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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传统二十四节气当中，唯有
清明是以节气兼节日的民俗大节的身份
出现的。作为二十四节气之一，清明最
初主要为时令的标志，时间在冬至后一
百零七日、春分后十五日，即每年公历
4月5日前后。
  清明时节，我国除东北与西北地区
外，大部分地区日平均气温已升至12摄
氏度。此时雨量增多，北方大部分地区
的百草树木，开始渐渐萌茁，改变了冬
季严寒使百草树木枯黄的景象，逐渐出
现新生嫩绿的枝叶。
  玉兰花、迎春花等相继开放，接着
樱花、杏花、桃花等次第开放。而南方
更是桃红、柳绿、梨白、菜黄，多种植
物进入花期。
  清明时节，春意正浓，气温升高，
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而，在我
国民间有“清明时节，麦长三节”“清
明前后，种瓜点豆”等民谚。
  在南方，多种果树进入花期，为提
高果树的坐果率，进行人工辅助授粉很
有必要。而黄淮以南地区的小麦也已拔
节，抓好小麦后期的肥水管理和病虫害
防治工作，是这一阶段的关键工作。
  在北方，正是多种春播作物的适播
期。如华北地区，需要抓准时机播种棉
花、玉米和高粱。此时，小麦开始拔
节，需要及时灌水和施肥。
  清明节，是一个思念故人的日子。
祭祖扫墓，是清明节的一个主要习俗。
在我国民间曾经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谚：
“三月清明雨纷纷，家家户户上祖
坟。”因此，清明节给人的印象，总是
一片阴雨绵绵，惠风拂面。从清晨开
始，到黄昏之际，在烟雨弥漫的山野
间，总有络绎不绝的扫墓人。
  扫墓是一种慎终追远、敦亲睦族的
孝道行为，起源于春秋时期。到了汉
代，随着儒家学说的流行，宗族生活的
扩大，因社会生活的需要，返本追宗观
念日益增强，上墓祭扫之风也更加
盛行。
  宋代，政府颁布法令，清明节“太
学”要放假三天；“武学”要放假一
天，以便让师生回家祭祖扫墓。
  到了明清时期，民间扫墓与郊游已
经结合在了一起。扫墓这天，哭祭完
毕，大家并不急于回去，而是找一个好
地方。众人聚在树下，或坐在草地上，
摆开刚才祭墓的酒菜，一顿饱食。
  按照我国民间长期以来形成的风俗
习惯，清明节扫墓仪式并不是在清明的
当天，而是在临近清明的“单日”举
行。据说，只有僧人才在清明节当天祭
扫坟茔。
  清明祭祖，除扫墓的“坟头祭”
外，后世还有“祠堂祭”，亦称为“庙
祭”。庙祭是宗族的共同聚会，有的地
方称为“清明会”或“吃清明”。
  在祭祖仪式结束后，族长主持共商

族内大事，申诫族法家
规，最后一起聚餐。以同
食共饮的形式，分享祖宗

的福分。团结宗族，是古已
有之的传统。

  那么，我国民间为什么每年的清明
节都要扫墓呢？
  因为中华先民把墓地看成是死者生
活的场所，墓穴相当于房屋。如果坟墓
长满了荒草或者坟土流失，就像房屋被
毁坏了一样，因此必须清除杂草、填新
土，等于是对死者房屋的修缮。
  而到了清明时节，因为惊蛰、春分
已过，冰消雪化，草木萌生。于是，人
们就想到了自己祖先的坟茔：“有没有
狐兔在穿穴打洞呢？会不会因雨季来临
而产生坍塌的危险呢？”所以，就很有
必要去看一看。一方面除一下祖先坟茔
上的杂草，给坟上添几锨土；另一方
面，举行简单的祭祀仪式，以表示对逝
者的怀念和显示后代的兴旺。
  清明扫墓，人们不仅祭自己的祖
先，还祭拜历史上为人民立过功、做过
好事的人物。新中国成立后，扫墓活动
又增添了新内容。清明时节，人们纷纷
到烈士陵园扫墓，追念先烈的业绩，寄
托哀思，激励壮志。
  清明时逢阳春，草青树绿，春风春
色，温润清新，正是春游的大好时光。
很久以前，我国民间便有了清明踏青的
习俗。南宋文人周密在《武林旧事》一
书中，对当时踏青的盛况也有生动的描
述：“清明前后十日，城中士女艳妆
饰，金翠琛缡，接踵联肩，翩翩游赏，
画船箫鼓，终日不绝。”
  由于踏青是一项有益身心健康的活
动，因此千百年来代代相传，深受民众
喜爱。时至今日，踏青活动的规模更
大，内容也更加丰富。
  清明节这一天，在我国民间的许多
地区都有“清明吃蛋”的习俗。这如同
端午节吃粽子和中秋节吃月饼一样重
要，此俗必不可少。
  “清明吃蛋”的习俗，源于古代的
上祀节。人们为了婚育求子，将各种禽
蛋，如鸡蛋、鸭蛋、鹅蛋等煮熟并涂上
各种颜色，称“五彩蛋”。他们来到河
边，把五彩蛋投到河里，顺水冲下，等
在下游的人争捞、剥皮而食，食后便可
孕育。现在，清明节吃鸡蛋象征圆圆满
满。另外，在一些地区，还有儿童之间
“撞鸡蛋”的习俗。
  清明前后，春风正盛，是放风筝的
最佳季节。在我国民间，清明放风筝还
寓意着放晦气。现在，有些地方还流行
着类似的风俗。人们在春天将风筝放入
高空，然后剪断引线，任其随风飘去，
认为这样可以将灾难、恶运、烦恼甚至
病痛等一切不幸随风筝飘离，一去不复
返。抛开风俗不说，放风筝确实是一项
深受人们喜爱的运动。在春暖花开的时
节，到野外空旷处放飞风筝，人们不仅
可以尽情呼吸新鲜空气，还使头脑清
醒，心胸开阔，并且能活络筋骨，促进
血液循环。
  放飞风筝时，有跑、有停，有张、
有弛，手臂、腿部、腰身全部都得到活
动，起到了锻炼全身的作用。同时，放
风筝需极目放眼，自然对提高视力和注
意力都有益处，难怪古人称其“最能清
目”。

天地清 春光明
□矫友田

说“教”与“学”
□王觞

  在我们的认知里，“教”与“学”是
两回事。比如，我们会认为“教”是师长
的责任，而“学”则是弟子的需要。
  古人的思维，恐怕与此不同。我们从
字源探究，会得到一些线索。
  “教”字，较早的甲骨文字形写作
“  ”或“  ”；“学”字，早期的
甲 骨 文 写 作 “   ” 或 “   ” 或
“  ”。二字中皆有“×”。“×”，我
们可以理解为要学或者教授的内容，这是
相同又相通的地方。
  “  ”字左下为“子”，我们可以
看作受教育者，然而其右侧的“攴”，则
是小棍的象形，似乎理解为施教者所持用
具比较合适。从构字来看，该字分明是把
施教与受教放在一起来会意的。第二例甲
骨文虽然少了“子”，但施教者持“攴”
欲有作为之状，清晰可见。
  “  ”或“  ”二字，“×”不必
说了。“  ”字下的“  ”，象房屋
形，我们似乎可理解为受教者（小孩子）
在其中；“  ”字的上部两侧是两只手
的样子，似是施教者对所教内容欲有作
为；第三例甲骨文则将第一例、第二例以
“取长补短”的形式融为一字。
  上述文字出现的时代相差不大，基本
体现了古人对“教”与“学”这个问题的
思考。
  随着时间的流逝，古人对“教”与
“学”的思考越来越多地呈现在字形的变
化上。
  到了西周早期的时候，大盂鼎里的
“学”字就写作“  ”，而沈子它簋盖
里则写作“  ”。这两个字形被继承下
来，导致小篆字形里也出现了一对异体
字 ， 一 个 写 作 “   ” ， 一 个 写 作
“  ”。字形的变化，体现了古人对这
件事的反复思考，也有对如何体现“会
意”的“挣扎”。但不管是哪一个金文字
形或者小篆字形，从其造字部首来分析，
都包含了施教者与受教者两个方面。
  “教”字后来的字形变化不大，基本
继承了甲骨文的写法，到小篆字形最终确
定为“  ”。
  由此可见，古人在创造这两个汉字的
时候，确实是把施教者与受教者作为一个
综合的整体来思考的，即“教”与“学”
本为一体之事，后世才逐渐各言一端。
  《礼记·学记》说：“虽有嘉肴，弗
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
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
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
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
  古人提倡“复讲”，即把所学内容用
自己的理解讲述出来。用现代话来讲，既
能敞开了输入，又能消化之后再输出，这
才算学成。这种做法的指导思想，其实就
是“教学相长”。
  我们应该把“教学相长”，看做教学
上的一个原理来经常使用，对我们的帮助
可能会更大一些。
  近些年，在推广古文字学的实践中，
我发现一些内容在学过之后，自己不去讲
几遍，甚至也不跟别人讨论，就会遗忘得
特别迅速而彻底。相反，学后立即尝试讲
给身边人听，甚至去教孩子，虽然
初始经常出错，但很快就能“见已
道之所未达”，然后“能自反”，最
后的效果也特别好。
  古人已经远去，他们留下的思
考与经验却亘古常新，继续引导着后
人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