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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 棚 閒 話

中
國
農
曆
節
日
的
傳
統
民
俗
，
尤
以
端
午
為
多
。
民
間
除
了
裹
食
粽
子
及
舉
行
龍
舟
競

渡
，
還
有
繫
五
色
絲
帶
、
往
門
楣
上
懸
掛
菖
蒲
、
佩
戴
吉
符
、
取
五
色
草
燒
水
沐
浴
、
飲
菖

蒲
酒
等
諸
多
風
俗
。
菖
蒲
因
在
節
日
裡
扮
演

極
為
重
要
的
角
色
，
也
成
為
了
端
午
的
標
誌

物
。
︽
幼
學
瓊
林
．
歲
時
類
︾
：
﹁
端
午
卻
為
蒲
節
。
﹂
古
人
以
﹁
蒲
觴
﹂、
﹁
蒲
節
﹂
代

稱
端
午
，
農
曆
五
月
也
被
稱
之
為
﹁
蒲
月
﹂。

菖
蒲
是
一
種
中
土
原
生
的
植
物
，
其
葉
片
細
長
如
劍
，
全
株
有
特
異
的
香
氣
，
地
下
有
長

根
莖
，
可
入
藥
或
提
製
香
料
。
人
們
於
端
午
節
時
，
用
彩
繩
束
其
葉
插
於
簷
前
或
門
楣
上
，

用
以
避
邪
。
此
外
，
菖
蒲
還
另
有
一
名
﹁
堯
韭
﹂，
相
傳
為
上
古
時
期
，
天
突
降
異
物
於
堯

帝
的
庭
院
，
初
似
細
韭
，
後
感
百
陰
之
氣
為
菖
蒲
，
由
是
得
名
。
由
於
菖
蒲
有

很
好
的
觀

賞
性
，
人
們
常
植
於
園
池
之
畔
，
以
娛
眼
目
，
或
者
移
植
盆
中
作
為
清
供
，
也
是
甚
有
幽

致
。先

秦
時
期
，
菖
蒲
還
曾
被
作
為
蔬
食
。
︽
呂
氏
春
秋
︾
記
載
，
周
文
王
對
用
菖
蒲
醃
漬
的

鹹
菜
嗜
之
不
已
，
後
來
孔
子
聞
之
，
特
地
找
來
嘗
試
，
結
果
﹁
縮
頞
而
食
之
﹂。
從
他
蹙
額

皺
眉
、
滿
臉
不
愉
的
勉
強
下
嚥
表
情
，
想
見
這
種
菖
蒲
菹
的
味
道
是
不
怎
麼
樣
的
。
所
以
，

韓
非
子
也
說
這
種
菖
蒲
菹
﹁
非
正
味
也
，
而
二
賢
尚
之
，
所
味
不
必
美
﹂，
是
進
行
道
德
說

教
，
意
為
能
效
仿
賢
人
嚼
苦
澀
菜
根
自
勵
，
方
能
成
就
大
事
。

自
民
間
為
紀
念
戰
國
時
投
汨
羅
江
自
盡
的
楚
國
大
夫
屈
原
，
於
農
曆
五
月
初
五
形
成
了
端

午
節
，
在
漫
長
的
歷
史
演
進
過
程
中
，
人
們
根
據
日
常
生
活
中
獲
得
的
情
感
體
驗
，
往
節
日

民
俗
裡
加
入
了
大
量
的
鬼
神
信
仰
的
內
容
。
︽
神
農
本
草
經
︾
曰
：
﹁
方
士
隱
為
水
劍
，
因

葉
形
也
。
﹂
菖
蒲
的
葉
片
細
長
，
形
似
利
劍
，
古
代
方
士
認
為
可
遏
退
鬼
祟
，
以
獲
佑
護
吉

祥
，
人
們
遂
於

端
午
日
將
菖
蒲

懸
插
在
廊
簷
或

門
楣
上
，
以
避

妖
邪
，
驅
瘟
除

疫
。
清
人
富
察

敦
崇
的
︽
燕
京

歲
時
記
︾
曰
：

﹁
端
午
日
用
菖

蒲
、
艾
子
插
於
門
旁
，
以
禳
不
祥
，
亦
古
者
艾
虎
蒲
劍
之
遺
意
。
﹂︽
紅
樓
夢
︾
的
第
三
十

一
回
也
有
相
關
的
描
寫
，
﹁
這
日
正
是
端
陽
佳
節
，
蒲
艾
簪
門
，
虎
符
繫
臂
﹂。

除
了
懸
插
避
邪
，
古
人
還
將
菖
蒲
的
葉
子
浸
泡
到
酒
中
，
釀
酒
而
飲
，
亦
傳
有
驅
瘟
辟

穢
、
除
疫
祛
病
的
功
效
。
歐
陽
修
的
︽
漁
家
傲
︾
詞
：
﹁
五
色
新
絲
纏
角
粽
，
金
盤
送
。
生

綃
畫
扇
盤
雙
鳳
。
正
是
浴
蘭
時
節
動
，
菖
蒲
酒
美
清
尊
共
。
﹂
可
見
在
北
宋
時
期
，
人
們
過

端
午
節
，
就
已
流
行
喝
菖
蒲
酒
以
避
瘟
疫
之
氣
了
。
由
於
菖
蒲
與
艾
草
、
榴
花
、
蒜
頭
、
龍

船
花
等
五
種
植
物
都
被
認
為
有
避
邪
驅
瘟
的
作
用
，
是
端
午
的
祥
瑞
神
草
，
故
又
被
合
稱
為

﹁
天
中
五
瑞
﹂。

應
當
說
，
端
午
懸
插
菖
蒲
之
俗
，
既
是
古
人
對
於
生
活
的
特
殊
認
知
，
亦
是
一
種
與
自
然

和
諧
相
處
的
願
望
表
達
。
而
這
種
習
俗
從
古
流
傳
至
今
，
歷
時
千
年
而
不
絕
，
其
中
蘊
含
的

情
感
，
則
是
人
們
對
於
生
活
的
珍
惜
及
生
命
延
續
的
渴
望
。

端午是我國極富民族
特色的傳統節日，至今
已有兩千多年歷史。它
的節俗活動豐富多彩，
詩情濃郁，不但在民間
廣為流傳，在過去的皇
宮中也頗受青睞。而
且，由於最高統治者的
特殊需要，一些節俗又
有新的發展，增添了一
些新的內容。這一變
化，在唐代以後尤為明
顯。

唐代宮廷中的端午習
俗，大多已將原有的特
定意義淡化，而演變為
一種以娛樂為主的活
動。如唐宮中過端午也
吃粽子，其粽子不但品
種多，而且別出心裁。
唐玄宗開元年間，宮中
就製作出一種可供娛樂
的「粉團」粽子。將

「粉團」置於盤中，再
從稍遠處用小弓箭射
擊，被射中者便可取而
食之。因為「粉團」又
小又滑，較難射中，但
玩起來卻比較有趣，因
而這一遊戲很快從宮中
傳至民間，成了廣泛流
傳的端午習俗。

因為端午在唐朝已成
為一個重要節日，所以
皇帝們也十分看重，並
抓住這一有利時機，在
這一天大賞群臣，彰顯

「皇恩」。皇帝賞賜的常
用之物是扇子。據《唐
會要》記載，貞觀十八
年（644年）端午節這
天，唐太宗御筆親題

「鸞」「鳳」「蝶」「龍」

四 個 字 於 「 飛 白 扇 」
上，賜給司徒長孫無忌
和吏部尚書楊師道，並
說：「五月舊俗，必用
服玩相賀。今朕各遺卿
飛 白 扇 二 枚 ， 庶 動 精
風，以贈美德。」除扇
子外，服飾、食品、藥
品等也可做贈品。如有
一年端午節，在朝中任
左拾遺的杜甫就得到一
件唐肅宗賜給的夏衣。
他在《端午日賜衣》一
詩中得意地寫道：「宮
衣 亦 有 名 ， 端 午 被 恩
榮。細葛含風軟，香羅
疊雪輕。自天題處濕，
當暑 來清。意內稱長
短，終身荷聖情。」一件薄薄的夏衣，就令杜
老先生對皇帝如此感恩戴德，由此也可見端午
賞賜之重。

宋代皇宮中的端午節過得更為隆重。據吳自
牧的《夢梁錄》記載：端午這天，宮中專設的
造辦機構要精心製作一些紅紗彩金匣子，匣中
放 用菖蒲或通草雕刻的天師御虎像，四周圍

五色菖蒲葉。匣中還放 珠翠做成的蛇、
蠍、蜥蜴、蜈蚣等毒蟲，四周用專門降服它們
的菱葉及葵花、榴花等花朵簇擁 ，象徵對它
們進行剿滅。而皇帝在這天則按慣例賞賜大臣
經筒、符袋等物品，內裝各式糖果、金花、巧
粽等，意在禳毒消災，祈福平安吉祥。至於南
宋偏安小朝廷，端午節這天的活動也很奢華。
據《乾淳歲時記》記載，每至端午節，宮內都
要插食盤架，擺設供奉天師、艾虎的山子數十
座。還將五色蒲絲、百草霜盛在三層的大盒
中，裡面裝 珠翠、艾草及葵花、榴花等各種
花朵，還有用珠翠作的蜈蚣、蛇、蜥蠍等毒
蟲。這一天，宮中還將插 葵花、榴花、梔子
等花的幾十個大金瓶子，環繞 殿閣擺放起
來，用以驅毒祛邪。皇上這天還要向后妃、內
侍、諸閣臣僚行賞，賞賜的物品有各式各樣的
珍珠玉翠、綾羅綢緞等。從賞賜的豪侈上也可
看出，當時的節俗已離原來的「紀念」意義相
去甚遠。

元代宮中過端午，受漢族傳統影響，也舉行
慶祝活動。不過他們除保留插艾虎、懸硃符、
贈畫扇、賽龍舟等節俗外，又增加了射柳和捶
丸等新內容。射柳就是騎在馬上用箭射柳枝。
端午這天，在祭拜過天地後，宮中便進行射柳
比賽：先在廣場上插上兩行柳枝，參賽者按尊
卑長幼排成幾隊。比賽時，參賽者騎馬飛奔，
用無羽簇箭射柳。既射斷柳枝又能手接斷柳飛
馳離去者為上等，只射斷柳枝而不能接住斷柳
者為中等，射不斷或射不中者為下等。上中等
為勝，下等為負。那火爆場面，恰如明代詩人
高啟所寫：「不設畫熊侯，營前折條短。一發
萬人呼，青青正中斷。」捶丸又稱步打球，即
徒步揮杖打球，與現代打曲棍球相似。這兩項

活動在元代都比較興盛，因而也成了端午節宮
中娛樂的重要內容。

明代宮中的端午節，從五月初一起，一直過
到五月十三日。這期間，宮室的大門兩旁都擺
放 插有菖蒲和艾蒿的花盆；門上懸掛的吊屏
上，畫 天師、仙子、仙女執劍降五毒的故
事，懸一整月方撤。宮眷內臣們也都穿上繡有
五毒、艾虎的補子蟒衣，用這種漂亮、怪異的
節日裝束來向「毒蟲」宣戰。到五月初五這
天，活動達到高潮。午飯時，宮中的眷屬臣僚
都飲用硃砂、雄黃、菖蒲釀製的藥酒，吃各式
各樣的粽子和加蒜過水的溫淘麵。後妃宮女則
佩戴 艾葉，身上畫 治病符，興高采烈地到
後花園觀賞盛開的石榴花。皇帝在這一天要駕
幸西苑，乘龍舟遊玩。還駕幸萬歲山，在山前
插柳，看御馬監的勇士騎馬表演。

清代宮中的端午節習俗與明代大同小異，只
是更為隆重熱鬧。屆時，各宮殿都掛起五毒吊
屏，門上插 菖蒲棒，房中貼 五毒符，掛
天師、鍾馗像；皇帝及親眷頭戴艾蒿，腰佩繪
有五毒和龍舟等圖案的荷包，以此來驅邪避
惡，乞求平安。

這天的節俗活動，最主要的是登龍舟，吃粽
子。一份清宮檔案這樣記載雍正皇帝在圓明園
過端午的情景：這天一早，王公大臣便雲集勤
政殿向雍正皇帝行叩節禮，隨後陪同皇帝出宮
到圓明園，登上數十艘龍舟，在波平如鏡的湖
面上由東海至西海暢遊。裝飾一新的龍舟上，
琴瑟聲聲，鑼鼓齊鳴，場面十分熱鬧。此時雍
正皇帝也龍顏大悅，不時地將蒲酒、粽子等分
賞給群臣，與之共食共樂，同慶佳節，直到傍
晚才才返回宮中。再一項活動就是賞賜朝臣。
端午這天，皇帝照例要把羽扇、食品、藥物、
茶葉等賜給大臣們，以示「皇恩浩蕩」。另
外，宮中這天還用演戲來慶賀節日。演出的劇
目主要有《闡道除邪》、《靈符濟世》、《怯邪
應節》、《採藥降魔》、《奉敕除妖》等。這些
戲多宣揚抑惡揚善、因果報應等思想，寓教於
樂，熱鬧有趣，很受歡迎，因而也進一步活躍
了節日氣氛。

朋友有一雙年幼的子女，現正學習書法。
幼兒習字，最大的優勢是行書有力，那兩位孩子亦然，羨煞旁

人。假以時日，若練得個渾厚凝重，更修行氣、章法，前途不可
限量。

中華文明是世上唯一延續至今的古文明，而漢字是中華文明的
集中體現。方塊字所具有的和諧共融、對立統一、平行規範等特
點，也正是華夏文化的內涵。

與中文不同的是，世界上的其他古文字都先後式微了。
且說現在的新加坡強調雙語教學。歷史上，古羅馬也是行雙語

的：一是自身的拉丁文；二是被征服者所應用的希臘文。拉丁文
多用於政治、軍事、商業等領域，那是政軍商精英慣用的文字。
但由於希臘文明對羅馬帝國影響至深，希臘文仍在古羅馬的學術
領域被廣泛應用。或許是當官的、行商的收入比學者為高的緣
故，學希臘文的人數不斷減少。結果羅馬帝國傳承了希臘文明，
而古希臘語卻由有聲變無聲，可識辨的人也愈來愈少。

文字是包括語言在內信息的載體，而中國的文字本身更是優美
的傳承。

古人視字如人之衣冠。在古代，沒有一手好字在科舉考試中是
當不上舉人的。而「文以氣為主」，書法亦然。有人說，從前的
秀才大多能寫得一手好字，就是缺了一個「氣」字。那正是名家
與凡夫的區別。要書法有氣質、氣派，就需要多觀摩。

在從前的學校，學生是必須習字的，基本功是摹臨顏真卿或柳
公權等的字體。一些不察底蘊的外國人把中國人的習字臨摹詮釋
為生產翻版貨的入門教育和哲學基礎。這種誤解是基於他們把文
字當作是純粹的書寫工具，而中國人除了把漢字當作信息載體
外，還視之為一種藝術的表現形式，所以中國的書法藝術才能發
揚光大，博大精深。

可惜如今的大中小學校，學生的漢字大多是歪歪斜斜的，因為
學校的學習重點已經不同了。

隨 科技進步，文字的表達方式也發生了革命式的轉變，人們
更看重實用和效率。尤其是在互聯網世界裡，無論你的書法如
何，對方看到的都只不過是經軟件標準化後的漢字。在這樣的環
境下，與時並進掌握新技術同時又保留國粹就成了挑戰。

我對朋友說，祝願他的兒女能成為新時代的小書法家。

近年來，在廣州市一些繁華和重要地區，都可以看到由官方統一公布和書寫
的醒目的大標語：踐行「新時期廣東精神——厚於德，誠於信，敏於行。」且
不論它能否全面、準確地概括廣東人改革開放新時期的廣東人的精神，僅就其
概念的內涵、語法關係剖解一下，就會看到它存在概念混亂、語法不通的毛
病。

「厚德」是一個很好的概念，它說明「深厚道德」的涵義。但「厚」、「德」
之間加上一個「於」字，把「厚德」改成「厚於德」，在語法上就不通了。「厚」
是形容詞，「德」是名詞，「於」是介詞（相當於英語中的「at」、「on」、

「in」、「as to」或俄語中的「Ha」、「B」、「Ha」、「3a」的「在」、「對於」、
「關於」等意思）。形容詞是用來修飾名詞的，而不能用來修飾介詞，在形容詞
與名詞之間插入介詞就不通了。本來「厚德」二字就其內涵和語法都很明確和
通順的，而「厚於德」這一提法就莫名其妙了。

我國有一部著名經典著作《中庸》，其中有這些文字：「去讒遠色，賤貨而賁
德，所以勸賢也。」、「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
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之，所以成物
也。」其意思是說：驅除小人，疏遠女色，看輕財物而重視道德，這是為了尊
崇賢人。所以，極端真誠是沒有止息的，沒有止息就會保持長久，保持長久就
會顯露出來，顯露出來就會悠遠，悠遠就會廣博深厚，廣博深厚就會高大光
明。廣博深厚能承載萬物，高大光明就能覆蓋萬物，悠遠長久就能生成萬物。
一九一四年，國學大師梁啟超在清華園一次演講中，寄語清華學子作中流砥
柱。也正是這次演講，誕生了清華大學沿用至今的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
物。由此可見，「厚德」是我國從古至今的名言，把「厚德」改為「厚於德」
就難免鬧出一則不倫不類的笑話！

「誠信」是我國傳統的重要的道德範疇，它包括「誠」和「信」兩方面的內
涵。在「誠」和「信」之間加一個「於」字，不僅使「誠信」內涵模糊不清，
而且顛倒了「誠」和「信」的邏輯關係。按照我國儒家學說：誠字是最重的、
最根本的道德範疇，仁、義、禮、智、信五種道德（「五常」）都是根源於

「誠」，可是「誠於信」這一提法，實際上是說誠產於信，這就完全顛倒了「誠」
與「信」的邏輯關係。《中庸》中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
也。誠者，不免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就是說：真誠上天的
原則，追求真誠是做人的原則。天生真誠的人，不用勉強就能做到，不用勉強
就能做到，不用思考就能擁有，自然而然地符合上天的原則，這樣的人是聖
人。宋朝著名哲學家周敦頤明確地揭示了「誠」與「信」的邏輯關係，指出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之始』，誠之源也。」「誠，五常之本，百行
之源也。」其意思是說，誠是聖人之本，天地萬物之源，「仁」、「義」、

「禮」、「智」、「信」五種道德（「五常」）之本，一切有關倫理行為之源。「誠
於信」的提法，卻完全顛倒了儒家學說關於「誠」與「信」之間關係的論述，
使本來清晰的邏輯關係變得莫名其妙，模糊不清了。

在現實生活中，也證明儒家學說中關於「誠」與「信」的邏輯關係是正確
的：只有「真誠」、「誠實」之心，才可能產生「守信」、「信譽」的觀念；反
之，不滿「真誠」、「誠實」之人，必然背信棄義。我們從無私貢獻的科學家、
捨己救人的英雄的言行中，從貪官、奸商的損人利己的醜行中，都可以證明上
述的倫理道德的關係。

「敏於行」出自於《論語》〈里仁篇〉，其意思是，對於行動、實踐，要敏
銳、勤勉。這種提法當然很貼切，但這與「厚於德」、「誠於信」的提法根本不
同。也許某些作者仿照「敏於行」而把「厚德」改成「厚於德」，把「誠信」改
成「誠於信」，可是這一字之改，卻離題萬里了。

我們希望擁有重大權力的人，多讀些經典著作，少望文生義；多做實事，少
提口號；多提倡誠實之正風，少颳嘩眾取寵之邪氣。

簡評「厚於德，誠於信，敏於行」

■劉景泉（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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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書法與臨摹

■文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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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延安城管暴力執法一事，網友感嘆：為什麼一到

「關鍵」時刻，總是臨時工上場？看來，「暴力執法」已

經和真假臨時工成了「難兄難弟」。

黑鍋王
雨中白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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