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祖父在我们滕州叫姥爷，我的姥爷已经去世37年
多了。前段时间带着老母亲去看望已经96岁的二姨，母
亲和二姨见了面总是有说不完的话，说话中聊起了我的姥
爷，这又一次想起姥爷、想起与我一起的日子，想起他透
着温暖的笑容。

姥爷叫刘尚德，出生于1901年，家住滕州市木石镇
后木石村，村子依山傍水，一条小河从姥爷家的院子东边
和南边绕过，河水清清，鱼虾成群，是孩子们逮鱼、戏水
的好地方。河的上面有一座小桥，桥的四个角各有一个石
狮子，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不是这“小桥流水人家”的美
景，而是伴着朝阳披着夕阳，从这座小桥走来像树一样伟
岸的姥爷。

姥爷中等身材，大眼睛，长着银白而浓密的胡子，如
同冬日里的一抹白雪，整齐地挂在下巴上，每一根都似乎
蕴含着岁月的痕迹，记录着过往的风霜与故事，它们不仅
为姥爷增添了几分威严，更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慈祥与
和蔼。每当姥爷笑起来，胡子会随着嘴角轻轻上扬，仿佛
也在分享着他的喜悦。小时候调皮的我会经常用手轻轻地
拽姥爷嘴角上的胡子，姥爷先是假装生气，然后又抑制不
住地笑起来。

姥爷温和而又热心。他幼年在家族祠堂读过几年私
塾，在村里算是个有文化的人。他算盘打得非常好，能准
确快速地计算，村里量地、算账之类的活都来找他。他还
写了一手好毛笔字，功底很深厚，村里的红白喜事都请他
执笔。小时候我家的春联就是姥爷写的，春联一贴上经常
引来邻居们围观，都说字体端庄大气，笔画遒劲有力，给
人视觉与心灵的享受。

姥爷是我的启蒙老师。小时候我和三弟需要有人照
看，父母忙不过来就把我送到姥爷家常住。学龄前的我和
姥爷相处得多，姥爷就时常教我认字，给我讲故事，《墨
子救宋》《孔融让梨》《小马过河》《想和牛比大小的青
蛙》 ……还有家乡的历史传说 《落凤山》《聚宝盆》 等
等，让我明白了许多做人处世的道理，是我最好的幼年启
蒙教育。

姥爷的好脾气中透着威严。在日常生活中他教我言谈
举止要文明礼貌，教我和其他小孩一起玩耍时要友好相
处。就连饭前便后洗手、不把水乱甩、端碗放碗要避开桌
边、咳嗽不对着人、打喷嚏用袖子捂嘴等生活细节，也都
是通过姥爷的日常说教才养成的习惯。姥爷还教育我们要
节约粮食、爱惜粮食，珍惜别人的劳动。记得有一次我吃
饭的时候急着出去玩，碗里剩了几粒米没扒干净，姥爷把
我拉过来，说咱俩比一比，看谁碗里最干净，一粒不能
剩！这种节约粮食的好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

姥爷会的手艺也很多。他会织布、打草苫子、蒸馒
头、打缸贴子、淘豆芽等，各种农活更不在话下。20世
纪70年代初，国家物资比较匮乏，经常缺菜少粮，买布
还要用布票，姥爷就用织布机织出布来套被子套棉袄。为
了让家人和邻居吃上新鲜菜，姥爷开始淘豆芽。淘豆芽是
精细活，姥爷总是一粒粒挑选黄豆，坏豆会影响整缸豆
芽。豆子温水泡发后放入瓦缸，每天早晚换水。我常半夜
醒来，还见他在油灯下挑豆子；天未亮，又忙着换水、捞
豆芽。那时不许私人买卖，他就让乡亲们用黄豆来换。农
忙时，他敞开大门，任邻居自取。改革开放后，姥爷的豆
芽生意做大了，院里摆满瓦缸，天不亮他就拉着车去集市
和工厂卖。如今每每见到黄豆芽，我总会想起那个在瓦缸
旁忙碌的身影，和那张带着汗珠的笑脸。

姥爷离开已经三十七年了，可他慈祥的笑容和威严的
身影，依然像一束温暖的光，照亮着我的人生。他亲仁善
邻的处世之道，给了我继续前行的力量，让我始终相信，
只要心存善念，生活的天空就会多一片闪耀的星光。

与姥爷一起的日子

一九七七年深秋，我参加首届高
考，被曲阜师范学院录取。那是我第
一次走近颇觉神秘的“三孔”（即孔
府、孔庙、孔林）。那时的“三孔”比较
残破，甚至有一条东西路横穿孔庙通
往曲阜县城。之后的几十年，“三孔”
越变越完备、越灵秀、越庄严、越炙
热。时代变迁，山河新貌，如今大家推
崇的“新三孔”，即尼山圣境、孔子博
物馆、孔子研究院夺目展现，与“老三
孔”相互辉映，倍增了“三孔”的厚度
和广度。

去冬和今春，参加省老科协的活
动，我们在济宁市政协领导和市老科
协同事的引导下，先后参观拜访了“新
三孔”。孔子博物馆和孔子研究院毗
邻孔庙，尼山圣境则坐落于曲阜市东
南 25 公里处孔子诞生地——尼山。

一
早春的尼山，山风暖了，圣水湖面

动了，林草也醒了。进入尼山圣境，我
们站到景区中轴线的而立门下眺望四
周，宏阔秀美的景区依山而建，左手边
是学而风格的尼山讲堂，右手边是庄
重层叠的大学堂。向下看，圣水湖边
的泮水桥、至圣广场到而立门；向上
看，自而立门起，不惑台、金声玉振广
场、天命大道、耳顺台，至最高处宏伟
的孔子像。孔子铜像耸立在尼山山脉
前怀，背山向湖，面南而立，通高 90
米，基座 18 米，铜像高 72 米，免冠束
髻、双手作揖、腰间佩剑，形象伟岸儒
雅、庄严神圣。业务娴熟的导游姑娘
特别向我们介绍，孔子像两侧山坡种
的都是杏树，春看片片杏花白，入夏串
串杏金黄。细问，共种植了 3000 棵杏
树，加之像高 72 米，寓意孔子三千弟
子，贤者七十二人。当下正是初春的
早晨，杏花刚刚透红露白，金色的阳光
泼洒在杏花枝条上，折射变幻成一串
串光、一片片光，尼山山体显得更耀
眼，更明亮了。

孔子铜像由著名雕塑家吴显林先
生主持设计，参照唐代画圣吴道子的

《先师孔子行教像》，以“可亲、可敬、
师者、长者、智者”形象定位，历时近
三年，于 2015 年 12 月正式落成。孔
子晚年曾这样评价自己：“吾十有五而
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
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
欲，不逾（埘）矩”。尼山圣境中央主
轴上的景观，正是根据孔子对一生各
个重要阶段的感受布局的，隐喻着这
是一条引领人生一步步走近孔子的

“朝圣之路”。
细细阅读“新三孔”，愈发真切领

悟：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
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思想智泽华夏。
公元前 551 年，炎黄遗风、殷商传统、
周鲁礼乐汇于曲阜尼山，孔子降临。
少年立志向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
乎”；青年游周适齐，杏坛设教；壮年
仕鲁谋政，周游列国，以匡扶天下为己
任；晚年归鲁著述，整理古代文献，叙

《书》、传《礼》、删《诗》、正《乐》、序
《易》、修《春秋》，终成“六艺”即“六
经”，用以教育弟子，垂范后世，智泽
今人。孔子从治学弘道到教书育人，
从人生哲学到治国理政，思想智慧精
深致远，他以仁为核心，以礼为规范，
以中庸为方法，引领建设一个美好的
大同世界。孔子将理想社会的希望寄
托于人，最能体现这种思想的是他常
说的“仁”，《论语》全书中出现 100 余
处“仁”字，其中有 77 处出自孔子之
口。如《论语·述而》孔子教育弟子：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
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
语·阳货》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
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
曰：恭，宽，信，敏，惠。《论语·子路》樊
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
忠。“仁”字包含着人与人之间、人与
社会之间的敬爱、亲善、规范、责任、
真诚、谦恭等等，进而推及对国家与民
族的担当。

二
尼山，过去因诞生孔子而闻名于

世，如今，则传播孔子文化以行化人，
声名远扬。我们主要参观拜访了右手
边即景区中轴线东侧已开放的大学
堂，它又被称为儒宫，依山而建的退台
式建筑，颇像布达拉宫的形制，总高
65 米，共 9 层，建筑面积 6.7 万平方米，
主要设有以仁义礼智信命名的五厅、
七十二贤廊、礼乐堂等。五厅中“仁
厅”居中，是最大的主厅，十八个两层
楼高的麒麟立柱排立两侧，数排多层
繁星水晶吊灯布满大厅，星光闪烁、金
碧辉煌的仁厅，可同时容纳 1500 人进
行学习、庆典、会议活动，仁厅也被称
为课堂、礼堂、殿堂；厅内约有一半空
间，整齐摆放着一排排低矮课桌，搭配
席地而坐的软垫，当日课堂正开设“手
书《论语》”文化体验课，一拨拨游客
从服务员老师手中领取手书圣贤字帖
和仿毛笔，进到课堂，席地而坐，伏案
挥毫，还有众多小学生；这吸引着我也
跟了进去，俯身看着一位小学生在一
笔 一 画 地 描 写 字 帖《论 语·在 陈 绝
粮》，他的聚精会神和一脸恭敬的神
情，深深地感染了我。智厅的圆形穹
顶以浩瀚宇宙为意象，中心是蓝色的
水态圆形，外围环绕着一圈圈渐次扩
大的暗红色圆环，寓意白昼、黑夜与极

光的宇宙幻化，诠释了子曰：智者乐
水，仁者乐山；智厅正中对立着两座青
铜智者主雕像，“孔子问礼于老子”，
表达了对中华文化有深远影响的“儒”

“道”思想的平等交流与沟通。礼厅则
以四面墙精美的大型壁画介绍“尼山
五礼”，即启蒙礼、拜师礼、冠礼、婚
礼、乡饮酒礼，形象展示传统文化体系
中人的生命成长过程中每一阶段重要
的人生礼仪。

最让人感觉到孔子时代就在身边
的是七十二贤廊，廊长 105 米，宽 17.5
米，高 16 米。走进高阔辉煌的廊内，
瞬间觉得景物活了起来，浓郁的孔子
文化气质扑面而来：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一幅大型油画《杏坛讲学》，由西安
美术学院油画大师何军及其团队创
作，孔子休坐于枝繁叶茂的大杏树下，
弦歌讲学，教授弟子读书，众弟子手捧
竹简，或围坐两旁，或立于杏坛之下，
形态各异，神情却均专注听讲，油画内
容源自《庄子·渔父》篇：“孔子游乎缁
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
孔子弦歌鼓琴”。廊两侧三十组活灵
活现、生动传神的圣贤塑像引人注目，
如：“鞭打芦花——《论语·先进》”塑
像 、“ 斗 死 护 师 ——《史 记·孔 子 世
家》”塑像、“商瞿传易——《史记·仲
尼弟子列传》”塑像……全都取材于

《论语》《孟子》《左传》《史记》等传统
典籍，讲述了孔子及其弟子颜回、子
路、子贡、闵子、曾子等七十二贤人的
故事。尤其是“见得思义——《论语·
子张》”塑像阐释了孔子的义利观：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
之，不处也。”后为《增广贤文》凝练为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被誉为我国最
早的廉政典范。礼乐堂里《金声玉振》
大型演艺活动，以“世界的孔子”和

“孔子的世界”为主题，整场演出纵贯
人的一生，让观众在欣赏诗、乐、舞等
古典艺术过程中，经历了在儒家思想
影响下“由凡入圣”的生命历程。孔子
博物馆的箫韶乐团演艺的《诗经·小
雅·鹿鸣》《诗经·秦风·蒹葭》组曲，使
观众在天籁之声、空谷回响的艺术享
受中，心灵净化，美德觉醒，与《金声
玉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三
走出大学堂，跟随导游姑娘，沿着

崎岖山路，我们又来到侧柏林掩映下
的尼山孔庙和尼山书院，这是尼山较
早的古迹。最先迎见我们的是那一棵
棵高大、合抱粗细的古侧柏，树干拧着
劲长得像根雕，每一棵树上都挂着古
树名木卡，凑过去仔细看，小的 500 多
岁，大的 1000 多岁，简介上说这片侧
柏林有 1500 余棵古树，虽历经沧桑，
仍枝繁叶茂、生命力旺盛，使人肃然起
敬，更让人惊叹，此地真乃风水宝地。
孔庙大成殿正中神龛内，供奉孔子塑
像，东西两侧神龛内，颜回、曾参、子
思、孟子配享；孔庙西边的启圣王殿
内，供奉着孔子父亲叔梁纥；孔庙东边
是尼山书院的讲堂。离讲堂不远处有
一座观川亭，砖木结构、飞檐黛瓦，始
建于金代，清代重修，尼山孔庙东临沂
水，相传孔子曾在此观川感叹，《论
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
夫，不舍昼夜”，意思是以川水象征时
光的流逝，人会很快老去，应该像不舍
昼夜流淌的江河，只争朝夕地努力。
我们几个雀跃着争相登上观川亭眺
望，还真看到了远处波光粼粼的河流。

新时代的春风吹绿了尼山，吹暖
了圣水湖畔。正午时分，离开尼山圣
境，回眸望去，景区建筑渐渐隐没在山
林里，唯有孔子铜像依然高高站立在
山林之上，折射着太阳的光辉，让人顿
觉心里和身上温暖起来。过去，因孔
子思想滋润华夏，有幸在孔子家乡求
学而骄傲；如今，拜访“新三孔”，为孔
子思想学说越洋跨海，以儒家文化为
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丰富了世界文明
而自豪！两千多年来，儒家学说虽有
短暂波折，然始终长盛不衰，细读典
籍，《史记·孔子世家》中写道：“高山
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
之”，表达了司马迁对孔子的崇敬之
情；西汉桓宽的《盐铁论》、南宋朱熹
的《近思录》、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
鉴》中，引用孔子学说及《论语》阐理
释义，俯拾皆是。明代的仇英（仇十
洲）画、文徵明书的《圣迹图》，展现孔
子一生重要事迹，共计三十九幅，每幅
均配有题跋文字，是中国传统工笔画
与书法艺术的完美融合，堪称明代人
物绘画与书法的双绝珍品，现珍藏于
孔子博物馆。孔子思想传播海外时亦
久远，古代东方如朝鲜半岛、日本及东
南亚就曾形成一个“儒学文化圈”，十
六世纪起，儒学开始传入西方，成为欧
洲近代启蒙思想重要源泉之一。目
前，我国在国外建立了 496 所孔子学
院、757 个孔子课堂，遍布全球 160 个
国家和地区；地处曲阜的孔子研究院
还建有 12000 平方米的孔子学院总部
体验基地，这些文化机构持续发挥着
重要作用，共同讲好中国故事，促进中
外 友 好 交 流 ，推 动 世 界 多 元 文 化 发
展。著名历史学家柳诒徵曾讲道：“自
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
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
开。”孔子不仅是历史伟人，更是今天
文化自信的闪亮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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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回乡祭祖，去姥姥家时，我提议把百岁老姨接
来，让母亲和老姨姐俩一起回趟娘家。古语有“七十不留
宿，八十不留饭，九十不留坐”，母亲讲谁敢去接她，都
这么大年纪了，你可别给你表哥表嫂“找事”了。

这次回去正赶上老姨住在她的二女儿，也就是我的二
表姐家。到表姐家时，铁将军把门。这次去看老姨没敢提
前告诉她，因为上次听说我们要回去，高兴得天刚亮就忙
着去开大门，早已忘了我们有几百里路要赶。农村老家的
大门高大厚重，上面的门栓够不着，还搬了个凳子准备爬
上去，着实把家里人吓坏了。

打电话给表姐，方知去给老姨买鞋去了。老姨缠过
足，给小脚老太太买鞋可不容易，很是费了一番工夫，跑
了好多家店才买到。从车上下来的老姨精神矍铄，齐耳短
发，腰杆笔直，腿脚灵便。问老姨“你的拐棍呢”，说成
天用不着，不知道放哪儿了。和去年见面不同的是，老姨
满头黑发中添了些许白发。

距离上次母亲和老姨一起回娘家已过去十多年，是大
舅家表哥的儿子结婚。一听说母亲回去喝喜酒，年近九十
的老姨高兴得提前几天就等在那里啦。母亲姐弟五人，老
姨最大，母亲最小，两个舅舅都不在了。老姨在故乡菏
泽，母亲在枣庄，相隔几百里，虽然常通电话，但见面的
机会不多，于是借着表哥家的喜事，老姐俩好好地住了一
回娘家。晚上，这对相差17岁的姐妹睡在一张床上，聊
她们的童年，她们的玩伴，她们的爹娘，她们的儿孙……
清早，表哥从前院过来叫两个姑姑起床吃饭，老远就听到

说话声，说你俩咋起恁早啊。殊不知，加起来一百六十多
岁的老姐俩愣是聊了一个通宵，压根没睡。

从我记事起，印象中的老姨就是个老太太，小脚、粗
布衣裤、脑后盘着髻。上学时暑假回老家看望姥姥、舅舅
舅妈，总惦记着去老姨家。舅舅家男孩多，而老姨家的小
表妹和孙女与我年龄相仿，都是很好的玩伴。20世纪八
九十年代，生活不富裕，每次去老姨家，姨和姨夫都手忙
脚乱，不知道该给我这个城里来的孩子弄点啥好吃的。我
爱吃嫩玉米，姨夫就去地里掰几穗回来，那个年代农村的
口粮不足，大多是不舍得嫩时就煮来吃的。有次表姐带我
们去村边河里捞蛤蜊，“恁要是淹着她、磕着她、碰着
她，她爷爷给你们算不了完……”从地里干活回来的姨夫
对着老姨吼完后，急三火四地把我们喊了回来。蛤蜊炒吃
了，现在想想似乎还有点牙碜……那时不光吃了老姨家的
嫩玉米、没吐尽沙的蛤蜊，还有一只下蛋的鸭子。我们老
家通常是不吃鸭子的，做出来是啥味已经记不清楚啦。

老姨家孩子多，过去生活困苦，好吃的给了丈夫和孩
子，能吃到嘴里的东西本就不多，更别说好吃的了。如今
老姨“腐败”了，说鸡蛋吃够了，就给买鹌鹑蛋，肉不香
了，就给吃鱼。包子不好吃，糖糕不好吃，这不好吃那不
好吃，弄得孩子们很是为难，甚至不知所措。让人哭笑不
得的是，老姨爱喝小孩子喜欢的各种果味饮料，知道牛奶
有营养，尽管不喜欢，但坚持天天喝。

生于1925年、属牛的老姨今年整整100周岁啦，在
乡下得说101啦。

百岁老姨
□侯咏梅亲情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