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载捉襟见肘
“捉襟见肘”这一成语中的“襟”指衣襟；

“肘”即胳膊肘。整个成语的意思是：身上穿的
衣服很破烂，拉一下衣襟就露出了胳膊肘儿。
以此比喻人的生活十分穷困，穷于应付。

典故出自战国时宋国人庄周的著作《庄
子·让王》：“曾子居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
绝，捉襟而肘见，纳履而踵决。”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春秋时期，孔子的弟
子曾参隐居不仕，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他住
在卫国，面容憔悴，手脚都长满了茧子，衣服破
烂不堪，十分困顿，有时连续三天不生火，十年
没做新衣服，正一正帽子，帽上的缨绳就断，拉
一下衣襟，胳膊肘就露出来了。

关于这一成语，有一个故事。曾参是黄帝
的后代，也是夏禹王的后代，是春秋时鄫国（缯
国）太子巫的第五代孙。父亲曾点（又称曾
皙），母亲上官氏。曾参于公元前505年10月
12日（周敬王十五年，鲁定公五年）生于东鲁，
移居武城，十六岁拜孔子为师。他吃苦耐劳，
勤奋好学，很受孔子喜爱，颇得孔子真传。他

积极推行儒家主张，传播儒家思想，是孔子的
孙子孔伋（字子思）的老师，又将孔子的思想传
授给孟子。因之，曾参上承孔子之道，下启子
思、孟子学派，对孔子的儒学学派思想既有继
承，又有发展和建树，是孔子学说的主要继承
人和传播者，在儒家文化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
要地位。他在孔门弟子中的地位原本不太高，
不入“孔门十哲”之列，直到颜渊配享孔子后才
升为“十哲”之一。然而他以自己的建树，终于
走进大儒殿堂，与孔子、颜子（颜回）、子思、孟
子比肩共称为五大圣人。之所以能达到这种
境界，是因为他有许多美德，其中之一就是安
贫乐道。《庄子·让王》说，他曾一度居住在卫
国，那段时间，他的日子非常艰苦，穿的是用乱
麻絮做的袍子，破烂不堪，甚至分不清衣服的

表里来。十年之内没做过一件新衣服。他戴
的帽子太破旧了，以致正一正，系帽的绳带就
断了；一拉衣襟，就露出了胳膊肘；一穿鞋，鞋
后跟就裂开。生活穷困得有时连饭也吃不上，
经常一连三天不生火做饭，原因就是因为家里
无粮，揭不开锅。他忍饥受饿，以致脸上浮肿，
带着病容，手掌脚底都长满了老茧。虽然如此
穷困，但他并不因此而忧愁，因为他坚信自己
的操守是对的，过得仍然很乐观，时常拖着破
鞋，高歌《商颂》，声音洪亮，充满天地，好像是
从金石制作的乐器中发出的。他穷困到这种
地步，却仍然坚持自己的操守，天子不能使他
为臣子，诸侯不能和他结交朋友。他过着自由
自在的生活。庄子对他很称赞，以他为例说：
注意培养心志的人会忘掉形体，注意养身的人

会忘记利禄，而致力于大道的人会忘掉心机。
曾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观，省

身、慎独的修养观，以孝为本的孝道观，影响了
中国两千多年，至今仍具有极其宝贵的社会意
义和实用价值。孔子去世后，曾参聚徒讲学，
有不少弟子，著述有《大学》《孝经》等儒家经典，
后世儒家尊他为“宗圣”。唐开元二十七年（739
年）追封他为“郕伯”。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
年）加封“郕侯”（一作瑕丘侯）。元至顺初年加
封为“郕国宗圣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宗圣”。

“捉襟见肘”这一成语就是从《庄子·让王》
中的“曾子居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
襟而肘见”而来的。成为成语后，被广泛应
用。如：“平时所过的早就是捉襟见肘的生活，
更哪有什么余钱来做归国的路费呢？”（郭沫若
《学生时代·创造十年》）“如果说这一措施成功
地满足了欧盟前三次扩大产生的语言需求，那
么，在欧盟第四次扩大后，以及中东欧国家入
盟前景明朗的情况下，翻译大军再一次变得捉
襟见肘了。”（2016 年青海省考《行政职业能力
测验》模考试卷三） （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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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地换届的陆续完成，一批年轻干部陆
续走上领导岗位。9月1日是开学第一天，习近平
总书记也来到中央党校，向正在这里学习的中青
年干部培训班学员发表重要讲话，用一堂“开学第
一课”对年轻干部发出号召、提出要求、作出动员。

“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培养选拔优秀年
轻干部，是关乎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
运、人民福祉的百年大计。好干部的成长，一靠
自身努力，二靠组织培养。习近平总书记在这堂
课上，对广大年轻干部提出的要求，寄予的厚望，
蕴含着修身立德、做人为政的深刻启示，对新时
代年轻干部正确走好成长路，意义重大。

年轻干部成长，要坚定走好忠诚信仰路。中
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始终是有崇高理想和坚定
信念的党。年轻干部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站位就
高了，心胸就开阔了，就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始
终对党忠诚。因此，坚定理想信念是终身课题，
年轻干部需要常修常炼，要信一辈子、守一辈子。

年轻干部成长，要坚定走好终身学习路。善
于学习，就是善于进步。政治上的坚定、党性上
的坚定都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年轻干部往往
存在知识不够、眼界不宽、能力不强的不足和问
题，想要尽快成长起来，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
论武装，抓好理论学习这门必修课。要把学习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重中之
重，发扬“挤”和“钻”的精神，全面系统学，及时跟
进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舍得下功夫读原
著、学原文、悟原理，善于总结，努力做到学、思、
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年轻干部成长，要坚定走好一心为民路。人
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各级领导干部都是
人民的勤务员，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
共产党人的不变初心。年轻干部要怀着强烈的
爱民、忧民、为民之心，虚心向群众学习，真心对
群众负责，热心为群众服务，诚心接受群众监督，
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真
正同人民结合起来。

年轻干部成长，要坚定走好清正廉洁路。为
政之道，修身为本。年轻干部要牢记清廉是福、
贪欲是祸的道理，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
益观，严以自律、怀德自重、慎独慎微，任何时候
都要稳得住心神、管得住行为、守得住清白。要
牢记我们共产党人为的是大公、守的是大义、求
的是大我，更要正心明道、怀德自重，始终把党和
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做一个一心为公、一身
正气、一尘不染的人。

年轻干部成长，要坚定走好斗争担当路。坚
持原则是共产党人的重要品格，是衡量一个干部
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共产党人讲党性、讲原则，
就要讲斗争。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能含糊、决不能
退让，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
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
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这才是堪
当重任的好干部。干部成长没有捷径可走，年轻
干部更应多到艰苦岗位和基层一线去锻炼，接地
气、经风雨、见世面，在摸爬滚打中增长才干，在
层层历练中积累经验，用知重负重、攻坚克难的
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赤诚。

■朱付兴

年轻干部要上好“第一课”走好成长路

网络上出了个新词叫“求锤得锤”，意即爆料
人爆出某名人一些丑闻后，铁杆粉丝们不信，要求
用证据说话，于是爆料人晒出证据，打脸粉丝。这
里的“锤”指证据。这个词来源于“求仁得仁”的
变形。《论语·述而》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意
思是求仁德便得到仁德，又有什么好抱怨的。比
喻想要什么就得到什么，理想和愿望得到实现。
后来，人们又引申出了求知得知、求智得智、求财
得财、求才得才、求胜得胜、求败得败等。

还有一个新词叫“求捶得捶”，虽不大流行，
但类似之事却屡见不鲜，时有耳闻。这个捶是捶
打捶击的意思，谁追求被捶就得到了被捶，皮子痒
了就挨一顿胖捶。形容一些人活得不耐烦了，没
事找事，胡作非为，结果是自讨苦吃，自作自受，自
取其辱，不仅收到可悲下场，还成为众人笑柄。

安徽蚌埠那个狂妄的徽州宴老板娘，仗着有
几个臭钱，就不知天高地厚，纵狗欺人，大话欺
世。结果是既犯众怒，又违法纪，不仅自己被依
法行拘，引发网民的口诛笔伐，还牵连到她所在
酒店被公众抵制，生意一落千丈，由昔日的食客
盈门，车水马龙，到如今的门可罗雀，无人问津。
这就是典型的无事生非，“求捶得捶”。

还有那个殴打两个院士的董事长，平素在单

位里称王称霸惯了，颐指气使，威风八面，老子天
下第一。这回借酒撒泼，大打出手，看来他是不
想干了，干腻了，想换个生活方式。那就“求捶得
捶”吧，后来的罢官、撤职、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批捕，捶捶相连，都是实捶，一条也没有少。不知
他后悔与否？

一个姓张（张哲瀚）的明星，本来正干得风生
水起，却鬼迷心窍，跑到日本乃木神社参加婚礼，
发布在靖国神社前的合影，这是冒天下之大不
韪，严重伤害了国人感情。说明他是不想在演艺
圈里混了，那就请卷铺盖走路。即便还赖在圈里
不走，那日子也不好过了，“小鲜肉”有的是，谁还
会再用一个有劣迹的演员？他这个结局也是“求
捶得捶”，一捶定音。

“求捶得捶”，如果换句话说，就是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种桃李者得其实，种蒺藜者得其刺”，

“谁种下仇恨他自己灭亡”。推而广之，那些落网
的贪官污吏，那些触犯刑法的犯罪分子，那些方
方面面为非作歹的求捶得捶者，不论下场如何，
命运怎样，他们都怨不得谁，要怨也只能怨自己
无法无天，罪有应得，放着好日子不好好过，偏要
犯贱生衅，自取灭亡，这也就是《尚书·太甲》里的
那个话：“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明天是郁达夫先生的忌日，想
说几句话。

76 年前的 1945 年 9 月 17 日，
日本投降已经半月，在印尼的苏
门答腊岛，中国商人、“赵豫记酒
厂”老板赵廉，被日本人活活掐死
在荒郊丛林里。

老板本不姓赵，他就是在中国
叱咤风云的作家郁达夫。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
累美人。”文学天才、中国卢梭、诗
人气质、感伤颓废、婚恋风波……
至今坊间还在议论郁达夫者，不
外乎以上几个关键词。

然而，大家或许不知道，2014年
9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民政部
公布了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
战、为国捐躯的 300 名著名抗日英
烈名录，郁达夫先生名列其中。

而且，遇害之前，他在印尼是
著名的爱国商人，陈嘉庚等大人
物都得到过他的保护。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
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
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
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
隶之邦。”这是郁达夫最经典的鲁
迅论——脍炙人口的“横眉冷对
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联，
是“达夫赏饭”之后的“打油”。世
人皆知的“无情未必真豪杰”一
首，同样是“达夫先生哂正”——
鲁迅 12 岁时爷爷入狱，15 岁时父
亲病故，很快从“公子哥”变为“乞
食者”。郁达夫出生在一个“不曾发
迹过的破落乡绅”家庭，3 岁丧父，

“所经验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
饿”。同病相怜，遂成为“铁磁”。

1914 年到 1922 年，留日 8 年，
郁达夫依旧是穷学生一个。“自叙
传”小说《沉沦》，把游子的“性”与
对于祖国的爱交织在一起，清晰
地揭示了彼时“零余者”即正直、
善良、清贫的知识分子共同的命
运。而“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
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
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
呢”的带血的呐喊，显然同样昭示
着作者本人经济的困窘。

回国后，这位全才小说家在安
庆的专科教过英语，在北大讲过
统计学，在武昌师大和中山大学
教 过 文 学 ，但 是 同 样 没 有 富 裕
过。但即便“袋中无钱，心头多
恨”，大冬天还是一件“资深”旧棉
袍，郁达夫仍然慈悲为怀。一段
现代文学掌故至今尚为人传诵。

1924 年 11 月 13 日 ，大 雪 纷
飞。“北漂”青年沈从文正用棉被
裹着双腿坐在桌前写作。日前，
他写信给几位知名作家，倾诉衣

食无着的窘境。随着门响，进来
身材瘦削的郁达夫。郁达夫邀沈
从文到附近一家餐馆吃了饭，5 块
钱付饭费，找回 3 块 2 毛多全给了
沈从文，还将自己的围巾围在沈
从文的肩上，告别时说“你会成为
大作家的”。回到住处，沈从文禁
不住失声痛哭。直到晚年，回忆
起这段往事，沈从文的眼里还是
充满了泪光。

抗战洪波涌起，郁达夫踊跃前
驱。1937 年 8 月，“福州文化界救
亡协会”成立，郁达夫被公推为理
事长。1938 年，应《星洲日报》邀
请，他前往新加坡从事抗日宣传。
任《星洲日报》主笔期间，他发表
了 400 多篇政论、杂文等，宣传抗
日。新加坡沦陷后，他与28位文化
界人士流亡到苏门答腊岛。

为了躲避日寇迫害，郁达夫隐
藏身份，化名赵廉，担任酒厂老
板，胡愈之当会计。与王映霞分
手后，郁达夫娶了只会讲印尼语、
年仅 20 岁的华侨女子何丽有为
妻。俨然是一个“商业土著”。

郁达夫把白酒命名为“双清”
和“初恋”两个品牌，卖相颇佳。

善交朋友而很有酒量的郁达
夫，开酒厂之后却滴酒不沾，他担
心酒后失言，暴露身份，掩护不了
抗日同胞。

到 他 家 饮 酒 者 也 有 日 本 宪
兵。郁达夫总是叫妻子拿出特制
的烈酒，并一再劝酒，直至日本人
大醉。他常常愤恨地说：“让这种
高度酒慢慢毒死这些坏东西！”妻
子也常为丈夫的血气而自豪。

遗憾而无奈的是，郁达夫的日
语好得日本人都惊叹。于是，被
迫做了日本宪兵队的翻译，为期
半年多。尽管利用这一职位保护
了陈嘉庚等进步侨领和地下党
员，但是，作为日寇罪行的“知情
者”，日本人绝不会放过他。果
然，不久就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丈夫遇难后，妻子何丽有才知
道，夫君竟然是大名鼎鼎的中国
作家郁达夫。

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
士。1983 年，民政部授予郁达夫
革命烈士证书。

“十年孤屿罗浮梦，每到春来辄
忆家。难得张郎知我意，画眉还为
画梅花。”这是郁达夫 1945 年的诗
句，是他最后的诗作。据说起因是
作者一位生前友人，于抗日战争胜
利后寄给郭沫若一诗画的影印照
片，画幅上是倒垂梅枝，时方著花，
有一画眉栖息枝端——好可惜郁
达夫没有看到明丽自由的中国。

记起了郁达夫

“求捶得捶”又何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