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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河

上气不接下气，是我们经常听到说到的一句话，原
以为是口头语、俗话，而事实并非如此。

家中有1987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成语
大辞典》，不时翻阅。记忆中，这本大辞典并没有收录

“上气不接下气”的词条。在百度上搜索，显示“上气不
接下气”是一个成语，出自清·无垢道人《八仙全传》第
七回，意思是形容一个人因劳累或焦急而气喘得厉害、
呼吸急促的样子。

中国成语，乃语言精粹，个个言简意赅，条条有故
事，寓意丰富多彩。就说“上气不接下气”，一句话六个
字，其中气字出现两次，不是重复，而是强调，重点强调
气的重要。大千世界，万物生长不仅靠太阳，更要靠空
气。没有空气，生命就会窒息，足见气对人如鸟的两翼、
车之两轮、水之鱼，一刻也不能缺失。

单从字形结构上看，气字笔画少，只有四画，一撇、
两横、下边横拐下斜拉，收笔末端上翘，是一个普普通
通的汉字。然而，气在自然界和人们生活中所起的作用
却是关键、不可或缺的。

把一件事做好，叫美气；父母健康、儿女孝顺，叫福
气；孩子成绩好、考上好学校，叫争气；家中诸事顺遂、
好事临门，叫喜气。助人为乐、乐善好施，叫大气。大是
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叫有底气；敢于和坏人
坏事做斗争，被称赞为有勇气。做事坚韧不拔、不达目
的决不罢休，赞誉为一鼓作气。工作、学习和生活中追
求完美的风气和习气，是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可见，气
可鼓而不可泄，是大有裨益的。

我们常说的“上气不接下气”中的上气和下气，究
竟指的是哪两种气呢？简而言之，上气和下气，是中医
学名词。上气指心、肺之气。《灵枢·大惑论》：“上气不
足，下气有余，肠胃实而心肺虚。”下气指肾气。肾气虚，
久而久之，就会浑身乏力，提不起精神，还可能引起腰
疼腿酸。在中医学里，肾是人体的“发动机”，而肺则是
人体的“呼吸机”，肾气和肺气不足，肺气不能下而肾气
不能上，两气上下不能呼应，问题就来了，可能引发各
种疾病，后果十分严重。 （《西安晚报》）

□姜易

九月，天高云阔，空气转为清
凉，学校又要热闹起来了。父母盼望
开学，一个个欢天喜地，早早帮孩子
们准备好校服、书包、文具、课本、水
壶……开学意味着开启新的成长模
式，可以说是学生的一件大事。古人
也非常重视开学，我国早在4000多
年前就有了学校。那么，古代开学有
哪些讲究呢？

古代开学前家长要为孩子准备
什么呢？必不可少的东西有三样：一
份“束脩”，即学费，早期束脩多为实
物，后来就是银两钱币一类的脩金
了；一件“青衿”，相当于校服，是我
国古代最传统的“学生服”；一套“笈
囊”，即书包，放置书本、衣服等学
习、生活物品的收纳用具。

孔子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
无诲焉”。“脩”即肉脯，“束脩”就是
十条干肉。意思说只要给我十根腊
肉，就能做我的学生。春秋时期之
前，入学门槛较高，学校基本都是为
贵族子弟准备的。到了春秋时期，孔
子提出“有教无类”，人人都应该享
受教育，他广收学生，让更多布衣百
姓有了学习知识的机会。

《诗经·郑风》中“青青子衿，悠
悠我心”，描述的就是穿着青衿的学
子，“青衿”是我国古代最传统的学
生服装。《毛诗注疏》就此解释：“青
衿，青领也，学子之所服。”隋唐时的

学子也是这般装束。《新唐书·礼乐
志九》记载：“先置之官就门外位，学
生俱青衿服，入就位。”

“笈”是古人专门用来放珍贵书
籍的行李箱。晋代《风土记》有记载：

“笈，谓学士所以负书箱。”与“笈”相
配套的是“囊”。“囊”，是古代学子外
出求学盛放物品的用具，也可以称
为“书囊”和“书袋”。书本和衣物如
果放在褡裢或包袱内很容易起褶、
变形，所以，古代学子多用“笈囊”或

“箧笥”“箱笼”等东西来放置学习、
生活物品。

古代新生入学有隆重的入学仪
式，《礼记》记载：“礼义之始，在于正
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因此，古代
开学仪式的第一课即是“正衣冠”，

“先正衣冠，后明事理”。学生注重自
己的仪容整洁，衣冠整齐地排着队
到学堂前集合，恭立片刻后，才能在
先生的带领下进入学堂。入学堂之
后，先祭拜先师，然后行拜师礼。行
过拜师礼后，学生还要将手放到水
盆中“净手”。洗手的寓意，在于净手
净心，去杂存精，希望能在日后的学
习中专心致志、心无旁骛。

古代开学可以说仪式感满满，
尊师重教是我国自古以来的传统，
古代学生的入学仪式，代表着一种
厚重的文化传承。虽然现代教育学
制、入学仪式和古代不尽相同，但所
蕴含的希冀和怀揣的梦想是一样
的。

（《辽宁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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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慕竹

唐代新登（今浙江桐庐）人罗隐
天资聪颖，才学出众，是个不折不扣
的大才子，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诗
句“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
愁”便出自他的笔下。可是这个闻名
天下的江东才子却“十举不第”，参
加了十次科举考试都没考上，多少
让人大跌眼镜。屡试落选的原因，有
人说因为他长得丑，据说宰相郑畋
的女儿曾经是罗隐的“粉丝”，特别
喜欢读他的诗，有一天罗隐去她家
拜访，她偷偷看了罗隐一眼，从此便
再没兴趣读他的诗了。这或许是个
原因，但真正的原因还在于罗隐的
脾气。

虽然长得丑，但罗隐相当高调，
恃才傲物，拿得罪人根本不当回事。
有一天，罗隐乘船与宰相韦贻范的
官船相遇，驾船的兵卒喝令其让道
回避，罗隐昂然站立船头，不屑地
说：“什么了不得的朝官，摆什么威
风，我用脚趾缝夹笔，也胜过他们一
群！”韦贻范听了，又羞又恨。这样的
人能让他中举，那才是怪事。

唐朝末年，藩镇的节度使权力
很大，为了壮大自身实力，他们纷纷
招揽人才。眼见京城待不下去了，罗
隐决定到藩镇碰碰运气。他先后去
了湖南、淮南、润州等地，结果都碰
了一鼻子灰，于是他又奔赴河北，因
为邺王罗绍威是他的本家。入境前，
罗隐先写信给罗绍威攀叙家世，谁
想按行辈排下来，罗绍威倒成了他
的晚辈，罗隐也没客气，开口便以

“侄儿”相称。

罗绍威幕府的将吏见信后都怒
不可遏，说：“罗隐一介布衣，竟然敢
以子侄对待大王，简直太无礼了！”
罗绍威倒很有涵养，劝解说：“罗隐
名震天下，王公大人往往被他鄙视
轻慢，现在他肯屈尊前来，我能做他
的侄子，应是一件荣幸的事情。”于
是安排了隆重的仪仗，亲自到郊外
迎接，执礼十分恭敬。

对此，罗隐欣然接受，丝毫没有
谦让。只是罗绍威并没有留下这尊
大神的意思，过了不久，便“赠钱百
万”，又写了封推荐信，把这位季父
礼送出境，让他投奔镇海军（统辖今
江浙地区）节度使钱镠去了。

罗隐来到杭州，并没有拿罗绍
威的推荐信当敲门砖，而是献上自
己的一卷诗文，并特意把一首《夏
口》诗标在卷末，诗中写道：“一个祢
衡容不得，思量黄祖谩英雄。”借汉
末三国时荆州黄祖不用名士祢衡反
而加以杀害的故事，表示自己的疑
虑。钱镠见了大笑起来，提笔写信给
他说：“仲宣远托刘荆州，盖因乱世；
夫子乐为鲁司寇，只为故乡。”罗隐
见后，高兴地说：“他以王粲、孔子的
典故相比，这是告诉我不可离去
啊！”于是登门拜见。罗隐果然得到
钱镠的任用，上报朝廷的表奏都由
他来操刀。

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罗隐依
然没改自己的脾气，时不时地拿起
笔，讽谏一番。当时钱镠治下的吴越
赋税很多，西湖上的渔户要日纳鱼
数斤，名为“使宅鱼”，渔民不胜其
苦。罗隐得知此事后，便写了一首
诗：“吕望当年展庙谟，直钩钓国更

谁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须供使
宅鱼。”钱镠读到后，立刻下令免除
了这项赋税。

天祐四年，宣武军节度使朱温
废掉了唐哀帝，自己登上了皇位，国
号“大梁”。朱温为了笼络人心，封钱
镠为吴越王，并且召罗隐任右谏议
大夫。钱镠思量军事实力，想上表称
臣，罗隐却愤然说：“朱温篡唐不得
人心，王是唐朝之臣，当兴兵讨逆义
不容辞，复兴唐室，名正言顺，何愁
不胜！纵使不能成功，也能保住江东
吴越十四州天下。怎么能向他称臣，
做羞辱之人呢？”

钱镠闻言，幡然醒悟，他说：“罗
隐在唐朝屡举不第，心中却丝毫不
怨恨唐朝，今反劝我起兵兴复唐室，
可见他并不计较个人得失，而是以
道义为重，真是忠心贯日的义士
啊！”自此，钱镠十分钦佩罗隐的人
品，凡事都会认真倾听他的建议，对
他殊加礼遇，官至谏议大夫。

罗隐在一首诗中表达了他的处
世之道：“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
往有期因。须知海岳归明主，未必乾
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
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
中也立身。”有些玩世不恭的罗隐，
得到了后人的高度评价，称他“高节
奇气，有可以撼山岳而砥江河者”。
不错，“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一个人生于世上，可以变的是遭遇
挫折时的随遇而安，不能变的却是
生逢危难时的原则与气节。这，或许
正是罗隐至今为我们所深深敬仰的
地方。

（《天津日报》）

时穷节乃见 一一垂丹青

□莫声柏

心理健康问题如今日益受到关注，其实古代人也
会遇到心理健康问题。从他们的处理方法来看，古代
人对心理健康的一些见解在今天仍有意义。

古代人也会患上抑郁症等心理疾病。生活在公元
前8世纪的古希腊诗人荷马就是因为抑郁症而去世的。

早在公元前5世纪晚期，古希腊的医生就意识到，
健康在部分程度上取决于精神状态。在大约公元前
400年的一篇医学文章中，一位医生写道：思维习惯，
以及生活方式、着装、住房、体育活动和性生活，是健康
的主要决定因素。

这位医生提到，一位患者的精神状态如此之差，以
至于精神错乱，最终无法说话，他在床上躺了14天才
痊愈。后来，希腊著名内科医生盖伦观察到，有些人经
常会因为精神状态糟糕而生病，以至于病重直至死
亡。例如，有的人会因为丢了一大笔钱而发烧，变得神
志不清，最终患上了脑膜炎，差点丢失性命。

在古代，人们有许多方法来预防或治疗心理疾
病。古希腊哲学家阿里斯提普斯建议人们关注当前，
以避免精神混乱。只有当前是属于我们的，而不是过
去和所期待的事情。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克里尼亚斯
说，每当他意识到自己在生气时，就会弹奏竖琴，让心
情平静下来。

此外，古代许多医生建议患者通过改变生活方式
来调整精神状态，如多锻炼，食用均衡的饮食，去海边
旅游，玩跳棋或填字游戏。

古人认为保持精神状态健康需要付出不懈的努
力。如果感到焦虑、愤怒或沮丧，就需要做一些能引起
相反情绪的事情。例如，抑郁症患者应当做一些能让
他们大笑和快乐的活动，如去剧院看喜剧。然而，古人
并不认为单一的活动就足以使精神状态恢复健康。患
者需要在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方面做出重大的改变。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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