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 序

让文化经典开启生命的智慧

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知识更新速度很快，知识总量差不多十年

就增加一倍，而阅读调查显示青少年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少，上网的时

间越来越多。 方便快捷的搜索引擎，更是帮助求知者打开了知识之

门，有什么不明白的似乎 Ｇｏｏｇｌｅ 一下就解决了。 如此背景下，人们很

自然地就会发出这样的疑问：要读的书实在太多了，我首先要选择什

么样的书来读？ 时代发展到今天阅读那些语言难懂、内容古典的著

作，还有必要吗？

其实，这里似乎存在一个认知的误区，认为时代变了古典的著作

就已经完全过时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经典著作是人类知识的结晶，

是人类智慧的源泉，蕴藏着人类几千年来灿烂的文明。 特别是那些文

化元典著作，更是深蕴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命脉，是一个民族存续的文

化基因。 只要民族血脉延续着，这些著作就不会过时。 虽然岁月流逝了

几千年，当代人的生活也和古人有着极大的不同，但对生命价值的探讨

是亘古未变的，古人的智慧完全可以借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经典里

看到的不仅仅是知识和学问，更是古人的永恒智慧和生命精神。

冯友兰曾经这样评价经典阅读：“阅读就是发现可能存在的世界，

而这是人所能享受到的最为持久的乐趣。 自古以来，已经有一位最公

正的评选家，有许多推荐者向它推荐好书。 这个选家就是时间，这些

推荐者就是群众。 时间照着他们的推荐，对于那些没有永久价值的书

都刷下去了，把那些有永久价值的书流传下来。 现在我们所称谓的

‘经典著作’或‘古典著作’的书都是经过时间考验，流传下来的。 这

一类的书都是应该精读的书。”

“读经典一部，胜杂书万卷”。 阅读古代文化经典，就好比是站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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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巨人的肩上，直探人性本源的东西，与伟大的民族心灵实现最真切的

交流，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生命智慧，就像润物细无声的绵绵春雨浸润着

人的心灵，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提升了胸襟和眼界，修炼了意志和品格。
经典需要读，关键是怎样读。 我们之所以策划出版这套枟国学解

读丛书枠，就是要给那些渴望读书的朋友提供一个基本的阅读书目，借

助于专家们的“解读”指导，开启一扇通向传统文化的大门，接续起民

族文化的血脉，给自己的文化生命带来充盈丰富的体验。 名之为“国

学”但并不是包含了国学所有的门类，主要选择了包含中国文化元典

在内的人文经典。 为了起到对阅读者的“导读”作用，方便读者阅读理

解，除了包含同类书籍具有的导读、注释、经典原意等栏目之外，出版

策划者有针对性地增加了一些特别的栏目。 比如：
当代阐释：在经典原意的基础上，从当代人的视域出发，将文化元

典的阐释与当代阐释水平相契合，不做纯粹封闭式的自说自话式独

语。 惟有体现出“经典”的“当代性”，才是找到了重读经典的当下语

境以实现其当代价值。 这种阐释体现出了多元理解和当代精神，对青

少年有励志作用，有利于形成良好的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以及多

元思想。

国学故事、文化常识：“国学故事”与“文化常识”两部分内容，紧
紧围绕着经典相关原文内容，或穿插讲述相关具体历史故事，或提炼

一定的文化常识进行解释，对读者理解经典内容很有帮助和启发。
所有这些内容都为读者的阅读提供了具体的帮助，也体现了我们

这套“解读丛书”的个性生命。 文化经典依然鲜活地存在于当代人的

文化生存中，与当代人的精神生活和价值追求息息相关，我们必须找

到这个文化的契合点，打破时空界限，在众多作者富有创造的导读、评

析、阐释中，古为今用，以今释古，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当代价值，

凸显这套丛书的意义所在。
阅读经典才能把深厚的文化沉淀在个体的心灵中，活化在日常生

活中，内化在我们的生命中，从而熔炼提升我们的文化品位、文化气
质，实现文化生命的自觉，建设自己安身立命的心灵家园。



序 言

聆听生命的经典

我们处在一个最好的时代，一个开放自信活泼进取的时代。

如果你对它充满了好感用心去拥抱，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很充实，

很劳累但很有成就。 生命的底色在这个时代愈描愈浓。 你将像一条

欢快的鱼儿游动在自由发挥的空间，去把握人生的质感丝毫不想松

懈。 这也是最坏的时代，因为如果你放松对它的警惕就会被时代所抛

弃。 这个时代不是温情脉脉你侬我侬的大同胜景，而是刀光剑影拼搏

厮杀的残酷竞争。 在你追我赶的生存之战中，人生像是挂在高速行驶

的列车上，连喘气的机会都有限，更别说去欣赏沿途的风景。 哪怕是

伸到面前的玫瑰也要想好那些隐藏在娇艳欲滴花朵下的花刺正虎视

眈眈地准备出击，一不留心就得出彩。 在熙熙攘攘的拥挤人群中寻找

着曾经有过的熟悉和亲切，可在人群散尽后，却发现只有一个人的孤

单在风中瑟瑟发抖；在喧嚣浮躁的红尘中，太想抓住哪怕是一丝风的

影子，可攥到手中的却是风溜走后的惆怅；当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缓

缓地洒落身边，蓦然觉察久违了的这些可爱的阳光，虽然已经是残阳

斜照，却仍然激起心头无限的暖意。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感

伤似乎在融融的感觉中化作了疲惫心灵的慰藉。 那份“落霞与孤鹜齐

飞”的诗意也只有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才能领略。 因此，人生的朝露与

星光同样都是生命中诗意的组成，缺少一方就有遗憾升起。 徘徊在人

世的旷野中，怎么就找不到回家的那条小路？ 踯躅又彷徨，伤感又无

奈。 心很累，却不曾稍稍歇息片刻；身，很乏，却时时想着再给它加压，

绷紧的神经随时都想坍塌。 胜者为王，败者寇。 你不想当王，可连寇

都不是的尴尬，让多少泪水随岁月的流逝化成了难言的呜咽飘荡在生

命的深处。 每每在失魂落魄的惨败后就怀念曾经的辉煌和荣耀，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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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意忘形的欢畅中忘却了曾有过的伤痕和隐痛，常常在飞扬跋扈的

癫狂中失掉了倾听内心声音的可能。 人生总在这些不尽如人意的喜

忧参半中徐徐落幕。 总想寻找到人生最亮的那盏灯，点燃它，照亮通

向自由快乐的天堂。 可在艰难跋涉的过程中总有疑惑浮现，那盏灯会

出现吗？ 都说无限风光在险峰，可怎么越是向上越是感觉高处不胜寒

呢？ 那种断崖美景的期待因路途艰险而更加刺激更有诗意。 可是这

诗意真正有几个人能够领略？ 诗意并非凭空想象而是享受其中的乐

趣，只要心灵之海开花，没有什么风雨可以摧败它。

人类从诞生那一刻起就处在一种行走追索的状态中。 这种状态

换言之就是流浪，伴随着流浪的是漂泊的生存形式和孤独的生存感

受。 寂寞总是像影子一样缠绕着流浪的我们。 行走在路上虽然会看

到很多美丽的风景，但那一瞬间的优美背后是无尽的漫漫长夜和漫上

心头的无边的孤寂。 每个人都在流浪，身体的流浪再加精神的流浪。

走走停停的人生旅程演绎了无数人间的悲欢离合，也抹杀了滚滚红尘

中最亮丽的彩虹。 上帝为了让人类赎罪将我们的先祖放逐出圣洁的

伊甸园，于是，在战战兢兢的惶恐中，在梦想和渴望的催促中，他们跌

跌撞撞地跨进了历史的记忆，停留在时间的入口，那一刻的驻足曾经

忘了流浪原来是这样刻骨铭心。 无数次呼喊着风雨中那追寻不到的

影子，总想停下流浪的脚步，因为心太累了，泪已流干，梦已破碎，可还

是强打精神向前奔。 因为前面有海市蜃楼，有家的温暖，心灵的港

湾⋯⋯还有无数个“因为”在跳跃煽动着应该结束流浪，让伤痕累累的

心和疲惫不堪的身暂时依靠在大地母亲的怀抱中诗意地安居。 可是

那个不想安分的魂却在吟唱着前进的调子，那份流浪的情怀也悄悄暗

示着不要停下来，前面还有更美的风景在等待，还有心爱的人痴痴守

望的目光。 于是等待就变成流浪的脚步不停跋涉的理由，是孤独旅人

心中最美的安慰，是漂泊不定最坏的寓言。 流浪是流浪者的影子，等

待是等待者的现世。 流浪在人间的荆棘中，感受着暴风雨的侵袭。 痛

苦不是说出来的，只有心才能体会。 流浪不是风花雪月的浪漫感伤，

羁旅行人的潇洒在越来越凌乱的步伐中成全了文学的想象和文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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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伪”。 缓缓行走在天涯的古道中，秋风乍起，吹起的岂止是满目荒

野，那是心的空旷，荒凉而凄清。 万丈高崖上的雪莲虽然最孤独却是

造物主最冰清玉洁的奉献，那份洁白是世间少有的期盼。 雪莲般的圣

洁燃烧起生命的激情，当决定继续流浪的那一刻胸中翻滚着万般的豪

情，即使心如死灰般煎熬也要勇敢地走下去，迎接黎明的到来，收获春

华秋实的累累硕果。 所以，怀着一颗虔诚的心热切地等待那一刻庄严

地降临。 人生就是这样一路走来，风雨兼程的磨折中，总有一些感动

在融化着你，还有未知的坎坷在等待考验你。

萨特说过：他人即是地狱。 在你我他的人生交错中，厚重的心灵

壁垒残酷地阻挡了诗意存在的可能。 信任的种子种植进谎言的梯田

结出欺骗的果实。 在熙来攘往的繁华热闹中只剩下心灵的孤寂灰暗

在人生的角落里。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惆怅有时会莫名其妙

地涌上心头，伤感不再是语言上的“卖弄”而是生活的真实写照。 想

来，人生就像是一张无边无际的网，你我都在网中挤来碰去地寻找着

网的缝隙，找个机会就想逃出网的束缚。 对于人生的繁复和琐碎，张

爱玲曾经欢悦而又苦恼地感叹：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生命是美好的，可围绕生命的俗世人间却是千疮百孔，无从躲避。 因

为没有磨难的人生不是丰富的人生，没有眼泪的生活也不会是完整的

生活。 面对波折和痛苦，始终坚信生命中会有一盏灯悬挂在心灵的窗

口照亮磨难之途，指引通向人生快乐的漫漫征程。

试着坚强，学会感恩。 ２００８ 年，中国人从来没有如此团结在一起，

共同面对地震带来的毁灭性打击。 生命的不可承受之轻与重在上天

带给人类的灾难面前更加轻灵飘忽，也更芬芳灿烂。 人性的美好在感

动的泪水和感恩的坚强中华丽绽放。 他人可以不是地狱，这需要放下

世俗的沉重，收敛欲望的扩张，懂得人生的诗意，心与心的交流才会让

灵魂苏醒，让阳光普照心田。 欢乐伴随痛苦，幸福牵伴悲伤，失败孕育

成功，已知的所有与未知的可能时时缠绕心头，想要忘却却很难。 直

面人生的苦难，这是最好的生命脚注。

荷尔德林不无诗意地为人类的生存留下预言：功业累累，但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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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地安居在大地上。 科技理性的发展和工业技术的发达给人类带

来了丰厚的物质和精神文明。 现代人就是伴随着隆隆的机器声成长

起来的。 我们惬意地享受着现代文明所带来的魔力的同时，也不无痛

苦地在现代文明的巨大压力下拼命地喘息挣扎。 田园牧歌式的浪漫

轻松已化作想象的欢乐飘飞在渴望的心头。 尽管荷尔德林对人类的

生存怀有美妙的想象，但诗意的存在只有自己的灵魂才能感知到。 嘈

杂的人世有什么可以平复那颗躁动不安的心，想来唯有经典的浸润可

以寻找回心灵的安慰。 古老华夏文明的深厚积淀影响着每一个生长

在它怀抱中的中国人，重读经典，寻索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是饱满生

命的支撑也是人生进取的必须。 在“悦”读经典中攫取人生的另一份

诗意，在儒学不厌其烦而又不无韵致的苦口婆心中参透人生德行的根

本，这是读经诵典的根本目的。 努力激活潜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深

意，伴随古人可敬的道德理想追求来完成我们的修身之旅。 儒家的经

典讲究以德服人，修身为上。 感天地泣鬼神的德行是儒家最推崇的人

生极致。 一切皆以修身为本的宗旨令中国文化负载了厚重的道德感

化色彩，出世与入世的交替循环中，华美人生的乐章开启在对人间俗

事的诗意提升中。 相对于现代理性的严肃冰冷，儒家道德多了温暖，

少了激进。

其实，人生就是一所大学，在这所大学中掌握竞争的法则、游戏的

规则和宽容感恩的拥有；社会就是一座熔炉，在这个熔炉中锻造出最

坚强的过去、最充盈的现在和最美好的未来。 走进大学要修身，踏入

社会要处世。 枟大学枠会告诉你如何修身养性，而枟中庸枠会教给你怎

样处世爱人。 不管是渐行渐远的古代身影，还是朝气蓬勃的现代脸

庞，任何时代都需要修身养性；不论是繁文缛节的古代旋律，还是简洁

明快的现代节奏，任何世界都需要德才兼备。 诚意总是最令人感动。

没有诚意的躯体只能是酒囊饭袋，没有美德的灵魂只能是污浊一团。

苟活一世的人生只能算是这个世间的灰暗，亮丽的色彩不会青睐那些

懒惰卑污的灵魂。 活着的意义不在于庸庸碌碌地存在，而在于活着的

尊严和追求。 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也要活出自己的色彩。 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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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世间的一粒尘埃，一滴水珠，可堆积多了也会成为高山大海。 就

看有没有这份诚意。 世间万物都在生长，你若怀了探究的心去孜孜不

倦地钻研，那么所有的东西都会清透明亮地出现在你的眼前，因为你
有诚意。 诚意化育天地，承载日月，而这些都需要光辉的美德来施行。
美德是天地之间最大的拥有，因为那颗博大宽容的心是战胜所有艰难

困苦的根基。 热爱人生就要学会与人生为友，享受生活就要和生活打

成一片。 人生的诗意不仅能在云淡风清的潇洒吟咏中获得，而且还会

在镇定自若的运筹帷幄中拾取。 枟大学枠之道在明明德中获取平天下

的雄心，枟中庸枠之道则在执两用中的理想指导下获取人生的最佳方

略。 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枟大学枠中将人生的诗意尽情挥洒，

在不偏不倚左右圆转的枟中庸枠中释放诠释生命的激情。 感受了现代
话语的厮杀与锋利，看惯了网络语言的俏皮与幽默，熟悉了现代生活

的多彩与丰富，或许会对这些古老的经典产生无言以对的沉默，但是

这份无言的沟通障碍恰恰说明了经典的深邃与博大，我们的缺少与匮

乏。 缺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漠不关心。

不要相信什么救世主，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拯救者。 打开心灵的

窗户，把灵魂从沉闷中释放出来，让时间隧道将你带回那段叫古代的

岁月，用青春的勇气和睿智去拥抱经典的厚重和华彩。 在倦极了累极
了的时候，走进经典的怀抱会感觉到浮躁不羁的心渐渐地平静下来，

有一种纯净悄悄环绕在你的四周，仿佛真的又回到高冠巍峨、宽袍大
袖的年代，与那些可爱又可亲的夫子们切磋交流。 在清风朗月的夜晚
举杯邀明月共饮华夏魂，在春华秋实的寒来暑往中用心共吟中华情。

用生命去感受典雅华丽的诗书礼仪，用心灵去触摸经典的脉搏，让生

命在哲人的谆谆教诲中畅快地呼吸。 不要辜负了青春的重托，因为这

是人生最美的季节，挥霍青春就等于浪费生命。 让飞扬的心灵在青春

岁月的掩映下充满诗意的绿色，把渴望征服世界的野心贴挂在每张年
轻的脸庞上，飘扬在洒满阳光的金色大道上。 人生的枟大学枠就在眼

前，满怀激情去聆听生命的经典，把自我摆放在经典的诗意中，汲取它
的智慧去解除灵魂的羁绊，消融生命的薄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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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人生是一杯浓艳的红酒，初尝清冽却后劲十足。 人生也是一团纠

缠不清的乱麻，剪不断理还乱。 烦乱中有简洁，浓烈中透出清新。 这

就是人生。 张爱玲曾经忧郁地说：短的是人生，长的是磨难。 海德格

尔却深情地说：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在千头万绪的丝丝勾连中

学会宽容，从世相烦乱的红尘中学会做人。 诗意就像是那杯喝下肚中

的红酒，慢慢地氤氲，缓缓地游走，在点点沁入中挥发它的魅力。 用一

颗智慧的心去感受这份诗意的存在，不要总是徘徊在失望的边缘而悲

观厌世。 虽然人生之事十之八九不如意，若要存了一份淡泊宁静的超

然之气，若要有了诗意的向往，眼前总会是雅致的风景，心中总会有融

融的暖意。 中国人讲究修身明德，恰恰也是一种对诗意人生的追求。

那种云淡风轻的美好意境是中国文人的诗意栖居。 采菊东篱下，悠然

见南山的洒脱和旷达；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雄浑和壮观；两岸猿

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豪放和欣喜；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

细腻和动感⋯⋯处处体现了人生的诗意。 诗意不是作秀，不是压抑，

而是生活的态度和人生的理想。 如何成就人生的诗意，需要走进生活

的深处，探寻诗意的来源。 这需要首先开始人生的枟大学枠之旅。 社会

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在这里会发掘出生活的真谛，而枟大学枠是字

面的人生，在这里会发现修身的根本。 现代意义的大学则是人才的摇

篮和科研技术的航空母舰，在这里会成就大师的梦想。 作为儒家经典

的枟大学枠，蕴涵诗意的人生，也有人生的诗意，只不过这份诗意，既有

中国传统文化的纯粹精神，而更多的是入世的责任和功利色彩。

简要介绍一下：枟大学枠是儒家较全面系统阐述治国平天下学说的

一篇政治论文。 它原本是枟小戴礼记枠中的一篇，汉武帝时，随枟礼记枠

成为五经之一而进入官学，比枟论语枠、枟孟子枠升入官学为早。 宋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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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单行，宋人把它从枟礼记枠中抽出来，与枟论语枠、枟孟子枠、枟中庸枠相

配合被称为“四书”，而称此书为“初学入德之门”。 南宋朱熹倾注一

生心血，为枟大学枠、枟中庸枠、枟论语枠、枟孟子枠作注，撰成枟四书章句集
注枠。 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程颐的看法，枟大学枠是孔子及其
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儒学的入门读物。 所以，朱熹把它列为“四书”

之首，认为枟大学枠一书，简明扼要、提纲挈领地概括了儒家经典的精

髓。 因此，对于枟大学枠，他用力甚勤，修改最多。 朱熹又认为收在枟礼

记枠中的枟大学枠本子有错乱，便把它重新编排了一番，分为“经”和

“传”两个部分。 其中“经”一章，是孔子的原话，由孔子的学生曾子记

录；“传”十章，是曾子对“经”的理解和阐述，由曾子的学生记录。 这

样一编排，便有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枟大学枠版本。



大学与人生

【导读】
总是在蓦然回首的当口才见出繁华的碎隙，总是在低头的一刹那

间俯视到尘埃的伟大。 经典也是如此，看似平实却包蕴乾坤。 唯有真

正进入其中方悟得此中真意。 枟大学枠不只是纸上的人生，更是影响了
千年中国文化的奠基之作。 它虽然产生年代久远却历久弥新，至今仍

然散发出独特的魅力，历史长河的反复淘洗使其更加耀眼迷人。 人生

与大学息息相关，因为人生本来就是大学，而枟大学枠却是人生的注解。
在风雨兼程的人生历程中，枟大学枠就像一座灯塔放出智慧的光芒，照

耀着人生之梯，为人生的诗意而不舍昼夜地诲人不倦。 “大学之道，在

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三大纲领恰似夜明珠熠熠生辉，格物、
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大学之道的具体体现。

若想领悟到最深的内涵必须进入枟大学枠深处，在文字的厮杀和言语的

婉转中感悟人生的奥秘。 进门之前，先来介绍朱熹版的枟大学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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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溯源

【原文】

子程子
①
曰：“枟大学枠，孔氏②

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
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枟论枠、
枟孟枠次之。 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

【注释】
①子程子：前一个“子”字，意为老师，后一个“子”字，古代男子的尊称。 程子

（公元 １０３３ 年—１１０７ 年）：宋朝大儒，名颐，字正叔，洛阳人，世称伊川先生。 其学

以“穷理”为主。

②孔氏：孔子（公元前 ５５１年—前 ４７８ 年），名丘，字仲尼，儒家创始人，春秋末

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 祖先是宋国贵族。

少年贫贱，即长，做过“委吏” （司会计）和“乘田” （管畜牧）等事。 曾从老聃、苌

弘、师襄学习礼、乐、琴。 五十岁时，担任鲁国司寇，摄行宰相事务。 后又周游宋、

卫、陈、蔡、齐、楚等国，但没有得到任用。 晚年整理枟诗枠、枟书枠，删定枟春秋枠，致力

教育，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著名的有七十二人。 现存枟论语枠一书，是研究孔子

学说的主要资料。

【经典原意】

程子说：“枟大学枠是孔子遗留下来的书，是开始学习的人进入道

德的门径。”如今人们还可以见到古人做学问的次序，主要是依赖这篇

枟大学枠的存在，其次是依靠枟论语枠、枟孟子枠。 读书的人必须沿着枟大

学枠中的顺序去学习，那么进入道德的门径也许可以差不多了。

【当代阐释】

朱熹与枟大学枠

朱熹真是不错的学生，自己的老师尊称为子，而将孔圣人叫做氏，

其实孔圣人的分量是远远超过二程的，但是没办法历史注定了让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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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出这个风头。 不要小看了这段文字，它是宋朝的朱熹根据自己多年

研习枟大学枠得出的结论和体会，也给我们交代了枟大学枠一文的来源

和出处。 南宋之后所有流传使用的枟大学枠，都是朱熹根据他的老师程

颐、程颢两位儒学大家的考订重新修订原本，再加上他自己的心得而

作注解的枟大学章句枠本。 明代之后，科举考试就是根据“四书五经”

来出题，并且规定都要以朱熹所作的注为标准答案。 朱熹版的枟大学枠

也就是我们现在重新阅读的这个版本，成为最经典权威的版本。 枟大

学枠经过朱熹的注释，阐发，仔细推敲，侧重于诚意修身，渗透了宋代儒

学的理学思想。 它虽然只是一篇关于品德修养的文章，但是其中所包

含的“道”确实值得我们思考。 既然枟大学枠的诞生具有这么曲折复杂

的过程，那么它一定蕴藏着许多宝藏，让我们进入枟大学枠慢慢去发掘。

【国学故事】

曾子杀猪

曾子深受孔子的教导，不但学问高，而且为人非常诚实，从不欺骗

别人，甚至是对于自己年幼的孩子也是说到做到。 不过曾子的家庭不

是很富裕，粗茶淡饭的日子让他的孩子都受不了，就想吃点肉解解馋。

有一天，曾子的妻子要去赶集，孩子哭着叫着要和母亲一块儿去。 于

是母亲骗他说：“乖孩子，待在家里等娘，娘赶集回来给你杀猪吃。”孩

子信以为真，欢天喜地地跑回家。 孩子一整天都待在家里等妈妈回

来，村子里的小伙伴来找他玩，他都拒绝了。 傍晚，孩子远远地看见妈

妈回来了，他一边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上前去迎接，一边喊着：“娘，娘快

杀猪，快杀猪啊，我都快要馋死了。”曾子的妻子说：“一头猪顶咱家两

三个月的口粮呢，怎么能随随便便就杀猪呢？”孩子哇的一声就哭了。

曾子闻声而来，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以后，二话没说，转身就回到屋

子里。 过一会儿，他举着菜刀出来了，曾子的妻子吓坏了，因为曾子一

向对孩子非常严厉，以为他要教训孩子，连忙把孩子搂在怀里。 哪知

曾子却径直奔向猪圈。 妻子不解地问：“你举着菜刀跑到猪圈里干

啥？”曾子不假思索地回答：“杀猪。”妻子听了扑哧一声笑了：“不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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