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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九辰

每年的4月22日，是全世界专
为保护人类生存的地球而设立的
节日。至今，世界地球日活动已经
持续了55年。我国在1990年正式
参与到这项保护地球的运动当中。

进入20世纪以后，人口爆炸、
土地沙化、资源枯竭、能源危机、环
境污染……这些问题使人类陷入
了生存困境。1962年，《寂静的春
天》一书向人类敲响了警钟，引起
了国际社会对环境问题的普遍关
注，并促进了20 世纪70 年代的环
境保护运动。

《寂静的春天》是美国海洋生
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创作的科普读
物。作者以详尽的阐释、优美的文
字和独到的分析，描写了过度使用
化学药品和肥料导致的环境污染、
生态破坏。此书一经出版，即引起
了全世界对环境问题的重视。

1970 年 4 月 22 日，美国举行
了世界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
环保活动，约 2000 万人参加了盛
大的游行。这个被称为“地球日”
的活动，最终推动了世界性的环境
保护运动，并最终被联合国确定为
国际性的节日。

地球日活动引起了全世界的
广泛重视，各国纷纷出台保护环境
的法案。1972年，一个主要由科学
家组成的非政府组织——罗马俱
乐部发表了研究报告《增长的极
限》。报告向全人类宣告了能源与
环境问题极大地影响了各国的经
济生产方式、社会生活模式乃至政
治发展内涵，并预测如果人类不改
变经济增长模式，未来可获得的食
物、人们的生活水平以及人口数量
都将下降。

1990 年，在第 20 个地球日到

来之际，由世界著名人士和环境保
护者共同成立了“地球日”协调委
员会，呼吁各国领导达成合作协
议，阻止全球环境的恶化。全世界
有140多个国家的2亿多人参与了
地球日活动，中国也参与其中。

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也引起
了联合国的关注。2009年第63届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正式将每年
的4月22日确定为“国际地球母亲
日”，并倡导通过与自然和谐相处
来庆祝这一国际节日。由于约定
俗成，现在大家仍然习惯称这一天

为“世界地球日”。
经过 50 多年的发展，世界地

球日已经成为一项全球性的环保
活动，甚至是一种地球文化。各国
以各种方式倡导保护地球、保护环
境。许多国家和相关机构通过发
行海报、手绘漫画、拍摄纪录片和
文艺作品等形式倡导保护地球环
境。此外，围绕地球日创作的歌
曲、海报和纪念邮票也是层出不
穷。人们通过这种仪式感，宣传思
想、凝聚力量、传承精神和表达诉
求。 （《科普时报》）

这一节日已形成地球文化这一节日已形成地球文化

□吴婷芳

窗子在我国古代园林建筑艺术中起着很重要的作
用。有了窗子，就能产生“隔而未隔，界而未界”的效
果；有了窗子，就能给人们的生活增添典雅和情趣。

窗外的青林翠竹、小池寒渌等都拨动起文人们的
心弦，或喜,或悲,或忧,或惧。南北朝时的吴均幽居山
中，看到白云穿窗而过，写下了“云从窗里出”，居住在
茂林修竹间的他是那么淡然超脱。宋代的杜耒冬夜有
客来访，相谈甚欢。夜深时分，看到明月照窗前，闻到
寒梅飘香，喜不自禁。西窗之下，又会令人产生万千感
慨。“西窗日影斜”流露出文人对时光易逝的感慨；“吹
仄西窗月半轮”流露出文人的万般无奈。西窗月、西窗
暮色、西窗独酌等，总是带上了文人的伤感。

窗内的抚琴对弈、焚香品茗、听雨莳花、读书作画
等都展现了文人的不同文化气质和性格爱好。南宋陆
游在《临安春雨初霁》中说：“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
乳戏分茶。”从字面来看，写出了他的闲适，无事练字，
窗下品茗。可当时国家正处于多事之秋，闲的背后却
是满腹的无奈。透过窗，看到了陆游的伟大人格。

不同风格的窗子，例如轩窗、锁窗、窗牖、绮窗等，
不仅工艺精巧，不落俗套，还借景入画，增加了精致的
层次与深度，丰富了对于空间美的感受。诗人们临窗
而伫，从不同角度，从不同类型的窗子眺望，有了不同
寻常的发现，也写出了许多颇具审美意象的诗句。唐
代杜甫《绝句》中说：“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
船。”杜甫透过窗子，看到长时间未化的积雪和从万里
处停泊在此地的船只。窗外“万里船”与“千秋雪”的交
相呼应，也让眼前的空间无限宽广。“闲云入窗牖，野翠
生松竹”，借景入画，窗外空中飘浮的白云，地上翠绿的
松竹都成了入画的一景。宋代贺铸在《小重山》里写
道：“碧纱窗影下，玉芙蓉。”梦中看到窗下思念的人儿，
这里的窗除了将屋内和屋外的景致联系到一起，也将
两颗孤寂的心连在一起。 （《东南早报》）

古人笔下的窗韵

□谭汝为

为什么把医生称为“郎中”或“大夫”呢？我们追溯
其历史渊源。

在周朝之前，“巫”和“医”往往一身二用。到了春秋
战国之际，“巫”“医”才逐步分家，划分畛域。人们称医
生为“郎中”，古今是一致的。宋人洪迈《夷坚志·杜郎中
驴》载：“杜泾郎中，河府荥河县上原村人也。世为医，赀
业稍给。”金人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卷五载：“奇妙，
奇妙！郎中诊罢，嘻嘻的冷笑，道：五脏六腑又调和，不
须医疗。”周立波《盖满爹》载：“（盖满爹）从楼梯上掉下
地来，肩胛骨错出了榫头，请个草药子郎中足足治了两
个月才好。”

其实，最早的“郎中”是官名，始于战国，秦汉沿置，
掌管门户、车骑等事，内充侍卫，外从作战。另尚书台设
郎中司诏策文书。晋武帝置尚书诸曹郎中，郎中为尚书
曹司之长。西晋李密《陈情表》载：“诏书特下，拜臣郎
中。”隋唐迄清，各部皆设郎中，分掌各司事务，为尚书、
侍郎之下的高级官员，至清末始废。

在古代，“大夫”也是官职称谓。西周官员分为“卿”
“大夫”“士”三个级别，共同辅佐国君统治国家。“大夫”
就成为一般官员的统称，后用“士大夫”代称入仕之人。
秦汉之后，以“大夫”为称谓的官员逐渐增多：中央要职
有御史大夫，与丞相、太尉号称三公；此外，还有太中大
夫、光禄大夫、谏大夫等官职，以议论政事为职，俸禄丰
厚。隋唐后，“大夫”成为高级官职，且名目繁多，如光禄
大夫、正议大夫、通议大夫、太中大夫等。

唐代有“医生”的说法，但所指的是学医的学生。宋
代之前的医生往往按专科性质称为“食医”（肠胃消
化）、“疾医”（内科）、“金疮医”（外科）等。一些皇家御医
的官衔也达到了郎中、大夫级别。在社交中，民间流行

“以官职称人”以示尊敬的习俗，就把医生称为“郎中”
“大夫”。其中，南方人习称“郎中”，北方人习称“大夫”，
一直沿用迄今。

从总体上看，古代医生崇尚道德，以救死扶伤为信
条，诊疗费往往根据患者家庭情况酌情收取，对穷苦人
家往往医治施药，分文不取。因此，古代医生在乡里颇
具名望，社会地位很高。古代读书人一向怀有“不为良
相，便为良医”的志愿。 （《今晚报》）

郎 中 、大 夫 称 谓

□顾军

4 月 22 日世界地球日的宗旨
是唤起人类爱护地球、保护家园的
意识，促进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
协调发展，进而改善地球的整体环
境。那么，“地”和“球”两个字的来
历是什么呢？

先看看“地”。从字形来看，春
秋战国时期的“地”有多种写法：其
中一种写法是由“阜”“土”和“它”
三个部分组成的，“阜”和“土”表示
意义，“它”表示读音。这两种写法
都表示“大地”的意思，与“天”相
对。例如《易经·系辞下》：“仰则观
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意思是仰
头就能观察天空的现象，俯首便能
细看大地的规律。再如《易经·乾
卦》：“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
下，则各从其类也。”意思是依存于
天的就亲近上面，依存于大地的就
亲近下面，这些就是万物按照优劣
等种类聚集在一起。

到了小篆中，字形出现了简化
和讹变：虽然保留了“土”，但除去
了“阜”，并且“它”讹变成了“也”。
于是，“地”成了由“土”和“也”两个
部分组成，并成为最为主要的一种
写法。在后来的隶书、楷书、草书

和行书中，一般也是由“土”和“也”
组合而成，没有出现本质的变化。

此外，“地”还有“坔”的一种写
法。《集韵·至韵》：“地，或作坔。”其
中的“土”表示土壤，“水”表示水
分。由此可见，在我国古人的观念
中，大地除了包含土壤之外，同样
不可缺少水分。

再看看“球”。小篆中的“球”
由“王”和“求”两个部分组成，“求”
表示读音，而作为部首的“王”大部
分表示“玉”的意义，例如“琦、琳、
瑾、瑜、琼、瑶”都有美玉的意思。
因此“球”本来的意义是美玉。美
玉的形状是非常多样的，而地球是
椭圆体，那么为什么“球”会产生这
种意义呢？实际上，这是“球”借用

“毬”意义的结果。
“毬”由“毛”和“求”组成，“毛”

表示填充物，“求”的意思是毛皮。
“毬”就是鞠丸，也就是充填毛的皮
球。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求”的字
形像是皮衣的形状，是“裘”的早期
写法，意思是毛皮。此外，这里的

“求”还可以表示“毬”的读音。
我国古代还有一种名为“蹴

鞠”的体育运动。“蹴”是指踢，“鞠”
是指球。不过“毬”与“鞠”有同有
异。相同之处是它们都是里面填
充材料的皮球，不同点在于“毬”的
外表带毛，而鞠的外表没有毛。

后来，“毬”的意义被“球”代
替。现在的体育运动中带有“球”
的有很多。例如足球、篮球、排球、
羽毛球、乒乓球、网球、橄榄球、棒
球、垒球、高尔夫球、马球、手球、水
球、保龄球、门球、藤球、冰球、台
球、地掷球、曲棍球等，这些球类运
动中的大部分球是圆形或者类似
于圆形的形状。

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也是
人类共同的赖以繁衍生息的栖息
地。笔者希望在这个特殊的日子
可以提醒我们树立珍爱地球的理
念。

（《科普时报》）

爱护“地”“球” 保护家园

▲2005年《世界地球日》首日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