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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了痕

扬雄谓诗赋小道，壮夫不为，故班超投笔、孔明弃庐，立功封

侯，抑此一举。余才疏志浅，独谓不然。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子曰

始可与言《诗》；志道据德，依仁游艺，一言乃知思无邪。诗者，所

以变化气质，陶冶性灵，吟咏性情也。

人之初，原无论性善性恶；殆乎成，实所赖之化之变。若夫哀

哀父母，生我劬劳，哀子之悼也；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慈母

心苦也；安得广厦千万间，寒士所忧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

山，达人自乐也；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征伐之痛也

……至若“三吏”、“三别”、《北征》、《贾生》、《长恨歌》、《明妃曲》、

《圆圆曲》……又岂独诗哉？诗者，史也。所以昭善恶、审美丑、启

愚痴、发来兹，感物触怀，缘情兴作，随物宛转而与心徘徊也。

余笃嗜诗文而庸钝不才，末技游食而贫贱有耻。虽然，未之悔

也。披卷则神游千载，以受万物之备；击节则快意平生，每忘营营

之扰。诗者，诚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超尘绝俗，换骨

脱胎，舍此其谁！

余友贾君，雅好文艺，教学之余，不辍笔耕。焚膏继晷，流连于



网络；废寝忘食，究心于群书，细大不捐，集腋成裘，乃成是编，嘱

余为序。方今词翰之书充栋而陈陈相因，注解翻译俱备而难由其

境，言不尽意，信非虚言。此书则诗入故事，故事彰诗，诗情事意，

独得生气。而琳琅触目，览之味味外之旨；况诗有别才，掩卷余化

蝶之幻。是则是书也，亦未必非学诗之一助也。

悲悯最是诗人心，此生原为读书来。孔子亦云君子不器。余不

敏，珠玉在侧，大难为辞，唯以斯语请事。

壬辰夏于荒谬绝伦窟



遥远的岁月玲珑的歌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蒹葭苍苍，白

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

雨雪霏霏”、“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交交

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

不思，亦已焉哉”、“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民之讹言，亦孔之将”

……这些负载了美丽意蕴的或喜或悲或忧或愤的诗句，被先民

们轻轻地吟唱出来，在他们追慕爱情的时候，在他们思念亲人的

时候，在他们遥想故土的时候，在他们备受侵凌的时候，在他们

忧愁满腹的时候，在他们劳作生息的时候……在那些遥远的岁

月里，这些朴真淳厚的各式各类的情感已然如此流畅峻健地活

跃在人们的心头，活跃在美丽曼妙的锦绣文字里，于是“思无邪”

就成了中国诗歌的滥觞，成了千秋万代绵绵不息的歌吹，成了兴

群观怨启人心智的源泉。

曾经香醇过无数的口齿，曾经浸润过无数的心扉，曾经芬芳

过无数的竹简，那些悠缈的美丽意蕴飘过了秦汉飘过了魏晋，年

复一年地激发着更多美丽情怀的如花绽放，日复一日地开启着

更多感人肺腑的温婉衷肠……意蕴的濡养造就了更多的诗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诗人的妙笔谱就了更多的华章。犹如广纳百川的河流一样，她在

日夜不息地潺 中，集璀璨于苍穹，萃琼玉于天地，终于在大唐两

宋的空间里汇聚成海，澎湃出千姿百态的奕奕风采。于是，锦文

绣字的唐诗宋词凝铸了诗风词韵中那如黄钟大吕般的恢弘气

度，光照碧落，质惊鬼神。日出月落间，人世千百回，诗海还在澎

湃，广袤依然存续，瑰丽的水波激荡着无边旖旎曲折回旋。

爱诗，更喜欢徜徉诗海。晨曦初露之时，星月朗照之夜，静捧

诗卷，唯觉诗能道尽世间千种风情人生万般幽怀，唇齿溢香间，

一切的忧烦也随之遁迹绝尘。爱诗，却不知如何让更多忙碌在日

子中而无暇驻足观景的人们也去爱她。百思之余，唯有用故事的

方式管窥蠡测，以期展露一方美丽于世，却不曾想总是挂一漏

万，诗海茫茫实难穷尽，故不揣愚陋，就教于大方之家，聊以抛砖

引玉。

更为遗憾的是，翻检资料两度春秋，编著之中多次掠美网络。

书成之时却无法向在网络彼岸默默成人之美的人们致谢，唯有

将感激深藏于心，蓦然回首，他们原来也如诗般美好。

此时此地，唯愿现世一切安好，人人拥有如诗般温婉的情怀，

如诗般睿智的思考，还有那如诗般美丽的生活。

是代序。

2012年 8月 9日于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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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彩娱亲老莱子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极力倡导“孝”的国家，不论从汉代“举孝廉”和晋代

“以孝治天下”的制度，还是从《孝经》、《二十四孝》等专著，我们都可以管窥

中华民族以孝为立身之本的优良传统。 当然，民间还有很多众所周知、耳熟

能详的劝孝名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

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千经万典，孝悌为先”、“孝顺还生孝顺

子，忤逆还生忤逆儿；不信但看檐前水，点点滴滴旧窝池”、“堂上二老是活

佛，何用灵山朝世尊”、“孝莫假意，转眼便为人父母；善休望报，回头只看汝

儿孙”……

远在春秋时期，老莱子戏彩娱亲，以他身体力行的方式演绎了纯朴至

美的孝子深情，成为历史上率先垂范的至孝之人。 悠悠千载，他那迟缓而又

憨稚的身影一如夜幕中璀璨的星星，永远闪耀着灼灼的光辉。

一、千古大隐士

老莱子，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之一。 他出生于楚

国，原籍为宋国相县厉乡曲仁里。 他一生致力于著书立说，传授门徒，宣扬

道家思想。 也有人认为，老莱子就是道家学派的先驱老子。

老莱子不愿“受人官禄，为人所制”，就隐居在深山老林之中。 楚惠王五

十年，楚国发生了“白公胜之乱”，紧接着陈国从南面入侵，一时间楚国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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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忧外患之中。 为了躲避乱世，老莱子带着父母妻儿逃到了纪南城北一百

多里外的蒙山。 蒙山就是今天的湖北省荆门市象山，素有“荆楚门户”的美

称。 幽静清雅的深山之中，仰可观宇宙苍茫白云徜徉鸟飞翔，俯可见群山巍

峨绿树葱茏溪潺潺。 老莱子在这个钟灵毓秀的地方搭建了一院茅草房，和

家人过起了简朴的生活。 开荒种田，拾柴做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岁月不

慌不忙地梳理着他的质朴恬静，时光不紧不慢地品读着他的清静无为。 据

说现在的象山一带还存有“老莱山庄”、“孝隐亭”等诸多遗迹。 相传在老莱

子隐居象山期间，有个书生慕名而至，向老莱子请教《周易》，受到老莱子指

点后他就皈依了道门。 因为道家认为天地大道玄之又玄，加之他天天与墨

为友，所以书生就自称为“玄墨道人”，因此后世就有了玄墨道派。

听说国内名士老莱子躲进了蒙山，楚惠王就亲自驾车前往，盛情邀请

老莱子出山，辅助自己理政治国。 老莱子婉言谢绝：“山野草民，哪里懂得治

国之道？ ”为了躲避楚惠王的再次相邀，他离开了幽静清雅的蒙山，渡过长

江，到江陵地区栖身，再次隐居，过起了“鸟兽之解毛可绩而衣之，据其遗粒

足以食”的生活。 穿着用鸟兽掉落的毛编织成的衣服，吃着零落山间的草籽

野果，清风盈耳，明月入怀，忙时荷锄，闲时赏云，日子悠然而又淡定。 即使

深山更深处，纵任艰苦紧相随，老莱子都会携两袖超然融身山川，让淡远遍

地生根。有道是“厌静还思喧，嫌喧又忆山。自从心定后，无处不安然”，现世

人心犹如浮尘飘飞，置身繁华却难耐嘈杂，静憩山林又难忍寂寞，在焦躁浮

泛中怎么都寻觅不到栖息心灵的家园。 鄙弃名利，超然入山，老莱子以行动

向世人昭示：无论置身何方，心定自然身安。

一如遁迹山林隐身远世的主人一样，著作《老莱子》在汉魏时代也销声

匿迹了。

二、青史至孝人

哲思的光芒远远比不上孝行的光辉来得更为显耀，老莱子以至孝而流

芳百世、名传千古。 侍奉父母孝顺之极，老莱子的孝心孝行在当时就广为人

知、备受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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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老父老母快乐地安度晚年，已届古稀之年的老莱子特地养了几

只美丽的鸟儿，让鸟儿清脆动听的啼鸣逗父母开心。 每当看见父母在鸟笼

旁逗鸟时的欢颜，老莱子就无比欣慰。 不料有一天，看着老莱子的满头白

发，父母长叹一声说：“连儿子都这么老了，我们活着的日子也不长了。 ”老

莱子听了这话，心中十分着急，他担心父母因此而忧伤郁闷，就开始千方百

计地取悦他们。

一番苦思冥想之后，他灵机一动，计上心来。 为了让父母忘记自己的年

龄，他特意穿上五彩斑斓的衣裳，故意模仿小孩子娇憨的情态和可爱的动

作，在父母眼前嬉戏欢闹，一会蹦跳翻腾，一会转圈起舞，一会做做鬼脸，一

会逗逗小鸟，口中也如孩童般时而大声欢叫，时而牙牙学语，时而哭哭啼啼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做法果然奏效。 每当看着他如孩童般稚嫩的动

作姿态时，父母仿佛又回到了年轻时代，脸上绽开了灿烂的笑容，朗朗的笑

声就在堂屋中久久回荡。 老莱子总是变着花样模仿小孩子玩耍，有时候他

挑着两桶水到堂屋来，故意在跨越门槛的时候跌倒，将两桶水打翻在地，把

五彩斑斓的衣服弄得湿淋淋泥糊糊的，然后他就佯装小孩儿的样子恼怒地

哇哇大哭起来。 每到这个时候，白发苍苍的老父老母早已忍俊不禁，笑得前

仰后合，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里都蕴满了快乐，老父老母也会拄着拐棍颤巍

巍地走过来扶他，像抚慰孩童一样用软语安慰他，这时堂屋中就充满了欢

快温馨的气氛。 有感于老莱子虔诚的孝子之心和浓笃的赤子之情，后世人

们这样吟诵：

戏舞学娇痴，春风动彩衣。

双亲开口笑，喜色满庭闹。

老莱子的一片赤诚孝心，天地可鉴。 试想，七十多岁的人了，要在地上

跌摸滚爬已绝非易事，可是尽管如此，老莱子依然竭力地模仿小孩子蹦蹦

跳跳、嬉戏玩耍，来逗父母开心。 即使累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他也心甘情

愿。 先父母之忧而忧，后父母之乐而乐，老莱子就是这样，像乌鸦反哺一样

倾尽全力地侍奉父母不说，更以父母的开颜欢笑为头等要务。 也许有人不

理解老莱子戏彩娱亲的行为，认为子女只要做到让父母衣食无忧、老有所

养就是孝顺了，何必如此费力费劲？ 对此，《论语》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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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弟子子游向孔子请教什么是孝，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

马，皆能有养。 不敬，何以别乎？ ”孔子郑重地告诉子游，如果一个人仅仅做

到供养父母却没有发自内心的敬意，那就算不上孝顺，这样的孝跟饲养犬

马有什么区别呢？ 还有一次，子夏向老师请教同样的问题，孔子说：“色难，

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孔子告诉子夏，奉养父母

时如果没有和悦恭敬的脸色，那也不是真正的孝。 只是赡养而没有敬意的

孝，不是真孝；真正的孝子，不但要供养父母，还要态度和善恭敬，更要真心

地去爱父母、敬父母。

正如《礼记》所言“父母在，恒言不称老”一样，老莱子在父母面前从来

不说自己老，已届七十高龄还在戏彩娱亲，真可谓齿德俱尊的至孝之人。 他

的孝行感动了时人，也感动了后世，人们将他列入了“二十四孝”之中，并用

“老莱衣”比喻子女对老人的孝顺。 宋代诗人苏舜钦在《老莱子》一诗中这样

赞叹：

常羡老莱子,七十亲不衰。

飒然双白鬓,尚服五彩衣。

戏游日膝下,弄物心熙熙。

或时暂朴跌,辄作婴儿啼。

……

“老莱衣”也成了奉养父母到老不衰的典故。 不论是孟浩然“明朝拜嘉

庆（嘉庆，指祝寿），须著老莱衣”的叮咛，还是王维“手持平子赋，目送老莱

衣”的夸赞；不论是司空曙“王祥因就宦，莱子不违亲”的称扬，还是岑参“手

把黄香扇，身披莱子衣”的赞咏，这些唐人诗句中都饱含着人们对老莱子至

孝行为的热忱褒奖。 后世诗文更是以“戏莱衣”、“斑衣侍”、“斑衣儿啼”、“莱

衣戏舞”、“老莱戏彩”等诸多形式，表达着对老莱子的无限敬意。

虽然时光已逝去两千多年，但是老莱子的孝行依旧如那夜空里的星

星，光华熠熠闪烁不息，为后世的人们走上迢迢孝道恒久地指引着方向。在

此，唯愿现世所有的父母，都能安享老莱戏彩般的儿女之孝；更愿天下所有

的儿女，都能学习莱衣戏舞般的赤子之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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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鲍之交世难寻

管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 谥号“敬仲”，史称“管子”。

鲍叔牙，又称鲍叔，春秋时齐国大夫，以知人善举著称。

一、管鲍分金道义和

春秋时期，齐国有一个年轻人名叫鲍叔牙，由于自幼饱读诗书，知识的

濡养使他通达礼仪，举止文雅。 岁月流转间，他已然成长为一个风度翩翩的

谦谦君子。 少年时期他就与管仲很熟识，也知道管仲很贤能，成年后的他们

关系更是要好。 不过，家境贫寒的管仲依恃聪明老是欺负鲍叔牙，但鲍叔牙

从来都不以为意，自始至终都在善待管仲。

虽然管仲的祖先是姬姓的后代，与周王室同宗；虽然他的父亲管庄是

齐国的大夫，也曾荣耀一时，但是这一切都没能阻挡得了管家的由盛转衰，

而管庄的早逝加速了管家的衰败， 到管仲少年时管家已经是家徒四壁，釜

甑生尘了。 迫于生计，管仲做过很多工作，包括当时被认为地位微贱的

商人。那是个重视知识尊崇知识的时代，士、农、工、商是对人们社会地

位的排列，正如俗语所说：“世间万般皆下品，思量唯有读书高。 ”知识分子

的地位最高，最受人尊敬。 想来那时的人们已经认识到知识是推动社会发

展的最大力量，而把经商营利看做是投机取巧之举吧，所以那个时代把最

朴素最率真的尊崇给了那些拥有知识的人们，而将歧视和不屑的眼光投向

管
鲍
之
交
世
难
寻

005



古
诗
里
的
故
事

了商人。

由于家里很穷，拿不出钱经商，管仲就找鲍叔牙求助，最后他们商定由

鲍叔牙出资，两人合伙经商。俗话说：“小商靠智，大商靠德。 ”管仲和鲍叔牙

都是聪慧不凡之人，加之鲍叔牙为人笃诚厚道，他们的生意果然很是兴隆，

没过多久就赚了很多钱。 不过出人意料的是，管仲未经鲍叔牙的同意，就擅

自做主多拿盈利。 耿直忠厚的鲍叔牙知道后，毫不在意，依然把管仲当做好

朋友，继续和他合伙。 后来的每次盈利，管仲依然是多拿多占，看不过去的

人们纷纷为鲍叔牙打抱不平，提醒他说：“都说‘无本难求利’，和管仲合伙

经商，你既掏本钱，又出大力，理应多得利金。 管仲不但分文未投，还要一而

再、再而三地多拿多占，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你怎能不闻不问呢？ ”鲍叔牙

听了，不以为然地笑着说：“管仲家境贫寒，年迈的老母亲过着饥寒交迫、衣

食无依的苦日子。 他是为了赡养母亲才贪取利金的，对此我心甘情愿。 ”人

们都被鲍叔牙淳朴笃厚的义举深深感动了，纷纷称赞他的高风亮节，于是

“管鲍分金”在莱芜民间成了广为传颂的美谈，也成了朋友之间情深义厚、

相知相惜的最佳典范。 唐代诗人杜甫在《贫交行》一诗中如此慨叹人心不

古、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

翻手为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

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

当一个人得意之时，人们就会像云彩一样团簇趋合，蜂拥而来；一旦他

失势了，原来还在极力巴结逢迎的人就会像雨水一样哗然而散，四处飘落。

世风如此浅薄庸俗，人与人之间不是以利益结交，就是以势力攀附，满口的

虚言伪诈，这样的结交真是不值一提。 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管鲍贫时相交

的淳朴笃厚，早已被今世之人像土块一样抛弃。

有一首古歌这样吟唱：“采葵莫伤根，伤根葵不生。 结交莫羞贫，羞贫友

不成。 ”贫贱方能见真交，患难才能见真情，富贵之时的结交大多都不可靠，

惯常所见的多是“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的虚诚伪忠，想来还是古

语说得精准犀利：“有酒有肉皆兄弟，急难何曾见一人。 ”真交不需要华丽的

言辞，也不需要旦旦的誓言，需要的只是真心诚意和实实在在的行动。 可是

尘世茫茫，真情最为难觅，真交实在难求，当唐代诗人杨巨源发现管鲍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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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现世罕有时，他在《题赵孟庄》一诗中不由地发出了这样的慨叹：“管鲍化

为尘，交友存如线。 升堂俱自媚，得路难相见。 ”

都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面对利益，俗世上演最多的还是尔虞我诈

搅扰纷争，你方唱罢我登台，唯利是图似乎成了每个时代的主旋律。 也难怪

道家吕纯阳感慨道：“浮名浮利浓于酒，醉得人间死不醒。 ”鲍叔牙的大度谦

让感动了时人，更感动了后世的华夏子民。 人们郑重其事地相互告诫：“要

学管鲍分金，不学孙庞斗法。 ”朋友之交就应该像鲍叔牙那样重义轻财，而

不要像嫉才妒能的庞涓那样残害孙膑，以致师兄弟反目成仇。 为了将崇高

而无限的敬意献给鲍叔牙，人们认定现在莱城区方下镇的小义和村就是管

鲍分金的确切地点。 “义和”者，道义之融和，自然是褒扬管鲍分金的情谊，

同时“分金台”也在默默地向世人展示着鲍叔牙的大义容雅。

二、唯有鲍子是知己

管鲍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烽烟四起的时代，诸侯国之间总是争战不已，

杀伐不断，于是征兵也成了常事。 管仲曾经三次应征入伍，但每逢打仗，他

都会临阵脱逃。 人们纷纷讥笑他是个怕死鬼，鲍叔牙却总是替他辩解：“管

仲逃跑，只因挂念老母，他不是逃兵，他是尽仁尽义的大孝子！ ”管仲知道

后，十分感激这位知音，一心想报答他。 没想到事与愿违，他连办几件事非

但没有成功，反而弄巧成拙，给鲍叔牙制造了很多麻烦，人们又开始指责管

仲恩将仇报。 这时又是深明大义的鲍叔牙，极力替管仲申辩：“管仲绝非忘

恩负义之辈。他本领非凡，只是目前还没有碰上施展才能的机遇而已。再说

我们也不能因为一两件小事就全盘否定他。 ”鲍叔牙的海容大度让管仲深

为感动，他非常感激命运赐给了他这样一位处事有方、知情重义的莫逆之

交，从此，他深深认定，鲍叔牙就是自己“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至交。

后来管仲和鲍叔牙都去从政。 当时的齐国国君齐僖公有三个儿子：太

子诸儿、公子纠和小白。 管仲鞍前马后地跟随公子纠，鲍叔牙则为公子小白

效命。 齐僖公驾崩后，太子诸儿继位，即齐襄公。 齐襄公品质卑劣，荒淫残

暴，以致国政混乱不堪。 十来年后，民不聊生的齐国终于爆发了内乱，齐襄

管
鲍
之
交
世
难
寻

007



古
诗
里
的
故
事

公的堂弟公孙无知勾结大夫，闯入宫中杀死了齐襄公，然后自立为王。 为了

避难，小白在鲍叔牙的保护下逃到了莒国，管仲和召忽保护公子纠躲到了

鲁国。

时隔一年，公孙无知被齐国贵族诛杀。 俗话说：“国不可一日无君。 ”没

有了国君的齐国更加混乱，逃难在外的公子小白和纠都想当国君，而莒国

和鲁国的君王为了自身利益，也乐于帮助他们。 鲍叔牙仔细分析了齐国形

势后，向莒国借了兵车，护送公子小白日夜兼程地赶回齐国。 逃难在外的公

子纠，也接受了鲁庄公派出的兵车，星夜回国。 公子纠听说小白已经动身回

国，就派管仲率兵埋伏在莒国通往齐国的路上，准备截击小白。

当小白的车马越走越近的时候，管仲瞅准时机引弓射击，一箭就射中

了小白。 出乎管仲意料的是，箭恰好射到了小白腰带上的挂钩，急中生智的

小白，立即咬破舌尖躺在车上装死，此举瞒过了管仲。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鲍

叔牙更加警觉起来，他明白此刻危机四伏，一丝一毫的大意都会酿成大祸，

因此他立即让小白躲进辒辌（wēn liáng，古代可以卧的车）内，继续欺骗管

仲，小白这才得以逃脱追杀。 管仲以为小白死了，就不再追杀，派人向主人

复命。 公子纠以为彻底消灭了竞争对手，就开始志得意满、不慌不忙地向齐

国进发。 他们做梦都没想到此时鲍叔牙正带着队伍星夜兼程、马不停蹄地

赶奔国都。到达临淄后，鲍叔牙立即进城游说齐国大夫。在齐国正卿高氏和

大夫国氏的帮助下，公子小白顺利地登上了君位，即史上有名的齐桓公。 当

公子纠优哉游哉地来到临淄后，发现自己大势已去，方才大梦初醒。 他追悔

莫及，带领鲁国的援兵与小白仓促交战，结果溃不成军，逃亡鲁国。

为了铲除后患，齐桓公一登基，就派遣使者前往鲁国，要求鲁庄公杀死

公子纠，并交出不法之臣管仲和召忽，否则齐国将大兵压境。 杀死公子纠自

然不在话下，鲁国大夫施伯明白齐国索要罪臣只不过是打个惩处的旗号而

已，其真正目的是要重用管仲这一世间奇才，因此他主张杀了管仲，然后将

尸首还给齐国，以绝后患。 但是鲁庄公迫于齐国的军事威胁，不敢听从施伯

的建议，于是将管仲和召忽送还齐桓公发落。 为了表达对公子纠的忠诚，召

忽选择了自杀，临死前他对管仲说：“我死了，公子纠就有了以死效忠的臣

子；你活着建功立业，使齐国称霸诸侯，公子纠就有了以生立功的臣子。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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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完成德行，生者完成功名。 我们各尽其份，你努力为之吧。 ”随后，管仲被

押解到了齐国。

因为念念不忘鲍叔牙的卓著功勋，齐桓公打算让他担任相国，鲍叔牙

坦诚地说：“如果您只想治理齐国，用我和高傒就够了；如果您想建立霸业，

非重用管仲不可。他可是天下少有的奇才！ ”齐桓公十分惊讶：“难道您不知

道管仲是我的仇人吗？ ”鲍叔牙说：“治理天下在于宽仁和才智，不能计较个

人恩怨，更何况当时管仲是为公子纠效命的，他射杀您也是奉命行事。 一个

能忠心效命主人的人，也一定会忠于君王的。 ”齐桓公又问：“那么跟您相

比，管仲的才能究竟如何？ ”鲍叔牙答道：“在宽政惠民、权术安稳、取信于

民、礼仪教化和治军有方这五个方面，管仲都比我强。 大王不能因为一箭之

仇而错过了得到贤才的机会。 您只要化仇为友，赦免其罪并委以重任，他一

定会像忠于公子纠那样为您效忠的。 ”

犹如古语“求士莫求全，毋以二卵弃干城之将；用人如用木，毋以寸朽

弃连抱之材”的谆谆劝导一样，齐桓公终于被鲍叔牙说服，决定重用管仲。

很快，齐桓公选了个良辰吉日，用非常隆重的礼节，拜管仲为相国，让他主

持齐国朝政。 此后的鲍叔牙，一直心甘情愿、默默无闻地做着管仲的助手。

鲍叔牙举贤荐能、知人善让的高风亮节，齐桓公重视人才、不计前嫌的博大

胸怀，实在令人钦佩。 试想，如若世间领导都能似齐桓公般大度且任人唯

贤，民众都能似鲍叔牙般品德高尚且善荐贤才，相信“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的人才浪费现象一定会大大减少，相信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幽愤慨叹也一

定会渐渐消失。

管仲果然不孚重望， 紧锣密鼓地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

大刀阔斧，励精图治。 管仲曾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

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直到现在，只要谈起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

时，人们都会想起管子的这句名言，并为他的远见卓识而钦服。 随着齐国国

力的逐渐强大，齐桓公愈加信任和倚重管仲，不但尊他为“仲父”，还放权让

他主持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在全国划分政区，组织军事编制；建立选

拔人才制度；按土地分等征税，禁止贵族掠夺私产；发展盐铁业，铸造货币，

调剂物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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