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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故事

解字：辞 ，本 义 为 管

理 ，引 申 为 诉 讼 、文

辞，假借为辞别。在

六 书 中 属 于 会 意 兼

形声。

识读甲骨文

辞 旧

解字：旧，从雈指猫头

鹰；从臼为声符。本义

为鸟名，借用为新旧之

旧，在卜辞中也用作地

名。在六书中属于形声。

（来源：学习强国）

据说，“○”是最难写的一个汉字。究其原因，一是

它的笔顺难以规范，二是即便规范了也很难写圆。其

实，汉字中本没有“○”这个字。人们在生活中，多将

“○”作为表示“圈”的符号或图案。一直到1973年，新出

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将“○”作为词条收入后，“○”才正

式被认定为一个汉字，读作“零”。

作为汉字的“○”，依照笔画，应该读作“圆”。可汉

字的笔画名目中，却没有“圆”这一说法。在字、词典的

“ 音 序 检 字 法 ”中 ，“○”被 列 于“L”字 母 内 ，拼 音 为

“líng”；在“部首检字法”里，“○”虽然只有一画，却被列

入“难检字表”中；而在“四角号码检字法”里，“○”由于

四个角都是○，故它的号码为“0000”。

说来有趣，“○”作为汉字之前，不少文人曾借“○”

赋诗，寄托情怀。

清代画家童二树长于画梅，曾精心绘制了一幅梅花

图赠送友人。朋友非常喜欢，请他题跋留念。童二树在

梅花图的两边各画了一个“○”，朋友不解其意，他解释

说这是一首《自感》诗：“左圈右圈圈不了，不知圈了有多

少？而今跳出圈圈外，恐被圈圈圈到老。”原来，画家在

诗中所用的“圈圈”语意双关：前两句中的“圈”是动词，

意指画梅花；后两句中的“圈”是名词，寓意不愿被名利

的缰绳锁住，介入无谓的人事纷争中。

上世纪 30 年代，林语堂在《论语》半月刊上刊载了

自己填写的一阕“圈儿词”：“充实国库，总不知从何

起，画些○儿替。少了○儿愁，多了○儿喜。他夜夜

加○，咱们困在○儿里。三○儿买水，四○儿买米，五

○儿买双鞋，六○儿做件衣。是几时能跳出这○○，让

大家能够喘口气。”诗中“○”皆读作“圈”，反映彼时通

货膨胀、物价飞涨的社会现状，插科打诨，嬉笑怒骂，颇

具讽刺意味。

最难写的一个汉字

是“○”？

择善而从

“择善而从”出自《论语·述而》：“三人行，必有我师

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意思是，君子

要向贤德的人学习，见人之善就要虚心好学。

“善”，会意字，本意为美好，特指人的言行、品德符

合道德规范。《说文解字·誩部》注：“善，吉也。从誩从

羊。此与义、美同意。”用作动词，指善于、擅长，如《卖油

翁》：“陈康肃公善射。”用作名词，指好处，如《虽有嘉

肴》：“不知其善也。”用作形容词，指良好，如《出师表》：

“以咨诹善道。”

择善，要拥有判断善的能力。《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第八节》有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

拜。”子路面对批评，反躬自省，毫不埋怨，闻过则喜。虚

心，一方面是诚恳接受建议与批评，另一方面是检视自

己，改正错误。《大戴礼记》有言：“君子不先人以恶，不疑

人以不信，不说人之过，成人之美。存往者，在来者，朝

有过夕改则与之，夕有过朝改则与之。”善不可失，恶不

可长，知错就改，也不失为善。

择善，要善于吸纳好的经验和做法。北宋文豪欧阳

修不矜不伐，恃才而不骄，在文学创作上始终保持谦恭态

度，善于接纳各种意见。其撰写《醉翁亭记》时，采纳樵夫

行文要简练的建议，实地考察琅琊山，将文章开头改成了

“环滁皆山也”，留下了传诵千古的名篇。《左传·成公八

年》：“从善如流，宜哉！《诗》曰：‘恺悌君子，遐不作人。’求

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绩矣。”恪守优良品性，方能行稳致

远，取得长足的发展。

择善，提醒我们要戒骄戒躁。曾国藩一生节俭自

守，严勉家人静心修身，保持简朴家风。《曾国藩家书》中

曾说：“余家后辈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

大，呼奴喝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肓而不自觉，

吾深以为虑。”其给次子写信：“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

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

望有成。”世家子弟，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对人容易颐

指气使，所以，曾国藩经常在家书中对两个儿子提醒，要

求儿子不得摆少爷架子，不能高声呵斥仆人，要勤动手

扫地、擦桌子。常怀谦卑之心，加强自我审视。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读春节诗词
领略千古中国年

元 日

■ 王安石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

除 夜

■ 白居易

病眼少眠非守岁

老心多感又临春

火销灯尽天明后

便是平头六十人

守 岁

■ 苏 轼

欲知垂尽岁，有似赴壑蛇

修鳞半已没，去意谁能遮

况欲系其尾，虽勤知奈何

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

晨鸡且勿唱，更鼓畏添挝

坐久灯烬落，起看北斗斜

明年岂无年，心事恐蹉跎

努力尽今夕，少年犹可夸

岁 除 夜

■ 罗 隐

官历行将尽，村醪强自倾

厌寒思暖律，畏老惜残更

岁月已如此，寇戎犹未平

儿童不谙事，歌吹待天明

拜 年

■ 文征明

不求见面惟通谒

名纸朝来满敝庐

我亦随人投数纸

世情嫌简不嫌虚

春节作为中华文明的载体，也与周

边文明乃至西方文明进行着交流互

鉴。事实上，随着中国在不断开放中走

向世界，春节早已走出国门、融入世界，

成为“世界性”的民俗节日。因而，中国

春节申遗成功，也就有了世界价值。

近年来，每逢中国春节，世界各地

纷纷点亮“中国红”，共同分享欢乐喜

庆的节日气氛，感受中国的多彩文化

和开放胸怀。

据不完全统计，如今已有近 20 个

国家和地区将春节作为法定节假日，

全球约五分之一的人口以不同形式庆

祝农历新年，春节民俗活动已走进世

界各地，成为全球性的文化盛事。一

些国家政要、国际机构领导人在农历

新年发表祝词已成为春节期间的“固

定节目”。

2023 年 12 月，第 78 届联合国大会

还通过了将中国春节确定为“联合国

假日”的决议。从这个意义上讲，春节

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在全球化时代，各国加大资金、人

员、技术、信息交流的同时，不同文化

与文明的交流与融合也具有历史必然

性。传统节日作为国家民族的重要文

化象征，更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中国春节成为全球性文化盛事的

背后，是团圆、和谐、平安、敬祖、尊长

等价值取向不断引发认同与共鸣。如

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所说，许多表面

看来十分古老的传统，其实往往是当

代人有意识的发明，反映着当代人的

价值与行为规范。

春节，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古老传

统，传递着现代中国的开放、进步，既

是“中国时间”，也是“世界时刻”。

春节申遗成功，充分展现了中华文

明的传播力影响力，将有力促进世界不

同文明的交流互鉴，积极体现联合国倡

导的多元、包容文化价值理念，让世界

更好感知中华文化、共享东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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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扫尘

“二十四，扫房子”。据《吕氏春秋》

记载，我国在尧舜时代就有春节扫尘的

风俗。按民间的说法：因“尘”与“陈”谐

音，新春扫尘有“除陈布新”的含义，其用

意是要把一切穷运、晦气统统扫出门。

这一习俗寄托着人们破旧立新的

愿望和辞旧迎新的祈求。每逢春节来

临，家家户户都要打扫环境，清洗各种

器具，拆洗被褥窗帘，洒扫六闾庭院，

掸拂尘垢蛛网，疏浚明渠暗沟。到处

洋溢着欢欢喜喜搞卫生、干干净净迎

新春的欢乐气氛。

2.办年货

置 办 年 货 ，包 括 吃 的 、穿 的 、戴

的、用的、贴的（年红）、送的（拜年）礼

物等等，统名曰之“年货”，而把采购

年货的过程称之为“办年货”。办年

货是中国人过春节的一项重要活动。

3.祭灶

民间祭灶，源于古人拜火习俗。

祭灶在中国民间有几千年历史了，灶

神信仰是中国百姓对“衣食有余”梦想

追求的反映。

4.贴年红

年廿八、廿九或年三十家家户户

“贴年红”（年红是春联、门神、横批、年

画、“福”字等过年时所贴的红色喜庆

元素统称）。

5.年夜饭

年夜饭，又称年晚饭、团年饭、团圆

饭等，特指岁末除夕的阖家聚餐。中国

人的年夜饭是家人的团圆聚餐，这顿是

年末最丰盛、最重要的一顿晚餐。

6.守岁

除夕守岁是最重要的年俗活动之

一，守岁之俗由来已久。最早记载见

于西晋周处的《风土志》：除夕之夜，各

相与赠送，称为“馈岁”；酒食相邀，称

为“别岁”；长幼聚饮，祝颂完备，称为

“分岁”；大家终夜不眠，以待天明，称

曰“守岁”。自汉代以来，新旧年交替

的时刻一般为夜半时分。

7.燃爆竹

“红红火火过大年”，这是喜爱热

闹的中国人对年的定义。

一种说法称，爆竹起源于古代的

宗教信仰。人们认为，鞭炮等响声能

驱赶鬼邪。宗懔《荆楚岁时记》记载，

正月一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

竹”，以驱逐疫鬼。

当 时 的 爆 竹 是 真 的“ 爆 竹 ”，即

将竹筒置于火中烧烤，竹筒因受热

膨胀而爆出声响。宋代出现了火药

爆竹。古人认为，燃放爆竹不仅带

来欢腾的过年气氛，还有驱瘟逐疫

之功。

8.拜年

春节拜年时，晚辈要先给长辈拜

年，祝长辈长寿安康，长辈可将事先准

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

可以压住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

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

一岁。

依据东汉崔寔《四民月令》的相

关记载，当时拜年的内容主要有祭祀

祖先、礼敬尊长，以及拜贺宗亲乡党

等等。

时至今日，人们拜年仍然如此，先

是家庭内团聚，而且要敬祖先、敬尊

长。在完成家庭团聚之后，人们才开

始按照亲疏远近，给亲戚朋友、邻里乡

亲拜年。

（来源：中国新闻网）

据新华社报道，12 月 4 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将“春节——中国人庆祝

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列入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大节，是传

统信仰、民俗礼仪的“集大成者”。春

节，对每一个中华儿女而言都是饱含团

聚、团圆与希冀的文化符号，是中华儿

女年复一年心之所向的期盼与向往。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各族儿女集

体创造了一整套极其密集和丰富的春

节文化。它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道

德、价值观和审美的传承载体，最鲜明

地体现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基因，是

中华民族精神遗产和传统软实力的最

佳体现。春节成功申遗，标志着中华

文明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得到更广泛

的价值认同。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

一，春节有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

其传统是在数千年中华文明史上不断

积累而成的，并在近现代社会中经历

了一个重塑的过程。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以农耕文明为

基础，传统节日大多受到农历时序的

影响。春节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时的

“岁首”“元日”等概念，被视为新一年

生产活动的开始。甲骨文中的“年”

字，是果实丰收的形象。

可见，“年”与农作物之间具有密

切关系。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即认

为，年的初始含义是“谷熟也”。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中原地区的

汉民族与周边的少数民族进一步融

合，庆贺春节的风俗也在多民族融合

交流中不断发展，直至明清时期趋于

稳定并接近现在的形态。可以说，中

国春节本身就是多民族多文化不断交

流融合的标志。

春节，这个中国最隆重、最热闹的

节日，积聚了一年的情感与期待，经过

充分酝酿，集中爆发，慢慢消歇。当自

然的时间进入春节这样特殊的民俗情

境中时，人们的所感所想、一言一行就

都具有了文化象征的意义。

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标志

与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每一

个中国人都是春节的传承者。其他的非

遗诸如手艺或者技能，一般人很难去继

承，而春节的传承者却是我们每一个人。

临近过年，中国所有的城市、乡村

都变成了情感磁场，把出门在外的人

吸引回家，每个人都为年文化在中国

人身上的这种刻骨铭心而感动。可以

说，无论从民族文化还是从情感认同，

在中国人心中，春节都有着独一无二、

不可替代的价值体验。

从时间跨度上看，春节开始于腊

八，结束于正月十五，前后约四十天，

是时间跨度最长的传统节日。春节是

民俗最密集的节日，从腊八到正月十

五，百姓在庆祝春节的过程中，几乎融

入了我国民俗的所有形式。而春节的

精神是理想、团结、辟邪、平安、顺利、

和谐，也最能体现中华民族的精神。

春节，一方面是人们对未来红火

年景的憧憬，另一方面也是潜移默化

的精神熏陶和价值构建。除夕夜阖家

团圆，共享年夜饭，体现的是中国人对

家族、血缘、亲情的重视；走亲访友拜

年，体现了中国社会对“礼”和社会和

谐的尊崇……

正因如此，春节不仅传承着和平、

和睦、和谐等中华文明理念，也承载着

家庭和睦、社会包容、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等全人类共同价值。

每个中国人都是春节的传承者

“中国时间”，“世界时刻”

有趣的春节习俗传统文化知多少

欢欢喜喜过大年。 冯靖隆（准能集团价格管理中心）

（本版信息除标注来源外由编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