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刘敏 组版编辑：张珂清 校对：戴小玲2017年9月29日 星期五 周刊 13悦读

■詹船海

想了解更多

详情，请扫码进

入“工人在线”微

信公众号阅读

→ →

北京北京““世界最美书屋世界最美书屋””充斥盗版书充斥盗版书充斥盗版书？？？
负责人称并不知情负责人称并不知情

曾入选“世界最美18座书屋”的篱

苑书屋近日因为微信公众号“做書”一

篇题为《满是盗版书也能当最美图书

馆，篱苑书屋打了所有读书人的脸》的

文章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

该文称，公众号编辑在篱苑书屋

发现“中国最美图书馆，接受读者捐赠

几年后，竟然满屋都是盗版书！”文中

列举了篱苑书屋的多种盗版书，例如

封面与内页印有不同出版社的《白鹿

原》，一个并不存在的“世界文学出版

社”出版的《余秋雨精品集》《郭敬明精

品集》等系列丛书。

负责人抱歉回应称并不知情

篱苑书屋的负责人潘希回应称很

抱歉，在“做書”这篇文章发布前，她从

来没有意识到书屋会出现盗版书。“篱

苑书屋70%的图书来自读者捐赠，我也

没有买过盗版书。篱苑书屋并不售

书，我认为每个捐书的人也是带着公

益之心而来的。所以关于盗版书的问

题，我真的是忽略了。没有想到有人

会带盗版书来。”

篱苑书屋每年4月到10月开放，在

开放之前会有志愿者来整理图书。“在

这个整理过程中，大家都没有意识到

‘盗版书’这件事。只是把一些‘网络

书’和印刷质量很差的图书丢弃。这

篇文章中列举的这类图书我们并没有

一一辨别。”

潘希还称，篱苑书屋在两年前就

停止收取来自社会的捐书，“因为收到

的书不少是免费杂志或已经写满答案

的练习册。现在主要依靠自己收集图

书或志愿者带来图书。篱苑书屋在并

未成名之前，只有一个管理员，但也主

要负责书屋的秩序维护，并没有关注

图书的筛选。”

潘希称自己现在不会采取任何行

动，而是欢迎大家自己来到篱苑书屋，

实地考察书屋到底有着多少盗版书。

潘希认为，“做書”未向她了解情况，就

直接称“篱苑书屋满是盗版书”的言论

有失妥当。但她认为这也是一件好

事，让大家能够关注“盗版书”这件事。

书屋将提前闭馆清理盗版书

在潘希和“做書”编辑沟通后，发

现此前文章中提及的《藏地密码》并非

盗版书，而因印有读客旧有商标而未

被认出。

篱苑书屋今年也将提前于9月23

号闭馆，利用闭馆时间将所有盗版书

籍清理出去。同时潘希也邀请“做書”

编辑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篱苑书屋

进行图书清理。

篱苑书屋位于北京郊区的怀柔小

镇，据其公众号“篱苑书屋”介绍，该书

屋是由香港私人基金会、潘希和一群

海外侨胞捐赠，并由清华大学建筑学

院教授李晓东免费设计农村文化教育

设施公益项目，于2011年10月竣工并

投入使用。现在其业权属于交界河村

全体村民，由潘希代为义务管理和维

护。2015 年初，美国一家新媒体网站

“商业知情人”（Business Insider）列举出

“爱书人一定要去的18座图书馆”，其

中篱苑书屋位居第8位。

（阮玄墨）

根据《论语·子罕》篇的记载，孔子

成名后，一天有位前来拜访的客人对

孔子班的“三好学生”子贡说：“孔先生

真是一位圣人啊！什么都会！”子贡同

学得意地说：“这是上天要使他成为圣

人，所以使他多才多艺。”孔子听说后，

“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注意，

这里的“鄙事”不能朝贬义方面去解

读，从而认为孔子有鄙视一般劳动者

的意识，我们只要将“鄙事”解来平常

的技术就行了，而且认为孔子这样自

述时，是带着一种自谦的口吻。

孔子先世曾为商代王室，在周则

降为宋国诸侯，后降为公卿，迁鲁后再

降为士族，孔子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

武士，但以社会位阶论，则又沦为士之

下层了。孔子庶出，三岁丧父，所以即

便是“下士”身份，在他身上也有些附

不住了。有些故意和他过不去的人，

就明确指出他不是“士”。所以，孔子

就“少也贱”了。

贱者必贫，贫而愈贱，孔子必须做

“鄙事”养活自己，还有他守寡的母亲

（很快母亲也病故了）。根据《孟子·万

章下》和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的记

载，年轻的孔子，曾被鲁国的大贵族季

氏聘为“委吏”，后又委以“乘田”之

职。这就是他所从事的“鄙事”。

何谓委吏？就是仓管。“委”是堆

积的意思，具体堆积的是粮食，孔子做

的是粮仓的仓管。他干得不错。孟子

说他“会计当”：核算得当，账目清楚；

司马迁写他“料量平”：出纳钱粮，计量

公平准确。

孔子做仓管，大约很令东家满意，

不久就委派他一份更重要的差事，那

就是乘田。何谓乘田？“田”不是农田，

是指牧场，就是管理畜牧的小吏。他

干得更出色。在他任职期间，牛羊都

茁壮长，并且繁殖得很快。

乘田是小吏，不能脱产，既要管

理，也要亲力，还必须精通技术。没

错，畜牧是一门技术，从圈养到放牧，

都要讲科学，还要很懂配种，另外还须

有丰富的兽医学知识和经验。我们完

全可以想到，乘田孔子，也是很“圣”

的，是畜牧专家。

从新时期时代，中国人已经开始

豢养牲畜，乃有畜牧。夏、商、西周时

期，畜牧兽医技术已经较为发达。其

时圈养已经普遍，甲骨文中就有关于

圈养的文字。“牢”这个字，其原始意涵

就是养畜生的圈，所以盖头之下是写

着一个“牛”的。圈养和放牧相结合，

一直是畜牧业生产的主要方式。在

《诗经》中，多有诗句反映这两种生

产。“日之夕矣，羊牛下来”，这是放牧；

“执豕于牢”，“乘马在厩”，这是圈养。

《周礼》中记有“圉师”之职，负责圈养；

又记有“牧师”分工，掌管放牧。

而关于牲畜的配种繁育，那可是

“尖端技术”。《夏小正》为中国现存最

早的科学文献之一，也是中国现存最

早的一部汉族农事历书。一般认为，

这是孔子及其门生留下的成果。其中

有关于五月“颁马”的记载，就是把公

马和母马分群放牧，以防它们扎堆滥

交，以保护母马，并且便于控制马族的

交配与生育季节。一切都要讲个“时”

字。“斧斤以时入山林”，畜生交配也必

须依时进行。“时”也是儒家提出的一

个重要哲学概念，闪射着科学的光

芒。再读《周礼·牧师》，可以进一步了

解为何马之交配也要依时。此篇提到

“中春通淫”，即是说，至仲春之月，原

来分群放牧的公马母马可以合群放牧

让它们交配了。然后，再分群放牧。

这样人为控制，待到母马下驹，正好又

是来年春暖花开，大有利于幼马成

长。《周礼·校人》还载：“凡马，特居四

之一。”即是说，母马公马的比例要控

制在三比一，可保证每匹母马都有公

马来“爱”，提高产驹率。为保证这一

比率，并保证生下的幼马都“棒棒哒”，

多余的、品相不佳的公马就要被阉了，

是谓“攻特”。对于留下的种马，还要

注意“佚特”，即是说，要让它们劳逸结

合，别累坏了身子。

以上这些知识和技术，孔子都懂

而且精。要不然，他怎么能做到使牛

羊茁壮成长而且繁殖得很快呢？

孔子的委吏、乘田生涯，当在 27

岁之前。

孔子的委吏和乘田生涯孔子的委吏和乘田生涯

◀孔子司职乘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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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篱苑书屋外观
◀书屋存有“世界文学出版社”的

《郭敬明精品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