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皿

解字：皿：甲骨文“皿”像一个容器，

尤其像今天被我们称为尊、瓿一类

的器物。卜辞中用作地名。在六

书中属于象形。

少

解字：少：甲骨文“少”与“小”实为

一字，同样是沙尘微小之物的象

形。卜辞中所见“少”字皆与“小”

字同义，如《甲骨文合集》5595 的

“少臣”即“小臣”。在六书中属于

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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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具

有特殊的历史文化价值。作为“区

域”的长城带，本身并不是一个封闭

的或孤立的地理空间，而是与长城带

南北的农耕和游牧地区存在着广泛

的文化接触、经济交流以及多种社会

力量碰撞的场域。

长城分布在半湿润区向半干旱

区过渡地带。长城以南以旱地农业

为主，人口众多；长城以北以畜牧业

和灌溉农业为主，人口稀少。作为两

种不同的经济类型，农耕和游牧彼此

有着强烈的互补性。游牧地区迫切

需要用出产的畜产品和狩猎品交换

农耕地区生产的粮食、茶叶、布帛及

各种生活用具，而农耕地区也需要马

匹、畜产品、兽皮等物资，随着时间的

推移，这种双向交易的规模愈来愈

大，物品种类愈来愈多。除了贸易，

还有一种获取生产生活资源的方式，

就是战争和掠夺，在这种情况下，长

城的修筑维护了良好的农耕和游牧

秩序。游牧地区与农耕地区通过在

长城沿线修筑的许多关口进行贸易，

有效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

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秦汉与匈奴、乌桓、鲜卑、羌等北方

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通过合市、和亲、

赏赐等方式进行交流。《史记》载，“匈奴

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

宋朝与辽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

在长城一线，通过“榷场贸易”“走私

交易”“官使兼易”等方式开展经济活

动，宋向辽输出农产品、丝织品、药

材、茶叶、金银器等，辽向宋输出畜产

品、土特产等。即使在双方政权对峙

时期，虽然政府下令关闭互市贸易场

所，但民间互市依然存在。如《续资

治通鉴长编》载，“私易无所畏惮”“私

贩不能止”。

明朝设置茶马司，管理中原地区

与民族地区的茶马贸易，茶马互市空

前繁荣。明朝《宣府镇志》记载，张家

口堡有“南京罗缎铺，苏杭绸缎铺，潞

州绸铺，泽州帕铺，临清布帛铺、绒线

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

许，贾皆争居之”。长城脚下呈现出

“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辏，无异于中

原”的繁荣景象。

两千多年间，农耕文化向长城以

北的游牧地区传播扩散的同时，游

牧文化也影响和充实着农耕文化，

塑造了长城文化的包容性和多样

性，丰富了中华文明。长城沿线各

民族在经济互通的过程中，形成了

文化上和谐共生的局面，各民族对

中华文化的认同不断增强。长城沿

线遗留下来的众多名胜古迹，诸如

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昭君墓、万佛堂

石窟壁画、云冈石窟、居庸关云台、

金中都遗址、元大都遗址以及出土

的各类文物等，均是各民族文化交

流互鉴的见证。

人口迁徙是长城沿线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形式。杂居相处

的居住模式，使各民族的生产方式、

生活习惯、风土人情彼此影响、相互

渗透，客观上促进了多元一体的中

华民族的发展。

东 汉 初 年 ，匈 奴 分 裂 为 南 、北

两部分。南匈奴降汉以后，初分置

于五原、云中、定襄等缘边八郡，后

来又集中到并州、雍州等所属的六

郡，与边郡的汉人杂居。汉末至魏

晋南北朝时期，大量北方少数民族

内迁，形成了关中之民“戎狄居半”

的局面。与此同时，大量中原汉族

人口迁往河西走廊、大漠南北、西

域等地，与当地的匈奴、月氏、羌、

氐等民族杂居。长城沿线各民族

之 间 ，例 如 匈 奴 与 鲜 卑 、月 氏 、乌

孙，鲜卑与乌桓之间，也相互杂居

相处。

经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

时期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积淀，东

胡、匈奴、鲜卑、羯、氐、乌桓等许多

民族逐渐在历史中消失，他们中的

绝大多数已融合于汉族之中。到了

清代，在长城沿线，西起鄂尔多斯，

经归化城土默特旗，至察哈尔地、卓

索图盟、昭乌达盟以至科尔沁东部，

汉人屯居甚密，形成了蒙古族与汉

族杂居的广大半农半牧区。

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

长城沿线，各民族在各方面的交流融

合经久不衰，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亲密关系。例如，河西走廊的

绿洲，包括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

地，均处于农牧交错地带，既是历代兵

家必争之地，又是茶马贸易、绢马贸易

繁盛之地。有专家曾生动地表示，生

活在河西走廊的人们，“汉人之中带着

三分胡，胡人之中带着七分汉”。

（来源：学习强国）

走进文人书斋，文房四宝中，砚的审美价值和象征寓意最

为人称道。作为磨墨的工具，砚的材质类型多样。其中，石质

砚（也即石砚）较为常见，以广东端砚和安徽歙砚最出名。

我们常说“文房四宝”，“文房”的说法就可能始于李煜。

需要说明的是，“砚山”并不是砚台，砚山又称“笔架”，刻石为

山，中凿为砚，砚附于山，故名“砚山”，是一种可以注墨、架笔

的山形石。

在古人看来，文人有砚，正如美人之有镜，“一生之中最

相亲傍”，能“终身与俱者，唯砚而已”（苏易简《文房四谱》）。

通常，“砚”被赋予“砚德”“砚品”，直接关联着主人的“人德”

“人品”。人即砚，砚如人，所谓“厚重坚贞，行无瑕玷”等，皆

同时指向人和砚的品格。基于此，出现了一种文人书写“砚

铭”的风尚。苏东坡《端砚铭》曰：“匪以玩物，维以观德。”邵

博《闻见后录》卷二十八说：“予尝评砚，端石如德人。”清人纪

晓岚说“刚不露骨，柔足任磨，此为内介而外和”。

这种清雅之美，正如南宋赵希鹄《洞天清禄·序》中所描

述的：“吾尝见诸老先生多畜法书、名画、古琴、旧砚，良以是

也。明窗净几，罗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时取古

人妙迹以观，鸟篆蜗书，奇峰远水，摩挲钟鼎，亲见商周，端砚

涌岩泉，焦桐鸣玉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谓受用清福，孰有逾此

者乎？是境也，阆苑瑶池未必是过。”

如今，虽说“书斋”多半已成为今人念及古人的“精神场

域”。但从砚台等“文房长物”上面，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古

人情感的温度、趣味的丰富。

（来源：《光明日报》）

识读甲骨文

为何是中华民族凝聚力
的生动体现？

走进二十四二十四节气 小满
绿叶成阴子满枝

（（新华社新华社 供图供图））

小满，第八个节气。夏天的第二个节气。“满”，《说

文解字》解释为“盈溢也”，意思是水满了，后来延伸开

来，就不仅仅是指水了。“小满”也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

为水，因为降雨多，江河渐满。另一种解释，小麦之类谷

物开始灌浆。《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说“物至于此小得盈

满”，泛指各种果实，又不仅仅指小麦了。虽然还在孟

夏，但春天已杳无踪迹，“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

满枝。”果实们正在趋于饱满的路上。一切只是“小满”，

还不到“大满”。

每个节气都分三候。小满第一候，“苦菜秀”。苦菜

是古诗文中的常客，宋代诗人王之望说：“朝来食指动，

苦菜入春盘”，可见它自古就在人们的食谱之中。小满

第二候，“靡草死”。靡草，一种纤细柔弱、随风倒伏的

草。古人认为，万物应时而动，这种草“感阴而生”，阳气

强的时候，就会枯萎死去。“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靡草再生又是明年。小满第三候，“麦秋至”，麦子成熟

了。“秋”是“禾谷熟也”，成熟的意思。宋朝多位诗人写

有“小麦青青大麦黄”。在历史上，麦是黄河流域的主

角。小满节气，最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好在大麦收获

了，大麦收获和水稻插秧几乎是同步的事情，诗人们欣

赏“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的时候，农民迎

来了忙碌的季节：“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来源：学习强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生态文

明建设提供宝贵的理论资源和历史经

验，系统梳理和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的生态智慧，既是建设生态文明

的必然要求，也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的重要举措。

禁令律法

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轩

辕氏曾要求部落成员节用水火财物，

这是我国较早有文字记录的生态保护

思想。

随着历史的演进和社会的发展，人

口数量不断增长，山川林泽消耗加大，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生态

保护的规定渐趋细致。《逸周书·大聚

篇》规定，春天三个月，不得砍伐山林，

以利于草木生长，夏天三个月，禁止到

河里抓捕鱼鳖，以利于鱼鳖繁殖。《礼

记·月令》将生态保护具体到每一月份，

分“孟春之月”“仲春之月”“季春之月”

“孟夏之月”等 13 篇，针对不同的时间

作出了不同的保护规定。如春天的第

一个月，禁止砍伐山林，不能毁坏鸟巢、

杀害飞鸟和幼虫胎卵，不可捉捕幼兽，

不要聚集劳动力大兴土木。春天的第

二个月，禁止淘干河流湖塘、焚毁山

林。《逸周书》和《礼记·月令》等规定多

对生态保护提出具体要求，即何者可以

做、何者必须禁止，但对破坏环境的行

为并未设定相应的惩罚性条款。较早

的处罚措施见于《韩非子·内储说上》，

《伐崇令》《管子·地数》对破坏环境的行

为也规定了比较重的惩罚。

秦朝之前，有关生态保护的措施

还只是一种规范，自《秦律》始，我国便

有了法律形式的自然保护条文。

由上可见，我国生态保护的律法

禁令古已有之，并且不断细化。

设职任官

与生态保护的律法制度相对应，

中国古代设置了系统的生态保护机构

及官职。其中，生态保护职位是“虞

衡”之职。虞产生于五帝时期，相传舜

帝曾经设置九官 22 人，其中的虞就由

精通草木鸟兽知识的伯益来担任。

周朝时期，虞、衡之职的权责规定

更为明确。山虞负责制定保护山林资

源的政令，林衡则负责具体实施这些

政令。泽虞、川衡和山虞、林衡的职责

大体一致，只不过管辖的范围是河流

沼泽以及这些地方的生物。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朝代的更替，生

态保护的相应官职渐趋细化、完善。秦

汉时设置少府，汉武帝时期设立水衡都

尉，唐朝设立虞部郎中和虞部员外郎。

明清时期，职位设置进一步细化为虞衡

清吏司、都水清吏司和屯田清吏司。虞

衡清吏司负责山林川泽、冶炼等，都水

清吏司管理陂池、桥道、舟车、织造等，

屯田清吏司负责屯重、薪炭等事情。

生态哲学

以“天人合一”为基础，我国先哲

进一步衍生出了“天地化育”“仁民爱

物”等生态哲学思想。我国古代一直

重视自然对人与万物的化生和养育，

并将君子的修养与天地万物的化育联

系在一起。《礼记·中庸》记载：“喜怒哀

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

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

物育焉。”君子的道德修养达到“中和”

的境界，就能使得天地有位、万物化

育。《孟子·尽心上》记载：“亲亲而仁

民，仁民而爱物。”《孟子集注》注“爱

物”：“物，谓禽兽草木；爱，谓取之有

时，用之有节。”我们对自然界的禽兽

草木等物产资源，要按照自然规律，有

限度地索取，有节制地使用。董仲舒

在其《春秋繁露》中也提到“质于爱民，

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

足谓仁？”真诚地爱护人民，以至于对

鸟兽昆虫也没有不爱护的，如果不爱

民，如果不爱护鸟兽昆虫的话，怎么可

以说是有仁德的呢？我国古代生态哲

学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生

态文明建设丰厚的文化滋养和重要的

哲理支撑。

（来源：《学习日报》）

成语“不辞劳苦”形容一个人的做

事态度，虽然辛劳、辛苦也在所不辞。

劳，会意字，本义是费力。《说文》：

“劳，剧也。从力，熒省。”熒，表示火烧

房屋，用力救火者的疲惫和辛苦，即

“用力者劳”。“劳”的字形，从溯流来说

是从“勞”简化而来，泛指一般的劳动、

烦劳。引申为疲劳、劳累，如刘禹锡

《陋室铭》：“无案牍之劳形”。因为劳

而有功，又引申为功劳、功绩，如《史

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又口舌为劳”。

劳，最开始是简单的肢体活动，后

来就发展为集体力和心志为一体的锤

炼。《孟子》有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

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

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

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其中，“劳其筋

骨”就是经历身体的劳苦、疲累，甚至要

忍受筋骨酸痛。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人

如果靠毅力坚持住了，就能磨炼意志、

坚韧性情，从而增长本领，可堪大任。

“劳动之于提高才能的关系，就像

食物之于人体的关系”，食物能给人体

补充营养，劳动是提高才能的养料，而

“懒惰像生锈一样，比操劳更消耗身

体”。一个人对劳苦不推辞、不逃避，

于身心发展大有裨益，那些吃过的苦

终变成营养剂滋润自己，那些受过的

累终搭成进步的阶梯提升自己。

劳动是一种良好的习惯，古人对此

认识颇深。东晋陶侃赋闲后，不愿清闲

度日，他每天早上把一百块砖从屋里搬

到外面，晚上又把砖搬回屋里。对此，

他的解释是：如果生活过于安逸，恐怕

以后难以担当大任，不利于收复中原的

大业。正是这种不辞劳苦的处事态度，

让陶侃一生颇有建树，成为一代名将。

明代学者史桂芳曾在家书中教育

子女：“吾命言儿、稽孙，不外一‘劳’

字；言劳耕稼，稽劳书史，汝父子其图

之。”史桂芳将耕作与读书并列而举，

意在引导孩子热爱耕读劳作，只有不

怕吃苦、踏实肯干，才能有饭吃，有幸

福的生活。

不辞劳苦对为官者而言，就是要

勤政，多为百姓办实事、谋福祉。明代

袁宏道在任吴县知县时，发现衙吏办

事拖沓，到县衙等待讼决的人住满了

客栈。于是大力整顿吏治，省讼便民，

尤其处理公案公允快速，办事之人往

往只在县城吃一顿饭的工夫，事情就

办结了。百姓称之为“升米公事”，称

颂他为百姓办事勤快、效率高。

“不惰者，众善之师也。”时代图景

的铺展离不开不辞劳苦者的付出。立

足本职岗位，远离安闲、舒适、懒惰，勤

于任事、苦干实干，在工作中勇于担

重、担难、担险，最后，所有的“辛苦指

数”都将转换为群众的“幸福指数”。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我国古代的环境保护

不辞劳苦

长城

文脉赓续

在河北省遵化市小厂乡拍摄的洪山口长城晨景在河北省遵化市小厂乡拍摄的洪山口长城晨景。。新华社新华社 供图供图

成语故事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凝聚着中华
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保护好、
传承好这一历史文化遗产，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2024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镇石峡村乡

亲们的回信

文人有砚
正如美人之有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