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载事亡如存

“事亡如存”中的“事”为服侍、伺候的意
思。“亡”指死过的长辈，“存”指生存。这一成
语是说：侍奉已经去世的长辈，好像他们在世
时一样。古时认为这是子孙应尽的孝道。

典故出自孔子的孙子孔伋在宋国所著的
《中庸》。西汉时，《中庸》被商丘人戴圣选入
《礼记》。《中庸》言：“子曰：‘武王、周公，其（大
概之意）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
人之事者也。春秋（春秋两季祭祀祖先的时
节）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进献）
其时食。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宗庙安放神
位的次序，左为昭，右为穆，始祖居中）也。序
爵（按爵位高低排序），所以辨贵贱也。序事
（安排行祭礼时的职事），所以辨贤也。旅酬下
为上，所以逮（及，即祖先的恩惠下及晚辈）贱
也。燕毛（指宴饮时按照头发颜色的深浅来别
长幼，排座次。燕：通“宴”），所以序齿也。践
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
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礼，
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
明乎郊（古时冬至天子祭天为郊）社（古时夏至
天子祭天为社）之礼、禘（天子宗庙五年一次的

大祭）尝（每年秋天的常祭）之义，治国其如示
诸掌乎！’”

这段话的意思是：孔子说：“周武王和周公
旦真是最守孝道的人啊！守孝道的人，善于继
承先人的遗志，善于继承先人未完的功业。他
们在春秋两季，修缮祖上庙宇，在庙里陈列祭
祀器具，摆设祭祀服饰，贡献应时的食品；宗庙
祭祀的礼制，是要排列父子、长幼的顺序。按
官爵排列次序，就可以分辨出贵贱，按职位排
列次序，就能分辨出贤与不贤；敬酒时晚辈先
向长辈举杯，这样祖先的恩惠就会延及到晚
辈；宴饮时按头发的黑白次序坐，这样就使老
少有次序。站在应该站的位置上，行先王传下
的祭礼，演奏先王的音乐，尊敬先王所尊敬的，
亲爱先王所亲爱的。侍奉死者如同侍奉活着
的人，侍奉亡故的人如同侍奉现存的人，这是
最高境界的孝啊。郊社祭礼，是用于侍奉上天
的。庙宇的祭礼，是祭祀祖先的。明白了郊社

的祭礼，大祭小祭的意义，治理国家就如同看
手掌一样容易吧！”

对于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中的“达”，
《辞海》说：“达者常行不变之谓，言孝道之恒久
不变也，故下言武王之继志，周公之述事。”顾
炎武《日知录·达孝条》说：“达于上下，达于幽
明，所谓‘孝弟（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
无所不通’者也。”意思是孝道无所不通，总言
武、周之孝，为天下万世所通，故称曰“达”，“以
其能尽伦尽制，贯幽明，格上下，合乎天理人心
之所同然也”。中庸甚多用“达”字处，“达”义

“通达”，有“公认为”之意。武王周公为达孝，
是大众所公认的孝子。

孔子论述武王、周公上成先祖之德，修其
宗庙，行郊社之礼；阐明孝是人的一般的道德
规范，通至家国天下，其意义甚大。南宋理学
家陈淳说：“通天下皆称之，非一人私谓之孝
也。”南宋后期著名理学家真德秀说：“舜之孝，

如天之不可名，故曰大；武王、周公之孝，天下
称之无异辞，故曰达。”天下之人公认他们为
孝，而非一人私称之为孝。

周公上继文王、武王的圣德，是孔子心目
中最敬仰的圣人之一，他修其宗庙，行郊社之
礼，以孝治国，所以天下之人都称他达到了孝
的最高标准。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孔子按照周公
的定制，要求人们对父母尽孝，做到“生，事之
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当年周公自
己率先遵守，在他的要求和影响下，后来形成
了制度，上自天子，下至老百姓，都照此而行，
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被传承了下来，对于增
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具有重大意义。

尊老爱幼、妻贤夫安，母慈子孝、兄友弟
恭，耕读传家、勤俭持家，知书达礼、遵纪守法，
家和万事兴等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铭记
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
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
力量，是家庭文明建设宝贵的精神财富。

例句：“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像其
生以送其死也。故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终始
一也。”（《荀子·礼论》）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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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情偶寄

诗风词韵

老祖宗谚语说：“腊八祭灶，年就来到！”
随着冰消雪融，大地回暖，草芽吐蕊，腊八过
了，年的脚步近了！

是的，河北部分地区发生的疫情给人们
的心头蒙上了些许阴影。有人慨叹，年味在
逐渐地淡去，为啥会有这种感觉呢？现在的
生活条件比过去有了极大的提高，过去好多
东西在乡下农村十分匮乏，平时是舍不得吃，
舍不得花钱买家去的，一定到过年的时候才
舍得到集市上割几斤肉，凭布证扯几尺布做
身新衣裳，在正月初一那天走向街头炫耀一
番。现在，衣服买来穿上几天，一看不新潮，
随手脱掉扔垃圾桶里了。白面馒头现如今成
了最普通不过的食物了，而在过去，白面的蒸
馍，不逢年过节，那可是吃不上的。

在我的记忆里，过年，过的是什么？爹娘
不停地奔波操劳，就是为了给我们更好的物
质生活，然而，由于窘迫生活条件的限制，只
能等到过年的时候，把平时给孩子们积攒的
东西，连迎新年，一起放到孩子的面前。于
是，孩子们会天真地认为，这是年给他们带来
的好运气，其实，在我们天真烂漫的心灵里，
怎会想到爹娘的辛劳和苦心呢？

过年了，大人会老早就给孩子们准备和
张罗了。做一件新衣裳，不会等到过了腊八

才做的，一入冬天，农闲了，就开始把籽棉晒
干捡净，用肩扛着，用独轮车推着，到十多里
外的县城找弹花弓弹成棉絮，再到供销社扯
几尺花格布，请裁缝师给孩子们量身高，比画
布的尺寸，然后连天加夜给孩子们做新棉
衣。有的家长不会做，就提前把布料和新棉
絮送到缝纫铺，排队等待人家给做新衣服了。

老家过年，已经和勤劳一起固化成了程
序，腊八祭灶清扫厨房，腊月二十蒸馍煮肉炸
丸子，腊月二十二请人写春联，二十八贴春
联，除夕夜全家吃团圆饭看春晚，正月初一走
村串户拜大年，程序化的过大年，给我的童年
留下了触手可及的期待和憧憬。然而，随着
人们礼俗文明的进步，好多程序化的过年习
俗也逐渐剔除了，如燃放鞭炮，给祖上神灵跪
拜磕头，等等。为了环保，提高大气质量，
这些千年留下的陈规陋习也离人们远去了。
过去，许多东西只有过年才会有的，现在已
经在平时摆满商场了，买新衣，还等到过年
吗？如今，每到开饭前，卖白面馒头的不分
春夏秋冬，沿村串巷叫卖上门，热腾腾的馒
头随买随到，还有多少人会自己为了过年蒸
馒头呢？

年是记忆中的温馨，年是藏在心里的期
盼，有了温馨，有了期盼，年味还会淡吗？

祝福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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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震落童谣的红爆竹
爬树掏鸟的顽皮
下河捉鱼的童趣
都随声声爆竹炸开
趁着春风
贪恋着大地的体温
脱掉红兜
童年便熟落了

春节是亲情碰杯的年夜饭
陈年的老酒
馨香的新米
釆撷来无数的亲情
把牵肠的思绪
幸福的脸庞
融进一个民族的喜悦
在这一刻团圆

春节是归人停靠的港湾
穿越浩瀚戈壁的驼队
滑在茫茫林海的雪橇
驶过滚滚江流的巨轮
奔在辽阔平原的汽车
此时都驶入这春天的港湾

春节是描绘村庄的春联
写满暖意和吉祥
春风唤醒了田野、山岗
候鸟衔绿了小村的传说
老农为溢满的粮囤
穿上了“丰”字红衣
青年为新买的轿车
贴上了“喜”字彩头
小村以简练的汉字
表达着春节的祝福

春节是传递甜蜜的甘蔗

岁月的风雨
一节节拔高
锄头上的收获
一节节归仓
这甘甜来自漠北的边关哨卡
来自海南的山崖篝火
来自西气东输的新丝路
来自南水北调的清流
一节比一节甜地传递着
传递着中国年的红红火火

那一天

■零度

那一天，
我第一次虔诚跪地，
把兰香点燃。
那一夜，
我眼睁睁盯着袅袅香烟晕染房间。

那一刻，
我冷冰冰双手放在胸前，
不为超度，
只为能触摸渐去的温暖。
那一会儿，
我匍匐在桌案，
细数燃烧的烟梗，
只为丈量陪伴多远？
那一次，
我仰望青天，
让声嘶力竭的哀嚎响彻乡间，
只为引领两点一线，
常回家看看。
那一夜，
我磕长头，
亲吻尘埃，
忘记了所有，
抛却了信念，
舍弃了繁华，
只为搭建天堂生存的几许空间长眠。

一株苦楝

■孙哲

即便自己终卑微为尘角的一株苦楝
请你相信我不弯的骨头
也会将每一根枝条伸向天空的高远
在被世俗淹没的角落
用一生的沉默拥抱月光无声的忧伤
用卑微的激情撷取太阳最后的温暖
在这个背叛一切的世界
或许你的高傲终将结出无知的果实
而我的每一片叶子
都将在风雨齐来的季节里吹呼
用沸腾的热血谱成生命最强的呐喊

腊月的日子数着过，一个转身，小年早在
眼前晃悠了。儿时的记忆也随之而来，如潺
潺的泉水流动了起来，清澈见底。

那时候日子虽然清贫，小年的味道却很
浓郁，经得起岁月的咀嚼。

在我们老家，我们都是在腊月二十四这
天过小年的，因为这一天也是“送灶爷”的日
子。

记忆中的小年是大扫除的代名词。腊月
二十四这天，灶王爷要升天向玉皇大帝呈奏
每个家庭的祸福，到除夕夜再返回灶台，奉旨
惩奖，所以这天我们一家四口齐上阵。母亲
是擦玻璃的魔术师，崭新的湿抹布轻轻一擦，
玻璃顿时被水汽所笼罩，外面的世界变得模
糊起来。紧接着,母亲再用干的抹布一擦，水
汽渐渐褪去，母亲再哈几口气，再用干抹布一
擦，霎时，窗户变得明亮起来，一缕暖阳穿过
了窗户，走了进来，背靠墙壁，端坐在土炕上，
又将母亲的微笑投影在窗户上。我和哥哥则
负责打扫屋檐和蜘蛛网，正所谓“兄弟齐心，
其利断金”，我扶梯子，哥哥扫尘，他手持笤
帚，用力一挥，横扫灰尘，像极了一位驰骋疆
场的将军。而父亲就是运输队长，给我们提

水，倒垃圾，毫无怨言。待一切打扫干净以
后，哥哥在灶台摆上年馍、甜品、瓜果，焚香叩
拜，祈求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

记忆中的小年也是美食的盛宴。年馍、
肉食、菜汤、水果、饮料……不同的味道在空
气中弥漫，在眼前飘来飘去，胃里的馋虫也随
之蠕动了起来。不过，最能勾起回忆的，还是
母亲做的擀面条。因为每一条都是母亲用爱
擀出来的，用心煮熟的，吃完一碗还想再来一
碗，令人回味无穷，每当想起母亲，它总能飘
香我苦涩的乡愁。

记忆中的小年是一首诗，清新自然，把韵
押在日子里；它是一幅画，画风脱俗，勾勒出
老家的房子和小院；它是一首歌，歌词简短，
唱响欢快的节奏。

往事如烟，儿时的很多记忆如空中笼罩
的烟雾，越来越模糊，只是，关于小年的记忆
依旧很清晰，像一杯时光酿造的美酒，时间越
久，味道越醇香，充满了无尽的快乐和温馨。

如今，身处异乡，欢乐的童年记忆，青涩
的岁月，在生命里如隔两岸，童年永远停在了
彼岸，而岁月转瞬即逝，永远也回不到当初
的模样了。

■马官平

记忆中的小年

■王甫海

年的脚步，近了

馨香一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