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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闲话

公乘不仁当仁不让
□王兆贵

当下， 人们流行把穿白色防护

服的防疫工作人员叫“大白”， 简

练而又形象。大白二字，在我国古代

另有讲究。 典故出自汉代刘向编纂

的《说苑·善说》：“魏文侯与大夫饮

酒，使公乘不仁为觞政，曰：‘饮不釂

者，浮以大白。 ’”大意是说，魏文侯

与大夫们饮酒，让公乘不仁担任“酒

司令”，监督大家；并发令说，喝而不

干的人， 罚一大杯酒。

战国初期魏国的国君魏文侯是

个很有故事的人， “浮以大白” 算

得上他的首创了。 罚酒为何叫“浮

白”呢？我查阅了诸多类似咬文嚼字

的考证，似乎说清楚了，又不是很透

彻。“浮”，肯定与“曲水流觞”无关，

诠释为“罚”字的通假转音，说得通；

“白”， 也不是白酒或白釉烧制的酒

杯，而是特殊场合下应用的酒具，其

样式有点像甲骨文的“白”字。 有人

揣摩说：“浮”音近于“罚”，“白”音近

于“杯”， “浮一大白”， 其实就是

“罚一大杯”。

自古而今的说文解字， 都是多

解的， 没有标准的唯一答案， 我们

了解个大概就行， 没必要去抠字

眼， 这里我想说说公乘不仁这个冷

僻的人物。

春秋战国时的人名， 不像后来

百家姓划分的那样清楚， 有些人名

听上去怪怪的。 公乘不是复姓， 而

是爵位， 原本是配享王侯车乘的公

族。 秦汉时期的公爵分为二十等，

公乘为第八等， 后来沿袭为姓氏。

在这次魏文侯召集的宴会上，

之所以让公乘不仁担任“觞政” 律

令执行官， 大约是因为他能秉公执

法。 刘向接下来说到的故事， 也正

是如此：

文侯饮而不尽釂， 公乘不仁举

曰浮君。 君视而不应， 侍者曰：“不

仁退，君已醉矣。 ”公乘不仁曰：“周

书曰：‘前车覆，后车戒。’盖言其危，

为人臣者不易， 为君亦不易。 今君

已设令， 令不行， 可乎？” 君曰：

“善。” 举白而饮， 饮毕曰： “以公

胜不仁为上客。”

大意是说， 魏文侯让别人干

杯， 自己却没干。 公乘不仁就举杯

过来请文侯罚酒， 文侯装作没看

见。 身边随从说， 不仁您退下去

吧， 国君已经醉了。 公乘不仁说，

《周书》 有云， 前边的车翻了， 后

边的车就要规避险情。 为臣难， 为

君也不易。 今天国君已订立罚酒令

在先， 令不行， 可以吗？ 文侯当即

表态， 说得好！ 于是就举起大杯一

饮而尽， 喝干后， 又说要拜公乘不

仁为上宾。

从史书的完整记载来看， 魏文

侯是个很开明的国君， 拜能者为

师， 任贤者为相， 历来传为佳话。

这次酒席桌上认罚， 说明他深知君

无戏言的重要性； 只有言出法随，

以身作则， 处处取信于臣民， 才能

把国家治理好。

违令者罚酒， 公乘不仁不认为

这是小事， 也不认为制订规则的国

君可以例外， 而是令行禁止， 一视

同仁。 这种从小处着手， 往大处着

想， 敢为主政纠偏的行为， 从遥远

的商代伊尹那里传承下来， 为历代

御史、 谏官们所光大。 只是到了

“家天下” 的理念被某些昏君固化

之后， 臣子们才落入了“伴君如伴

虎” 的窘境。 试想一下， 作为部

属， 在酒席桌上都不敢与上司较

真， 能指望他在大事上直陈己见

吗？ 公乘不仁的固执看起来不够仁

厚， 实则是坚持原则， 当仁不让，

刚正不阿， 难能可贵。 须知， 不论

在过去还是现在， 不论在国外还是

国内， 不论在战场还是商场， 规则

意识的强弱都关乎事业的成败。

■名家茶座

双 弓 米
□詹苗康

粥之被喚作双弓米， 堪称分

拆得最为优雅得体的一个汉字。

内中既包含有原材料， 又充满着

当真像似二张桑弓被人拉紧了的

那一股张力， 甚至不乏悄然流露

的暗示———熬制的柴火当属桑

枝。 只不过说起来虽这般神秘兮

兮地， 显得格外庄重其事的样

子， 其实也就越地民间用桑柴细

火缓慢熬制的一碗白米粥而已。

白米粥多为越地乡间的夜餐

主食。 因其熬制过程过于冗长，

农家早餐不可能吃白米粥， 而是

通常吃些用隔晚的剩菜余饭合煮

的杂饭粥。 中午又属正当恭之称

谓晏饭的正餐， 自然都会是米

饭。 也唯有夜餐的准备时间比较

充分， 母亲才会拿些父亲在整理

桑园时特为留下的， 那种老桑树

兜来充当柴火， 然后用文火慢慢

熬制白粥。 倘若落镬的为刚收割

的早稻米， 那就成了名副其实的

早新米粥， 往往会有一股特殊的

清香。

傍晚时候， 整个村寨的上

空， 炊烟袅袅， 陌弄巷间， 到处

的空气里也都流淌着白粥的香

息。 兴许下半村人的夜粥总会稍

微早一些之故， 当然也有可能灶

上熬制的白米粥尚未足够稠粘，

住在下塘氹小台门里的那位杀猪

的阿良胡佬， 总忘不了会趁着这

个空隙来上台门里转一圈。 显然

他并无长时间逗留的意思， 仅仅

只是打个探罢了。 所以他的双脚

绝不可能踏进任何一户人家的门

槛里， 而是每每站立在廊下的楼

窗前， 然后努力拔长头颈去把那

张满是络腮胡子的面孔搁在窗沿

口上晃动一下， 算是打过了招

呼， 随即发问一声： “镬里烧的

夜粥还是夜饭？” 见里头无有回

音， 遂又补充一句： “看样子，

又是一陶镬的夜粥在啵啵啵了。”

说罢转身离开， 继续下一

家。

按照这副式样， 阿良胡佬沿

着门廊一边走一边进行打探式的

访问。 上台门拢共二十几户人

家， 他要一户不剩地从楼窗口一

一探察过去， 从北边龙虎门踏入

台门之后开始的溜转， 溜转完毕

北侧的下槛檐， 再溜转东侧的上

槛檐， 接下来溜转南侧的下槛

檐， 最后穿越顶端的那扇龙虎门

出彀而去。 这样子算是巡视考察

任务全部完成， 嘴巴里洋洋得意

地开始哼唧绍剧 《三打白骨精》

里猪八戒巡山时候唱的那小曲

儿， 甩开二条光膀子， 踏着村中

央的石子路顾自己回家去， 去吃

自家镬里早已稠化的白米粥。

越地农家， 配夜粥所用的主

菜肴， 最为上乘者， 当属炒芝

麻， 也即常说的芝麻盐。 关于此

物， 斯地曾有这么一句谚语在流

传的， ———芝麻盐过白米粥， 长

毛来了不起座。

意思是说， 这“芝麻盐过白

米粥” 的美食搭配， 委实妙绝，

就算是碰到长毛土匪进屋来， 也

是断断乎不肯轻易起身让座的

了。 当然， 越地农家可配粥的菜

肴其实不少， 又岂止这盐炒芝麻

一份乎？ 譬如醉方腐乳过白粥，

马兰头过白粥等等的这一些， 也

都颇有讲究， 颇上名堂的。 只不

过那二分钱一块的腐乳毕竟需要

去供销社里买， 而马兰头又属仅

只在阳春三月里才能采办到的食

料， 显然都没有自家炒芝麻盐那

样的来得简单方便。

实际上， 真正的原味之粥应

当属于母亲少许撒放几粒盐花的

白粥。 这才充分保持了白米粥的那

一份糯而不乏微甘的， 稻米本真的

清香。 越地人喜欢称之为盐花粥。

幼时贪食， 进餐每每不知度的

掌控， 一不小心就会因喝这盐花粥

而喝得过饱了， 嚷嚷着要母亲用手

来轻揉一下。 只是每一次等到母亲

揉搓完我那结鼓鼓隆起的肚皮之

后， 少不得还会补充一句： “薄粥

灌大肚， 荒年自受苦！”

现在回想起来， 母亲当时说的

应该一些儿都没有错。 1945 年 11

月出生的我， 在刚学会自己捧碗喝

粥的时候， 这华夏大地之上所到处

呈现的， 还不是一片战乱夹杂饥荒

的凄凉景象？ 母亲用桑柴细火缓慢

熬制的白米粥， 以及显然因为没有

其他菜肴而仅只能播撒几粒毛盐添

味的盐花粥， 想必也非山里人在姿

兴发意地羡慕那一份稻米所固有的

本真的清香了， 而是出自于贫穷的

无奈。

春去冬來， 时过境迁。 自己喜

欢喝粥的习惯没有改变， 只是母亲

却已早早逝去。 她的那碗用桑柴细

火熬制的号称双弓米的白粥， 也就

只能成为留诸儿子脑际的一桩遥远

的回忆了。

■世象纵论

用自己的“痛”
治别人的“病”

□汪金友

有两个女孩， 在成都的郊区，

一边烤火， 一边拍了一段视频。 视

频的主要内容， 就是讲述她们“失

败” 的故事。

两个人都是某师范大学毕业，

而且是同班同寝室好友。 毕业 5

年， 一个曾经在互联网公司工作，

现在存款只有 5000 元。 另一位师

范本科毕业后， 又考到某传媒大学

读研究生， 梦想成为一名编剧。 而

现在， 她是成都一家火锅店的服务

员。

一个名牌师范大学毕业生， 工

作 5 年， 只有 5000 元存款。 即便

是在一个二线城市， 连半平方米房

子都买不了。 一个著名传媒大学硕

士生， 当不了编剧， 也就罢了。 竟

然沦落到一个火锅店去当服务员，

收入低不说， 还得整天让各种各样

的客人呼来喝去。

很多人都觉得， 她们混的“很

惨”， 她们的心， 一定会“很痛”。

师范大学毕业生， 起码当个老师

吧。 大城市的学校进不了， 就去小

城市。 小城市待不了， 还有县城和

乡镇学校接着。 一个月三五千工

资， 两个月就存款 5000 元。 传媒

大学硕士生， 那就更牛了。 可以考

公务员， 可以进新闻单位。 再不

济， 去个文化公司或网站搞策划，

也比在火锅店当服务员强百倍。

所以， 听了她们的故事之后，

不少人心里都感觉“很舒服”。 因

为自己的工作、 收入、 环境、 处

境， 可比她们“强多了”。 她有存

款 5千， 我有存款 5万， 自豪感立

即就涌上心头。 她在火锅店当服务

员， 我在机关里当公务员， 优越感

马上就油然而生。

有报道说， 两个女孩拍的这一

段视频， 点击播放量已经达到 480

万次， 治愈了几百万网友的“心

病”。 比如“好高骛远病”、 “举棋

不定病”、 “信心不足病”、 “频频

跳槽病”、 “怕苦怕累病”、 “互相

攀比病” 等。

可你知道吗？ 那两个女孩， 可

能正在偷着乐呢。 因为她们录制这

段视频的目的， 就是卖自己的

“惨”， 做别人的“药”， 用自己的

“痛”， 治别人的“病”。 你以为，

一个工作 5年的大学生， 真的只有

5 千元存款吗？ 也许买了车， 也许

买了房， 也许到处游山玩水。 没有

存款， 未必没有高品质的生活。 还

有那个火锅店服务员， 说什么打扫

卫生、 工资微薄， 实际那是曾经的

一份工作。 现在干什么， 人家没有

说。

这两个女孩的聪明之处， 就是

她们已经发现， 只有放低自己的身

价， 讲述自己的窘境， 以一个“失

败者” 的面目出现， 才更容易博得

别人的关注、 理解和同情。 如果讲

自己岗位体面， 工作轻松， 收入丰

厚、 有房有车， 她们的视频， 还会

有这么多人看吗？ 即便有， 后边也

会跟着一长串骂声。

现在有些人的心病， 就是看不

得别人的好。 眼看他起朱楼， 眼看

他宴宾客， 眼看他楼塌了， 大家都

高兴。 相反， 眼看他工作好， 眼看

他收入高， 眼看他威风八面， 得意

洋洋， 便会有很多人心里不舒服。

哼！ 凭什么呀？ 还不就是有关系，

会送礼， 能跑动。

其实， 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

都会有成功， 也会有失败， 有顺

境， 也会有逆境。 聪明的人， 不讲

自己的成就，掩盖自己的富有，越是

在众人面前，越装傻、装穷、装无知、

装无能。 所以防止了对别人的刺

激， 减少了生存和发展的阻力。

也有些人， 有了一些成就之

后， 便不在意别人的感受， 任意地

炫富、 炫权、 炫名。 结果， 给对方

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嫉妒之

心、 反感之心、 鄙视之心， 也迅速

滋生。 转过脸去， 就恨你恨得牙根

疼。 而用自己的“痛”， 治别人的

“病”， 不仅有利于生存安全， 也有

利于社会稳定。

■史海一勺

雍正倡言

节约粮食
□凡 夫

我国是一个农耕古国 ， 但在千百年

来， 常有先民们吃不饱的朝代 ， 清代亦

然。 因此雍正皇帝大力倡导节约粮食。

雍正二年 （1724）， 他专为剩菜剩饭

下了这么一道圣旨： “谕膳房， 凡粥饭及
肴馔等食， 食毕有余者 ， 切不可抛弃沟

渠。 或与服役下人食之， 人不可食者， 则

哺猫犬， 再不可用， 则晒干以饲禽鸟， 断
不可委弃。 朕派人稽查， 如仍不悛改， 必

治以罪。” 雍正为了节约粮食， 将剩余的
粥饭及肴馔从下人食到猫犬食， 再到禽鸟

食， 交代得一清二楚。 日理万机的皇帝专

门为剩菜剩饭的处理下一道圣旨， 这在几
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堪为绝无仅有， 可见他

对节约粮食的重视。

时隔三年 （1727）， 雍正皇帝又为禁

止浪费粮食再次发出一道圣旨， 云： “如

有轻弃米谷者， 无论首领、 太监， 重责四
十大板。 如尔等仍前纵容， 经朕察出， 将

尔总管一体重责。” 民以食为天， 节约粮
食一事关乎天下民生， 雍正严责之， 多少

体现出这位君主的 “以民为重” 意识， 当

然， 这一意识是以惧怕和防止 “民变” 为
逻辑前提的。 不是吗？ 我国多多少少的农

民造反岂不都是为了一张嘴？ 倘若连饭都
吃不饱， 还能苟活么？

现如今， 我国正迈向小康社会， 人民

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生活质量大幅度提升，

但节约粮食还是一个万不可轻忽的问题。

据统计， 全国每年浪费食物总量折合粮食
约 500 亿公斤 （相当于全国年粮食总产

量 1/10）， 委实令人痛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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