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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汝为

“民”是百姓的通称，在古代，凡不担任国家或各级
政府职务的人，统称为民。士农工商合称“四民”。

“民”字构词能力很强，如民众、众民、黎民等。在封
建时代，君是统治者，民是被统治者，二者相对相成。唐
代韩愈《原道》有载：“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
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
上者也。”其准确表明了封建社会君、臣、民三者互相依
存的关系。

《说文》载：“氓，民也。”“氓”与“民”同义，指普通百
姓。如《诗经·卫风·氓》载：“氓之蚩蚩，抱布贸丝。”“臣”
原指战俘、奴隶，后泛指被统属的百姓。《诗经·小雅·北
山》有载：“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众”字篆文如“日下三人形”，像许多人在太阳下劳
作；本义是许多人，特指人数众多的百姓。《左传·隐公四
年》载：“众叛亲离，难以济也。”其构词有大众、群众、众
人等，为常用词语。

“黎民”的“黎”，素有两解，一指众多，二指黑色，黎
庶、烝黎、黎元等词，皆是百姓之义。如唐代高适《封丘
作》诗云：“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杜甫《自
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言：“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
热。”“黔首”也是百姓的别称，意为黑头。秦朝百姓皆用
黑布包头，故有此称。“黔”“黎”同义，合成“黔黎”一词，
亦指百姓，如潘岳的《西征赋》中写道：“愿黔黎其谁听，
惟请死而获可”。

“苍”，本为草木本色；“苍生”本指草木生长之处，后
借指平民。李商隐《贾生》：“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
问鬼神。”

布衣、白丁、白衣，都指没有功名或官职的普通百
姓。杜甫自称“杜陵有布衣”，刘禹锡自述“往来无白丁”，
即为其例也。 （《今晚报》）

百姓的称谓

□吕志峰

大体上，世界上的文字朝着两个方向发展，有些走
向了表音文字，如英文、俄文；有些走向了表意文字，如
汉字。

与表音文字相比，汉字构形的最大特点是它要根据
汉语中与之相应的某一个词的意义来构形。由此，汉字
的形体总是带有可供分析的意义信息。比如“梅”这个
字，“木”是表示意义的，“每”用来表示声音。

汉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顽强地坚持自己的表
意特点。比如“州”，甲骨文字形表示水中的陆地，后来引
申表示“九州”。人们在“州”的基础上加了一个形符

“氵”，为表示“水中的陆地”这个意义专门造了一个后起
本字“洲”。

大炮的炮，本来写作“砲”，因为早期炮的使用与石
头有关。火药发明后，大炮的形制发生了变化。记录大炮
这个意义的汉字，也由“砲”变成了“炮”。

为了更好地表意，汉字采用象形、指事、会意、形声
等造字方法。运用这些方法，取象的主要原则就是“近取
诸身，远取诸物”。

在日常生活中，“手”用得最多，所以汉字中以“手”
的形象造的字特别多。甲骨文中的“又”就像一只手。秉
字，会意字，从又，从禾，像手里拿着禾苗，这应该是商代
社会乃至整个古代社会司空见惯的场景。从二禾，从又，
手里拿着两束禾苗，这就是“兼”字。

今天，在基础教育中，我们特别强调注意“即”和
“既”的区别。如果结合古文字字形来看，“即”“既”的辨
别会更加清晰。“即”的甲骨文字形，是一个典型的会意
字，左边是食器，右边是一个坐着的人，像一个人面对着
食器而坐，本义是走近、靠近。成语“若即若离”还保留这
一意义。“既”的古文字字形，左边是食器，右边像一人吃
完饭而掉转身体将要离开的样子，是一个会意字，本义
是已经吃完饭，泛指动作已经完成。古人用每天都会发
生的吃饭场景来表示上述意义，闪现了一种淳朴又大智
的中国智慧。

正因为汉字的这个特点，在传统训诂学中形成了
“因形求义”的训诂方法，对于阅读古书、文言文教学等
有积极的意义。 （《解放日报》）

汉字：表意的智慧
寒假近在眼前。小伙伴们是

不是已经迫不及待憧憬假期的美
好生活了？别着急，先耐下心来
准备期末考试吧。在古代中国数
千年的历史长河里，学生也放寒
假，只是名称不一、内容不同罢
了。而古代学生在“寒假”期间，
除了学习“充电”之外，还有不少
人选择“勤工俭学”。

古代“寒假”由来已久

中国古代，春节期间的休假
制度并非阳光普照，大多只是规
定了学生和官员的休假制度。不
同类型的学校，放假制度也是不
一样的。

早在汉武帝时期，就创立了
官方正规的太学，太学生们也有
寒假，当时叫“授衣假”。到了隋
唐时代，确立了国子学（即太学，
又称国子监）假期制度。他们的
假期主要有三种——旬假，这是
一种常假，规定每 10 天休息 1
天，有点近乎我们现在的双休日
休假制度。田假，《新唐书·科举
志》记载：“每年五月有田假。”即
每年农历五月，学生们可以休
假。此时麦子成熟，学生回家下
地割麦，所以称作“田假”。田假
大体相当于现在的暑假，假期为
一个月左右。授衣假，《诗经》中
有“九月授衣”的记载，《新唐书》
中也有“九月有授衣假”的记载。
所谓“授衣假”就是指时令进入九
月（农历），已近秋天，气温渐凉，
学生可以回家去取过冬的衣服。

“授衣假”大体相当于寒假，假期
也是一个月时间。

与严肃刻板的太学相比，明
代私学的休假制度就相对自由多
了。从现存文献中发现，书院或
者私塾的假期通常是通过请假来
休假的。

古人寒假多“勤工俭学”“游学”

既然放假，那么学生都在假
期干什么呢？

首先是学习，在科举制度下

生活的古代学生，有着考取功名、
光宗耀祖的压力，其寒假生活远没
有当代学生丰富多彩。清嘉庆年间
的《义学条规》专门写道：“长不
辍耕，幼不辍读，暑日休务者，薄
其饩廪。”大人到了夏天不能停止
劳动，小孩到了夏天也不能停止上
学，私塾先生如果敢让小朋友们假
期不学习，家长可以扣他的工资。

对于一些家境不太好的学生来
说，得赶紧趁着放“寒假”的时间
来“勤工俭学”。一般来说，九月
一开始，太学生们便急匆匆地往家
里赶，备好冬衣后就立刻投入“勤
工俭学”中。书画好的学生便在街
头摆个书画摊，文笔好的就在衙门
口代写公文诉状，以此赚取下一学
期的学费。

富贵人家的子弟则会利用这段
时间出游四方。古人强调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

《史记》 的作者司马迁年轻时
也游过学，游学期间不仅向名师大
儒请教学问，更向江湖野老追寻口
述史，为他以后写成《史记》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诗仙”李白早年
隐居深山读书，年轻时仗剑任侠，
游仙问道，漫游蜀中。为实现人生
理想游学求仕，李白又“仗剑去
国，辞亲远游”，在漫游途中，认
识了比自己大 11 岁的孟浩然，至
洛阳与杜甫相识，后又与杜甫、高
适一起畅游于梁。

古代也有“黄金周”

在中国，寒假与农历春节连在
一起。古代，春节也是法定节假日。
春节放假7天的习惯，从唐朝就开始
了。唐玄宗颁布的《假宁令》：“元正、
冬至，各给假七日。”意思是，“上班
族”春节放假七日，冬至放假七日，
一年里有两个“黄金周”。不过，唐朝
的春节假期是围绕着大年初一前后
放3天假，也就是腊月二十八到正月
初四。到了唐德宗李适在位期间，推
行起了今天时髦的“限号政策”：大
年三十放假，大年初一上班，初二又
放假，初三又上班，如此反复。

在宋朝历史上春节也是 7 天长
假，元宵节也是7天。这两个节日加
一块就将近半个月了。宋真宗赵恒
在位期间，因为民间盛传有天书下
降到人间，所以这一年，宋真宗下诏
正月初三为“天庆节”，所有朝廷官
员休假5天。这还不是最厉害的，宋
太祖赵匡胤时期，国丧要放假3天。
宋仁宗时期太后的生日，更要放假3
天。对待冬至，宋朝和唐朝一样，都
是放假7天。所以在宋朝历史上，春
节假期，前后最少一个月起步。

不过，古代的节假日主要是针
对“公务员”而定的，对于农民、商人
等群体，朝廷没有规定放假时间，他
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而定。

（《江淮晨报》）

古人寒假竟然这么过古人寒假竟然这么过

□李悦

梁漱溟是世界公认的现代新
儒学开山者，他一生都在中西文化
比较之中为中国传统文化寻找重
新绽放光彩的机会。

少年时期的梁漱溟，曾是功利
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以利害得失来
说明是非善恶”，他曾把去苦向乐、
趋利避害看作是人生的唯一目标。

梁漱溟早期的人生观念，主要
是受其父亲梁济的影响。梁济以

“有用处”三个字来评价世间一切
事，认为有用即是好，无用即是不
好。不过，梁漱溟慢慢发现，这种
对人心的粗浅看法，存在很多疑
问。功利主义中，欲望就是人生的
一切这种看法，最终被他否定了。

18 岁时，梁漱溟不顾家人反
对，加入了京津同盟会。他毅然剪
去发辫，积极参加当时的革命活
动，并做了同盟会之喉舌《民国报》
的外勤记者。但不久，1912年，作

为记者的梁漱溟对现实的态度开
始变得灰冷起来。他看到了许多
不为外人所知的黑暗政治内幕，对
民国初年的政坛感到极度失望。

梁漱溟哀叹人生的无目的，认
为世俗所追求的幸福和快乐都是
有限的、相对的，并没有恒定的意
义，所以通透的人生观只能取出
世。在困扰中，他完成了《究元决
疑论》的撰写。可以说，这篇最能
代表梁漱溟出世思想的文章，是他
四五年来研读西方哲学对人生所
作思考的一次小结。

也正是因为《究元决疑论》的
发表，1917 年 10 月，年仅 24 岁的
梁漱溟受蔡元培邀请，正式来到北
大授课。

年轻的梁漱溟所追求的不仅
仅是个人的心安，更是决心入世解
救世道人心。但这一过程并不是一
蹴而就的。1918 年 11 月父亲的去
世，是梁漱溟思想转变的加速器。

在现实环境的刺激和催逼下，

梁漱溟愈发从出世意念的阴影中
摆脱出来，成为一位使命感极强的
人物。4年后，梁漱溟的《东西文化
及其哲学》问世，他全力发挥孔子
思想，在文化渊源和人生哲学上，
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全面的
反思。书中，他将人类生活的问题
分解为三个阶段，即人对于物的问
题、人对于人的问题、人对于自己
的问题，由此三个问题演化出“三
大系文化”。他的“世界文化三期
重现说”之构想也因此而产生。

他认为，西方文化为“本来的路
向”，代表入世的、向前的人生态度；
印度文化为消解存在的路向，代表
出世的、向后的人生态度；而中国文
化介于两者之间，既不是积极的入
世主义，也不是消极的出世主义，它

“随遇而安”“调和持中”，不出不入，
亦出亦入，恰到好处。梁漱溟肯定了
西方文化所取得的成就，并热情拥
抱了中国文化，急切呼唤中国文化
的复兴。 （《北方新报》）

梁漱溟如何看待人生

▲私塾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