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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 A2 本司机 12 人
要求：男，三年以上驾龄，50岁以下，身体健康，待遇：4000元以上，

交五险，月休八天。工作地点：朔黄铁路沿线各站。
沧州市荣欣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兰女士 13784766417

9月 28日是目前社会主流
意见公认的孔子诞辰日，很多地
方都会在这天举办一系列祭孔
大典。圣人平生功业，如南宋朱
熹所言，“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
夜”。

孔子并非生来就是后世流
传画像上的那个长胡子老人，他
也从青年时代走来。那时候的他
虽然没有中年之后出任大司寇
掌鲁国刑政、打击权贵“三桓”势
力的惊心动魄，也没有周游列
国、推广政治主张的艰难困苦，
更没有修订六经、建立中华文化
道统的煌煌功业，但他为国为民
的家国情怀已经生根发芽，知其
不可为而为之的责任担当亦已
使命在肩。

并不幸福的原生家庭

按照当下的某些观念，孔子
的原生家庭很成问题，属于高开
低走类型。他祖上本是宋国王
室，后家道中落迁至鲁国。父亲
叔梁纥虽是没落贵族，但以勇猛
善战闻名于诸侯之间；母亲颜徵
在是叔梁纥的第二任妻子，比叔
梁纥小 40多岁；其家族是曲阜
大姓，故孔子家庭应属当地的上
流阶层。

在孔子之前，叔梁纥与前妻
施氏育有 9个女儿，和小妾育有
一个有足疾的儿子孟皮，都不能
承继香火。孔子是叔梁纥在 60
多岁时有的儿子，他是整个家族
的希望，本应有一个被视为掌上
明珠的幸福童年。

不幸的是，孔子 3 岁时，父
亲去世。母亲颜徵在为躲避与施
氏的复杂家庭矛盾，带着 3岁的
孔子离开乡间老家，搬到鲁国国
都曲阜城内的阙里居住。

虽然是单亲家庭，但母亲尽
力用勤劳的双手给幼年的孔子
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根
据孔子的天性因材施教。据司马
迁《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幼年
爱好与众不同，“为儿嬉戏，常陈
俎豆，设礼容”，不似一般儿童那
样喜欢玩耍，而是爱好摆弄祭
祀、宴会时用以摆放祭品的方形
和圆形俎豆等礼器，将其按照礼
仪制度摆放，然后练习磕头行
礼。

在当时的政治文化中，是否
通晓礼仪是区分社会阶层的重
要标志。据清人郑环《孔子世家
考》，颜徵在观察到儿子在礼仪
学习方面的兴趣和天赋，就“豫
市礼器，以供嬉戏”，用节省下来
的钱财为孔子购买标准制式的
礼器，让他学习礼仪制度，使之
成为将来摆脱家庭地位下跌颓
势、重返贵族阶层的阶梯。

被权贵当众羞辱

孔子与母亲相依为命 10多
年后，更大的打击来了。孔子十
六七岁时，母亲颜徵在因操劳过
度，在 30多岁的盛年与世长辞。
孔子严格按照礼仪料理母亲后
事，将父母合葬在曲阜东部的防
山，赢得周围人赞许。

世界上最疼爱孔子的那个
人走了，再也不会回来，十六七
岁的他要独立学习谋生。不久，
生活就狠狠地给他上了一课。

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
母亲去世不久，当时鲁国权势最
大的贵族季孙氏，大开宴席“飨
士”，请“士”及以上的所有贵族
赴宴参会。孔子虽然当时还在为

母亲“要绖”戴孝，丧服未除，但
考虑到自己作为闻名于诸侯的
武士叔梁纥之子，有资格参加这
次鲁国贵族聚会，且有可能在聚
会上重振孔家家声，就欣然“与
往”。

不料还没见到季孙氏，孔子
就被季氏家臣阳虎在季家门口
拦下。阳虎颐指气使，极为傲慢
地呵斥孔子，“季氏飨士，非敢飨
子也”，季家今天是宴请贵族名
流，并不是要请你孔子。阳虎此
话，等于是代表季家将孔子开除
出贵族行列。孔子连最低等的

“士”的资格都不被承认，“由是
退”，转身离开季氏家门。

阳虎的傲慢杀不死孔子，反
而让他变得更加强大。重振家声
的使命在前方召唤，而眼下最紧
要的是谋生。

平凡岗位上兢兢业业

据《论语·子罕》，孔子成名
后，负责国君宫廷事务的太宰曾
对孔子弟子子贡说，“夫子圣者
与？何其多能也”，孔子简直就是
个圣人，为什么能掌握这么多技
能！子贡为神化老师，回答道，

“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这
都是上天安排孔子成为圣人，才
让他拥有超凡技能。

孔子听闻子贡回答，不以为
然，没有自我神化，而是道出实
情，“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
多能鄙事”，这都是当年生活所
迫，每一项技能都是一段辛酸却
励志的往事。

据《史记·孔子世家》和《孟
子·万章下》，当年“贫且贱”的孔
子尽管被季家羞辱，但为了谋生
也必须忍辱负重，向季家低头，
毕竟季家几乎垄断了鲁国大部
分产业。孔子曾经为季氏做过

“委吏”，职责是管理仓库，料量
升斗，会计出纳。孔子将一笔笔
收支账目都计算、登记得清楚明
白，“会计当而已矣”。孔子后来
又做“司职吏”即“乘田”，管理牛
羊畜牧事务。孔子晨夕饲养，悉

心料理，“牛羊茁壮长而已矣”，
将牛羊喂养得膘肥体壮。

孔子深知，无论是管理仓库
还是畜牧牛羊，都只能解决眼下
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他还得掌握
更多技艺，“点开更多技能树”，
以求进一步发展。

在当时的贵族教育体系和
政治社交礼仪中，“士”要具备

“六艺”即礼（礼仪）、乐（音乐）、
射（射箭）、御（驾车）、书（书法）、
数（计算）六种技艺。孔子在幼年
时期就已经打下礼仪的基础，管
理仓库时又发展了“数”的技艺，
后来又通过自学和向人求教，相
继掌握了其他四艺。

尽管“六艺”俱通，孔子却相
当谦虚。据《论语·子罕》，孔子名
满天下后，有个叫达巷党的地方
的人听闻他“六艺”皆精，赞美道

“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
孔子是博学通才，不能用专家这
一名号限制了他的大才。孔子听
闻，对弟子门人言道，“吾何执？
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为
师哪有什么本事，会射箭吗，能
驾车吗，只是懂一点驾驶技术罢
了。

做君子儒，不随波逐流

不论后来的孔子如何谦虚
低调，他在青年时期的才气已经
逐渐为人所知。如此才子，自然
要有佳人做伴。据《孔子家语》，
孔子 19岁时，迎娶宋亓官氏为
妻。妻子家族和孔家一样，都是
早年由宋国迁至鲁国，故云宋亓
官氏。

当时孔子才气已经名满鲁
国，国君亦有耳闻。孔子婚后一
年，大约 20岁左右，妻子给他生
了个儿子。鲁国国君听闻孔子喜
得贵子，派人送上一条鲤鱼表示
祝贺。孔子便给儿子起名单字
鲤，字伯鱼，以答谢国君厚赐赏
识。

国君器重，国人看重，孔子
前程一片大好之时，却选择了一
条少有人走的路。

据《左传》，鲁昭公十七年
（前525），即孔子27岁的那年秋
天，附属于鲁国的小国郯国郯子
来朝见鲁国国君。鲁国大夫昭子
向郯子请教上古少昊氏时期的
官制情况，郯子详细地回答了来
龙去脉。孔子“闻之”，立即“见于
郯子而学之”，向他学习上古职
官制度变迁历史。学成后，孔子
对人言道，“吾闻之，‘天子失官，
学在四夷’，犹信”，我经常听人
说王权衰落，负责文化学术的官
员流散四方；我以前还不信，今
天算是亲眼所见，亲耳验证。

孔子眼见文化日衰、学术日
败，决心扭转这种颓势。他 15岁
即“志于学”，但在这之前所学只
是为稻粱谋、为一己一家生存
计，正如他后来对学生子夏所
言，是为“小人儒”，学习“六艺”
只是为谋生进身之途。在此之
后，孔子要做“君子儒”，将对“六
艺”具体技巧的学习，上升到探
求其渊源流变、是非得失和意义
所在，以超越时代、会通古今。他
向鲁国乐官师襄学琴，从《文王
操》乐曲中体察周文王的为人风
貌和济世情怀。孔子的学问目
的，不再是“至于谷”，即求得一
人高官厚禄、重振家声，而是以
明道、行道为操守，以天下苍生
为己任，以江湖庙堂为依归。

孔子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
各类典章制度，不放过任何请教
的机会。据《论语·八佾》，孔子进
入鲁国祭祀先祖周公的太庙，

“每事问”，什么事情都要问个明
明白白。有人就讽刺道，“孰谓鄹
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
问”，都说“鄹人”，即叔梁纥之子
孔子是礼仪制度的权威，可是他
进入太庙后什么事都要问别人。

孔子听后不以为意，言道
“是礼也”，遇事不懂就问才是
“礼”，我的做法才合乎“知之为
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学问态度。
当然，也有钱穆等学者认为这段
对话有另外一层意思，是孔子用
反问语气讽刺鲁国太庙很多祭
祀活动不符合真正的礼仪，用故

意向别人求教的方式，唤醒人们
对太庙种种非“礼”行为的注意。

一些学者还认为，孔子在青
年时，还曾到周天子所在的洛阳
学习周礼和古文献。鲁国国君赐
给孔子一个童仆、一辆车、两匹
马，资助他千里赴洛。孔子在洛
阳还与老子相会，探讨学术。当
然，孔子赴洛阳的具体年龄，以
及是否真的见到老子，在学术界
也都有争议。

创办平民教育，
抱定一生志向

孔子在求学的过程中推己
及人，开始关心底层百姓的教育
问 题 。他 作 为 最 低 等 的 贵 族

“士”，遇有疑难可向郯子、师襄、
老子等人请教解惑，但在当时

“学在官府”、贵族垄断学术文化
的教育格局中，平民子弟并无接
受教育的机会。

30岁的孔子决心改变这种
不公平局面，他开始创办私学，
授徒设教，以“有教无类”的理念
广泛招收平民子弟入学，打破了
日渐没落的贵族在教育问题上
建立的护城河，由此成为中国历
史上第一个职业教育家，被后世
尊为至圣先师。

如《论语·述而》所言，“自
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只要送上一束干肉的薄礼作为
学费，都可拜入孔子门下接受
教育。创办平民教育的孔子，抱
定一生志向，教人立身之道，培
育家国情怀，子路、颜路、曾点
等早期弟子相继投奔而来。鲁
国贵族孟僖子也派两个儿子孟
懿子、南宫敬叔拜孔子为师，向
他学礼。

前方有星辰，眼中有光芒，
心中有仁爱，脚下有长路。三十
而立，逐步迈向 40岁门槛的青
年孔子已然不惑，已经有了面对
未来一切未知、责难、不解的底
气和坦然，即将如“如日月之明”
（北宋程颢语），照亮万古长夜。

据《中国青年报》

原生家庭不幸福、被权贵羞辱、工作很普通……

30岁前的孔子在干些什么

99月月1919日日，《，《论语论语》》主题展在山东曲阜孔子博物馆开幕主题展在山东曲阜孔子博物馆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