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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而不休

为乡亲讲儒学

“退休后时间多了，事情少了，生活

虽然悠闲，但总觉得不够充实。总想找一

些事情，来发挥自己的余热。”2012年，退

休后的杜宪宝来到了泗水县老年大学学

习传统文化。2014年，泗水县圣源书院到

泗水县老年大学招募乡村儒学志愿者，

杜宪宝得知后，便报了名。

“我是第一个进行试讲的志愿者，讲

了一个关于拾金不昧的话题，通过身边

的事例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得到了

现场专家和老师们的一致好评。”杜宪宝

说。从那以后，他先后参加了《孔子学术

思想》《老干部志愿者儒学讲堂》等培训

班，通过不断学习，初步掌握了讲课要

领，便开始到泗水县皇城村、椿树沟等村

讲课。

一开始，乡村儒学讲堂没有固定场

所、没有固定人员。皇城村是在村委办

公大院里进行讲学，听课的村民全是靠

大喇叭喊过来的。“一开始有些村民以

为是来领鸡蛋呢，站在门口伸头向里面

看，发现不是就回头走掉了。”杜宪宝回

忆道。看着此景，他心里非但没有退缩，

而是更加坚定选择讲授乡村儒学，“只

有通过不断地讲授优秀传统文化，在潜

移默化中才能改变村民的这种思想和

行为。”

自我提升

让乡风更文明

“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

多。”在给村民讲授优秀传统文化的同

时，杜宪宝也从中得到了提升，不断回忆

曾经的自己，反思自己的行为。“在学习

讲授《弟子规》的时候，都会联想到自己

曾经的行为，感觉自己与圣人做事的态

度、方式方法相差甚远，只好不断修正自

己的行为。”杜宪宝说。

在与村民讲课时，杜宪宝采取故事

化、生活化、互动化的授课方式，村里也

在发生着变化。“在十年的讲课过程中，

我慢慢发现，不孝顺老人的现象慢慢在

减少，兄弟之间变得和睦了，邻里之间不

会因为一点小事争吵了，村里打架、骂街

几乎不存在了。”杜宪宝说，不仅如此，村

里做好事、互帮互助的现象多了起来。

村民心善了，乡风更淳朴了，杜宪宝

心里也乐开了花。“退休后的这十年，没

有白白浪费，也算是做了一点好事吧。”

杜宪宝说，“通过十年的授课发现，村里

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但仍有村民不愿

意走进课堂，学习优秀传统文化。这十

年，只是乡村儒学迈出的一小步，未来还

要更长更远的路要走。”虽然已年过古

稀，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杜宪宝仍

要继续坚持在乡村儒学的道路上不断前

行。

泗水县杜宪宝退而不休，传播乡村儒学

村民心善了，乡风更淳朴
丁安顺 通讯员 白康军 济宁报道

“十年一晃就过去了，对于乡村儒学来讲，我认为这只是一个开始，迈出了一小步，未来
的道路会越来越长，越走越远。”回望来时路，72岁的杜宪宝憧憬着乡村儒学的未来，更加坚
定了自己十年前的选择。未来，他会更加坚定地走下去，在乡村、社区传播孝道，用优秀传统
文化浸润文明乡风。

□丰家雷

《登鹳雀楼》是唐代著名诗

人王之涣的代表作。全诗“白日

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

目，更上一层楼。”共四句二十个

字，都是朴实浅显的普通语言，

无一字生僻，无一句难懂，至今

读起来朗朗上口，千百年来广为

传颂。

就是这20个普通的不能再

普通的汉字，在诗人这里信手拈

来，看似漫不经心，组合起来却

成了意境开阔、雄浑壮观、气势

恢弘的千古名篇。也正是这首五

言诗，让黄河岸边的这座古建筑

鹳雀楼载入史册，成为千古名

楼，名扬四海。

这首诗的后两句是境界的

升华，单从字面上看，这句诗的

意思是要想看到目力所能达到

的更远、更加美丽的景色，就要

再登上更高的一层楼。其实，这

里面还蕴涵着朴素而深刻的道

理：“要想在某一问题上取得突

破，就要在一个更高的维度上来

审视它”。可谓全诗点睛之笔，别

有新意，极具哲学的思辩意境。

这个道理归纳起来就是说，

“升维思维，降维打击”。想想盛

唐时期的时代背景，诗人把眼前

的壮丽景色与人生哲理描绘得

浑然天成，可谓妙手偶得。

登高才能望远，人生何尝不

是如此。人生之路就像爬山，要

想一览众山小，靠的是一步一个

脚印的向上攀登。如此，才能在

更高的层面上领略不一样的风

景。不断向上进取，持续开拓视

野，努力提升认知，驰目骋怀，人

生的境界才能更加昂然壮阔。

提升认知层次，要有积极向

上的人生态度。社会的进步，本

质上是要求人的认知提升。人自

身的潜能是巨大的，不断学习、

成长、进步，挖掘潜力，挑战极

限，就能不断超越自我。人生之

路没有永远一帆风顺的，不如意

十有八九，困难、困境每个人都

会面对。拥有积极向上的心态，

会把低维度的逆境、困难作为磨

练自己、提升自己的机会，将逆

境转化为成长的动力。生命的厚

重在于人生的阅历。“不经一事，

不长一智”“人须在事上磨，方立

得住”。成长就是不断淘汰旧我、

成就新我的过程。

提升认知层次，学习永远是

最有效的途径。思维模式不同，

认知层次迥异。思维上的差异，

是人生道路的岔路口，很大程度

上决定着人生的走向。我们之所

以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不停地读

书，从学士、硕士到博士不断地

学习，根本的目的就是提升认知

层次，升维思维档次。高尔基说：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

是认知世界最有效的方式。对于

每个人来说，知识积累就是为认

知“加码”，要在有限生命的长度

里，努力提升人生的高度。读书

学习是最好的人生信念，超越自

我永远在路上。

提升认知层次，是增强团队

意识的有力措施。任何一个组织

要想有凝聚力、向心力，必须增

强团队意识，培育团队精神。团

队不是团伙，团队的核心力量在

于信仰，在于组织和纪律。组织

的作用是把每个个体作为一种

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纪律的作用

是让大家团结一致不掉队。在团

队建设中，我们要有“更上一层

楼”的升维思维理念。任何事物

都是发展变化的，在工作过程

中，检查也好，督导也罢，乃至审

计、考核，目的都是为了结果更

优，效果更佳，把事情办得更圆

满，这就需要用发展的眼光、变

化的思维来看问题、做事情。用

发展的眼光看世界，到处欣欣向

荣，蒸蒸日上，有问题有矛盾也

是发展中的，用发展的办法去应

对必定迎刃而解。反之，则是剪

不断、理还乱，问题成堆，矛盾如

麻，毫无头绪，危机四伏。

任何事物的平衡都是动态

的。如果在某个时间接点上突然

急刹车，静止不动，再好的事情

很可能在“定格”的这一瞬间，反

而出现反差，甚至是适得其反的

结果，极其荒谬而讽刺。如化工

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业内人士都

明白，化工行业里没有废品，所

谓的废料很可能是另外一种产

品的原料。在这个行业努力做

“加法”，就会生产出更多更好的

产品。如果人为导致做“减法”甚

至停滞不前，动不动就停产、拆

除、砍掉，一定会带来更多的次

生灾害和意想不到的麻烦。这方

面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现实中，有许多人看起来很勤

奋、很努力，但总是岁月蹉跎，得不

到相应的回报，甚至路越走越窄，

越来越感到渺茫。其实，走投无路

的时候，最有效的办法是提升思维

层次，努力“更上一层楼”。

在原来的维度空间里再怎

么努力也只是量的积累，是积少

成多、积小成大的过程，实现的

是量变。如果能够在量积累到一

定程度的时候及时寻求质变，在

更高一级的维度空间里往复循

环，那么必将会在达到新的拐点

后实现再高一级的蝶变，这就是

质的飞跃。如此，定会峰回路转，

柳暗花明。

高瞻方能远瞩。世界需要发

展，社会需要进步，人，更需要努

力提升。

提升认知度，更上一层楼，

居高声自远！

(作者丰家雷，现任济宁学

院党委副书记，山东省作家协会

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山

东省干部教育培训好课程讲授

人，中共济宁市委党校特聘教

授，济宁政德教育干部学院特聘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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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宪宝正在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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