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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固穷”

是因为没钱吗
□王觞

  《论语·卫灵公》载：在陈绝粮，从者
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
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
矣。”
  以今天的语境，让人往往难以理解“君
子固穷”的真正内涵。因为今天所谓的
“穷”是指钱财很少。
  那么，“穷”的真正内涵是什么呢？
  《说文解字》曰：“极也。”
  朱熹在为“格物”一词作注时，曾经
说：“格，来也；来，至也；至，极也；
极，穷也。”他这是为了宣扬“理学”而曲
为之说，后来导致王阳明格竹子而咳血。这
当然是不可取的。
  但是，从中也进一步理解了“穷”的真
正内涵：用今天的话说，就到极致了、到
头了。
  成语“穷途末路”中，“穷”就是用了
这个意思。也即是说“穷途”就是“末
路”，都是“走到头了、前面无路可走了”
的意思。
  成语“穷困潦倒”中，“穷”也是“极
致”“到头”的意思，这种情形下的人都是
被“困”的。“潦”为大雨，“潦倒”即形
容大雨如倾盆倒下，以此来形容“穷困”之
甚，也是很形象的。
  那么，今天所谓的“穷”，古人怎么
说呢？
  《说文解字》曰：“贫，财分少也。”
“贝”在古代指钱财。钱财越分越少，钱财
少便是今天所谓的“穷”。
  所以，今天说钱财少的这个“穷”，古
人称之为“贫”。钱财少，往往很多事就很
难做成，跟“路不通”相类，所以“贫穷”
二字经常联用，也就不难理解了。
  至此，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论语》里
的话了。
  大致而言，子路是在问：“老师，君子
也会走投无路吗？”孔子没有正面回答，而
是告诉他应该如何面对这种情况。他说：
“君子应该更加坚守本心（造成“穷”的主
因），小人才会坚持不下去，甚至放弃原则
而滥作。”
  穿越两千多年，让人似乎看到了孔子坚
定的目光。他一生追求社会“大同”，但屡
不得志。被困于陈蔡之间，都要饿死了，依
然信念坚定，借由跟弟子对话，进一步表明
自己绝不改变追求、绝不向困难低头。
  这是一种多么令人敬佩的品质啊！
  孔子的坚持，遭遇了无数次的挫折。但
是，他不断从挫折中总结经验、提炼人生奥
义，最终给我们留下了《论语》和《六
经》。
  这些著作是有文字记载的中华文化的源
头，中华文化的一切观念乃至思维，都根植
于此，随着历史长河的浇灌而不断发展壮
大，直到今天的蔚为大观。
  反观今天很多人事业稍微不顺，就要跳
槽、换工作、换行业甚至铤而走险，是不是
与古人所提倡的很不同呢？
  或许，我们应该思考：如果多一些坚
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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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腊月二十
三 ， 又 称 “ 小

年”，是民间祭
灶的日子。

　　据说，每年腊月
二十三，灶王爷都要上

天向玉皇大帝禀报这家人
的善恶，让玉皇大帝赏罚。

因此送灶时，人们在灶王爷像
前的桌案上供放糖果、清水、
料豆、料草，其中后三样是为灶
王爷升天的坐骑备料。祭灶时，供品多为甜
食，希望灶王爷吃了嘴甜，“好话传上天，
坏话丢一边”。民间有“男不拜月，女不祭
灶”的习俗，因此祭灶王爷，只限于男子。
　　父亲事先去集市买来柿饼、软枣，这两
样分别用草纸包着，藏在东屋门口大铁桶上
的饭盒子里。娘说，给灶王爷吃的东西，可
不敢乱动，动了要受惩罚。孩子们的馋虫伸
出来好长，想到“神”又吓回去了。我和妹
妹合力掀开过饭盒子，只是用鼻子闻闻，又
不情愿地盖上。
　　没事的时候，我就端详那张写着“灶君
司命”的神像。中间坐一位慈眉善目的老
人，左右各是一位灶王奶奶。两边写“上天
言好事 下界保平安”。在我幼小的心灵
里，我所见到的民间家庭都是一夫一妻，于
是大惑不解。娘就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灶
王爷本姓张，人称张生。他娶的第一个媳妇
叫郭丁香，人老实本分，温柔贤达，孝敬公
婆。可是丁香不能生育，张生就娶了王海棠
做妾。海棠没有丁香长得好看，还心胸狭小
奸诈，不爱干活，家中的活计都是丁香打
理。海棠看到丁香备受公婆宠爱，便设计陷
害丁香。她把一枚鸡蛋埋在灶火中，想等丁
香来此炸伤她。没想到海棠刚离开，张生来
到灶前拨弄灶火，火中的鸡蛋炸裂，把张生
炸了个不亦“疼”乎。
　　因为这件事，海棠逼着张生休了郭丁
香，把她赶出家门。从此，张生和海棠过着
吃喝玩乐的生活，两年就吃了个底朝天。海
棠开始厌恶一无所有的张生，离开了他。张
生孤身一人，又不会做事，只好沿街乞讨。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饥寒交迫的他昏倒
在一个富户人家门前。这家女佣见状告诉了
女主人，并把他扶进厨房。不一会，女主人
来看望，张生远远瞧见，女主人正是被自己
抛弃的丁香。羞愧交加的张生无处躲藏，一
头钻进灶里。丁香到了厨房看不到人，却在
灶堂口发现一个东西堵在那儿，上前一拖，
是张生的一条腿，这就是后来传说的“掏火
耙”。当看到自己的前夫被烧死了时，她悲
愤交加，最终忧郁而死。玉皇大帝知道这件
事后，觉得张生能勇于认识错误，知错就
改，便封他为灶王。后来，人们把郭丁香同
张生一起供奉在厨房里。因为没休王海棠，
也给她留了一把椅子，这就是为什么灶王爷
有两个妻子的由来。
　　在老家还有一个说法，丁香树和海棠树
是两位灶王奶奶的化身，这是两种相克的花
木，不能生长在一起。
　　说实话，再美丽的传说
也没有那两包好吃的有
诱惑力。我盼过小
年，目标就是有
好吃的，我想
二哥、小妹
和我的想法
是 一 样

的。
　　娘把收藏了
一年的花生，倒进
簸箕里。娘收藏花生
可不容易，担心被孩子
们偷吃，装在一个面袋
里，扔在屋顶上。花生袋
子发出的香气，招惹来了麻
雀。娘只好把袋子拿下来，挂
在榆树上。一个太阳咧开嘴的日
子，娘用木杆子敲打布袋，袋子

里传出唰啦唰啦的声音。娘说，长生果干
了。这个名字，听着有美感。
　　一个晚上娘都没有睡好，她不知道怎么
安置这半袋子花生。还是父亲提醒了她，第
二天，娘就把这半袋子花生吊在屋梁上。每
天看着花生，却要装作视而不见，实在是痛
苦。后来，我和二哥想出一个偷花生的办
法。趁着娘去串门，把铁针插在木杆子上，
踩着凳子，在袋子上捅个小窟窿，仅容一个
花生掉出来，共偷到六个花生。捅开的窟
窿，我们无法缝补，够不着呀。等娘回家，
一个花生正好落在娘的头上，事情败露。
　　娘骂完，把布袋子放下来，抓出几把花
生，剥去壳，上锅炒了，碾碎，放在白菜馅
里，包花生饺子。吃一个，喷香。最后，娘
把花生藏到哪里，谁也不知道了。
　　花生糖是父亲最拿手的，两个姐姐和妹
妹都会此手艺，只有我不会。
　　小年的晚上，父亲把花生米炒到八成
熟，脆而见黄。二姐帮着搓去红衣，大姐再
用擀面杖把花生米擀碎。
　　大锅里烧着水，有两大瓢。烧火的还是
二姐，她干活仔细。我也抢着烧火，父亲不
用我，说我毛糙，容易烧糊。他说做花生
糖，烧火最关键，烧草也关键，得烧麦秸
草，要细而匀。
　　父亲把两种点心摆放在两个碗里，将
“灶王爷”的神像贴在大锅边的东墙上，放
三双筷子。还说，贴得高高的，过得好好
的。灶王爷前摆放香炉，香火冉冉升起。
　　很快，雾气凝聚在屋子里，看不清二姐
的脸，她喊父亲，告诉他开锅了。父亲把一
斤红糖下到锅里，五分钟后，糖开始黏稠，
冒泡，浆糊状，父亲用筷子挑起，拉成丝
时，说可以下花生了。
　　锅底的火越来越细。父亲不停地翻炒，
香气满了屋子。大约翻动了有二十几次，父
亲把炒好的花生快速倒上面板，摊开，用擀
面杖擀平。稍微冷却后，用刀切成小块。父
亲的动作一气呵成，麻利、精彩。
　　谷黄色的花生糖，一方方摆到第三个碗
里。祭灶开始。我们几个女孩围坐在娘的身
旁，远处的鞭炮声震响了屋子。父亲把灶王
爷神像上的“灶马”剪下，放进火里，二哥
帮着烧纸，点爆仗。父亲嘴里念念有词，说
了什么，我一句也没有听到，我的注意力都
集中在吃上。娘说，就是叫灶王爷捎点吃
的、穿的、用的回来。
　　供养完毕，娘把好吃的东西分给我们。

咬一口父亲做的花生糖，底面光
洁，松脆、细腻，甜中带

酥。那时没有零食吃，
我们把分到的一小

把 食 品 放 进 嘴
里，慢慢地嚼
着 ， 感 觉 是
那么香，那
么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