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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人的印象里，“井”好像就是说
水井，但其实不然，这个字对我们的文化
影响之大，远超寻常人的想象。
  《说文解字》中，“井”与其隶属字
一共只有五个，分别是：井、阱、 （读作
yǐnɡ）、刱（即创字）、刑。
  是不是有人感到惊讶了？
  陷阱之“阱”，与“井”有关，比较
容易理解。第三个字，意为“深池”，比
较少用，我们也姑且不去管它。第四个字
就值得关注一下了。
  《说文解字》谓：“刱，造法刱业
也。从刱（chuàng）声。读若创。”原
来，我们常说的“创业”中的“创”字，
实际应当写作“刱”。
  《说文解字》也收录了“创”字，
谓：“创，伤也。”由此可见，“创业”
之“创”与“创伤”之“创”，原本并非
一字，其表意也相差很大。
  再看最后一个字，刑。“刑”字的金

文字形为“ ”，前辈学者以为与“荆”

同源于“  ”。
  “  ”象刀与荆刺之形。《易经》
曰：“井者，法也。”古人用一个能令人

受伤（痛苦）的“ ”与一个有法度之意

的“井”，创造了一个表达抽象概念的
“刑”字，表现了高度的智慧。
  可以说，这又是一个用具体的“象”
通过“排列组合”的方式来创造表达抽象
概念文字的典型案例。
  这里又引出一个问题，即“井”的法
度之意。
  《说文解字》谓：“八家一井，象構

韓形。”这即是说井田制度。周代的井田
制，即取象于井栏之形而命名。
  “井”是很神奇的，它甚至成了《易
经》中的一卦。
  《易经》这一卦中说：“改邑不改
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繘

井，羸其瓶，凶。”汔，读作qì，水干
涸之意。繘读作yù，指井上汲水的绳
索。羸，读作léi，意为瘦弱，在这里引
申为毁坏、坏掉。
  唐代孔颖达注解说：“井者，
物象之名也，古者穿地取水，以
瓶引汲，谓之为井。”

  这就告诉我们，《易经》的“井卦”
实际都是围绕古代生活中的“井”以及
“井边故事”而引发出来的。
  “邑”是古代的城市，改建城市却没
有改造取水的井，“无丧无得”。
  人们往来井边汲水，水干涸了也不修
治，水没打上来反而弄坏了打水的罐子，
这是凶险之象。
  这里其实隐含了一个意思：井，以出
为德。若是打不上井水来（供人饮用），
当然是不好的。
  《易经》又说：“初六，井泥不食，
旧井无禽。”这是说，很久没有修治以致
井中沉淀物太多，这样的井水连动物都不
愿饮用。这不正是被抛弃的废井吗？所以
《象》曰：“时舍也。”
  “井谷射鲋，瓮敝漏。”“鲋”为小
鱼，子夏以为蛤蟆。井不为井，而为谷，
已为败蔽之象，打水的器具又漏水，所以
这一卦预示不吉。是以，《象》曰：“无
与也。”大概要做的事没啥意义。
  “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
明，并受其福。”“渫”为整治之意。水
井既得整治，但井水仍不被用。所以，我
心伤悲。这里可能自比于水井，有拟人之
意 ， 是 以 阐 发 出 待 运 而 行、期 待 伯 乐
之意。
  “井甃（音zhòu），无咎。”“甃”
指井壁，在此是动词用法，即修治井壁。
修治井壁，当然没有坏处。这应该是正常
维 护 行 为 ， 好 比 人 要 注 意 学 习、健 身
等等。
  “井冽，寒泉食。”井水最尚清澈，
所以可食。
  上 六 卦 说 ：“井 收 勿 幕 ， 有 孚 元
吉。”“幕”为覆盖之意。水井当然是不
宜覆盖而宜敞开了供人汲取的，这样才是
“大吉”。
  我们回顾一下，整个“井”卦，是否
皆取材于“井”与“井边故事”？
  综上所述，可知：古文字学，不仅是
“识字”之利器，更是“解经”之良助。

说“井”
□王觞

  如今的电视已全然没有了往日的“神
采”，无论变得多么高科技，在人们生活中
的重要性和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在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家里拥有一台电视机可是件了不
起的事情。特别是在农村，别说是彩电，就
是黑白电视机也是凤毛麟角。
  小时候听大人说，城里已经有能看见人
说话的收音机了，那应该说的就是电视机。
我第一次见电视机是在1979年。当时村里托
人从城里买来了一台24英寸的大彩电，屏幕
后面撅着一个大大的屁股，气势非凡。这可
是个金贵的玩意儿，村里特意请木匠师傅打
上了电视机柜，还安排专人看管，平时锁着
不让人乱动。从此，高高的信号接收器成了
村里最高的标志物。

  一到晚上，大伙儿放下饭碗就簇拥着来
到村大队部，嚷嚷着看电视。由于信号差，
电视常会有满屏的“雪花”，这时就有人跑
出去转动信号杆，满屋人看到信号稳定、画
面清晰了就齐喊停，接下来大家开始聚精会
神地看起节目。那时只有两个电视台，一个
是中央电视台，一个是山东电视台，这就已
经足够了。印象最深的是山东电视台播放的
武打片《霍元甲》，每晚两集。全村人看得
热血沸腾，集集不落。
  自从有了这台电视机，村里人就很少出
村去找电影看了，这也惹来了周围村乡亲的
“眼热”，纷纷叫嚷着让自己村也快快买。
当时，村里人也变得优越感十足，时常对外
村人说：“没上俺庄看电视呐！”

初见电视机
□刘相千

  我生长在军人家庭，从小耳濡目染，怀
有深深的军人情结。
  父亲是1947年初参军的。那年春节过
后，在莱阳美丽的五龙河畔，沐浴着冬日暖
阳，九名青年小伙胸前佩戴大红花，兴高采
烈地告别欢送的父老乡亲，精神抖擞地奔赴
部队。那年父亲17岁，这一去开启了他40余
年的军旅生涯。
  胶东是解放较早的地区，是华东野战军
的主要后方基地。1947年9月，胶东保卫战打
响了。这是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在许世友、
谭震林指挥下反击国民党进攻的作战。据统
计，胶东保卫战历时四个月，彻底粉碎了国
民党对胶东的进攻。
  父亲回忆说，这场战役打得不易。一开
始敌人仗着人多，又有飞机、大炮掩护，来
势汹汹。我军实施战略转移，诱敌深入，集
中优势兵力打运动战、歼灭战。父亲参军
时，领导看他年龄小，把他分在野战医院卫
生队。由于刚参军不久，父亲还不太适应部
队紧张的作战生活。卫生队指导员正好是位
女领导，对父亲像慈嫂一般，教他行军打
仗，教他抢救伤员。父亲说，有次夜里急行
军，他实在太累太困了，就抓着指导员的腰
带，迷迷糊糊、跌跌撞撞地不知走了多少里
地，幸好没有掉队。
  每次战役结束，定会有伤亡。那时候，
医疗抢救条件差，好多伤员就牺牲在手术台
上。当战友抢救不过来牺牲了，父亲就从临
时搭建的手术室把他们背到外面挖好的大沟
里摆放好。有一夜，他用弱小的身躯背出了
12名战友。
  母亲是1949年8月参军的。那年山东军区
准备解放长山列岛的一支部队驻扎在母亲的
家乡蓬莱海边的一个渔村里，有一个班就住
在姥姥家里。胶东是老解放区，人民群众支
前情绪高涨。我听姥姥说过，这些战士可真
好，打水扫院子，还帮着做饭、修屋顶，忙
个不停。母亲自小就是那种活泼开朗的性
格，赶海抓鱼，天不怕地不怕。那个大个子
班长也是胶东人，乐观开朗，跟母亲说：
“小妹妹，想当兵吗？部队招女兵呢，卫生
兵、文艺兵都行呀。”姥姥说：“不行不
行，她还小呢，才16岁。”
  8月11日夜，解放长山列岛的战役打响
了。解放军从蓬莱沿海兵分三路，千船竞
发，炮火掩护，逐岛占领，经过一夜激战，
于12日解放南部诸岛，盘踞北部岛屿的残敌
胆战心惊，弃岛逃跑，长山列岛全部解放。
  战役结束后，战士们回到他们出发的地
方，在姥姥家里休整的战士比原先少了两
名，其中就有那个大个子班长。姥姥什么也
没问，悄悄地擦了擦眼泪。母亲似乎也明白
了什么，对姥姥说：“我要参加解放军！”
这次姥姥同意了。就这样，年仅16岁的母亲
参了军，成了一名卫生员。
  人民军队是锻造人才的大熔炉，每一个
有志的革命军人都在这个大熔炉里淬炼成
钢。八月，是绿色的季节，是军人的季节。

绿绿色色的的八八月月
□粘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