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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提到“水”这个字，大家可能非常熟
悉，天天喝嘛。但是，若是问“水”字的本
义，怕是绝大多数人不知晓。
  《说文解字》是这样解释的：“象众水
并流。”
  这就给了我们两个信息：一个是这个字
是象形字；一个是取象于流水，而且是很
多水。
  我们再看看“水”字的甲骨文字形：
“   ”。
  相信大家已经了解，“水”的本义应该
是水流。《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说古人造
字，“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远取诸物，
大多是取自自然环境。那么，自然环境中的
水流，自然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河流了。
  “水”字，作为部首时常写作“氵”。
今天汉字中，凡有“氵”这个部首的，其本
义基本是河流之名，比如：
  “江”的本义即指今天的长江；
  “河”的本义即指今天的黄河；
  “潍”的本义即指今天的潍水；
  “汉”的本义即指今天的汉水；
  “渭”的本义即指今天的渭水；
  “泾”的本义即指今天的泾水；
  ……
  也许有人会问，“治理”的“治”，明
明是个动词，怎么可能会是河流之名呢？
  这个问题其实很容易回答。我们来看看
《说文解字》就明白了。
  《说文解字》对“治”的解释是：
“水。出东莱曲城阳丘山，南入海。从水，
台声。”
  《说文解字》给出的定义是“水”，换
成今天的话语就是“河流”。而且，《说文
解字》还把这条河流的发源地与流向给出了
描述。
  那么，怎么会从河流的名称变成动词
的呢？
  清代大学者段玉裁对此进行了解释，他
说：“按今字训理，盖由借治为理。”
  为什么会“借治为理”呢？这必然有个
缘故的。我们不妨一起“探秘”。
  《说文解字》说：“理，治玉也。”古
人“治玉”，是要先搞明白玉的纹理，比如
哪一条纹理比较坚硬，哪一条则相对松软，
因而择其薄弱处下手。这与“庖丁解牛”相
类了。
  这就与“治”的字义形成了内在联系。
“治”既然是河流，河流也是有走向、走势
的，其走向、走势也是自然形成的，符合
“天理”的。而人类治理河流，防止其溃流
泛滥，也是要按规律进行的。这就与“治
玉”相类了。
  所以，古人把“治”字借用为动词也就
不难理解了。
  可能有朋友会问，为何不借用“江”
“河”这些字呢？
  这可能与先民的口头语言有关系，只是
我们缺乏必要的证据资料，今天看来反倒是
“不足征”了。
  还有个常做动词的“泄”字，其本义也
是河流之名。《说文解字》说：“水。受九
江博安洵波，北入氐。”
  那又是为什么用作动词了呢？
  这里倒不是借用，而是字义的引申。河
中流水淌过，有发散之象，又与物中漏出之
水相类，所以引申有“泄出、泄漏”等意。
  《诗经·大雅·民劳》有“惠此中国，
俾民忧泄”句，即是用的“发散”之意；
《管子·君臣下》的“墙有耳者，微谋外泄
之谓也”一句，用的便是“泄漏”之意。
  中国汉字，历史悠久，古今字义变化很
大。我们往往需要通过细致入微地考察，才
能发现古今演变的一些线索。

说“水”
□王觞

晏子和孔子的交集
□孙涛

  晏子（？～前500年），名婴，字仲，
谥号“平”。他是春秋时期齐国名相，与齐
国另一位名臣管仲齐名，史称“管晏”。
  《史记·管晏列传》中载：“晏平仲婴
者，莱之夷维人也。”东汉地理学家应劭在
《汉书·地理志》高密国所辖夷安县下作注
“故莱夷维邑也”，指出夷安县即春秋时期
的夷维邑旧址。夷安县故城址在今高密市古
城中学附近，故史学界历来多以此为据，认
为晏子为高密古贤。
  晏子是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
他的许多故事如晏子使楚、摩肩接踵、挥汗
如雨、南橘北枳、二桃杀三士、悬牛首卖马
肉等到今天还是脍炙人口，老幼皆知。他和
孔子生在同一个时代，而年龄长于孔子，两
位贤者的交集也留下了众多意义深远的历史
典故。
  孔子在30多岁时，因鲁国内乱，逃到了
齐国。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以“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政在节财”等答复。
齐景公大为赞叹，想起用孔子并封赏给他土
地。齐景公和晏子商量这件事，晏子却认
为，儒者只能夸夸其谈，他们态度倨傲，为
丧事倾家荡产，且四处游走就是为了高官厚
禄，不能用他们来治理国家。当下周王室式
微，礼乐崩坏，但孔子还很讲究仪容服饰以
及繁琐的上下朝礼节，连走路都要保持刻意
的步调。他们的繁文缛节就是几代人也学不
完，人活一辈子甚至还学不完他们的礼数

（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齐
景公于是打消了封赏孔子的念头，孔子不久
也离开了齐国。
  孔子很可能曾为此而对晏子不满，他曾
说道：“灵公污，晏子事之以整齐；庄公
壮，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
恭俭。君子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晏子细
人也！”一面称赞晏子辅佐先后三君的功
绩，话锋一转又说他只知迎合君主而不知体
恤百姓，是个低俗的人。晏子听说后，与孔
子会面。经过两人谈话，孔子对晏子有了更
深的了解，返回后，对弟子说：“拯救黎民
百姓而不自夸，辅佐三代君主而不自满，晏
子是真君子啊！”（原文：救民百姓而不
夸，行补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
  此后，孔子曾多次夸赞晏子。当时强国
晋国打算进攻齐国，派使臣来齐国刺探，晏
子在酒席间以个人能力维护了齐国的尊严。
使臣回国汇报，认为齐国有贤臣且君臣一
心，目前不是攻打齐国的时机，从而使晋国
取消了攻齐的念头。孔子知道这件事后，称
赞晏子“不出樽俎之间，而折冲千里之
外”。此外，孔子还有：“晏子于君为忠
臣，而行为恭敏”“晏子可谓能远害矣。不
以己之是驳人之非，逊辞以避咎，义也夫”
等夸赞晏子的名言。晏子去世后，孔子又评
价他：“晏平仲善于人交，久而敬之。”
  高密东南乡的胶河东岸原有古冢两座，
民间都传说为晏子墓，古代为纪念晏子，曾
取孔子此句而称此乡为“久敬乡”。

  坊子火车站前面有一栋二层小楼，清末
建筑风格，离着火车站很近，出了检票口，
第一眼即可见这座别致的万和楼。
  万和楼为砖木结构，底八间，上八间，
为上世纪20年代尤姓人所建。初建时一楼设
有饭店与药店，二楼为旅馆。
  药店多卖些晕车药，其实，那时的晕车
药也多为“安慰剂”，估计是用玉米面与香
油捏成的大力丸，反正吃不死人，吃了还抗
饿，旅客觉得自己吃了晕车药，就不再晕车
了，也不算是糊弄老百姓。当时的火车铁道
质量参差不齐，有时真会晃得人们脑仁疼，
又都是短轨，走几圈，火车轮子就会咔哒一
阵子，人们坐在火车上聊天也要大声喊话。
倒是旅馆建得必要，因为来坊子坐火车的人
会有很远的乘客，他们骑马或坐车而来，为
了赶上第一班火车，只能住在火车站前的旅
馆里。旅馆里有专门叫班的伙计，火车快进
站时，伙计会去敲房门，帮顾客拿行李。坊

子周边最早的旅行箱也别致，多为柳编，上
面贴剪纸，再用大漆漆过，箱子盖用小锁头
锁了，用绑扎带扎好，很有地域特点，既有
古漆器的元素，又有地方剪纸与柳编的传
承，也算一个物件。万和楼的伙计与车站上
的职工都熟得很，知道如何顺利将顾客送上
火车，这都是旅馆分内的事。
  如今再看这饭店小得可怜，一共十几间
房子，能容纳几人？其实，当时这饭店与旅
馆并不是为普通百姓服务的，普通百姓也消
费不起。因为，德建胶济铁路济南站的二楼
胶济铁路饭店吃一个早餐要大洋一元，房间
费为大洋二元五角至六元。胶济铁路饭店招
待了许多名人贵客，其中就包括胡适与《纽
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等人。
坊子火车站的万和楼较胶济铁路饭店肯定逊
色不少，但是，作为胶济铁路自青岛到济南
中间的坊子，这样一所饭店的消费水平是不
会很低的。

万和楼
□高玉宝

万和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