一身正气，两袖
清风的品格如一股清流，融入济水，载入史册。

艾元徵也是一位颇受家风润泽的幸运儿，
其父艾馥，曾出任河北沙河县知县，为官廉明，

且教子有方，他和弟弟艾元衡均因受惠庭训而
成名，艾元徵参加清初科举考中进士，正式踏
入仕途生涯，最后官至刑部尚书。作为清初朝
廷重臣，他政绩卓然，著述甚丰，而且尊敬师
长，孝敬父母。殁后被康熙帝封赠为光禄大
夫。

最后要提的是张尔岐，在济阳历史文化名
人中他是唯一一个没有参加科举入仕却获得
大成就的人。他是儒家经典的集大成者，独精

“三礼”，又不乏雄奇之文。有句话说，世界上
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与失败，张尔歧其实是有
着很好的家学渊源和廉洁家风熏陶，他的祖父
和父亲都是慷慨好义、坚守节操之士，况且父
亲张行素在任职山东按察使司某巡道时，就以
不慕荣华、清正廉洁著称，这一切都深深影响
了张尔岐。然而，朝代更替往往会引发命运的
变故，清兵入关后，他遭遇了国破家亡父亲被
杀的切肤之痛，从此拒绝参加清朝的科举，隐
居乡里，教授著述，贫困终其一生。这一方面
是为前朝尽忠，也是为父亲尽孝。按着享乐主
义的观念可能会觉得张尔岐的人生不够实惠，
但长远来看，人们早已忘却了那些达官贵族，
却一直记得那位亦真亦幻的蒿庵先生。

张尔歧是位被神话的学者，所以我经常拿
他和同样被神话了的傅山（傅青主）相比较，也
许张尔岐在儒家治学方面不会低于傅山，但在
其他领域和全国的知名度还远不及傅山，毕竟
傅山不单纯是个文人，还是个不折不扣的抗清
志士，在这一点上他比顾炎武还要顽强得多、
坚韧的多，所以会引起康熙大帝的重视，三次
到山西微服私访，目的是请傅山做官，没想到
这个“不识时务”的儒生宁可坐牢也没答应，这
让康熙帝十分不解。这件事证明了一个外族
入侵的统治者永远理解不了儒家文化的精神
所在，就如当年忽必烈无法理解文天祥只求一
死拒绝投降一样。儒家的忠孝其实是深入骨
髓的操守，因此一个优秀的儒家学者必然是个
大义凛然的民族英雄，所以会有岳飞的“精忠
报国”，会有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
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

济水曾是那么的清澈，在流入山东段时被
称为大清河，矗立济阳古城南望，但见绿水回
环，帆影翩翩。人们依河而居，稳定自足，也算
是一种得天独厚。所以济阳的先人们常说：

“出村不出县，围着济阳转。”。然而，这种现状
还是有了改变，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
南兰阳铜瓦厢决口，无情的黄水不仅吞没了无
数的生灵和财产，也改变了以前的走向，强行
占用济水河道而流入渤海，从此济水消失，济
阳成为黄河岸边一座城。

有人说，黄河的介入影响了济阳人的性格
和家风，但深入研究会发现，黄河只是占有了
济水的河道，并没有战胜济水，济水依然存活
于黄水之下，相反是济水改变了黄河，是济水
把咆哮的黄河变得舒缓而文雅。我曾在傍晚
或清晨拍过很多黄河的照片，根本就不像黄
河，分明是一个平静的君子之河。这让我联想
到我们的中华民族，虽然曾多次被打败，却从
来没有被改变，而是中华文化多次改变外族入
侵的统治者。由此看来，敦厚善良的济阳人仍
然与济水同在，与儒风并行，济阳人的性格和
家风依然是济水滋养的儒家风范。

“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我们的家风
需要礼义廉耻，家国天下，也需要壁立千仞，无
欲则刚，这一点，济阳的先贤们给我们做出了
榜样，需要长期的继承与发扬。

作者单位：区文联

唐朝张说积四十年做官之经验，十七
年修史之根底，总结人生七十年之阅历，写
下了一篇奇文《钱本草》，现录于下：

钱，味甘，大热，有毒。偏能驻颜采泽
流润，善疗饥寒，解困厄之患，立验。能利
邦国、污贤达、畏清廉。贪婪者服之，以均
平为良；如不均平，则冷热相激，令人霍
乱。其药，采无时，采之非理则伤神。此既
流行，能役神灵，通鬼气。如积而不散，则
有水火盗贼之灾生；如散而不积，则有饥寒
困危之患至。一积一散谓之道，不以为珍
谓之德，取与合宜谓之义，使无非分谓之
礼，博施济众谓之仁，出不失期谓之信，入
不妨己谓之智。以此七术精炼，方可久而
服之，令人长寿。若服之非理，则弱志伤
神，切须忌之。

全文虽只有区区两百来字，却含有褒
贬，把钱的性质、利弊、积散之道描写得淋
漓尽致。

首先，定义了钱既“甘”又“毒”双重的
性能。“钱，味甘”，让人羡慕、让人渴望。手
中有了钱，“偏能驻颜采泽流润”，能救济贫
困，兴国利民。然而，钱亦“有毒”，能“污贤
达”、“令人霍乱”，如“服之非礼”、“取之不
义”、则必被钱“毒”所害。轻则“弱志伤
神”，重则招“水火盗贼”。俗话说得好：

“钱，钱，钱，命相连”。
其次，告诉世人钱该怎么花。“如积而

不散，则有水火盗贼之灾生；如散而不积，
则有饥寒困厄之患至”。应该“积散相宜”、

“博施济众”。不但要懂得如何赚取财富，
更重要的是要学会如何支配财富，如何让
财富为我所用，让财富提升自己人格，实现
人生意义，否则，只是一守财奴，反而被钱
财所驭使了，本末倒置，岂不悲哉！

《钱本草》为世人开了这样一副“七谓”
药方：谓道、谓德、谓仁、谓义、谓礼、谓信、
谓智。以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用钱要有
度，这就叫‘道’；不把钱看作珍宝，不贪婪，
这就叫‘德’；付出与所得相适应，这就叫

‘义’；不贪非分之财，这就叫‘礼’；乐善好
施，这就叫‘仁’；交易不违约，这就叫‘信’；
不让钱伤害了自己，这就是‘智’。”张说认
为只有做到这七点，才可以说尝到了钱的
甘味，克服了钱的热毒。

张说以钱喻药，诊治时弊，利害之论
颇富哲理，寓教深刻，对于古今中外腐败不
廉者都是一剂很好的灵丹妙药，对世人树
立正确的金钱观很有教益。

其实，钱本无善恶，是人赋予了其善
恶。钱只不过是一种印刷精美的纸片，本
身没有什么思想感情，谈不上对人有益还

是有害。金钱的善恶，还是出在人的身上，
出自于人的金钱观上，出自于人对于金钱
的使用上。《茶花女》中有一句名言：“金钱
是好仆人、坏主人。”是做金钱的主人，还是
做金钱的奴隶，这反映了两种不同的金钱
观。

人人都需要钱，有的人积极努力的挣
钱，是为了更好的实现人生的价值，在满足
自身需要的同时也为他人服务，“博施济
众”。也有的人却恰恰相反，他们为了金
钱，不惜利用一切手段，甚至做出违法犯罪
的事情。

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每一公民都面
临着金钱、权欲和物质的诱惑，都在经受着
各种严峻的考验，其根源无一例外是一个

“钱”字。一个人能否坚决抵制各种腐蚀诱
惑，关键在于自身素质和意志的修养、磨
炼，看金钱观和人生观是否端正。只要我
们依靠自己的双手，辛勤劳动，合法致富，
就能挣钱问心无愧；同时，又把钱用到正道
上，赡养老人，教育子女，保健身体，为贫困
受灾捐款，为亲戚朋友解难，不贪不奢，做
到花钱心安理得。就像《钱本草》所说，只
有“不以为珍”、不取不义，才能免为其害，
使钱真正成为利国利民、利人利己的“好仆
人”。 作者单位：区文联

张尔岐（1612—1678），字稷若，号蒿庵，
济阳张稷若村人。生于明神宗万历四十年，
卒于清圣祖康熙十六年，年六十六岁。明清
之际著名经学家。《清史稿·儒林》中有传，

《辞海》、《辞源》及《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均有
简介条目。

张尔岐的父亲张行素，平生推崇儒家学
说，所生四子，张尔岐居长，二弟双目失明，
三弟尔徵，四弟尔崇皆好儒学。张尔岐幼时
拜陈苍屏为师，熟读四书及诗、书、易各经。
十五岁拜师董之有，后又从师董之朋，学习
老子及先秦诸子学说。十六岁考入县学，品
学兼优，深受师友们器重和赞赏。他惜时如
金，勤苦攻读，特别喜好写“日记”，把每天学
习的心得体会不间断地记录下来，常年不疲
不怠。

明崇祯戊寅年（1638）冬，清兵进犯济阳
平棚店一带，张行素率乡民与清兵奋战而被
杀害。三弟尔徵在战乱中迷失，四弟尔崇有
幸死里逃生。从此，赡养母亲、照顾幼弟的
重任就落在张尔岐的肩上。他一面耕种田
园，一面教授乡里，把自己破旧简陋的居室
题名为“蒿庵”。教学之余，农事闲遐，便潜
心探究古籍奥妙，深入研习学术精微，求博
大而精深。张尔岐曾先后在济阳白杨店、曲
堤闻韶书院、济阳县城和济南按察司街等地
教书讲学。清代刑部尚书艾元徵便是他在
闻韶书院教学时的得意门生。

张尔岐把主要精力都倾注到对学问研
读上。他博览群书，涉猎广泛，穷究程朱理
学、深研宋学义理，从事汉学考据。他长于
经学，邃于《周易》，精于“三礼”，对《仪礼》的
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勤于写作，
著述丰富。刊行于世或见诸志书记载的有
如《仪礼郑注句读》、《周易说略》、《诗经说

略》、《老子说略》、《春秋传仪》、《夏小正传
注》、《弟子职注》、《蒿庵闲话》、《蒿庵集》、

《天道论》《中庸论》、《谨俗论》、《新济艺文》、
《济阳县志》等专著。张尔岐最主要的著作
是《仪礼郑注句读》十七卷。《仪礼》即礼经，
是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前人为礼经所作的
传、注、疏很多，因年湮代久，经文多有脱漏，
而且传与注也有许多混淆之处，致使后人难
以读懂。张尔岐经苦心研读，除将传、注分
清外，还删削了疏中繁琐附会的文字，并重
新进行断句，纂成《仪礼郑注句读》一书，历
时近三十年，耗费了半生的心血，至他五十
九岁才完成其书。又为监本（官定本）《礼
记》石经（刻在石碑立于太学中）《礼记》勘正
脱误共300余处。张尔岐于济南讲授《仪礼》
时，偶尔为当时著名学者顾炎武听到，顾十
分敬佩其见解精辟，翌日绝早即登门拜访，
谈论欢洽，遂订交为友。顾炎武读了这部著
作说：“《仪礼郑注句读》一书根本先儒，出言
简当，其书可传”。顾炎武在谈论师道时还
说：“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
张尔岐曾应邀参加了《山东通志》的编修工
作。晚年，他带病撰写《春秋传义》一书，未
成而卒。

张尔岐品德高尚，为时人所称颂。明末
应科举考试，有人送他制艺（八股范文）作备
考捷径，他不予理会。张尔岐一生寒素，耿
介自持。其门人艾元徵时为康熙刑部尚书，
每有重礼馈赠，必婉言谢绝，平时更无所干
求。曾应与修《山东通志》，事毕不受酬礼而
归。事亲至孝，因老母多病而研习医道，术
成后乡领纷至求诊，必细心施治，不惮劳
烦。与两弟分居，自择劣等田产；其二弟残
疾（盲人），甘愿代其承担赋役30余年，临终
还嘱咐儿子们为叔父代承赋役。张尔岐的
家庭、出身、经历、个性，决定了他一生交游
的范围和层次根本不能与同时代的其他学
者如顾炎武、李二曲等人相比。他在顺治十
三年四十五岁以前，交游的圈子基本不出济
阳县，论学质疑的对象也只能是同县的几个
师友；顺治十四年，他与顾炎武定交后，交游
的局面始有改观，论学质疑，有了一个良师
益友，人品学问始为外界所知；康熙十二年
至十四年，张尔岐受聘参与山东省志修纂，

交游为之日广，局面为之日廓，朝夕相处切
磋学问者除顾炎武外，还有薛凤祚、李焕章、
刘孔怀等饱学之士。张尔岐与人交游，除了
基于地缘、机缘的因素外，更基于相同或相
近的身世、遭遇、思想和感情。

张尔岐为学，走的是经学、理学的路
子。经学、理学并重，由经学人，而落脚于理
学，两方面皆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他研治经
学，采用汉人治经的方法，从句读开始，首先
读懂经书，然后思索其理。这是后来清代汉
学家的方法。然而，当时并无汉学之名，与
张尔岐晚年订交的顾炎武是清代汉学的开
山祖，故他对张尔岐的句读学大加赞赏。但
是，张尔岐并不以此自限，他要进一步追寻
经书中内含的那个天人性命之理，他认为程
朱理学仿佛得之，于是他对程朱理学三致其
意，拳拳服膺，从而张尔岐之为学又具备了
宋学的特点。汉学重实事求是，宋学重理论
思维，张尔岐兼备两者之长。比较而言，张
尔岐博闻多识不及顾炎武，而抽象思维能力
又高于顾炎武。可以说，既有汉学的细密工
夫，又擅长宋学的理论思维，这是张尔岐为
学的基本特点。张尔岐认可并提倡为己之
学，认为为学的目的在于充实自己的学养，
成就自己的人格，提升自己的境界，而不是
沽名钓誉，以博学炫耀于人，以多闻夸示于
人。他为学注重心性修养，讲究切合实际，
反对无病呻吟，更反对人云亦云，喜欢创新，
敢于创新。即使在从事科举、习作八股文的
时候，他也不肯袭用他人成说，而是独立思
考，自出新意。每临考试，不改初衷，“胜负
得失，一不介于怀，唯以深思独喻为愉快而
已。”（张尔岐《自订〈书义〉序》）无怪乎其屡
试不中。

张尔岐博学多识，节操高尚，品行端方，
世人敬仰他，崇拜他，甚至以神相尊。清康
熙四十年（1701），济阳阖学生员，全县官绅，
公举张尔岐崇祀乡贤祠；乾隆四十年（1736），
济南在按察司迤东建蒿庵书院，以表纪念。
民国十四年（1925），济阳城内建立蒿庵祠一
处。一九五六年，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将张尔
岐墓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此文根据钱明月所著《济阳前贤》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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