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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有趣的“雷”
□王觞

  众所周知，最早的汉字都是象形的，比如
木、人、山、水等。据章太炎先生分析，这一批
文字大概有五六百个。
  但是，这些象形文字，是来自于具体形象。
具象之外，还有抽象。抽象的文字，又是如何创
造出来的呢？比如闪电的“电”，其甲骨文写作
“  ”，其曲折之形，像极了闪电的样子。
  闪电是有形的，可以通过肉眼观察到。但
是，经常与闪电同时出现的“雷”呢？
  雷声，耳朵能听到，但是看不到摸不到。
“雷”是无形无相的，即“雷”是抽象的，我们
无法使用“象形”的方法创造一个文字来表示
“雷”这个概念。
  当然，现行文字中又确确实实有“雷”这个
汉字。那么，这个汉字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呢？
  “雷”的字源，应该与“电”字相同，甲骨
文“  ”是其重要表义成分。与其同源的，还
有“申”字。也即是说，“电”“申”“雷”，
都是同源字。
  考察“申”与“电”二字，在它们发展过程
中，是通过改造字形的方式，分化成为了不同的
文字。“雷”则有所不同，它是通过增加构字组
成部分的方式创造了新文字。
  “雷”字的甲骨文写作“  ”，即是说，
在“  ”这个字源的基础上增加了两个车轮之
形。这一个形态，在“雷”字的其他古文字形中
体现得都很明确。这里列举几个，便可以看得更
加清楚。
  比如“雷”字在商代父乙罍上的字形为
“   ”，在周代中期师旂鼎中的字形为
“  ”，在睡虎地秦简中的字形为“  ”。
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还保留了一个古文字形
“  ”、一个籀文字形“  ”，记录的小篆
字形为“  ”。今天甚至还保留了“雷”字的
一个异体字形“靁”。当然，后两个字形，在隶
书中也广泛存在。
  为什么说增加的构字部分为车轮之形呢？这
里体现了古人惊人的智慧。
  “雷”这一事物，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它
是有声音的。它的声音是如何的呢？常用的拟声
词是“轰隆隆”。这里就给我们的祖先提供了思
路。什么思路呢？
  雷声与车轮滚动之声非常相似。比如，如何
描写车轮声呢？其实也经常用“轰隆隆”这样的
拟声词。

  “轰”字的繁体字形为“轟”，由三个车构
成。在远古时期，车运动时发出声音的部分在于
车轮。
  这下我们能看清楚古人的思路了吧。
  古人对“  ”非常敬畏，认为它代表了
“天”的某种意志。所以，在创造一些无法描述
的存在的时候，就多以此为字源创造新文字来描
述之。比如，祖先对可能掌控自然力量的，称之
为“神”。前面说过“申”的字源，也是
“  ”。
  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雷”被赋
予了极其神秘的色彩和崇高的内涵。比如，《说
文解字》说：“阴阳薄动雷雨，生物者也。”意
思是，阴阳相迫则雷鸣落雨，万物因此而萌发。
  《大戴礼记·夏小正》曰：“正月启蛰，言
发蛰也。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
虫惊而出走矣。”大意是春雷一响，冬眠的万物
都被惊动，开始再次焕发生命力，到处走动。
  可知，祖先对“雷”是多么敬畏。
  商周青铜器皿中，经常会有类似“  ”的
图案。特别是这一图案被改造为方折形回旋线条
时，通常被称为“雷纹”。
  一些商周青铜器皿中的圆弧形卷曲与“云”
字的甲骨文字形“  ”非常相似，通常被称为
“云纹”。
  但是，更多的商周青铜器皿上，往往两种花
纹同时存在，这两种花纹便被统称为“云雷
纹”。
  《诗·周南·卷耳》：“我姑酌彼金罍，维
以不永怀。”朱熹在注解时说：“罍，酒器，刻
为云雷之象。”这里提到的“云雷之象”，其实
就是说上面有“云雷纹”。这也是古文将这种器
具称之为“金罍”的缘故。
  我们要知道，“罍”字实为形声字，其古文
字形是包含了完整的“雷”字的，比如西周早期
乃孙罍山的字形为“   ”，可以清晰看到
“雷”与“皿”二字的古文字形。今天的“罍”
字中的三个“田”形，只是保留了表示车轮部
分，这可能是文字简化的需要吧。
  当然，现行文字中，“田”字形的来源还有
很多，有机会再一一叙说。

三月
不小心
掉进了湖里

柳枝
扭着柔柔的身子
看了又看

泛黄的柳芽
在倒影里荡漾
窈窕枝柳
是春天飘逸的长发

三月的风
梳理着她金黄的羽毛
篱笆旁盛开的桃花
朵朵都是你迷人的笑靥

三月的风
弹奏着春雨的琴弦
淅淅沥沥滴落着思念
齐鲁大地春潮涌动
千紫万红的花海一泻千里
激起层层涟漪

三月的风
是母亲双手
攥着游子的心

三月的风
吹过海峡
牵来肤色各异的风筝
在这美如画的时光里
白云间自由地飞翔

三月的风
□孙广河

三月
□王振千

  清代高密出过不少知名书法家，王庭侯是其
中的佼佼者。
  王庭侯（约1673-？）字绍公，号晴壑，有
斋号漏雨亭，瑟瑟斋等，高密东南乡城律王氏第
九世。此支王氏，明代自平度州王家庄迁于高密
县南部城律集，世代繁衍生息，为高密大族，清
代出过王文煌、王绍绪、王清箱、王晅、王联璧
五名进士。王庭侯自幼苦读，康熙三十七年
（1698）中拔贡，官蒙阴教谕，其常用印章“蒙
山寄叟”即源于此。拔贡是科举制度中由地方选
拔贡入国子监生员的一种，清初定六年一次，乾
隆七年改为十二年考一次，每府学二名，州、县
学各一名，中选者可以出任京官、县令、教职
等，故中选者多为博学之士。清代高密著名诗人
李宪乔、大儒单为鏓、鸿胪寺卿任兆坚等都中过
拔贡。王庭侯晚年又出任乡饮大宾。乡饮是古代
一种庆祝丰收尊老敬老的宴乐活动，一般都选德
高望重长者数人为乡饮宾，与当地官吏一起主持
此活动。乡饮宾是一项尊贤养老、宴饮欢聚的隆
重制度，又有大宾(亦称正宾)、僎宾、介宾、三
宾、众宾等名号，统称乡饮宾，其中大宾（正
宾）档次最高，由皇帝钦命授予。
  王庭侯学识渊博，擅书法，书学颜真卿、怀
素、苏东坡诸人，尤精于《争座位帖》。乾隆皇
帝游泰山，曾见其书法条幅，谓之“摹颜得其神
骨”，派负责的人去召他觐见，王庭侯以年老不
能至。此事清《皇清书史》有载，文曰：“王庭
侯字绍公，号晴壑，高密人。康熙三十七年拔
贡，官蒙阴教谕，书法争座位帖，得其神。仁皇
帝东巡，于店壁见之叹赏，移时诏有司访其人，
先生以老病辞。”这里出现了一个错误，仁皇帝

指康熙，实际应为纯皇帝乾隆。光绪版《高密县
志》的记载就比较准确，文曰：“王庭侯字绍
公，拔贡，蒙阴教谕，品学为士林推重，书法争
座位。乾隆时，上兴泰山，见所书屏幅，谓‘摹
颜得其神骨’。后举乡饮大宾。诗载《山左诗续
钞》。”
  王庭侯与胶州高凤翰为至交好友。高凤翰
(1683-1749)字西园，号南村、南阜等，清初胶州
人。性豪迈不羁，擅书、画、篆刻，山水、花
鸟，工诗皆精，好收藏尤嗜砚，并列为“扬州八
怪”之一。晚年病臂，改用左手作书画。高凤翰
书画在清代对胶东各地影响极大，学者无数。王
庭侯与高凤翰曾多次合作，凤翰画，庭侯书，作
品现多存于各大博物馆。早年香港佳士得拍卖有
高凤翰花鸟对题册册页，上面就有王庭侯长跋并
钤三。王庭侯亦善诗，有诗集二卷，诗入《山左
诗续钞》，乾隆间单作哲编著的《高密诗存》上
选其诗三首，其中《高西园赠画菊》可见其才，
诗曰：

贪醉重阳半掩扉，
闲过五柳背斜晖。
山中来访隐君子，
携得寒香满袖归。

  王庭侯卒年90岁左右，他的书法作品除民间
有零星收藏外，青岛市博物馆藏有其作品三件，
高密市博物馆、诸城市博物馆各藏一件。

清代书法家王庭侯
□孙涛

雍正十一年（1733年）王庭侯书法册页（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