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谭汝为

万里长城，全长约2200千米，是地球上最壮观、
最绵长的文化遗产。下面介绍长城沿线著名的雄关
险隘：

山海关，有“天下第一关”之称，又称榆关，位于
河北省秦皇岛市东北15公里处，是中原通往东北的
交通咽喉，也是万里长城的起点。始建于明洪武十四
年，因建于山与海之间而得名。历代为兵家必争之
地，有“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之称。

嘉峪关，位于今甘肃省嘉峪关市西南5000米处
最狭窄的山谷中部，为明代长城西端终点，是通往西
北地区的重要关口之一。因地势险要，建筑雄伟，史
有“河西咽喉”“连陲锁钥”之称。古人出了嘉峪关，满
目荒凉，悲情油然而生。故民间俗语有“一出嘉峪关，
两眼泪不干”之说。

居庸关，京北长城沿线著名古关城，旧称军都
关、蓟门关,在北京市昌平区,为长城要口之一。明代
居庸关与倒马关、紫荆关合称长城“内三关”，为首都
西北重要屏障。始建于秦代，现存关城为明大将军徐
达所督建。峭壁悬崖，地形险要。

紫荆关，长城关口之一，位于河北省易县城西
40公里的紫荆岭上。关城建在依山傍水、两峰对峙
的广阔盆地里，四周形成天然屏障，是由河北平原进
入太行山区的要口。被称为“畿南第一雄关”。

娘子关，原名苇泽关，在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东
北绵山山麓，位于冀晋两省交界处。古城堡依山傍
水，居高临下，建有关门两座。是河北省出入山西省
的重要关口，有“三晋门户”之称。因唐初李渊之女平
阳公主率兵守卫，故有“娘子军”之称。

雁门关，又名西径关，位于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县
城以北约20公里处的雁门山中，长城重要关隘，以

“险”著称，有“天下九塞，雁门为首”之说。始建于唐
朝，因大雁南下北归而得名。历代为拱卫京都、屏护
中原的兵家重地。今关城为明洪武七年所建，万历年
间复筑门楼。

平型关，明长城沿线关口，位于山西省忻州市繁
峙县的平型岭脚下。明正德六年修筑明朝内长城时
经过平型岭，并在岭上修建城堡。 （《今晚报》）

雄关险隘踞长城

□黄新生

依法执业。依法办事是
法家的核心思想，受其影
响，中医很早就建立了依法
执业的思想，如《素问·六微
旨大论》：“天符为执法，岁
位为行令，太一天符为贵
人。”历代法律中均有医药方面的律令，不依法执业
就会受到惩罚，如《唐律疏议》载：“诸医违方诈疗疾
病而取财物者，以盗论。”依法执业是医德的必要内
容，《医务人员医德规范及实施办法》第三条第四款
规定：“廉洁奉公。自觉遵纪守法，不以医谋私。”《医
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第五条规定：“遵纪守法，
依法执业。”

诚实守信。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是
法家思想的重要内容，法家通过诚信维护法律的尊
严，如商鞅徙木立信。《管子·枢言》：“先王贵诚信，诚
信者，天下之结也。”诚信是中医医德的核心内容，大
医精诚，诚即诚实守信之意。孙思邈说：“若有疾厄来
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
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中医人在治学上
求真务实，对待患者真诚恳切，在为师授业中诚心实
意，这些都是诚实守信的体现。东汉韩康卖药，口不
二价，是诚信的表现。“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
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也是诚信的体现。

务求实效。法家崇尚功用，将“势”“术”“法”三者
结合，以期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韩非子·八说》：

“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中医治疗疾病，务求
为病人减轻痛苦，获得健康。《素问·宝命全形论》开
篇即说：“余欲针除其疾病，为之奈何？”张仲景《伤寒
论序》：“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
余所集，思过半矣。” （《中国中医药报》）

法家对中医医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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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加

1908年春节期间，为了帮助翔
千学堂和实践女子学校筹款办学，
北京热心教育事业的李君盘、刘树
楠二人，借助当时名声很大的天乐
园戏场，主办了一台新年音乐会。

天乐园主人田际云很热心，免
费提供演出场地。田际云，著名的梆
子演员，艺名响九霄，嗓音十分了
得。当时的京城，既有京剧，也有梆
子，二者各具特色，争得不相上下。
田际云观察到这一点，就在天乐园
的舞台上来了个大变革，将京剧和
梆子演员放在一个台上演对手戏：
一出戏里，既有京剧唱段又有梆子
唱腔，满足了不同观众的口味。这种
形式被称为“两下锅”，至今在戏曲
舞台上还有保留。

正是由于田际云开放的思维和
大胆创新的做法，才有了这场中西
合璧的新年音乐会。在田际云的主
导策划下，这场音乐会节目设计很
精彩，既有风琴独奏、军乐合奏、洋
笛古琴合奏，又有各国国乐演奏，五
花八门，让人足不出户就能领略全
球风采。这场音乐会的演出阵容主
要为位于骡马市大街江苏学堂音乐

班的学生，同时聘请民间艺人助演。
开幕前三天，该校学生数十人组成
西乐队，由音乐教员带领，上街宣
传，散发传单，介绍音乐会的各项内
容。一连三天，天乐园要举办新年音
乐会的消息传遍了北京城。

1908年2月14日（农历正月十
三）晚 7 点，首场演出正式开始。组
织者在天乐园大门外高悬煤气灯，
照明如同白昼；大门左右悬挂高大
龙旗。为了吸引更多观众，检票口一
侧设有赠品处，既有书签、笔筒、课
本等学习用品，还有通俗小说、铁盒
纸烟等。观众可凭入场券领取相应
赠品。两面黄绫大龙国旗交叉挂在
舞台上面，华丽而庄重。戏台台沿矮
栏上装饰着五彩鲜花，方形开放式
戏台的前部东角放一脚踏风琴，前
部西角放一钢琴，中后部摆放着中
西乐器和留声机，更换节目间隙，则
用留声机播放音乐，以免冷场。观众
席桌上还摆放有各种洋点心和一杯
香茗。

当天的节目丰富多彩，有风琴
独奏、军乐合奏、扬琴古笛合奏、箫
笛合奏、拉琴单奏、喇叭单奏、钢琴
独奏、提琴独奏等 15 种。演奏的内
容为中国古乐、四时读书乐、跳舞

会、黑人舞、欢迎曲、法国国乐、巴黎
凯旋门、英国国乐等 20 种，真是古
今中外大荟萃，令人耳目一新。2月
16日又有不少新的演出内容，有叹
希腊、望星感怀、德国凯歌、骏马疾
驰、叹埃及、希腊古乐、缓步行军等
15种。

尽管演出内容很精彩，主办方
提前大造声势，广泛宣传，但赶上春
节期间北京庙会多，再加上这是全
新的舞台艺术形式，特别是西洋音
乐，观众要有个接受和适应过程，所
以开始的上座率并不理想。为了做
到雅俗共赏、提高上座率，主办者对
此后演出的节目进行了调整，从17
日起加进了京戏、梆子、京韵大鼓、
民间小调等传统节目，上座率果然
大为好转。18日又增加了儿童音乐
合奏、南十番锣鼓等民族器乐节目。
最后两场，更是特聘大擂拉演奏家
王玉峰表演丝弦绝技，弹、拉、柔、滑
结合，他在一把擂琴上演奏出京剧
名伶谭鑫培、汪桂芬等不同嗓音的
唱段和文武场面的伴奏效果，引起
观众极大的兴趣。每场最后还放映
电影短片，如外国滑稽片和京剧折
子戏等，观众非常满意，情绪高涨。

（《西安晚报》）

清 朝 的 新 年 音 乐 会

□卢恩俊

元旦临近，人们洋溢在过新年
的气氛之中。说起过新年，中国人要
过两个“年”。一个是阳历年的元旦，
一个是阴历年的春节。人们口头上
说的“过年”，一般指的是过春节，也
就是阴历的“年”，春节是我国民间
最为古老、参与人数最多、传统风俗
活动最为集中的一个节日。

其实，在古代是只有一个“年”
的。年，古称元旦。元，谓“始”，凡数
之始称为“元”。元字在甲骨文中为
头部突出的侧立人形，本义即人头，
引申表示领头的、首要的、第一的。
旦，谓“日”，初升的太阳。甲骨文中
的“旦”字，上部是“日”，下部表示地
面或水面。其字形象征着太阳刚刚
从地面或水面上升起的样子。元旦
一词，诠释着一元复始、一轮新年初
始的太阳在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的美
好意境。

中国的元旦，据说起于三皇五
帝之一的颛顼，距今已有4000多年
的历史。《晋书》记载：“颛帝以孟春
正月为元，其时正朔元旦之春。”即
把正月称为元，初一为旦。元旦这个
概念，在不同朝代有不同的称呼。从
先秦时期至唐宋元明时期，元旦的
称谓有上元、元日、改岁、献岁、岁
旦、正旦、正日、元辰、元首、岁朝、岁
日、新正、新元等。而到了清朝，就一
直叫“元旦”或“元日”了。宋代吴自
牧的《梦粱录》卷一亦有“正月”条
目：“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
年。一岁节序，此为之首。”所以，古
代过元旦，叫过年。就像现在春节叫
过年一样。

说起“年”，更有诗情画意。甲骨
文的“年”，上部为“禾”，下部为

“人”，一人负禾的象形，象征稻谷成
熟、满载而归的样子。这个字形直观
地表达了谷物成熟的概念。金文的

“年”形状与甲骨文相似，到了小篆，
“年”下部的人形变成“千”，本义表

示迁移，运送庄稼。隶书和楷书中的
“年”字，结构更加规范化，最终形成
了现代汉语中使用的“年”字。通过
这些演变，可见“年”字不仅保留了
其最初表示谷物成熟的意义，还进
一步引申为时间单位、年龄等概念，
成为汉语中一个重要的词汇。

在远古时期，纪年单位的用语
也是随着朝代而变化着的。《尔雅·
释天》说：“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
唐虞曰载。”从农业的角度看，年的
产生，最初是指庄稼的一个成长周
期，后来引申为“年”这一计时单位，
又派生出“年”的庆典祭祀活动。早
在夏商周时期，年已有了庆祝丰收
祭天地和祭祖先的习俗，可以认为
是“年”节的雏形。从史料记载来看，
年节系列风俗活动，也不仅仅是“辟
邪驱疫”，更多的是喜气洋洋的年庆
活动。只是伴随朝代变更，年节的时
间亦有变动。夏在正月初一，商在腊
月初一，周在十一月初一，秦始皇统
一六国后定为十月初一，汉武帝太
初元年时恢复夏朝以正月初一为元
旦的纪年方法，故又称“夏历”，一直
沿用至辛亥革命，中华民国建立，孙
中山行夏正，顺农时，从公历，所以
便统一定正月初一为春节，而以公
历（阳历）1 月 1 日为新年（元旦）。
1949年9月27日，第一届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一致通过：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将公历

（阳历）1月1日定为元旦。
“春节”一词，在古代早有记录，

只是它不代表古时的元旦和现在的
年节，它代表春天的节日立春。通过
宋代文天祥的《狱中》诗句“春节前
三日，江乡正小年”也可看出，那年
立春在腊月二十三小年（宋朝的小
年是在腊月二十三，祭灶的日子）的
前三日。而早在南朝梁元帝萧绎的

《春日》一诗中，对此亦有描写：“春
还春节美，春日春风过。”

“春”是一个美好的字眼，代表
着温暖、生长。甲骨文最早的一个

“春”字，就像一幅画，画的中心是一
个圆形符号，象征太阳，太阳的周围
是三株草或禾芽的符号，表示太阳
回暖，大地开始孕育生命。后来从隶
书就开始简化成“三人一日”，也是
会意了甲骨文的字义。如果说远古
的春字如画，那么简写的春字应该
更像诗，这诗意也昭示着，让众人万
物获得三春晖的温暖，多美的意境！
所以我们的祖先将立春作为迎接春
天到来的节日。而后来将旧年之尾、
新年之首、辞旧迎新、承上启下的

“年节”，冠以“春节”之名，新春之
始，新年之始，可谓最恰当最雅美的
称谓。 （《天津日报》）

元旦·年·春节

▲古人迎接新年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