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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葵

今年的6月16日，是现在很多人
牢记在心的父亲节。父亲节是每年
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日。我国自古以
来就有“百善孝为先”的传统，难道我
国没有父亲节吗？

听说过“八八父亲节”吗?

20 个世纪 40 年代，我们也设立
过父亲节。

1945年8月6日，上海《申报》刊
登的一篇名为《八八父亲节缘起》的
文章称，中国抗战取得了最后胜利，
其中无数将士前赴后继，英勇杀敌，
他们的这种大无畏精神，是父辈平日
教养和随时激励的结果。所以，应设
立一个感恩父亲的节日，以纪念战争
中阵亡将士的父亲们。

因“父”字形同“八八”，且“八八”
与“爸爸”谐音，所以《申报》倡议以每
年的 8 月 8 日为父亲节，并号召上海
市民一同来过“八八父亲节”。但这
个父亲节在中国并没有流行多久，至
今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中国版
本的父亲节了。

古代起码有四个“父亲节”

那么，在中国古代有没有父亲节
呢？我们知道，中国传统节日一般都
是综合性的，缺少单项的人伦主题节
日，如父亲节、母亲节等。不过，每年
以感恩父亲为名的活动倒不少。有人
曾统计过，中国古代起码有四个父亲
节。

1.父亲的生日。孔子说：“父母之
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
惧。”意思是父母的生日，子女不可不
知，既为父母高寿而喜悦，又因父母年
事已高而忧虑。这样一来，父亲的生
日，就成为子女表达孝心的最佳时机。

2.“天伦日”，即父母的成亲日。
这一天，子女要向父母亲行九拜大
礼，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

3. 父亲的“金榜题名日”，古称
“科甲日”，即父亲高中科举的那一
天。“科甲日”是古代男人功名事业的
起点，如果父亲有幸考中，子女会铭
记这个日子，每当这天到来，都要为

父亲举行祝贺活动。
4. 子女过生日。做子女的每逢

生日，要先拜父母，以示不忘本。在
父亲的安排下先拜“天地君亲师”，然
后才能庆祝自己的生日。

父亲的精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以上这些日子，虽均与父亲有
关，但称之为古代的父亲节，还是略
显勉强。无论是父亲节还是母亲节，
须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及独特的民
族精神，才能成为一个对人影响至深
的节日。

上文讲过的那些“父亲节”，基本
上是以感恩为主题。这些“父亲节”，
只强调感恩，其文化内涵还不够丰富。

其实，我国最早提出父亲节概念
的是孔子，只是长期以来没有引起人
们的注意。原因是古人认为孝顺父
亲是须持之以恒的“必修课”，没必要
设立一个节日提醒大家记住父亲。

《孝经》：“子曰：‘天地之性，人为
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
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
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天地万物人
为贵，人类的德行，没有比孝道更为
重要的了。在孝道之中，没有比尊敬
父亲更为重要的了，而尊敬父亲没有
比在祭天时将父祖配享天帝更为重
要的了，周公就是能做到这一点的

人。
这里的关键是“严父莫大于配

天”一句，言下之意是敬父如敬天。
父母对子女而言有如天地，父亲如
天，母亲如地，这种观念，正是源于孔
子整理的《周易》。

《周易·说卦传》说：“乾，天也，故
称父；坤，地也，故称母。”乾坤二卦，
既象征天地，又代表父母，故孔子称

“严父莫大于配天”，并说周公能做到
这一点。按照孔子的意思，如果要选
择一天为“父亲节”的话，最适合的日
子就是祭天那天。

古代祭天是哪天？按古代礼仪，
祭天的时间是每年的冬至。“夏至祭
地，冬至祭天”是自上古时期到近代
的传统，北京的天坛公园，就是元以
后历代帝王祭天的场所。

乾卦的精神，就是天的精神，父
亲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周易》又说：“君子终日乾乾，夕
惕若，厉无咎。”乾卦纯阳，虽然强大，
但始终努力不懈。就像父亲默默耕
耘，守护着家庭。《周易》还说：“大哉
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在传统文
化中，天是至高无上的，是万物的根
源。在传统家庭中，父亲也是子女的
一片天，是家庭的顶梁柱。

我们要记住，每年的冬至日，就
是传统文化中的父亲节。

（《广州日报》）

□戚舟

两个“热闹”的词

“蜂拥”和“鱼贯”，形容人多热闹的场面，但
它们有不小的区别，从古籍中可观一二。

“蜂拥”始见于《史记·项羽本纪》“陈涉首
难，豪杰蜂起”，是说各路英雄像一窝蜂一样涌
来。为什么像“一窝蜂”？战乱时有人起义，豪
杰们走投无路，便从四面八方纵马赶来，这情形
可不就是乱糟糟的“一窝蜂”？此外，“蜂拥”一
般和“而至”“而上”等表达目的地的词语组合使
用，这是因为马蜂出巢带着“使命必达”的任务。

再看“鱼贯”一词，最早记载于《三国志·魏
书·邓艾传》：“山高谷深，至为艰险……将士皆
攀木缘崖，鱼贯而进。”将士们走在悬崖边的窄
道上，像排队的游鱼一样依次过去。这里表明
了“鱼贯”与“蜂拥”的区别：后者是一大群聚集，
而“鱼贯”是前后连接着有序进行。

“雀跃”和“虎跃”

“雀跃”和“虎跃”虽都是形容跳跃的状态，
意思却大有不同。

“雀跃”形容非常欣喜的样子。《庄子·在宥》
中说：“鸿蒙方将拊髀雀跃而游。”古代的“雀跃”
还有勇猛的意思，《旧唐书》中“宽夫雀跃，廷老
鸿轩”，指勇于任事。但到了后来，“雀跃”一词
就只有表达高兴情绪的意思了。

“虎跃”形容威武雄壮的样子，引申意为人
得势而奋起。在成语中，“虎”常和“龙”组合在
一起，天上霸主和百兽之王碰了头，这场面令人
热血沸腾。“龙腾虎跃”见于唐代严从《拟三国名
臣赞序》中的“龙腾虎跃，风流云蒸”，表达奋起
作为的意思；“虎跃龙骧”出自明朝方孝孺《尚友
五赞·诸葛武侯》中的“虎跃龙骧，天下震恐”，形
容豪气冲天、雄健强壮的样子。 （《科教新报》）

与动物有关的“形容词”

□韩吉辰

在古典名著《西游记》中，多次出
现了“雷公电母”的形象，他们“面目
狰狞，威力无比”。雷电是夏秋季节
常见的自然现象。我国在殷商时代
的甲骨文中就有了“雷”字，在西周时
期的青铜器上已铸有“电”字。

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曾冒着生
命危险，用风筝把“天火”引到地面，
揭开了雷电的秘密，设计发明了“避
雷针”！其实，人类还可与“雷公电
母”交朋友，让雷电为人类服务。

首先，“雷公电母”可以净化空
气。我们都有这样的感觉：雷雨过
后，空气格外新鲜。原来，隆隆雷声
的波谱很广，除了人们可以听见的声
波以外，还有超声波和次声波，那可
是极其宝贵的资源啊！它们能杀死

空气中90%的细菌，对人体健康大有
益处。另外，由于“雷公电母”的放电
可以产生几万度的高温，使空气电
离，生成大量臭氧。这个臭氧层能罩
住地球，防止紫外线长驱直入，有利
于维持地球的生态平衡。

雷电还可以当作“勘探队”，帮助
人们寻找矿藏。原来雷电喜欢容易
导电的物体，而含有金属或石油的地
方，导电性能要比一般岩层好。根据
雷电发生的次数统计，经常发生雷电
的地区，埋藏矿物或石油的可能性就
会大些。

而且，“雷公电母”可以制造化
肥。闪电时产生高温高压，正是制造
氮肥的条件，而空气中存在着大量的
氮气。由于雷电作用，全球每年能生
成 20 多亿吨的氮肥，可惜绝大部分
落入海洋和无人地区。如果人类能

利用闪电制造氮肥，那可是对新能源
的利用。目前科学家已经做了试验，
取得可喜成果：雷雨天气，在田野上
竖立三根 20 多米高的杆子，杆与杆
之间相距120米，杆的顶端装上金属
接闪器，用导线引入土地中；第一次
雷击较小，每亩约得硫酸铵5公斤，第
二次雷击较强，每亩约得硫酸铵 14
公斤。

我们知道，雷电是一种巨大能
源。可惜闪电的放电时间极短，只有
50～100微秒，要想直接利用它的能
量非常困难。很多科幻作品中，都在
设想有一种“神奇的设备”，可以储存
和利用雷电的巨大能量。而“人工引
雷”的成功则是这一研究的基础。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能真正与
“雷公电母”交朋友，让它们更好地为
我们服务。 （《今晚报》）

和“ 雷 公 电 母”交朋友

▲丰子恺《襁褓像》局部

□薛习强

谜面：靠才能生钱，工作有奉献，收入增加
得庆祝，两次先进需表扬。

谜目：打一字
谜底：贝

“贝”加“才”为“财”，意思是钱；“贝”加“工”
为“贡”，意思是奉献；“贝”加“加”是“贺”，意思
是庆祝；“贝”加两个“先”为“赞”，意思是表扬。
所以综合可以得出谜底为“贝”字。

“贝”的本义是指海里的贝类，这些软体动
物的壳就是贝壳。现在我们对贝壳已经是司空
见惯了，完全不觉得它有什么珍贵的，但是在古
代，贝壳却被视作珍宝。那么，贝壳为何被视为
珍宝呢？除了贝本身美观有光泽的本质外，更主
要的原因是在远离大海的中国内地很难找到贝
壳，要靠商人跋山涉水辗转千里运送而来。在交
通不便的古代，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求之
不易，所以显得尤为珍贵。

“贝”是一种有外壳的水生动物，因为这类
动物最大的特点是有硬壳，因此“贝”又指“贝
壳”。古人曾以贝壳、龟甲作为货币，一直到周朝
的时候仍然可以见到用“贝”作为货币，这样的
贝币制度直到秦朝的时候才废除而通行钱币。

贝壳经雕琢、镶嵌成了工艺品，即“贝雕”，
这是它后来的主要用途。贝壳洁白，所以常用

“齿如编贝”“齿如含贝”等来形容牙齿洁白整
齐。正因为“贝”曾被视为珍宝，人们便将喜爱之
物称呼为“宝贝”，如字画、古董、汽车、珍珠、美
玉等。人们甚至把自己心爱的人如孩子、恋人等
也称为“宝贝”。

因为“贝”曾作为货币，所以由“贝”组成的
字，大多与钱财相关，如财、货等。（《平潭时报》）

猜 谜 解 字 之“ 贝 ”▶

▶

▲丰子恺《兼母的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