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冠伟

严光，是东汉时期著名的隐士，曾和刘秀是同窗。
刘秀即帝位后，派人按照形貌四处寻访严光，终于在齐
地找到了他。刘秀多次征召，严光却拒绝入宫觐见。
于是，刘秀亲自到严光的家里拜访。严光说：“上古时
代的尧帝品德卓著，当时的高士许由听说尧帝要让位
给他，赶紧到河边洗耳朵。人各有志，何必强迫呢？”刘
秀知道难以说服严光，聊了一会儿就离去了。后来，刘
秀还是把严光请到宫里，接连数日一起谈经论道。

据传，某夜刘秀与严光同榻共眠，严光竟然把腿脚
压在刘秀的肚子上。第二天，掌管天文的太史官紧急
觐见，奏报皇帝有客星侵犯御座，甚是危急。刘秀大笑
不已，说道：“没有事。是昨晚朕与老朋友严子陵共卧，
才有此天象的。”后来，刘秀任命严光为谏议大夫，严光
不肯接受。他离开了洛阳，在富春山种田钓鱼，“莫道
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说的就是此事。

严光辞世时80多岁，清高磊落，受世人称赞。范
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中语：“云山苍苍，江水泱泱。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16字赞语也让严光以高风亮
节闻名天下。 （《今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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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吉清代粮仓储备库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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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平

中国古典诗词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它
们以优美的语言、深刻的思想、丰
富的意境，浓缩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精华，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
和情感。其中，不少诗词反映了国
家安全思想，彰显出先辈们对于国
家安全的深刻理解与思考。

•古诗词中的“人民安全”•
《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
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
总关情。

这首诗是清代诗人郑板桥于
乾隆时期任山东潍县知县时所作，
表达了其以解决百姓疾苦为己任，
对民众的忧虑关切之情，充分诠释
了维护“人民安全”的责任感，以及
对人民的深切关爱与同情。

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是新
时代国家安全的根本立场，国家安
全工作归根结底是保障人民利
益。要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
民、一切依靠人民，为群众安居乐
业提供坚强保障。

•古诗词中的“国土安全”•
《出塞》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
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
度阴山。

这首诗是唐代诗人王昌龄所
作，气势豪迈、铿锵有力，展示了戍
边战士巩固边防的愿望和保卫国
家的壮志，洋溢着爱国激情和民族
自豪感。国土安全是立国之基，是
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中
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有为维护国家
主权和领土完整而反抗外来侵略
的坚强意志。岳飞的“莫等闲，白
了少年头，空悲切”；陆游的“夜阑

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林
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
福避趋之”等，都激励着一代又一
代中华儿女自强不息、不懈奋斗。

历史上，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
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
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
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
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
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
不拔的必胜信念，也为中华儿女坚
定不移维护国土安全提供了源源
不断的精神力量。

•古诗词中的“粮食安全”•
《古兴》

片玉一尘轻，粒粟山丘重。唐
虞贵民食，只是勤播种。前圣后圣
同，今人古人共。一岁如苦饥，金
玉何所用。

这首诗是唐末诗人聂夷中所
作，诗中“片玉一尘轻，粒粟山丘
重”，强调了粮食的重要性，体现了
古代粮食安全思想。中华民族历
来高度重视粮食安全，类似的古文

还有很多，如《史记·孝文本纪第
十》“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汉
书·郦食其传》“王者以民为天，而
民以食为天”；《晋书·齐王攸载记》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古往今
来，粮食安全都是治国安邦的首要
之务。

仓廪实，天下安。粮食安全是
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千
方百计确保粮食丰产丰收，是维护
社会和谐稳定、经济健康发展、国
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只有把
牢粮食安全主动权，才能把稳强国
复兴主动权。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
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
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只
有以强大感召力的文化为支撑，一
个国家和社会才能保持长久的和
谐稳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
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也是我们在世
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
基。让我们携手从优秀传统文化
中汲取国家安全的思想精华，为维
护我们的国家安全，凝聚起更加强
大的力量！

（《上海法治报》）

古诗词里的“国家安全”

□李莉

“楼房”一名从何来？一说是：
楼，重屋也，从木、娄声。另一说法
是《释名·释宫室》：“楼，言牖户诸
射孔娄娄然也。”射孔，指门窗上可
以照射进阳光的孔格；娄娄，空疏
也。楼房是二层以上建筑，门窗射
进的光线更多，室内更显“娄娄然”

（空明敞亮），故称“楼”。
天棚为何称“天花板”？天花板

即室内顶棚，因特征而得名。“天”，
指房子的顶棚位置；“花”，即花纹，
说的是房顶的装饰。古代建筑的顶
棚，多呈棋盘格布置，上绘龙凤、花
卉、几何纹样，或做成浮雕图案，故
名“天花板”。

“祸起萧墙”的“萧墙”指什么？
萧墙即门屏，是指古代宫室内当门
的矮墙。古代宫室内当门处有一小
墙。客人来见时不会直接见到室内
的主人，而需要绕过小墙，方可见
到。那堵小墙即为萧墙。

木构建筑的“斗拱”是什么？我
国古代木构建筑，在立柱和横梁的
交接处，从柱顶上加的一层层探出
成弓形的承重结构，类似人的拱手

形象，故曰“拱”。拱与拱之间垫的
上 部 凿 有 槽 口 的 方 形 木 块 ，叫

“斗”。《中国古代建筑辞典》对其解
释说：“状如旧时量米的斗，所以叫
作斗。”

藏书楼为何称“阁”？古代收藏
图书的房子，多称“阁”，著名的有
文渊阁、天一阁等。“阁”本义指门
开后插在两旁用来固定门扇的长
木桩。后引申出“置放”的字义。清
代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中解
释说：“凡止而不行皆谓之阁。”图
书进入藏书楼，是为了收藏，处于
搁置不动的状态，故此类建筑物多

称为“阁”。
“阙”是什么样的建筑？阙本指

宫门、城门两侧的高台，中间有道
路，台上起楼阁。其得名，清代汪中
在《述学·释阙》中说：“天子诸侯宫
城皆四周，辟其南为门，城至此而
阙，故谓之阙。”

亭子为何叫“亭子”？亭子有顶
无墙，是一种常见的小建筑物。亭
子古时候常建于路旁或园林之中，
以供行人和游人驻足休憩，它因功
能而得名。《释名·释宫室》中的解
释为：“亭，停也，亦人所停集也。”

（《科教新报》）

古建筑取名的那些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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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天舒

我国历史上的古算诗词很多，结构严谨、层次分
明、脉络清晰，气韵流畅、格调高雅、独具魅力，深入生
活、发人深思。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
枝花。”宋代邵雍用10个数字勾画出一幅妙趣横生的
乡村风景画。

数学无所不在，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要用到数学，都
能体会欣赏数学的魅力。

算诗曰：“当年苏武去北边，不知去了几周年。分
明记得天边月，二百三十五番圆。”这首古算诗涉及了
苏武牧羊的典故和天文历算。月亮的圆缺是月相，朔、
望分别指农历初一和十五的月相。“二百三十五番圆”
意味着经历了235个望日满月，即235个月。235除以
12，等于19又12分之7。天文历法上讲“十九闰七”，
每19年有7个闰月。所以苏武牧羊是19年，而不是19
年零7个月。

算诗曰：“待客携壶沽酒，不知壶内金波。逢人添
倍又相和，共饮斗半方可。添饮还经五处，壶中酒尽无
多。要知原酒无差池，甚么法儿方可。”意思是：壶中原
来有存酒，每当见到一个朋友就将壶中的酒添加一倍，
然后与朋友喝掉1.5斗，如此经过了5次，把酒壶中的
酒全都喝光了，问壶中原来有多少酒。这首词是《西江
月·沽酒待客》，为清代声名显赫的数学家族——梅氏
家族的梅珏成在《增删算法统宗》中引用的诗。

《周易·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图、
洛书所对应的数学是一种三行三列的三阶幻方，即在
一个正方形九宫格中填上1到9共9个数字，且每行、
每列、每条对角线上的3个数之和都是15。南宋杨辉

《续古摘奇算法》（公元1275年）中记载了三阶幻方的
生成与布局口诀：“九子斜排，上下对易，左右相更，四
维挺出。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

我国古代算诗，口呼歌词，绘声绘色；算法算理，易
懂易记；口诀呼出，程序运算；形成独特的流传风格，至
今未衰。

（《环球人物》）

诗学，不能少了古算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