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德斌

苏东坡一生勤于著述，流传至今的作品数量
十分惊人，计有诗2700多首、词近400首，各体文
章逾2000篇。对于东坡诗文，一般人所知晓的无
非是那几篇脍炙人口的名作，除了专门从事苏东
坡研究的学者，很少有人能通读东坡全集。然而，
齐白石却做到了对苏东坡许多冷僻诗文信手拈
来。

《借山吟馆诗草》是齐白石于1928 年公开出
版的第一部诗集，其中有一首题目很长的诗——

《甲寅雨水节前数四日，余植梨三十余本，一夜因
读东坡与程全父书，“求果木数色，太大则难活，小
则老人不能待。”余感以诗》：

老馋一啖费经营，稳把烟锄世味轻。遍种园
梨霜四角，只愁头鬓雪千茎。盗桃臣朔饥无补，怀
橘儿郎壮可耕。斛米若售木竹石，十年肠里作雷
鸣。

自注曰：东坡《枯木竹石》，月须米五斛，酒数
升。以十年计。樊鲽翁先生为余评定画价，尝借
用此事。

苏东坡写给程全父的那封信，在东坡文集中
属于不太吸引眼球的。齐白石这首诗以之为引
子，足见其对东坡作品的熟悉程度。另外需要指
出的是，这种不拟诗题，直接以作诗原委为长题冠
于诗首的做法，明显也是从苏东坡那里学来的。

《白石诗草二集》中有一首《望云》诗，诗前有
序写道：“一夜，梦读苏东坡‘死后犹忧伴新鬼’句，
感动涕泣，因泣而醒，泪犹盈眶。明日游西山，登
其巅，南望浮云，有思亲舍。”梦里都在读东坡诗，
可见齐白石对苏东坡痴迷到了什么程度。

（《北京晚报》）

齐白石通晓东坡诗文

□葛鑫

古人尊师重教，私塾教育对“开学”有颇多讲
究。私塾最早起源于春秋时期，那时“入学礼”被
视为人生的四大礼之一，与成人礼、婚礼、葬礼相
提并论。通常的“开学典礼”包括正衣冠、行拜师
礼、净手净心、朱砂开智等内容。

据《礼记》记载：“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
色，顺辞令。”因此，古代开学仪式的第一课即是

“正衣冠”。古人认为：“先正衣冠，后明事理。”让
学生注重自己的仪容整洁，是首先要上的第一
课。先生要依次帮学生整理好衣冠，站立片刻后，
才能在先生的带领下进入学堂。

步入学堂后，先要举行拜师礼。学生先要叩
拜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双膝跪地，九叩首；然后是
拜先生，三叩首。拜完先生，学生向先生赠送六礼
束脩。所谓六礼束脩，亦即古代行拜师礼时弟子
赠与师父的六种礼物，分别是，芹菜：寓意为勤奋
好学，业精于勤；莲子：莲子心苦，寓意苦心教育；
红豆：寓意红运高照；红枣：寓意早早高中；桂圆：
寓意功课圆满；干瘦肉条：以表达弟子心意。其中

“束脩”二字，有人解释为十条干肉。
行过拜师礼后，学生要将手放到水盆中“净

手”。“净手”的寓意，在于净手净心，去杂存精，希
望能在日后的学习中专心致志、心无旁骛。

古代的开学时间与学期的长短，与现代统一
的“秋季入学”差别较大。当时人们的作息多参照
农时。私塾的先生和学生们都有可能要参与农
忙，故一般开学的时间是在秋季的秋收后。但因
为私塾是私人办学，整个国家又有南北的气候差
异和农时的差异，所以私塾时代的教育并没有全
国统一的开学时间。

关于上学的年纪，古代也多晚于现代，大体在
8岁至15岁之间。其中8岁入学在古代最主流。
好多名人都是8岁入学的，如东汉哲学家王充、宋
代文学家苏东坡等。

《大戴礼记·保傅》称：“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
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从中可以看出，先秦时
代是8岁入学。 （《甘肃农民报》）

古人的开学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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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不少人对“盐”多了一分
关注。其实，在我国，食盐主要是井
矿盐。8月24日晚，世界最大的食
盐生产企业中盐集团发布声明说，
当前我国的食盐产品结构占比为井
矿盐87%、海盐10%、湖盐3%，井矿
盐和湖盐生产都不受日本核污染影
响。我国盐的资源丰富多样，储备
量大，大家无需担心缺盐。而回顾
历史，在整个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
的进程中，盐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并
逐渐形成丰富多元的“盐文化”。盐
被古人视为无所不能的“天藏之
物”，“炎黄子孙”与“华夏民族”的诞
生和形成甚至都与盐密切相关。

5000年前古人已会煎煮海盐

盐的制作与使用起源于中国，
盐字本意是在器皿中煮卤。《说文》
中记述：天生者称卤，煮成者叫盐。
传说黄帝时有个叫夙沙的诸侯，开
始以海水煮卤，煎成盐。其色有青、
黄、白、黑、紫五样。现在推断中国
人大约在神农氏（炎帝）与黄帝之间
的时期开始煮盐，中国最早的盐是
用海水煮出来的。20世纪50年代
福建出土的文物中有煎盐器具，证
明仰韶时期古人已学会煎煮海盐。

根据以上资料和实物佐证，在
中国，盐起源的时间远在 5000 年
前的炎黄时代，发明人夙沙氏是海
水制盐用火煎煮之鼻祖，后世尊崇
其为“盐宗”。

中国也是盐井的发明地。早在
战国时期巴蜀地区（今四川省），秦
昭王时蜀郡守李冰在治水的同时，
勘察地下盐卤分布状况，始凿盐
井。《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李冰“又
识齐水脉，穿广都盐井诸陂池，蜀于
是盛有养生之饶焉”。这是有关中
国古代开凿盐井的最早记载。

“盐之争夺”导致炎黄合并

盐有“百味之王”的美称。早在
上古时期，盐是比金子还值钱的“天
藏之物”，可以说“得盐者得天下”。

“炎黄子孙”，这一中国人特定称谓
的出现正是因为盐——对盐的争夺
导致炎黄合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

“华夏民族”。
炎帝和黄帝本是两个原始部落

首领。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他
们是在“阪泉之战”后才整合到一起
的。接下来，黄帝与炎帝联手，通过

“涿鹿之战”，打败了东夷九黎族首
领蚩尤。从此中国大地上的大小部
落走向联合统一形成“华夏民族”，
进而有了“中国”。

为什么会爆发阪泉之战、涿鹿
之战？《史记》给出的理由是，炎帝欺
负四邻诸侯、蚩尤作乱不听话所
致。实际上，这两场征战都是因盐
而起，乃“盐的争夺战”！

这一观点的产生，因交战地点
而来。“阪泉”和“涿鹿”到底在哪
儿？现在教科书上认为在河北境
内，范文澜撰著的《中国通史》亦持
此观点。但史学界不少权威学者有
不同观点。民国时期的史学家钱穆
通过考证，在其 20 世纪 40 年代出
版的《国史大纲》一书中提出：“阪泉
在山西解县盐池上源，相近有蚩尤
城、蚩尤村及浊泽，一名涿泽，即涿
鹿矣。”

解县盐池是中国最早发现并利

用的自然盐之一，简称“解池”，又叫
“河东盐池”。在随后出版的《中国
文化史导论》中，钱穆进一步提出，
解县盐池“成为古代中国中原各部
族共同争夺的一个目标，因此，占到
盐池的便表示他有各部族共同领袖
之资格”。

“盐之战”观点虽尚有疑问，但
已为中国盐业史研究学者所认可和
接受。

“超级音乐发烧友”舜帝
歌唱南风诗化盐

黄帝对炎帝和蚩尤发动战争，
根本上是要控制盐这一极为重要的
民生与战略物资。黄帝灭了蚩尤
后，遂开始在涿鹿附近的土堆上筑
城，即所谓“邑于涿鹿之阿”。

此后，盐在中华文明的进程中，
依然占据着他物无法替代的地位。
尧、舜、禹先后成为统一华夏的帝王
后，不约而同地选择在盐池附近的
平阳、蒲坂、安邑筑城，史谓尧都、舜
都、禹都，至今地方史志都以之为代
称。尧、舜、禹为何要在这些地方筑
城？正是出于保卫盐池的考虑。

盐给华夏民族带来前行力量的
同时，也带来了丰厚财富，所以尧、
舜、禹三帝对盐充满了感恩。在今
天看来，舜帝是相当专业的音乐人，
至少也是超级音乐发烧友，他擅弹
五弦琴，曾创作了一首《南风歌》，诗
化了盐对百姓和国家的重要性。《孔
子家语·辩乐解》中的《南风歌》是这
样写的：“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
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
之财兮。”为什么舜帝要歌唱南风？
当时池盐是自然生产，靠天吃饭。
南风一来，盐水便会迅速蒸发，凝结
成盐，此即《三秦记》中所谓“朝取暮
生”，当时池盐已成为重要财源。

先秦诸国“得盐者强”

春秋战国是群雄并起、从割据
走向兼并的特殊时期，在这长达
550 年的历史进程中，盐再一次成
为国家与民族整合的无形推手。这
一时期“盐政”概念定型，“盐业官
营”这一日后的专营制度出现并被
迅速推广，产盐各国因此而获暴利，
为日后的兼并积聚了雄厚的战争本
钱，先秦各诸侯国因国力变化而重
新洗牌。

在盐与税收捆绑到一起后，盐
更成为左右诸侯国兼并战争走向的
隐性力量。因盐税暴富而强大的，
除了西部的晋国外，东方的齐、燕等
国也因盐利而受惠。其中的齐国，
在齐桓公时代已当上春秋“霸主”。

对盐觊觎最迫切的是秦国，早在
“商鞅变法”后，秦孝公十年，秦国即夺
得了山西平阳境内的“安邑盐池”，开
始池盐大生产，并置“盐官”，食盐专
营，开征盐税，为进一步征战奠定了物
质基础。

秦惠文王九年，秦国吞并了井盐
资源丰富的蜀国。有了盐的秦国逐渐
强大起来，最终灭六国，统一华夏，又
应验了“得盐者得天下”一说。用齐桓
公的话来讲，这叫“国无海不王”，这里
的“海”即特指海盐。

唐代实行食盐官卖

秦汉以后，“盐财政”对于经济的
影响愈发显著。

汉武帝时国力强盛，但在长期的
平定北方匈奴边境战争中，耗空国
库。于是，汉武帝下令“笼天下盐铁”，
以保证战争和国防军费。汉武帝始设
立盐法，实行官盐专卖，禁止私产私
营，还规定私贩食盐一旦发现，要“左
趾”，就是将犯人的左脚大拇指砍掉。

唐朝在中叶后，实行食盐官卖的
“榷盐法”，其实就是强行加价卖盐，增
加财税。据《新唐书·食货志四》记载，

“天宝、至德年间，盐每斗十钱”，后来
“尽榷天下，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
钱一百一十”。每斗盐由10钱（文），一
下子涨到110钱。

明清时期，官府“禁私”非常严厉，
但由于暴利的驱使和生活所迫，私盐
贩卖历代不绝，而且，因盐而起的社会
事件层出不穷。如唐末，贩私盐出身
的王仙芝、黄巢，率先起义；再如元末，
盐户出身的张士诚带领盐民揭竿而
起。由此可见，盐与江山社稷能否稳
定息息相关。

古人对盐的药物开发和利用

古人对盐的药物开发和利用很
早。《神农本草经》卷三“下经”即称，戎
盐“可以疗疾”，“主明目，目痛，益气，
坚肌骨，去毒虫”。除了抗菌、消毒，还
认为盐可“解毒”，如误中“班茅”毒，用

“戎盐解之”。当然，盐的功能首先表
现在食物调味上。

盐还成为古代“宫斗”的秘密武
器。据《晋书·后妃传》记载，晋武帝司
马炎的后宫有近万名嫔妃，晚上不知
去哪里就寝。于是坐着羊车，车停在
哪位妃子门前就在哪里就寝。有心计
的妃子便在门上插竹枝，地上洒盐水，
以吸引羊舔食驻足，此即所谓“羊车望
幸”一说。

在未有人工食盐以前，古人正是
利用羊这类牲畜的习性，找到了自然
盐品。传说中的“羝羊舐土”，所指的
就是这事。 （《海峡都市报》）

华夏民族的形成与盐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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