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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丰仍节俭”古人怎么做
今年我国粮食丰收已成定局，尽管粮食供给比较

充裕，但“粒粒皆辛苦”，一粒小麦从种到收要经历
秋冬春夏四季、230多天，从地头到餐桌实属不易，
我们要节约粮食，减少浪费。“岁丰仍节俭，时泰更
销兵。圣念长如此，何忧不太平。”白居易提醒人们
即使在丰收之年，也要节俭。尚俭戒奢，朴素节俭，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古往今来，先贤们为我们做
出了表率，留下了一个个舌尖上节俭的佳话。

春秋时期的季文子出身于三世为相的贵
族家庭，他作为鲁国正卿，掌管国政和统兵
大权30多年，辅佐鲁宣公、鲁成公、鲁襄
公三代君主，位高权重，他一心安社稷，忠
贞守节，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史记·鲁
世家》里说季文子当政时，全家人都不穿绸
缎衣裳，过着俭朴的生活，只求朴素整洁，
家里的马匹，只喂青草不喂粟米。

孟献子的儿子仲孙见他如此节俭，很瞧
不起他，就劝他说：“你身为国家重臣，代
表国家形象，却如此寒酸、吝啬，你不怕朝
中的文武百官笑话你吗？这样做在对外交往
时也有损我们国家的形象，影响我们国家的
声誉。你为什么不改变一下呢？这于己于民
于国都有好处，何乐而不为呢？”季文子听
后淡然一笑，回应道：“我当然也想穿华丽
的服装、骑良马名驹，可是，我看到国内老
百姓吃粗粮穿破衣的还很多，有的甚至还在
挨饿，我不能看着全国百姓衣衫褴褛，粗茶
淡饭，而让自己的妻子儿女衣着讲究，终日
吃着山珍海味，如果这样做我心里会不安
的。况且，我只听说国家的形象和荣誉是通
过臣民的高尚品德和文明举止表现出来的，
没听说过炫耀财富、讲究排场能给国家增光
添彩？”一席话说得仲孙无言以对。

孟献子听说这件事后，非常生气，将仲
孙幽禁了7天，让他闭门思过。仲孙得到教
育后痛改前非，效仿季文子的简朴生活。消
息不胫而走，在季文子的倡导下，鲁国朝野
出现了俭朴的风气，并为后世所传颂。

季文子喂马不用粮食

色彩的世界，包容万千。红
的热烈，绿的清新，黄的跳跃，
蓝的沉静……各种颜色都有其独
特品质。相较于赤、橙、黄、
绿、青、蓝、紫这些色调鲜明、
给人深刻视觉印象的颜色来说，

“素”色以一种柔和含蓄的方式
存在着。

古人多在长一尺左右、未经
染色的绢帛上写信或著文，因
此，“尺素”一词成为书籍或信
件的代称。比如汉代乐府诗《饮
马长城窟行》：“呼儿烹鲤鱼，中
有尺素书。”宋代晏殊 《鹊踏
枝》词：“欲寄彩笺兼尺素，山
长水阔知何处。”

未经染色的丝织品呈现其本
色，也就是自然的白色，“素”
也就顺理成章有了“本色、白
色”以及“质朴、不加装饰”的
意义。在古代诗文当中，经常可

以见到以“素”修饰事物的情
况，有时强调其色彩本身，有时
则强调事物不加装饰的质朴本
色。前者如 《诗经·召南·羔
羊》“羔羊之皮，素丝五紽”中
的“素丝”；后者如唐代杜光庭

《咏西施》“素面已云妖，更著花
钿饰”中的“素面”等。

“素”是一个意义丰富的
字。它现在常用的一些含义和用
法大多围绕着“事物原本的性
质”这样一种基本意义，就是在
它最初表示“未经染色的丝织
品”的基础上直接或间接发展出
来的。比如“素”在“素质”

“素材”等词语中表示“本来
的、原有的”；在“元素”“要
素”“因素”“维生素”等词语中
指“带有根本性质的物质”；在

“素来”“素不相识”“素有好
感”等词语中表示“一向、向
来”等。

如果将古今做一对比，我们
会发现，似乎古人比今人更加偏
爱“素”。这不仅体现在大量以

“素”修饰的事物，也反映在先
哲对“素”的认识和阐述中。例
如《庄子·天道》：“朴素而天下
莫能与之争美。”《老子·第十九
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可以说，“素”既是一种基
础色彩，也是一种高贵的品质。
正如中国传统绘画在以黑白为主
色 的 水 墨 画 方 面 达 到 巅 峰 ，

“素”色中往往蕴含着最能撼动
心灵的美，恒久且充满力量。

高雅的“素”色

古代人们对勤俭节约非常推崇，文人墨客也
为后人留下了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名句。

曹操在《度关山》里有曰：“侈恶之大，俭
为共德。”意思是说奢侈浪费是最大的罪恶，勤
俭节约才是大德；李商隐的《咏史二首·其二》
这首诗句句如箴言警句，直戳人心，拷问灵魂：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何须琥珀
方为枕，岂得真珠始是车。”大到邦国，小到家
庭，成皆为勤俭，败全因奢侈。勤俭如细流，润
人心，奢侈似猛虎，噬人骨。白居易有诗为证：

“奢者狼藉俭者安，一凶一吉在眼前。”
周怡的《勉谕儿辈》：“由俭入奢易，由奢入

俭难。”意思是说一个人要想从节俭变得奢侈是
容易的，但从奢侈变得节俭却非常困难。读此佳
句，不由想到父母经常告诫我们的话：懒好做，
勤难学。此理相同，都是说好的习惯养成不易，
坏的毛病一学就会。由此可见，一个人长久保持
的“俭”和“勤”很可能一不留神就会变成

“奢”和“懒”，所以我们平常要时刻提高警惕，
严格自我管理，树立正确的信念，别让不正之风
侵蚀我们的思想，别让奢侈之气腐蚀我们的灵
魂。少些贪欲，多些淳朴，心灵才会安宁，幸福
才会扑面而来。

常言道：“精打细算，油盐不断”“勤俭传家
久，节约继世长。”赏读古人这些“勤俭”诗，
使人明心醒脑，受益终生。 据《石河子日报》

古人“勤俭”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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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在 《和陶归园田居六首 其四》
中描写了朋友聚餐后，还剩下一些饭菜，觉
得这样离桌而去实在可惜，有个朋友便打包
带回家给孩子吃的情景。而在南朝时期真有
一位官员在皇帝的宴席上也打包。

南朝末隋朝初的徐孝克曾任国子祭酒、
国子监博士，后侍奉东宫讲《礼》《传》。徐
孝克为人最孝，侍奉生母陈氏，极尽赡养的
义务。

徐孝克经常在宫中陪侍皇帝进膳，每次
陪侍宴席，也没见他吃什么食物，可是到席
散时，在他席前的食品却少了，高宗询问中
书舍人管斌是怎么回事，管斌因没有太注意
也回答不了。从此管斌便偷偷地留意观察，
看到徐孝克在陪侍皇帝吃饭时，不舍得吃自
己席前的食物，趁人不注意就将珍果塞在宽
腰带内。管斌当时不解他的用意，后来查
访，才知是拿回去给母亲食用。管斌据实向
高宗禀报，高宗很受感动，感叹良久，于是
诏令有关管事人员，以后宴会时，徐孝克席
前食物，全让他拿回去孝敬母亲。当时朝野
上下都夸赞徐孝克的孝行和皇帝的善解人
意。

徐孝克生性清廉，并且喜欢接济他人，
因而不免穷困。他家徒四壁，母亲患病，想
吃粳米粥，也不能经常办到。母亲亡故之
后，他就常吃麦饭，有人送来粳米，他对着
粳米悲伤哭泣，以后也不再吃粳米。

皇帝请客 徐孝克打包

叁

王安石在宋神宗时官至宰
相，可谓位极人臣。他一生为官
清廉，不修边幅，不拘小节，吃
粗茶淡饭，穿破衣烂衫。沈括

《梦溪笔谈》卷九载：王安石有
哮喘病，用药需要昂贵的紫团山
人参，但是买不到。其时薛师政
自河东还朝，正好有这药，就送
给王安石几两，王安石不接受。
有人劝他说：“您的病，非这药
不能治。这病困扰您很久了，这
点儿药物不值得推辞。”王安石
说：“平生没有紫团参，也活到
今天。”竟不接受。

王安石做宰相的时候，儿媳
妇家的亲戚萧公子到了京城，顺
便到他家拜访，王安石邀请他吃
饭。萧公子一听当朝宰相要请自
己吃饭，真有些受宠若惊，于是
他郑重其事，穿着华丽的衣服前
往。过了中午，萧公子感到饥饿

难忍，可是王安石还没有请他入
席，他心里想：我第一次来，王
宰相肯定会准备丰盛的宴席来款
待我，饭菜也会做得非常精致，
时间晚点儿情有可原，于是忍着
饥饿，耐着性子等下去。

过了很久，王安石请他入
席。萧公子兴高采烈地在餐桌前
坐下，可是一看桌面，又傻眼
了，竟然菜肴果蔬都没准备。萧
公子心里觉得很奇怪，喝了几杯
酒，才上了两块胡饼，再上了四
份切成块的肉。上饭后，又上了
一份菜汤。萧公子很娇惯，只吃
胡饼中间比较薄脆、香甜的部
分，而把四边软且厚的饼边都扔
在了桌上。王安石看到后，也没
有说什么，起身把萧公子吃剩下
的饼边拿过来全吃光了，那个萧
公子见堂堂宰相如此节俭朴素，
羞愧难当，起身告辞了。

王安石请客 自己吃饼边
伍

隋文帝在对皇子节俭教育上的失败，给唐太
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坚持清静俭约、勤俭治
国，打造出“贞观之治”的太宗，尤其注意加强
对太子李治的教导，以确保治国路线的延续。太
子“临食将饭”，太宗借机问道：“汝知饭乎？”
太子回答“不知”，太宗告诉太子，“凡稼穑艰
难，皆出人力，不夺其时，常有此饭”，端起饭
碗就要想到农民在地里劳作的艰难，只有爱惜民
力、不夺农时，才能确保粮食丰收，官民百姓有
饭可吃。

在现场教学之外，唐太宗还注意加强书面教
育。他亲自撰写《帝范》十二篇，其中《诫盈第
七》 诫勉太子，“君者，俭以养性，静以修身。
俭则人不劳，静则下不扰。人劳则怨起，下扰则
政乖”。唐太宗清醒地认识到，在古代生产力，
尤其是粮食产量大体恒定的情况下，奢侈浪费必
然会过度使用民力，导致百姓铤而走险。只有勤
俭治国才能确保百姓生产生活正常有序，实现长
治久安。故在《崇俭第八》中，太宗直接明确地
告诉李治，“圣世之君，存乎节俭”。

勤俭是中国古代治国方略的重要内容，节俭
亦是古人修身养性的品德操守，《礼记·表记》
记载孔子认为“俭近仁”。中国古代节俭思想并
不是一味强调俭省、泯灭人欲，让人们去过苦行
僧式的生活，而是在承认正当需求的基础上否定
贪欲，用理智克服物质利益对内心的诱惑，从而
涵养内心。故诸葛亮 《诫子书》 言，“君子之
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据《天津日报》

唐太宗教育太子
“圣世之君，存乎节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