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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有五大圣人，分别为：“至圣”孔子、“复
圣”颜回、“宗圣”曾参、“述圣”子思、“亚圣”孟子。

其中“复圣”颜回，顾名思义，就是复制的孔
圣人。孟子是这么评价颜回的：别人都得了孔
子一体，只有颜回得了孔子的全部，只可惜是
具体而微者。意思是，颜回是浓缩版的孔子。

颜回（公元前521年—公元前481年），姓
颜，名回，字子渊，亦称颜渊，列孔门十哲之
首。归纳一下，他有三大特点。一是天资超
群、勤奋好学。连子贡这个能言善辩的外交家
也坦言不敢和颜回相比，说自己能做到“闻一
以知二”，但颜回能“闻一以知十”。孔子认为，
在他的学生中，除了颜回没其他任何人能称之
为“好学”。二是安贫乐道、德行出众。即使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回也不改其乐”。
他谦和待人，不因怒于甲而把怨气发泄到乙身
上，不争名夺利，“敏于事而慎于言”。三是顺
从自然、奉行无为。他凡事以身作则，主张行

“不言之教”。《庄子》有十二处谈到颜回，甚至
把他看成一个“避世”“坐忘”的道家人物。

关于颜回的三个小故事，很有意思。
第一个故事是“输冠”。
一天，颜回路过闹市，见一买布的与卖布的

发生口角。买布的大嚷：三八就是二十三，你凭
什么要我二十四个钱？ 颜回上前，施礼后对买
布的说：这位大哥，三八是二十四，不是二十三。

买布的怒气冲冲指着颜回鼻子说：你算老
几？要评理我只认孔夫子，只有他说了算！

颜回心想，孔夫子不就是我刚拜的老师吗，
便说：若孔夫子说你错了怎么办？

买布的说：如他说我错了，输我项上人头。
若说你是错的呢？

颜回说：说我错的话，我头上之冠归你。
两人便同去找孔子评理。
孔子听了来龙去脉，笑着对颜回说：三八就

是二十三！你输了。
颜回见孔子评他错了，二话没说就摘下帽

子，交给买布的。
对孔子的评判，颜回其实是口服心不服，心

想孔子也就这等水平，考虑该另择良师了。
第二个故事是“杀妻”。
接上一个故事。第二天一早，颜回称家中

有事需请假，孔子同意。临行时，孔子要他完
事即回，并嘱咐：千年古树莫存身，杀人不明勿
动手。

话说颜回在回家路上，突遇电闪雷鸣，便
急忙跑到路边一大树下避雨，猛然想起老师

“千年古树莫存身”的话，心想且听他老家伙一
次吧，便从树下走了出来。

没想到他刚走开，一个炸雷把那棵大树拦
腰劈断。颜回大吃一惊：老家伙第一句话灵验
了，实属救我一次。

颜回到家已是深夜了，只见妻子的床上睡
着两人，他怒从心起，以为妻子不守妇道，拔下
佩剑举剑欲刺。

此时他又想起孔子的第二句话“杀人不明
勿动手”，便端近灯烛一探究竟，原来床上睡的
是妻子和妹妹。

天明，颜回急返见孔子，跪地打躬：您那两
句话救了我、我妻和我妹三个人啊！

孔子详听后，扶起颜回笑道：我只是观昨
日天象，估计会有雷雨，因而提醒你“千年古树
莫存身”；你负气回家，身上还带着佩剑，因而
才告诫你“杀人不明勿动手”。

孔子又说：我知道你有事回家是假，实则
不想再跟我学下去了。你想啊：前天我评你
输，不过输个冠；我若说你是对的，他输的可是
一条人命啊！你说冠重要还是人命重要呢？

颜回恍然大悟：老师重大义而轻小义，学
生真是惭愧万分啊！

从此以后，颜回再也没离开过孔子。
上述两个故事，找了很久没找到相关典籍

出处，应系后人所编。
第三个故事“偷饭”可确有记载，出自《吕

氏春秋·审分览·任数》。

孔子晚年生活颠沛流离，在陈国时绝粮
了，和弟子们一起饿了七天七夜。

天无绝人之路，有一些敬仰孔子的老百
姓送来了大米，孔子请严格自律的颜回去煮
饭。

煮饭期间，子贡神秘兮兮来报：老师，您
说颜回品德最高尚，不会吃拿卡要，我看不见
得哦，因为他现在正大口大口偷吃锅里的米
饭呢。您若不信，可随我而来。

孔子通过窗户，亲眼看到颜回正在不停
地抓着饭往自己嘴里送，然孔子并未当场制
止。

不一会，颜回端着煮好的一锅饭来到大
堂给大家食用。孔子此时说话了：颜回，我昨
晚梦见祖先了，这锅饭刚刚煮好，你先取出一
些祭祀祖先吧。

颜回急忙报：此饭祭祖不得，因为已被
我先吃过了。

孔子心想，这小子在我出的道德考题面前
还算诚实，还是可教的。

颜回又检讨说：因我经验不足，揭盖时蒸
汽上冲，灶台上方附在顶上的灰土掉下来了，
落在饭里。我觉得吧，把这些带有脏土的饭
给大家吃，有所不尊，扔掉的话，甚是浪费，于
是我先把面上的这些灰土饭给吃饱了，大家
便可吃上干净的饭，我呢也不用再吃了。

孔子及弟子们转而为之感动。
颜回的三个小故事含有非常丰富的哲理，

想必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时期，
会有不同的领悟。此时此刻，给我的启示有：

第一个故事：重大义轻小义者，福增寿更
延。

所谓“义”，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在“大
义”和“小义”之间如何取舍？故事中孔子以生
命为重，以师生关系为轻，后赢得颜回的理解
和敬仰，所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积善
之家必有余庆”。

柳宗元笔下的宋清，是长安城里一位人
人皆知的药商，当有的病人无钱付账时，宋清
总是说：“治病救人要紧。钱什么时候有，什么
时候给就是了。”有的人药费欠了一年，仍无钱
付账，宋清也从不上门讨账。每到年底，宋清
总要烧掉一些还不起钱的欠条。

宋清善良忠厚，轻利重义，以德取信于
人，赢得了人们的普遍信任和敬重，他的生意
也就随之越做越大，成了有名的富商。

第二个故事：冲动是魔鬼，忍耐是智慧。
故事中孔子的提醒，拉回了颜回的冲动，

避免了冲动的惩罚。
唐代天台山国清寺的寒山曾问拾得：世间

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如何
处之乎？

拾得说：只要忍他、让他、避他、由他、耐
他、敬他，不要理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

张爱玲说过：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
得，所以宽容。

有的人平时逞强好胜，但在危难之际，容
易被人收买，忘记身负之重任，忘失做人之骨
气。

所以说，忍耐是智慧、是勇气，忍者有力！
第三个故事：眼见不一定为实，沟通最重

要。
“眼见”的只是现象，而现象包括真相和假

象。故事中子贡、孔子“眼见”颜回偷饭吃是假
象，颜回德行高尚才是真相。

谢里夫实验证明：一群人同时目击一个
现象后，在议论时会互相影响，不知不觉地
修正自己原有的看法，最后会形成一种共
识。也就是说，即使是诚实的人，甚至是一群
诚实的人，哪怕是一致的描述，也不一定可靠。

“海市蜃楼”是“眼见不一定为实”，“魔
术”是“眼见不一定为实”……

所以，当你见到某一现象时，请别仓促下
定论，一次碰巧的准确绝不代表每次的准确。

孤证未经沟通核实，永远成不了事实。

那是六十多年前严冬里的一轮老月亮。
河面封冻阒寂无声，月光把整条河流镀成了银色，沉静

内敛如一条银色巨蟒，蜿蜒蛰伏在距离遥远的两个村落之
间。

一叶小舟，如肩负犁铧的黑牛，正在远处水天交接的夹
角里缓缓移动。船吃水很深，船头的浮冰被层层犁开，嘎吱
作响。银色寒光包裹着的瘦弱身影，正手持竹篙，手忙脚乱
地变幻着各种姿势，极力控制着船的航向，有如巨大天幕下
舞动的一折皮影。银色巨蟒慢慢被垦开一条航道。豆粒大
小的汗珠正涔涔滚过她稚嫩的面颊，在月色里跳动着闪烁
着，像挂满珍珠的冕旒。

“咚—咚！咚！”打三更了。穿过这片芦苇荡，再撑过两
个小河汊，估计四更天就能到黄邳……“啊呀歪！”出神间，
她抬手想用衣袖擦拭满脸的汗滴，濡湿的衣衫上凝结成的
一层薄冰，早已像一把吐露寒光的利刃埋伏在她袖口上。

一阵剧烈的疼痛像一道闪电透过全身。她这才细细地
打量起船舱里的一捆捆芦柴，横卧在水天之间的月光里，从
头到脚的惨白，像极了此时正僵卧在病榻上的父亲，瘦骨如
柴。

一片巨大的芦苇荡就在船舷左侧，曾经一望无垠的芦
苇方阵，早已被收割一空，只留下眼前这一望无垠无人收割
的空寂，在月光下独自惨白，甚至玄深得有点瘆人。

出生在里下河的芦苇啊，没有一株能逃脱镰刀的宿命！
这里让她想起跟随父亲在芦苇荡里挖芦根的场景，青

黄不接的日子啊，芦根是续命的甘饴。
其实也不用为满眼的空寂伤感，只待春风一吹，眼前又

将会芦芽满地；只待太阳一出，袖管上的冰刀也就会消失；
甚至遥远处刚被她奋力犁开的冰面，也正在月色里慢慢缝
合……

她眼前的一切，似乎都隐藏着一种轮回与重生的暗示。
可如果病榻上的父亲死了，自己就再也没有父亲了。
为什么人死不能复生？人死了都会去向哪里？
人活一世，草木一秋。想到这里，她觉得自己活得远不

如一根芦苇那么幸运。
当再一次注意到手里的竹篙时，她感觉到了一种惊人

的变化，竹篙越来越顺滑，用力稍有不匀随时都会从手里滑
脱。她手里握着的分明是一条僵直的河鳗。竹篙已裹上一
层薄冰，通体闪烁着金属的光芒，像一根金箍棒。

身后被开垦得支离破碎的浮冰，每一块都镶嵌着一轮
明月，百千万个水月亮正随波起伏，把一道水路装扮得像头
顶的银河。

银河里应该也有撑船赶夜路的人吧？星星应该是仙人
的竹篙戳破河床的印迹吧？那天上也有不少人和她一起撑
夜船呢！

一入神，她好像真成了行驶在银河里的仙女。瘦弱的
身体再一次用力地向船尾一埋，金箍棒正一段一段地被银
色的河水吃掉……

母亲是在一年中秋之夜和我说起她少女时代这段往事
的，她要把一船芦柴卖到遥远的村庄为病重的外公换取抓
药的费用，这是她家中唯一可以换钱的物什。那年她十六
岁。

我无法想象母亲曾经走过怎样的支离破碎的旧日子，
只知道她用一支竹篙，含辛茹苦撑过苦难的河流，把我们渡
到了幸福生活的彼岸。

后来每个月圆之夜，我都会看到在一轮寒月和百千万
个水月亮之间，一个柔弱的身影正挥动着银竹篙，大口地喘
着粗气，银白色的，体内像藏着一列蒸汽火车……

颜回的三个小故事 碎月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