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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林 周怀宗

【古人的青年节】

在今天，年轻人对于青年节的
意识逐渐淡化，这可能和青年节本
身与现实生活的脱节有关。今天的
青年节源于五四运动，在当年，这
是一场救亡图存的运动，然而，这
个内涵并非社会的常态，一旦失去
特定的环境，它可能不会再像当时
那样被重视。而作为一个节日，应
该有一个常态的概念、风俗，或者
内涵，并且这个内涵应该是和人们
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青年是少年向成年过渡的时
代，在古代，没有一个特定的年龄
段叫做青年，不过却有特定的礼
仪、仪式，即冠礼。举行冠礼，就标
志着一个人从未成年人变成成年
人。其实很多民族很多国家都有类
似的礼仪，比如有的要独自猎取一
只野兽、有的要文身等，这些礼仪
原本的意思是一个人可以有力量
独立生活，拥有一定的力量等，后
来进入文明社会，这些礼仪逐渐消
失了。

中国是礼仪之邦，礼仪是社会
最基础的纽带和规则之一，这也是
中国文明的特点。古人说人生礼
仪，人的一生，处处都有礼仪，在一
些关键的时刻还有特别重要的礼
仪，比如冠礼，这是人生道路上第
一个关键点，要举行冠礼，所以古
人说“冠者，礼之始也”。它是一个
人成人的标志，也可以算作古人的
青年节了。

【冠必有礼】

20世纪以来，中国逢三千年未
见之大变局，社会在变，礼仪也在
变，很多传统的礼仪逐渐消失了，
冠礼也在其中。不过这些年来，有
人也逐渐开始重新使用古代冠礼。
最早的大约是 20 年前，一些学校
组织学生集体举行成年礼，但那种
成年礼各行其是，意义不大。

其实礼本身就有仪式的含义，
而且这种仪式必须是统一的。其
一，它代表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
统，不能各行其是；其二，统一的礼
仪可以形成社会氛围，使礼真正成
为影响人们生活的东西，仪式不统
一必然没有这种效果。

古人对于冠礼有一套完整的
仪式，这些仪式的每一步设计都有
它特殊的意义，这是中国古人的聪

明之处，不跟你说教，而让你亲身
体验，从各个方面感受成人和孩子
之间的差别。

这样的形式不但文雅，也很中
国。不像西方，成年的标志就是你
可以喝酒了，可以在女朋友家过夜
了，虽然同样表示一个人开始要为
自己的行为负责，但这种标志哪里
像个礼仪？

【成人的责任】

《礼记》说：“冠者，礼之始也。”
把冠礼当成礼仪的开始。为何冠礼
这么重要？这就要说到成人前后的
差别了。

二十加冠，不是戴顶帽子就
行。冠礼是人生中第一次身份大转
变，意味着从此之后，社会不会再
以孩子的身份来对待你，而是以成
人的标准要求你。成人之后，就和
当孩子的时候完全不同了，有一套
完整的规范，必须怎样做，不能怎
样做。

对古人来说，冠礼其实是一种
教育，这是古人智慧的体现，它不
是跟你说教，说你长大了，应该要
怎么样了，而是给你成人的权利，
同时让你自然履行成人的义务。

成年之后，一个人不再依附于
家庭而存在，反而要承担起自己对
家庭、对社会的责任。但是现在的
年轻人很少有这种责任意识，二三
十岁了，跟家里要钱理直气壮，“别
人都用三千块的手机，我也要买”，
等等。在社会上也是，没有诚信，没
有责任感，别人很难相信你。

为什么会这样，就是缺乏成人
意识的教育和熏陶。我在韩国见过
他们的成人礼，非常隆重，那一天
要拜见父母、老师，感谢养育、教育
之恩，很感人。但我们现在没有这
样的环境，也没有这样的习惯。而
我们原本是有的。

【加冠不是复古】

在今天，确实需要类似古人的
这种成人教育，培养年轻人的责任
感。当然，具体礼仪未必全要恢复
古礼，但是古礼中那些好的内涵应
该继承下来，也可以设计符合当前
社会的礼仪。不过，这种礼仪最起
码应该是统一的，这样才能成为风
俗，成为一种社会环境，也才能真
正起到成人教育的作用。

可能有人觉得举行成人礼或
冠礼是复古。其实不然，奥林匹克
运动会也是古代的仪式，橄榄枝从

古代用到现在，也是复古吗？
古代的礼仪，有些是特定社会

阶段的代表，那我们就把它当作文
物好了。还有些东西是无关于时代
的，是任何时间、任何民族、任何社
会都通用的，比如责任、对文明的
尊重等，这些东西不会因为时间的
流逝而消失或改变。

正如冠礼，它所体现的内涵是
一个成年人在社会中的权利和责
任，也是文化的教育和熏陶，这是
可以继承的，也是今天的社会依旧
需要的。对于培养现在的年轻人对
社会的责任感有很好的效果，为什
么不用呢？

经典诵读

冠者，礼之始也。
——《礼记·冠义》

男子二十冠而字。
——《礼记·曲礼》

婚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
——《礼记·乐记》

笄冠有成人之容。
——《通典》

冠礼，人伦之所重者也。
——《六艺纲目》

古者重冠礼，将以责成人之
道。

——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首服既加，而后人道备，故君

子重之，以为礼之始矣。
——《五经要义》

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
望而畏之。 ——《论语·尧曰》

（《北京日报》）

□双尾猫

甲胄爱好者往往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日本保
存下来的古代盔甲不是黑色就是红色，而根据文献，中
国古代的盔甲也都是黑色或红色。那么，为什么盔甲往
往是黑色或红色呢？

在解释这个问题之前，要先说一种看似与盔甲无
关的东西——漆。本文所说的漆不是现代所使用的各
种油漆，而是过去被称为大漆或者生漆的天然漆。这种
天然漆是从漆树上割取的。

漆树分布很广，在中国，除黑龙江和新疆外，其余
省份均有栽培。另外，漆树在朝鲜和日本等国也有分
布。刚割取的漆液呈乳白色黏稠状，在接触空气后，漆
的颜色会因氧化而慢慢变深，最后变成黑色。因为生漆
氧化后色泽比较深，往里面加入别的颜料也不明显，所
以不少漆器不是黑色就是红色。有关出土文物显示，东
方的传统盔甲，特别是皮甲都是要上漆的。

一棵漆树要生长 7 年之后才可以进行第一次割
漆，而且每割10天就要歇10天。漆液的流量非常少，
以至有“百里千刀一两漆”的说法。即使是现在，一套大
漆家具的价格也十分惊人。

那么，古人给甲上漆只是为了好看吗？诚然，在战
场上，黑色和红色给人一种肃杀的气氛，上过大漆的盔
甲外表美观又有一种肃穆感，但是给甲上漆可不只是
为了好看，而是有助于提高盔甲的防御性能。

大漆究竟有何独到之处，竟然能提高盔甲的防护
能力呢？这是因为，大漆的主要成分是漆酚，其他还有
树胶质、氮、水分及微量的挥发酸等。漆酚的分子结构
使得漆酚具有芳香族化合物和脂肪族化合物的双重特
性，在漆酶的催化氧化作用下形成漆酚多聚体，再加上
长侧链的氧化聚合反应，从而形成网状立体结构。这种
结构除了使漆膜光泽明亮、亮度典雅、附着力强，也使
得大漆的漆膜具有优异的物理机械性能——坚硬。

这样厚厚的大漆涂在盔甲外面，就像给盔甲贴了
一层硬化膜一样。真实的皮甲制作流程为：先塑形，然
后翻范，之后进行焙烧（60℃～70℃的温度加热）、浇
注，再对模具进行修整和配套。经过这一系列工序之
后，再夹入皮料。然后进行高温处理，把皮料压制成甲
片，最后打开模具，把甲片取出修整上漆。

曾有人测试，用60磅长弓射击一件只经过普通处
理、没有上漆的皮甲，结果在13米的距离上，没能射穿
皮甲。再刷上大漆之后，甲片硬度更强，这样穿戴者才
会有信心去面对战场上的刀枪箭矢。（《江苏科技报》）

古代盔甲为何多是黑色和红色？

□陈德弟

张缅，字元长；张缵，字伯绪，他们是范阳方城（今
河北固安西南）人。张缅和张缵是亲兄弟。

张缅年少好学，是一个很自励的少年。他给自己规
定每日读书卷数，不达目标不去玩耍。他尤其熟知东汉
和晋代的历史。一天，友人手持《后汉书》当面测试他，

“随问便对，略无遗失”，旁观者赞叹不已。昭明太子评
说他读书广博，文武兼备，国之栋梁。因其博学，起家秘
书郎，后历官武陵太守、豫章内史、御史中丞等，再迁侍
中。他为官廉正，受到好评。

其藏书故事，据《梁书》本传记述：“（张）缅性爱坟
籍，聚书至万余卷。抄《后汉》《晋书》众家异同，为《后汉
纪》四十卷，《晋抄》三十卷。又抄《江左集》，未及成。文
集五卷。”他的万卷藏书，不仅使其有所成就，而且影响
着弟弟张缵的成长。最终，弟弟的藏书数量超过了他，
成为南梁藏书大家。

据《梁书·张缵传》载：“缵好学，兄缅有书万余卷，
昼夜披读，殆不辍手。”张缵年少好学，不分昼夜地阅读
哥哥的万卷藏书，手不释卷。他是在哥哥的书房中长大
的。史书说他经纶满腹，一表人才，“起家秘书郎，时年
十七。身长七尺四寸，眉目疏朗，神采爽发”。因此，张缵
被梁武帝相中，做了驸马。

秘书郎仅设四人，自宋、齐以来，一直是世家大族
初仕之选，担任此职，一般不超百日，便可升迁。张缵坚
不求升，人问其故，他说：“我要利用秘书郎这个职务，
遍观秘阁的国家藏书。”有一天，他拿着秘阁的“四部书
目”说：“把这上面著录的书籍通读一遍，才有资格说

‘学而优则仕’呀。”可见其好学程度。 （《今晚报》）

藏书博学的张氏兄弟古人怎么过青年节？

▲南宋佚名《家山图书》所
载《三加冠图》

▲古代冠礼场景

在古代，没有一个
特定的年龄段叫做青
年，不过却有特定的礼
仪、仪式，即冠礼。

凡人之所以为人
者，礼义也。礼义之始，
在于正容体、齐颜色、
顺辞令……故冠而后
服备，服备而后容体
正、颜色齐、辞令顺。故
曰：冠者，礼之始也。

▲古代笄礼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