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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我们中国人都有拜年的习
俗，小童向长辈讨压岁钱，大多说吉庆
的话：“祝爷爷嫲嫲身体健康，龙马精
神！”“祝奶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长
辈除了派红包外，也少不了对晚辈说一
整套祝愿话：“希望你学业进步，快高长
大，听教听话！”“祝你事业蒸蒸日上，万
事如意！”“祝你早日连生贵子！”等等。
福、寿、健康、财富等，都是外在的

物质享受。尤其是“福”，如果是属于世
间享受的“洪福”，而不是出世淡然的
“清福”，更需要智慧来驾驭或加以规

范，才能长久。因此，便有“福慧双修”的说法。藉春节
这一喜庆日子，说一点有关“智慧”的话。
一般来说，春节被视为中国新一年的开始。另一

传统说法则是立春才是新一年正式的开始。因此，前
者是以今年阳历2月10日为龙年的新开始，后者则是
2月4日。无论是哪一天，我们多在家门口贴上“三羊
开泰”的春联来寓意新年的吉星高照。“羊”实取“阳”的
同音。《易经》64卦中的泰卦，初、三及三爻都是阳爻，
所以是“三阳开泰”。
《易经》作为中国儒家的群经之首，我们不应贬之

为占卜算命的参考书。儒家传统有言“善易者不占”，
即掌握《易经》道理的人不会经常占卜，因为他能够根
据《易经》各卦所代表的卦德，无论面对的是顺境还是
逆境，都知道它们都是不断变化的，所以心境上能够如
如不动，懂得如何处理。从《易经》衍生最有名的成语
是“否极泰来”，即差的境况去到极端，自然有好境况的
来临。这句是十分能安慰处于逆境朋友的话。然而，
《易经 ·序卦传》又说明，紧接泰卦的是否卦：“履而泰，
然后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
之以否。”泰卦下卦三阳爻、上卦三阴爻，阴阳相通，所
以是吉；相反，否卦下卦三阴爻、上卦三阳爻，代表天地

之间沟通不顺畅，是凶。换句话说，
“泰极否来”符合《易经》“流动不居”的
道理，亦较符合世间一般运作的方式。
说回泰卦，为什么它是吉呢？我

们读读解释泰卦的《彖传》：“小往大
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
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
道长，小人道消也。”简言之，投入少而收获大。在各种
关系中，各方沟通良好，遵守道德的君子处于主要的地
位，自然是相安无事。
然而，投入少而收获大，并不能以“躺平”的角度去

想。为什么可以投入少？看看《易经》对泰卦初爻的解
释：“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茅茹是低贱的茅草
根，它扎根深。汇是指这些茅草根在地下盘根错节，基
础稳固。例如人要拔起一根茅草，他要有力量才能拔
起一整片茅草，实际上也并不容易。以此作引申，我们
在职场或学习的竞争环境中，不是靠投机取巧的手段
或损人不利己的方法去消耗别人，而是要有智慧的眼
光去确认在自己的专业方面，什么是必不可少的干货，
集中将时间和注意力放在这项能力的培养上，使之根
深叶茂。这样假以时日，五年、十年，定有所成。
因此，面对今天如此激烈竞争的环境，我们应该怎

样自处呢？回到上文，“否极泰来”“泰极否来”之后，再
看紧接否卦的另外两卦。《序卦传》说：“物不可以终否，
故受之以同人。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
否极而同人来。同人卦的《彖传》解释道：“柔得位得中
而应乎乾，曰同人。……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
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君子为什么能通天下之
志？同人卦原意是说明王侯以王道与天下诸侯结交，

将此道理用于现代职场或学业上，
个人如只关注自己的发展和辉煌，
长远就会使自己孤立起来；个性不
够柔软，会让别人觉得缺乏可合作
性。我们行正道，与同事或同学有
共同成就和成长的团结心，自然得
道多助，从而得到“大有”卦。
大家一起成功，这应是龙年最

衷心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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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辰龙年到了，拙文进行“龙”字抒怀。
我们都知道，龙并不是一种真实的

动物，它只存在于中国人的想象和传说
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资料记载，
最早的实体龙图腾至今有8000多年的
历史，是1994年在兴隆洼文化遗址发现
的石块堆龙。我要说的是，早在中华古
人类编草为绳的数万年前就有龙字形的
图腾。人类是先有语言
后有文字，古人在编出
草绳后曾经崇拜过绳
子，视绳为神。经过悠
悠岁月，人们又从单一
的绳崇拜到将绳索盘曲成龙形图腾。在
没有文字的旷古时代，先人类在长绳上
系短绳打出大小的结记数记事，迄今汉
字中的十、廿、卅、卌等字都依稀可见绳
结的构形。相较记数（事）的汉字，20多
个一画正体汉字都有“绳龙”字的遗绪，
其中盘屈的（图一1.2，1同鳦，2同
乃）两个字形，更是活脱脱的龙之
形。在此意义上，“龙”字似乎是
笔画最少的汉字。
“龙”是中华民族心目中的象

形字。甲金文“龙”有几百款，基本形（图
二，甲文）综合了多种动物的特征，头上
长着角，口中露出利齿，龙身蜷起等。金
文龙口演变为月（肉）形，蜷体与口脱
离。小篆龙（图三），字右部分强调龙鬃，
并传承到正字繁体“龍”。异体简龙的龙
体再度遁形，作“尨”，字中三撇表示龙
鬃。简化字藉用异体“龙身”，更仅留下
一根（撇）鬃毛在述说着“龙”字家族辉煌
的前世、缤纷的千态。
回到正字繁写的龙（龍），此龙（龍）

还打出一套精彩绝伦的组合拳。独龙
（龍）体容，似乎含纳了周易首卦（乾卦）
中潜龙、见龙、惕龙、跃龙、飞龙、亢龙的
风采。二龙（龍）是聚拢的龖（d?），呈现
双龙伴飞画面；三龙（龍）是组合的龘

（d?），一展群龙腾翔境况；四龙（龍）齐出
的zh?（图四），空中龙太多，行动“不便”，
于是先人将此四龙“停住”凹个造型。“叠
四龙”有着威震四方，八方咸服，雄视天
下，四海归集，四平八稳等意象。由于字
的衍义十分饱满完美，后人对其“敬畏有
加”，轻易不敢用出，遂成冷门字。如今
的《中华大字典》、《康熙字典补》、台湾地

区的《中文大辞典》等收
录了此字。四龙字有
64画，是笔画最多的汉
字，绝妙地对应易经64

卦数。
其实甲骨文“虹”（图五）也是龙的象

形字，字形是身段呈拱状的双头神龙，两
端各有一个大口。古人认为虹是雨后出
来饮啜水汽的七彩神龙。有款金文另造
“虫申”配就的虹，龙是“大虫”，申是闪电
形，表示雨天，申也是神字的初文，说明

虹这条神龙往往出现在雨后。
此刻，我仿佛感到源远流长

笔画最少的“一根绳龙”，与气宇
不凡笔画最多的“四叠神龙”，正
领衔阵容庞大底蕴深厚的中华

汉字团队，傲然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本世纪肇始的庚辰龙年，我研朱墨

创作了甲骨文书法“龙”（图六），并写了
随笔，附上作为拙文收尾：
研读甲骨文中众多的“龙”字，稍经

艺术处理后写成此圆形的“龙”，大圆中
配置些小直线与三角形（龙的身纹及脚）
为饰件，互相衬托唱和，以求全字的形模
气韵，劲健立出，生机勃发。中国古老哲
学有天圆地方一说，飞龙是在天的，故以
“天圆”作龙的造
型很是合拍。圆
又象征大团圆，用
朱墨写就寓示喜
庆。愿龙的传人
早日阖家大团圆。

徐梦嘉 文/图

“龙”字抒怀

图六 龙 徐梦嘉书（甲骨文）图一1.2（正体）图二 龙（甲文）图三 龙（小篆）图四 四龙（正体）图五 虹（甲文）

古代的达官贵人有拜年习俗（当时
只是递送名刺），据说起于宋，盛于明
清。袁枚《随园诗话》卷九引宋人周煇
《清波杂志》里一则趣闻，称：“元祐间，新
正贺节，有士持门状遣仆代往；到门，其
人出迎，仆云：‘已脱笼
矣’。”门状即名帖、名
刺，今称名片。脱笼为
宋时的俗语，有诈伪欺
骗之意。对此，司马光
评道：“不诚之事，原不可为。”这故事大
概是想表达宋人崇尚忠诚，派仆人代持
名片去朋友家拜年，被人戳穿是很丢人
的。然而世风不古，此事到了明代便习
以为常。文徵明有拜年诗曰：“不求见面
惟通谒，名刺朝来满敝庐。我亦随人投
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

其实换一个视角，凡是繁文缛节，就
如同烟云之过眼，总是会随时间推移而
逐渐淡化的。
掌故名家郑逸梅写过一则轶事，也

与过年有关。旧历除夕，他遇见报人钱
芥尘，问他过年忙着做
什么？钱氏道：“与常日
同，无所事事。”郑回道：
“‘插了梅花便过年’
也。”梅花为岁寒三友之

一，也是文人雅士案头的岁朝清供。即
使室小如舟，若有暗香疏影相伴，自足以
慰情。而钱芥尘接下来的话更妙：“插梅
尚属多此一举，舍间则‘不插梅花也过
年’矣。”（《无伦次语》，《永安月刊》1949
年第118期）可知岁月不居，时节如流。
禅师南泉云：平常心是道。

祝淳翔

年俗之繁简

“霓虹养眼，万花似
海”，《繁花》的故事，始于
上世纪 1992年底的上
海。巧的是，1992年12月
31日晩上，我正乘坐50次
特快从广州抵达上海，正
式开启新上海人生活。对
于三十多年以来的上海，
尤其是五角场，有
诸多切身感受。
我在空军部队

工作，结识了不少
《繁花》原著中的
“沪生”。他们在军
队大院成长，比地
方上弄堂长大的孩
子更具优越感，但
大多闯劲不够，遇
事瞻前顾后。后来
也认识了诸多像阿
宝、陶陶、玲子、葛
老师那样的上海
人，也有跟汪小姐
一样从体制内勇敢
下海的，但多数阿宝还是
阿宝，阿宝变宝总的，好朋
友雄总算一个，我称他是
五角场“宝总”。雄总年轻
时从国外赚到第一桶金，
1992年从东京带三千多
万元回国，资本远超剧中
宝总的自有资金，但因为
不谙国内市场，严重缩
水。五角场“宝总”与宝总
之间，差了一个“爷叔”。
幸好后来遇上从丹麦来上
海经营皮草的“华裔”大
哥，大哥像“爷叔”手把手
指导，使他生意有了反转，
做得风生水起。
彼时的五角场，以五

角场命名的街道成立刚满
一年，百废待兴，启动市场
经济的“引擎”是“地摊经
济”。当年摆地摊的，大多
是无正当职业的年轻人，
起步成本低，不像宝总做

外贸、炒股票，大进大出。
但他们从中挣到了“外
快”，也刺激了市场繁荣，
个别人还成了大老板，如
今颇有成就的企业家里，
地摊前就曾有其身影。
说到美食，当年乍浦

路、黄河路的风，也吹到了
五角场。五角场
餐馆里也一度流
行“龙虾三吃”、
“椒盐大王蛇”，请
客 不 上 这 样 的
“硬”菜，似乎不成
宴席。五角场拥
有蓝天、星晨、唐
人街那样的“至真
园”、“金美林”，也
有山根、黑匣子之
类的“夜东京”，家
喻户晓的马大嫂
火锅，仿佛就是那
时的海底捞。星
晨从翔殷路上一

家毫不起眼的小餐馆，实
现到钢丝厂、再到黄兴路
的“三级跳”，规模扩大数
十倍，“挺”到了2023年。
宏通是餐馆中的“巨无
霸”，老板娘把象山海鲜搬
到沪上，其做派足可与“李
李”、“卢美琳”相媲美。有
人说，“餐饮业的水太深”，
确实，在这片海洋“游泳”
的溺水者比比皆是。记得
曾有两家比肩开在国和路
口的海鲜城，那叫一个豪
气。其中一家花仙子，门

口装饰一只超级“大龙
虾”。听王老板说：“我那
年为他们供应配料、酒水，
每月账单就有几十万。”可
惜只是昙花一现，没两年
就销声匿迹了。
我那时身为军人，对

股市不太关注，但也时常
感受到身边亲友在股海中
的起起伏伏。我刚认识妻
子时，她的“沪生”哥哥就
是入驻交易所的首批“红
马甲”，每晚总有人上门或
电话咨询行情、打探“内部
消息”。不久五角场也有
了营业部，翔殷路的“中经
开”、蓝天东楼的“申银”，
四平路一家新建成的剧院

把大门厅租给了广西证
券。每至傍晚，总见东一
堆、西一群的股友围着聊行
情，还有人相约到桃园咖啡
厅“密谈”。那时我只知炒
股是“跑单帮”，哪知还有
“小乐惠”那样“抱团炒”。

剧中说：“做小商品有
义乌，做皮草有海宁，做羊
毛衫有桐乡”。我的老家
就在浙江桐乡，早年有多
名同学当乡镇羊毛厂厂
长，他们经常像“范厂长”
一样押着货车给大上海的
百货商场送货，有南京路、
淮海路的，也有五角场的
朝阳百货。往往半夜进
城，猫在车里等候天亮。

一次有个同学送完货，结
到了账款，欢天喜地到“蓝
天”西楼吃广东早茶，还喊
我一道庆祝。
一晃多少年过去，总

有一些人在时代的洪流中
搏击、沉浮。“爷叔”说，“做
生意不是比谁赚得多，要
看谁活得长。”是啊，回望
五角场曾经的簇簇“繁
花”，令人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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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早餐中国》第四季，
几乎每家早餐店的摊贩都
是凌晨三点起床的，拉开卷
帘门开始备菜，看完以后觉
得自己平时能睡到6点多起
床真是幸福。
论早起这件事，我就服

一个人——女儿。我是晨
起型人格，无论多晚睡，早上都是
差不多时间醒。丈夫和我的生物
钟不同，他睡得晚起得晚，有句名
言“我要是能克服睡懒觉的毛病，
我就什么事情都做得好了！”有那
么一两次，我为了让他成为更好的
自己，早上催他起床，结果人是起
来了，起床气也不小。后来想想，
还是太平点吧，让他睡个安生觉。
早起这件事，应该也是家庭氛

围培养出来的。丈夫一家人都爱
睡懒觉，他和父母住的时候，我婆
婆就和生活大爆炸里Howard的妈
妈一样，躺在床上扯着嗓子喊“侬
好起来了，上班来不及了！”把儿子
喊起来以后她继续睡。到了周末
一家人更是心安理得睡懒觉，索性

睡到中午起来，直接拿只镬子去买
三两生煎回家当早中饭吃。你看，
睡懒觉多好，连饭都能少吃一顿。
而我家则完全相反，我爸属猴子，
每天清早都机灵地上蹿下跳，直接
影响我的睡眠，逐渐养成了我的晨
起习惯。
其实睡懒觉这件事无可厚非，

睡得着就睡，能睡是福。我有不少
朋友每天早上挣扎着起床送小孩

上学，送完回家补个觉，但我不行，
起来了就是起来了，直接上班去，
我永远是早上到办公室的前三
名。另外几位到得早的同事，看样
子也是送娃上学的。一般过了点，
睡眼惺忪姗姗来迟的人，大多是未
婚未育或者生了孩子也不用亲自
送的那些人。论早起这件事，你永
远比不过一个要送孩子上学的
人。所以说，生孩子令人进步啊！

女儿和我每天6点20分准时
起床。她睡在我隔壁房间，我俩像
比赛似的看谁先下床落地，通常都
是她。起床以后我打开喜马拉雅，
播放语文或者英语课文。以前我
叔叔讲他培养我堂弟的方法是每
天上学路上背诵课文，我套用他的
思路，在女儿迷迷糊糊刷牙洗脸脱
OK镜的时候听听课文，也不知道
她听进去了多少。7点10分左右
我们出门，丈夫还躺在床上，他和
他妈当年提醒他一样，喊一声“保
温杯带了吗？”我说“带了！”到校时
间，大概7点25分吧。
别人家好像都是父母怕孩子

睡懒觉上学迟到的，我们家不会有
这种问题。我问女儿，你每天那么
早起去学校干嘛？她说：要去早点
去，要么不去。她不单单是对上
学这件事保持这个态度，其
他课外的兴趣班也是，永远
都是早到的那一个。我很
欣赏她的时间观念。不让
别人等待是一种美德。我
相信，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陈睿昳

早起这件事

郑辛遥

龙年一笔顺

但得龙翔乘雨
驾天飞 吕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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