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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事，本无常。坏事有时变好，好事也可能
变坏。这不，尼山圣源书院出了糗事：颁错奖了。

一
书院在尼山脚下。从书院西望，五峰连峙，中

为尼山。
尼山树不参天，水不浩渺，石不嶙峋，貌不巍

峨。然而，尼山孕育了孔老夫子。
糗事发生在去年8月。
这天是周日，天高云淡，风轻气爽。绕过明德

堂，推开演讲厅。嗬，满屋子人。台上的，着短袖，戴
眼镜，模样斯文，人称赵教授。台下的，大娘挨大
爷，媳妇抱娃娃，孩子挂鼻涕，都是书院邻居，北东
野、夫子洞、周家庄村的。

赵教授绘声绘色，台下人泪眼朦胧。这个赵教
授很会侃大山，每讲《弟子规》，都能赚眼泪。

赵教授大名法生，哲学博士，中国社科院宗教
所儒教研究中心秘书长。头衔这么长，百姓记不
住，只叫赵教授。他每隔十天半月，来讲《弟子规》。

赵教授讲完课，陈洪夫走上来，他是书院专职
副秘书长。

嗯哼！陈洪夫清了下嗓子。乡亲们哪，赵教授
辛苦，大伙儿认真，《弟子规》讲了半年，你们在家
敬老爱幼，出门睦邻友好。经村里推荐，今天表彰
几位，以资鼓励。

听说要发奖，台下的脖子长了一截。
老庞、老朱，你俩搭个手。陈洪夫一招呼，上来

俩人。敦实者庞德海，村支书。瘦高者朱伯宜，退休
教师、书院义工。

赵教授念到谁，谁上来。陈洪夫说。
台下正襟危坐。
孔令英。赵法生对着本子念。
在这呢。声音有点尖锐。一个中年女子，嚯地站

起，两边一扒拉，腾腾走到台前。看模样，精明泼辣。
咦，咋给她发奖？油锅里蹦进一滴水，台下交

头接耳，嗡嗡声起。
赵法生诧异，看看名单。没念错啊，是孔令英。
庞德海皱眉，朱伯宜咧嘴，都表情困惑。
奖品两样：一件汗衫，一本《弟子规读本》（赵

法生注）。
孔令英麻利接过，正欲离开，陈洪夫请她稍

等。
孔手捧奖品，面朝台下，眼含喜色，表情坦然。
刘德娥。赵法生接着念。
在哩。应答者，大眼弯眉，年近八旬。她有四

子，婆媳和睦，妯娌团结。选她，没得说。
庞德祯。
我是。立身者，耄耋老叟，面如枣核。虽然孤

寡，性格开朗。
孔庆真。
来喽。五十开外，拖着瘸腿。有人搀一把，有人

说小心，端的好人缘。评她，全村人服气。
孟庆霞。
哎。圆脸短发，三十五六，侍候老、怜爱小，嘴

巴甜、口碑好。
五人一字排开，四人面含羞涩，一人脸色绯

红。
台下表情怪异，嗡嗡声有增无减，空气躁动不

安。
错了，搞错了。庞德海捅捅赵法生，悄声耳语。
哪错了？赵法生不解。
不是这个孔令英。
不是写着孔令英吗？
俺村有两个孔令英。
这是咋搞的嘛？赵法生叫一声苦。
朱伯宜凑过来。要不，把奖品收回？
陈洪夫摇头。不妥不妥，当着恁多人，哪能扇

人脸？好在奖品还有，再发一份。
赵法生干咳一声，找了个台阶。乡亲们哪，我

漏报了一个，还有一个，也叫孔令英，来了吗？
来了。七旬老太，慈眉善目，悠悠而起。
台下人愣了会儿神，爆出一阵哄笑。
台上孔令英，脸皮渐渐僵硬。
庞、朱对视一笑，挤眉弄眼。
让我们用热烈掌声，向他们表示祝贺！赵法生

带头鼓掌。
掌声稀稀落落。
散会！陈洪夫尴尬收场。
头个孔令英头一拧，夺门而出。
笑声乍起，叽叽喳喳。
嘻嘻，咋有脸上台领奖哩。
哈哈，也不撒泡尿照照。
她能领奖，全村人都有奖。
叫她把奖品退回来！

二
一件汗衫一本书，论价不过三四十，错便错

了，哈哈一乐，乡里乡亲，何必较真？
别怪乡亲刻薄。北东野属圣水峪镇，圣水峪属

泗水县。泗水有句俚语：老屎不臭，搅搅臭。话糙，
在理。

北东野的孔令英，沾了一砣“老屎”。
东野乃复姓，原姓姬，周公姬旦长子伯禽之

后。西周时，伯禽生幼子鱼，鱼受封食采邑于东野，
后人遂以地名为姓，世居尼山脚下。

不知何朝何代，东野氏忽然蒸发。如今，隔条
小沂河，两个东野村，仅剩一位东野氏，八旬老妪，
无后，居南东野，已弃复姓，单姓东。自她之后，南
北东野村，再无东野氏。

诡异的是，前些年，北东野打井，地下五六米，
白骨累累，还掘出墓碑。碑文称，东野后裔有 400
人。

莫非突遭灭顶之灾？人祸抑或天灾？无从考
察，不得其解。

今日北东野，均为外来户。错领奖的孔令英也
是外村人，夫家姓庞。丈夫传光，上有老父，下有俩
弟：传成、传民。传光寡言倔性，耳软惧内。偏孔氏
强悍，无理占三分，吃不得亏，邻家鸡飞过，恨不得
拔根毛。

传光娶亲后，分开另过，庞父跟着传成。庞老
汉有两亩树林，见传成日子紧巴，给了他。孔令英
恼了，怪公爹偏心，撺掇丈夫，与老父断交，结怨三
载。

8年前，庞老汉病故。按风俗，长子主丧事，出
殡摔盆子，长孙举招魂幡。岂料，逆子心有怨，悍媳
恨未消，当起甩手掌柜。亏得传成、传民明事理，忙
前忙后，只愿平静葬父，没与兄嫂计较。

出殡那天，夫妻俩躲在家里，还喝住俩孩子，
任凭外面擂破门，就是不搭理。

长子没摔盆，长孙没举幡，葬礼有些凄惶。传

成一跺脚，替兄摔盆，代侄举幡。村民愕然、忿然，
鄙薄、唾骂。

鲁中南，兴厚葬。老人活着时，子女未必孝。老
人去世后，却极尽哀荣，除了表悲痛，也给外人看，
免落不孝名。

岁月如刀，剥蚀记忆。庞家不孝，渐被淡忘。没
承想，书院无意颁错奖，竟搅动“老屎”，臭气又让
人捂鼻，招人指戳。

庞家刚抬起的头，又耷拉下去。

三
“搅屎”虽无心，传孝却有意。
尼山圣源书院问世，缘于一位儒学专家。

古时庙学合一，盛唐兴起书院，传播儒家文
化，“以诗书为堂奥，以性命为丕基，以礼义为门
路，以道德为藩篱”。晚清时，被新式学堂取代。

元至元二年（1336年），尼山始建书院。奈何
受祸兵燹，几番存毁。如今，尚存四合小院，青砖灰
瓦依旧，只是人去屋颓。

8年前，一位老者拜谒尼山，触景生悲，罔顾
古稀高龄，聊发少年狂：重振书院，弘扬儒学！公乃
王殿卿，曾任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常务副院长，退休
后任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名誉所长、国际儒学联
合会普及委员会副主任。同道牟钟鉴、丁冠之携手
同心，立下宏愿：南有博鳌，北有尼山！泗水县委书
记、县长两位主官，鼎力相助。

书院终落成，占地百亩，背倚五凤山，面朝颜
母山，右接夫子洞，叶选平题院名，季羡林笔门楣，
连战书堂额，迎门石碑许嘉璐撰文，欧阳中石挥
毫，群贤献艺，蓬荜生辉。

沧海博鳌论经济，圣地尼山论文化。儒学之士
慕名而至，中外学者纷至沓来，“尼山世界文明论
坛”以此作永久会址。求学者，自发而来。授课者，
多为义工。

2012年，赵法生接任书院秘书长，矢志效仿
梁漱溟，推行乡村儒学，服民以道德，渐民以教化。

家庭伦理，东西不同：西方，爱情至上，亲情淡
薄，老幼平等；东方，恩情至重，血缘浓厚，孝道为
先。

孝道，儒家推崇之大德。《孝经》曰：“夫孝，天
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人之行，莫大于
孝”；“教民亲爱，莫善于孝”；“夫孝，德之本也”。

济宁孕育孔孟，贤达名士辈出，本应孝悌节
让，敬亲睦邻。然而，深访之后，赵法生黯然神伤：
尼山脚下，儒家圣地，丧失礼义廉耻，难觅儒家风
范。

回首往昔，年年政教，重形式，轻实效，动辄祭
出道德上线，空洞说教，令人望而生畏，状似急风
骤雨，实则雷大雨小，旱情未减，饥渴依旧，道德底
线频频突破，心灵之地杂草丛生。

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莫怪百姓冥顽，
错在药不对症。空洞生硬，急功近利，不接地气，未
惠草根，神仙听了也烦，何况黎民百姓？

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赵法生决定，开篇
破题，先讲孝道。

在哪试点？
北东野、夫子洞、周家庄。陈洪夫说。
书院建在北东野，征地涉及十余户，村民厚

道，无一“钉子”，书院回报心切。
从哪说起？陈洪夫问。

《弟子规》吧。赵法生说。
《弟子规》不是蒙学读物吗？陈洪夫问。
道理虽浅显，百姓未必知。道理若深奥，百姓

未必听。赵法生说。
陈洪夫让庞德海招呼人。
庞德海挠挠头。年轻人外出打工，老年人忙乎

农活，小孩子迷恋电视。若说烧香拜佛去教堂，呼
啦啦一片。给他们上课？难！

试试看吧，多费点口舌。陈洪夫也没底。
行，我试试。庞德海当过兵，办过厂，管过乡工

办，干事利索。他来到村部，抱着扩音器，絮叨了几
遍，又挨家挨户动员。

给补贴不？村民问。
好像没有。庞德海摇头。
那不去了。有人转身。
别后悔啊。庞德海在后面撵。

四
去年1月16日，太阳慵懒伸头，北东野睡眼惺

忪。日出三竿，村里热闹起来，呼儿唤女，扶老携
幼，赶集一般，往书院迤逦而来。明德堂大教室，呼
啦啦坐了上百人，像开社员会。只是阵容有些怪：
要么空巢老人，要么留守妇幼，鲜有青壮。

静一静，静一静。庞德海连说两遍，台下还是
嗡嗡声。他脸一红，低声问赵法生。你讲的是啥？他
们若不入耳，会抬腿走喽。

赵法生笑笑，清清嗓子。乡亲们，我先讲个故
事。

讲故事？台下支起耳朵。
从前哪，有个老汉，七老八十，光吃饭，不干

活，儿子嫌弃，要把爹扔到山里。这天，他挑了一担
筐，这头担着爹，那头担着儿，扔了爹后，背着儿下

山。儿说，爹爹，还有筐。他说，用不着了。儿说，用
得着，你老了我挑你。他一听，知道错了，又把爹挑
了回来。

台下鸦雀无声，个个睁着双眼。
赵法生呷了口水。过了些天，又有个小伙子，

也背着老娘上山。老娘一路折着树枝。儿问，娘啊，
你折树枝干啥？娘说，儿啊，怕你下山会迷路。儿一
听，哭了，背着老娘下了山。

台下，有人眼睛泛红。
赵法生顿了顿，讲起第三个故事。
从前，有个老人，手抖，端不住碗，常摔碎。儿

子媳妇埋怨，干脆做了两个竹碗。老人端着竹碗，
边吃边流泪。有一天，孙儿也削起竹筒。夫妻俩问，
削竹筒干啥？孙儿说，做碗。夫妻俩奇怪，做碗干
啥？孙儿说，爹娘老了用。夫妻俩傻眼，痛改前非。

有几人抹起眼睛。角落里，传来抽答声。
抽答的是庞德仁，七旬老汉。赵法生捅了他的

痛处。
庞德仁有间老宅，弃用多年。邻居房屋小，想

扩建，与庞商量，置换一块地，帮他盖成新屋。庞德
仁一听，这事划算呀，满口答应。

庞德仁有俩儿，老大务农，犟驴；老二打工，孝
顺。老大不乐意，吵到邻居家，说恁大事，不和俺商
量，是不尊重俺。邻居说，你爹是一家之主，跟你说
不着。老大脖一梗，说了句混账话，等俺爹死了，俺
就是一家之主。邻居说，你爹不是没死吗？老大吵
不赢，又找爹闹，父子俩闹掰了。老大记仇，十多年
不理爹。

咕咚咕咚，赵法生喝了几口水，继续说。这些
年轻人，为啥不孝顺呢？因为，他们不懂得做人。我
要讲的，都是做人的基本道理。这些道理，从小就
要学会。如果没学会，不懂礼义廉耻，长大了寸步
难行。

几个红领巾一揩鼻涕，赶紧往前凑。
赵法生举起一沓讲义。我今天开讲的，是《弟

子规》。它的内容，是从孔夫子那里来的，孝悌、忠
信、仁爱、恭谨，这些儒家做人的道理，都在这里
面，如果孩童照着做，就能学到君子风范，长大了
能变成君子，赢得别人尊重。但是，这些本该孩子
就懂的道理，现在连大人也不见得懂。所以，不仅
孩童需要学，大人也要补课。

赵法生翻开讲义。我先念一遍：弟子规，圣人
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
文。

虽然赵法生一字一顿，众人仍听得云里雾里，
抓耳挠腮。

赵法生微微一笑。别着急，这段话的意思是，
《弟子规》是孔圣人的教导，学生首先要孝敬父母，
尊敬兄长；其次要严谨和诚信，博爱大众，亲近有
仁德的人。在做好上面的要求之后，如果还有多余
精力，再去学习文化知识。听懂了吗？

懂喽，懂喽。众人松了口气。
下面，大家跟着我一块，大声念出来：弟—

子—规，圣—人—训。
赵法生肚里墨水多，尽是故事，每念一句，就

讲一个。台下的人，忽而悲悲戚戚，忽而眉开眼笑。
不知不觉，3个小时过去了。赵法生说，今天

的课，就讲到这里。
台下嚷嚷起来。赵教授，接着讲，我们还没听

够哩。
赵法生呵呵笑了。以后，每过两个星期，周末

我都会来。
半个月后，赵法生如约而至。北东野倾巢出

动，南东野、夫子洞、周家庄，邻村百姓纷至沓来，
老幼咸集，青壮不少。有位偏瘫老叟，被后生抬进
教室。

“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
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冬则温，夏则凊；晨则省，昏
则定；出必告，反必面；居有常，业无变……”朗朗
书声，溢出窗外，悠悠荡荡，飘上尼山。

五
许是先人远徙之故，北东野人头脑活络，重商

重利。
上世纪中叶，商品匮乏，贸易滞凝，整个圣水

峪仅有三个拨浪鼓，皆为北东野人的，就靠它们走
村串户，收鸡毛鸭毛，换针头线脑、洋红洋绿。改革
开放后，八壮汉骑自行车，驮蔬菜花生，贩于泗水、
曲阜集市，收入超过乡镇干部。再后来，销售队伍

壮大，换成柴油三轮车，全村62辆，比全镇还多。
即便卖地瓜，北东野人也卖出花样。前些天，

我在村里采访时，庞德海领着去转地头，开了回眼
界：偌大一片地，尽被掏空，有的像窑洞，两人多
高，4米多宽，三四十米长；有的是地窖，平地一个
口，直下数米，豁然开朗。

庞德海说，这些地瓜窖，少则藏几万斤，多则
贮30万斤。地瓜熟时，近收泗水，旁收曲阜，远收
邹城，三四毛一斤收进，搁俩月可卖六七毛，三四
个月可卖八九毛。若搁半年，卖价更高。不用出门

卖，河南、江苏商贩上
门收。每年光这一项，
就比别村稳赚百万。

可叹的是，口袋
鼓了，脑袋却瘪着。眼
窝浅，心眼小，重利轻
义，偷鸡摸狗。每到秋
熟时，总有七八个老
娘 儿 们 ，人 称“ 秋 里
忙”，背着粪箕子，贼
眉鼠眼，在地头转悠，
瞅瞅没人，拔花生，掏
地瓜，藏在箕里，盖上
草，进进出出，似秋后
田鼠。再不济，捊把地

瓜藤，回家喂羊。为这事，庞德海年年烦心，喇叭里
要唠叨几遍。可是，唠叨归唠叨，“秋里忙”照样忙。

花生、地瓜收下后，若在地里过夜，就会长了
翅膀。坡上的树，常剩一个桩。出门若忘锁，油盐少
了，酱醋没了。狗也得常年拴，怕被人偷吃了。

因为挨着小沂河，村民从河里取水，河边掘口
井，井里搁电机，管子接到家，随用随取。这些电
机，年年要丢几十台。

至于邻里纠纷打破头的，老人受虐饿肚皮的，
司空见惯，不以为怪。

还有，上千口人的村子，只见人当兵，没见人
提干，连个营连长也没出过。村民不知反省，竟怨

“孔老二”，说地脉让他占尽了。
心田如农田，需要浇灌、耕耘、施肥。否则，也

会干涸、龟裂、贫瘠。
农家人，屁股属猴，坐不稳三分钟。《弟子规》

再耐听，故事再精彩，还是管不住屁股。书院动起
脑筋：备本签到簿，来听课时，先记个名，听完全场
的，有时奖条毛巾，有时奖块香皂。过段日子，评学
习积极分子。有时，还比赛背诵《弟子规》，分老、
中、青、少四组，壮不欺老，大不欺小，胜者有奖。

这几招，真管用，上课抢着去，堂堂听到尾，人
人会背《弟子规》。庞德祯目不识丁，边听娃娃读，
边念念有词，虽然磕磕巴巴，竟然全部记住。

会背句子，懂得其意，就会自觉对照。哪是对、
哪是错，哪是荣、哪是耻，评判有标准，学习有样板。

庞兴亭家风世传，敬老怜小，敦厚和睦，弟兄
四个，轮流赡养老娘，由着母亲性子，爱住哪住哪。
兴亭老伴孔庆真，贤惠通达，专门装台空调，不让
孙儿住，独让婆婆享，冬暖夏凉，羡煞街坊。学了

《弟子规》，村民纷纷翘拇指：庆真好样的，“冬则
温，夏则凊”哩。

“用人物，须明求；倘不问，即为偷；借人物，及
时还，后有急，借不难。”学了这一段，有人脸红，有
人脸白。

红过、白过之后，村风渐变：去年秋熟时，“秋
里忙”无影无踪；花生收下后，摊在地头晾晒，没少
一颗；河边电机，再没丢过；坡上的树，依然迎风而

立；敞开大门下地，不再牵挂瓶瓶罐罐。
以前听说过“夜不闭户”，这回见识了。庞德海

说。

六
到了北东野，惦记一个人：孔令英，领错奖那

位。
有个疑团，萦绕于怀：孔既对公爹不孝，当初

何以坦然领奖？
思忖再三，恍然大悟：世上最妙称呼，莫过自

己大名，孔乃条件反射，且素来强势，爱贪小利，乍
听有奖，自然当仁不让，加上不善反省，懵懂浑噩，
以至不知羞耻。

事过一年，孔令英可有变化？我问。
嗯，有一些。庞德海想了想，说。
领错奖后，孔遇到庞德海，脸红了红。老老爷

（庞德海辈分大），俺没给公爹送终，别人背后怪
俺，这回又领错奖，让别人笑话，怪不好意思的，俺
把奖品退了吧？

不值俩钱，退啥哩，知道错就好，往前看，往前
看。庞德海口上应，心里乐。

现在孝顺老人吗？我问。
唉，公婆早就不在喽。庞德海叹口气。不过，她

也当了婆婆，知道婆婆难处，好在儿媳孝顺。
邻里关系好吗？我问。
这一年来，好像没见和谁红过脸。口气肯定。
我想去庞家看看。庞德海很爽快。中！我一早

就叮嘱她，说有记者来采访，让她在家等着，她答
应了。

北东野村庄分散，庞家在另一头，是规划的新
村。到了门口，却见铁将军把着。

庞德海很自信。不急，稍等等，可能串门了，很
快会回来。

等了半晌，不见人影，问邻居，都摇头。
庞德海团团转。咋回事？今天没集市呀，我去

找找。出去转了一圈，无功而返。
你说记者来，可能吓着她，故意避开了？我分

析。
不可能，她痛快答应的，瞧，还特地打扫过呢。

庞德海指指脚下。
可不，院门外，有几排新扫帚印。
她特地打扫，说明她看重，但未必愿见记者，

怕丢丑。我判断。
再等等。庞德海不甘心。
炎炎夏日，太阳毒辣，头上直冒油，连母鸡也

晒焉了，蹲在脚边打盹儿。庞德海窜东窜西，打探
到庞家儿媳手机。儿媳不敢做主，推给丈夫。

过了会儿，庞德海手机响，他听罢，泄了气。她
儿让咱别找了，她躲起来了。

果然！
庞德海脸上挂不下，闷着头走，我拍拍他肩：

别懊恼，这是好事啊。
咋是好事哩？他一脸苦瓜相。
她羞见咱们，说明知道做错事了，孔夫子不是

说，“知耻近乎勇”嘛。
对哩，是这理儿。庞德海多云转晴。
最初，我是奔“颁错奖”而来，自然想见当事

人。虽然未能如愿，却有意外收获。个人变化，固然
可喜；全村变化，更是大喜。本欲觅一片叶子，却见
满树苍翠，不虚此行。

何止满树苍翠，已是葱茏成林。如今，除了书
院开讲《弟子规》，全镇还有七个点，全县也陆续铺
开，志愿者踊跃宣讲。孝道之朝露，润人细无声。

颁 错 奖
□徐锦庚

■■现现 场场

覆卮山的“覆卮”，意思是倒过来的酒杯。
喜欢它的谐音，“福祉”，“福至”——我轻轻念
出声，又把它慢慢咽了下去，像咽下一口酒，然
后拾级而上，去“拜访”那些住在酒杯里的人。

天蓝，太阳便辣，却有凉风吹到皮肤上，仿
佛一个主人，应该是个农妇，看懂我心里的烦
躁，轻柔而无语地迎上来。我迎面向风，像端过
一杯她递过来的凉茶，端过一座山、一个古村
的好意。

所有的房屋都是石头垒的。来自远古冰川
遗迹的溪水从石阶和房子的缝隙间顺流而下，
很细，但很清，能想象春天哗哗奔涌的样子和
声音，墙头冒出橘子树、樱桃树、桃树……最多
的还是杨梅树。

一位黝黑瘦小的大爷，光着上身慢慢劈着
柴，看我们走近，坐到木桩上，点燃了一根烟。

喃喃的念佛声由远而近，堆满木柴的门
内，一位老妈妈在念佛，她穿着曳地长裙，显得
格外端庄，据说这儿所有的女人只要念佛都要
穿上长裙，有一种仪式感。她回头看了我们一
眼，继续念。

有很多狗，几乎和我们看到的人一样多。
年轻人都出去了，狗成了陪伴老人的年轻人，
几声欢叫，成为宁静山村里跳跃的音符。

一根粗毛竹被劈成两半，架在一座正在修
建的寺庙的上下层，两个农民用来运砖头，砖
头从楼上滑下来，直接落到地上的车斗里，在
空旷的山谷里哗哗作响。给我们让路时，一个
农民问，这么热的天，这儿有啥好看的？

好像是没啥好看的，但为什么我只觉得心
特别静，特别想住下来，住在这个倒着的酒杯
里长醉不醒呢？

覆卮山下，新采的一篮篮二都杨梅一字排
开，像待嫁的新娘。一坛高粱酒刚刚打开，鲜嫩
的杨梅被投入52度烈酒的一刹那，整个山真
的变成了一只酒杯，浓香四溢。这是个适合灵
魂私奔的地方，适合它放肆一下、休憩一下，并
且养养伤。

灵魂私奔的地方
苏沧桑/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