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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找工作的人应该向李白学习写求职
信，即将考试的人可以向白居易学习如何考
试过关。白居易从不心存侥幸，每次考试都
准备充分。他把可能考到的策论题目全部认
真试写过一遍，这些文章成为后来举子的范
文。

白居易在贞元十六年 （800 年） 中进
士，紧接着又在贞元十八年举书判拔萃
科。小他七岁的元稹也参加了后一次考
试，两人因此相识并成为人生知己。

元稹字微之，他是北魏宗室鲜卑族拓
跋部后裔。他祖父做过县丞，好勇斗狠的父
亲英年早逝。母亲无奈带着元稹兄弟四人前
往凤翔投奔亲戚。凤翔是军事重镇，小时候
元稹整天跟当地驻军厮混。自古以来军人都
比较嚣张，何况当时正是战争年代。元稹经
常跟随那些军人喝酒打架，习惯用拳头说
话。他一生争强好胜是非不断，肯定和这段
经历有关。

元稹十五岁通过明经及第，二十一
岁时来到山西永济做河中府小吏。明经
顾名思义就是通晓经学，这是汉武帝开
创的考试科目。到了唐朝进士后来居
上，元稹不免被进士出身的同僚欺辱。
他想打架又不敢动手，只好去普救寺祈
祷佛祖帮他出头。普救寺据说是生长在
山西的武则天所建，所以又名“则天娘
娘香火院”。当时兵荒马乱，很多富贵人
家躲进寺庙避难。

崔莺莺是前宰相之女，也跟随母亲
躲在庙里。一队散兵游勇突然把寺庙包
围，要求住持把美女和珠宝交出来。元
稹本想袖手旁观，可是看见莺莺后惊为
天人，下决心英雄救美。他派小和尚溜
出去给他认识的驻军将领送信。驻军赶
来打退乱兵。崔老夫人设宴答谢，并令
女儿出来拜谢元稹。元稹和莺莺私订终
身。

贞元十八年，元稹和白居易同登书判
拔萃科，并且超越白居易名列第一，被太子
宾客韦夏卿看上，做了韦家的乘龙快婿。元

稹对莺莺始乱终弃，
心怀歉意，所以写了
传奇《会真记》作为
纪念，并为自己的负
心薄幸狡辩。

他写完 《琵琶
行》后就失去了气
势恢宏的诗气

通 过 考 试 之
后，元、白两人都
做 了 秘 书 省 校 书
郎。不久之后元稹
升任左拾遗，白居易出为陕西周至尉。对
自己输给明经出身的元稹，白居易很不服
气，好在一年之后就挽回了面子。周至离
马嵬坡不远，白居易在和朋友游览马嵬坡
后有了灵感，写出不朽经典《长恨歌》。

《长恨歌》 很快风靡大江南北，朝中
宰臣认为他才华横溢，推举他做了翰林学
士。

元和十年，白居易因上书呼吁缉拿暗
杀武元衡、裴度的刺客被赶出朝廷。元稹
闻讯写了《闻乐天授江州司马》。

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
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
白居易在九江其实过得还不错，经常

住在避暑胜地庐山。《大林寺桃花》是他游
山玩水的见证。

相比《长恨歌》，这首《琵琶行》里有
他自己的人生际遇，所以情感更加真挚。
因为白居易写作《长恨歌》《琵琶行》以及
新乐府，苏东坡发出著名评论“郊寒岛
瘦，元轻白俗”。这里的俗不是庸俗而是通
俗。

白居易写作《琵琶行》的时候刚刚四
十出头，也就是说他在此时已经完成了他
一生最重要的两首长诗。此后的三十年，
白居易开始时来运转，他的诗艺越来越圆
熟简练，却再也没有写出《长恨歌》《琵琶
行》这样才华横溢气势恢宏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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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你可能用过的常规方法外，
我再教你一招。就是你坐在转椅上，把孩
子抱在怀里，或者放在大腿上，转椅子，转
一下，停一下，转一下，停一下，你可以转上
10 圈，而且方向上也是可以变的，先向左
转，再向右转，可以顺时针转，也可以逆时
针转。这个方法，既简单又轻松，不像抱着
孩子走来走去，时间长了会累。等宝宝学
会自己坐起来，你也可以让宝宝坐婴儿秋
千，这些都是很好的前庭刺激。

尽量不要给孩子用学步车 会给孩子造
成虚假的平衡感刺激

接下来，我要说说为了帮助孩子发展
运动能力，不能做什么我要强调一下，转椅
子或者晃动孩子的时候不要太快太猛。一
般来说，宝宝都会很喜欢这些游戏，你一
转，他就开始笑，或者咿呀咿呀地不知道在
说些什么，这是正常的反应。但如果他脸
上的表情是害怕，那就说明你转得太快
了。我说的这个方法区别于网上的过度刺
激的例子，我也反对像网上曾经流传过的
一个视频那样，一个医生拎着孩子，用力地
剧烈晃动、翻转、抖动，还说这对孩子的发
育好。这个就是过度刺激了。要知道，孩
子的大脑还像果冻一样脆弱，你这么抖，不
但对他的运动能力没好处，还可能对大脑
造成损害。

前庭要刺激，但要适度。轻柔地改变
孩子身体的位置和姿势，让他感知到平衡
和空间的变化，就可以了。

我还要回答很多家长经常问的一个问
题，那就是学步车到底好不好？我们到底
应不应该给孩子用学步车？

在这里我可以肯定地回答你：学步车
不好，不要给孩子用学步车！为什么呢？
因为孩子运动系统的发展是充满试错和适
应的，我之前也说过，孩子在不断成长，他
的每一个动作都不一样，需要从大量不同
的试错练习中学习，以发展适应新的动作
的能力。而学步车会给孩子虚假的平衡感
刺激，从而剥夺孩子自主学习平衡，然后站

立行走的机会。这也就是说，孩子明明平
衡能力还不强，肌肉还没有发育到能够支
撑走路的那个程度，但是他在学步车的帮
助下，却可以到处走，这就给了他的大脑一
个错误信号，认为自己的平衡感已经可以
了，足够应付各种问题。

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是孩子自己学
走路，哎呀不好，要摔跤了，他手脚乱动，最
后勉强站稳了也好，摔了一跤也好，大脑在
这个过程中都得到了极其丰富的信息。对
自身平衡感和重力的判断，手脚和身体的
协调，对做不同动作的后果的预估，都能用
来帮助他的大脑在下一次遇到相同问题时
进行调整，这种不断的适应和调整也是学
习的关键。所以，家长要放手让孩子自己
学走路，这是非常难得的对运动系统和大
脑认知的锻炼机会。

可是如果用了学步车呢？那就不同
了。站不稳是吧？扶一下学步车就好了，
这样大脑还怎么学习呢？大脑反而得到了
错误的信息，学习了错误的走路方法。当
孩子失去平衡，他第一个想法是扶一下学
步车，而不是靠自己的身体来调整。所以
如果用了学步车，其实是剥夺了孩子运动
系统和大脑认知的锻炼机会。

当然，学步车除了阻碍孩子的平衡能
力发展，还会阻碍孩子运动能力的发展。
孩子过于依赖学步车，时间久了不仅走路
姿势不正常，
腿 部 肌 肉 也
得 不 到 适 当
的 锻 炼 。 研
究发现，有些
用 了 学 步 车
的孩子，不但
没 有 早 点 学
会走路，反而
晚 了 。 学 步
车用得越多，
就越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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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编钟解开诸多先秦乐理难解之
谜

曾侯乙编钟，铸造于战国早期，1978年于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是我国目前出土的
保存最完好、铸造最精美的一套编钟，是由65
件青铜编钟组成的庞大乐器。钟架长748厘
米，高273厘米。全套编钟，分三层八组悬挂
在呈曲尺形的铜木结构钟架上，最大钟通高
152.3厘米，重203.6千克，最小的钟重8千克。

曾国在强楚之邻存续这么久 和曾侯的
外交和魅力有很大关系

公元前506年，吴国大军攻进楚国郢都，
楚昭王，也就是楚惠王的父亲，逃到随国，吴
军随即赶到，要求随君交出昭王。作为交换
的条件，吴国答应把汉水以东的土地划归随
国。局势已经十分危急，楚昭王藏在随国公
宫以北，吴军已经进抵公宫以南。但随君不
顾吴国威胁利诱，拒绝交出楚王，因此为楚
昭王赢得了时间。最终楚国在秦国的帮助
下，打退了吴国军队（据《史记·楚世家》记
载）。从此，楚国与曾国结盟。

曾侯乙生于公元前475年或稍晚，在公
元前463年前后成为诸侯王。曾侯乙非常
重视乐器制造与音律研究，兴趣广泛，同时
也是擅长车战的军事家。春秋战国是一个
战乱纷争、弱肉强食的时代，当时江汉各小
国尽灭于楚，唯有小小的曾国在强楚之邻
存续这么久，除了曾楚之前的历史渊源，也
与曾国的礼乐文化、曾侯的外交能力和个
人魅力有很大的关系。

公元前433年（楚惠王五十六年）曾侯乙
去世，曾侯乙编钟及众多随葬物品下葬，楚惠
王专门送来镈钟，为了将此镈钟悬于居中显
著位置，主持葬仪的官员特将此处所悬甬钟
移开，并放弃了一个最大的甬钟没有下葬。

镈钟上有铭文：“隹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
楚王酓章乍曾
侯乙宗彝，奠之
于西阳，其永时
用享。”

曾 侯 乙
编钟的出土
让人们对中国
先秦乐律学水
平有彻底改变

1977 年 9
月，解放军某
空 军 雷 达 修
理 所 在 湖 北

省随县的驻地扩建厂房，在平整土地准备
对红色砂岩山冈实施爆破时，突然发现了
大片褐色泥土。负责施工的王家贵和营地
负责人郑国贤，隐隐觉得褐色泥土不寻常，
于是一次次地向上级反映情况，但一开始
并未引起重视，直到1978年2月，推去红色
砂岩和褐色泥土后发现了一层放置有规律
的石板。遂再次向上级相关单位反映，经
过县考古人员的考察，确认下面是一个古
墓。

1978年3月，湖北省博物馆与文物考古
队牵头，成立了省、地、县的联合考古勘探
小组。经过钻探，确认这是一座巨型的岩
坑竖穴木椁墓，面积约为200平方米，规模
之大前所未有。

1978年4月，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由湖
北省博物馆组织发掘湖北随县擂鼓墩古墓。

经过缜密的人员、技术及物资准备，
1978年5月11日，正式对随县擂鼓墩1号墓
进行挖掘。5月17日，取吊木椁盖板，随后
吊起木棺及浮出水面的随葬品，排出积水
和淤泥，清理现场、绘图、文字记录等同时
进行。

5月23日凌晨，在墓藏的中室发现了编钟。
曾侯乙编钟及大批音乐文物的出土，

震惊了国内外音乐界和文物界。曾侯乙编
钟每件甬钟外表都刻有“曾侯乙乍寺”和有
关音乐内容的铭文。钟铭的发现，导致人
们对中国先秦乐律学水平认识的彻底改
变。诸多关于先秦乐理的难解之谜，都在
曾侯乙编钟铭文中找到了答案。钟铭记载
了先秦时期的乐学理论以及曾和周、楚、齐
等诸侯国的律名和阶名的相互对应关系，
这一重大发现，摒弃了所谓“中国的七声音
阶是从欧洲传来”的说法。

由于钟体合瓦形的独特结构和不均厚
的钟壁，以及激发点和节线位置关系，所有
编钟都能击发出两个乐音，两音间多呈三
度和谐音程。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推想，
这套编钟演奏时应由三位乐工，执丁字形
木槌，分别敲击中层三组编钟奏出乐曲的
主旋律，另有两名乐工，执大木棒撞击下层
的低音甬钟，作为和声。

同期，曾侯乙墓出土了15000多件文物，体
现了先秦时期中国在艺术、科技、天文等方面的
极高成就，对了解2400多年前曾国以及长江中
游地区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物质生活提供了很
多实物资料。曾侯乙墓的发掘，打开了一部战
国时期曾国甚至长江中游地区的百科全书。（5）

来 到
一 年 中 最
热 的 季 节
了 ， 静 静
心 、 败 败
火 ， 让 自
己 心 神 从
容 ， 重 要
的 是 制
怒 ， 所 以
能 不 能 在
这 个 季 节
养 生 ， 最
重 要 的 还

是看心里头是不是能通透舒畅。古人其实
没有这么好的制冷条件，他们可能也就是
喝杯茶，弄点绿豆汤。但是有一份散淡，
不像今天这么忙碌。寒暑有代谢，往来成
古今。既然我们又走到这个节气了，借鉴
一点农耕文明的智慧，让自己能够心安神
安，降燥去暑。

也许大家从学汉字到懂季节，就能过
一个挺美好的夏天。

端午节后升温疾病多发 喝雄黄酒可以
杀菌

后天就是端午节，这个节日夹在芒种
与夏至之间。“五月榴花妖艳烘。绿杨带雨
垂垂重。五色新丝缠角粽。”每到一年端午
节，家家户户应该都飘着粽子的香气。不
过南北习俗大不同，北方呢，爱吃甜粽
子，南方爱吃咸粽子。但是现在家家户户
包粽子的可真是太少了。

“五”和午字存在通用的情况 本义是
时光在正午时纵横交错

还记得在我小的时候，端午节前我姥
姥就会发上江米、泡上粽叶，到时候呢，把
江米盆、粽叶盆都搬到院子里面，坐在树底
下一条一条捋着，包出来不同的粽子。我跟
表妹在旁边，拿着蓝的丝线、黄的丝线、红
的丝线，把枣粽子、豆沙粽子，不同的粽子
包出来。煮了以后，先要端着小笸箩去胡同
里，挨家挨户给邻居送粽子尝鲜。所以呀，
我怀念的那个节日真的像过节，因为家里有
仪式感。而且老北京那种街里街坊的热情一
直都在。过节，其实是顺着一种又一种食物
的香气，追溯到它最早的源头。咱们今天就
来看看端午节。

每年五月初五迎来了端午节，又叫端
阳节、午日节、五月节、龙舟节等等，总

而言之这是个大节日。这个节日的命名本身
就大有来历。什么是“端”？大家都熟悉李
商隐的《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
柱思华年”，什么叫“无端”呢？没有因
由、平白无故，我们也经常说“这一端、那
一端”，那“端午节”的“端”跟这“无
端”的“端”、“一端”的“端”有关联吗？

先来看“端”字的小篆，左边是个
“立”，右边是“耑”（duān）。《说文解
字》说“端”字就是“直”的意思。大家
知道吗？在陕西方言中，如果有人告诉你

“端走”，不是让你把吃的端走，而是告诉
你照直走。现在大家还在这样用着，端
行、端走，都是指一个人直着向前走。后
来就引申出了正直、公正的意思。《孟子·
离娄篇》里面说：“夫尹公之他，端人也，
其取友必端矣。”“端人”是什么？就是指
正直的人。那我们常说东西的“一端”、事
情的“开端”，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看看甲骨文“端”字的右半边
“耑”，你就明白了，中间一横是土地，字
形分成上下两部分，上面是植物刚刚长出
枝叶的样子。那下边是什么呀？就是地下
的盘根错节。

春秋晚期的金文就写得更简洁明了，
中间的土地表示分隔的意味更清晰，上下
两部分也都更明白。

到小篆的时候，更线条化、抽象化了，
也是指植物初生，这才有《说文解字》的解
释：“耑，物初生之题也。上象生形，下象其
根也。”“题”是什么？咱们不经常有命题作
文，做文章要扣题，“题”其实就是题头，就
是它最早的那个顶端，这就是“端”的本
义，本来就指“开端”和“顶端”嘛。像选
自《虞初新志》、曾经收进中学课本的文章

《口技》，形容口技艺人的表演技艺特别高
超，“虽人有百手，手有百指，不能指其一
端；人有百口，口有百舌，不能名其一处
也”。这个“一端”就是指开端。

段玉裁在解“耑”字的时候就说：“古
发端字作此，今则端行而耑废。”也就是说

“端”字用起来以后，不加“立”的这个
“耑”就废了，就没有人再用它了。

咱们再回过头来说说端午节。农历每
月有三个五日（初五、十五、廿五），头一
个五日就是“端五”。元代的陈元靓在《岁
时广记》里边说：“京师市尘人，以五月初
一为端一，初二为端二，数以至五谓之端
五。”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