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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文解字■■
“简”字由两部分组成，“间”提示“简”的读

音，“竹”表示“简”是由竹子做成的。《说文解字》
云：“简，牒也。”“简”的本来意义指用来写字的
竹板。清代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时说木制的写
字板称“牍”，竹制的称“简”，“牍”和“简”都可以
称为“牒”。

从古文字学和历史文献学来考察，竹木是
我国最早使用的书写材料，商代就已存在了。
郭沫若《孔雀胆》的第三幕说：“简就是竹片
子。古时候还没有纸，就用竹片子来著书写
字，就像现在庙里求签的签一样。”这是对“简”
的形象解读。

用竹制简，首先要把竹竿截成段、劈成竹
片，然后刮削修治成狭长条的简片。简有青皮
的一面称为“篾青”，另一面称为“篾黄”，文字一
般就写在“篾黄”的一面。新竹水分多，容易朽
烂变形，所以还必须烘干水分，叫“汗青”“汗
简”，也叫“杀青”。这里的“汗”是古代方言词，
就是去掉竹子水分的意思，义同“杀”。杀青后
的简就可以用来写字了。南宋文天祥那句“人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汗青”的字
面意思是杀过青的竹简，在句中就代指用竹简
写成的史书。

在不生长竹子的地方也有以木制简的，一
般多用白杨木、柳木或松木，因其色白而质软，
易于吸收墨汁。1930年在居延地区（今内蒙古
额济纳旗）发掘出了西汉元帝永光二年（公元前

42 年）的文书和东汉和帝永元五年至七年
（93-95年）的兵器簿，前者由三枚木简编成，后
者由77根木简编成。居延曾是汉通西域的交
通要道和河西走廊的屏障，这些遗留的木简记
录了汉代这块军事要地的历史。

据王国维、马衡的研究，简的制作长度依书
写内容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依照汉尺的长度，
战国两汉的简最长为二尺四寸（约55厘米多），
用以写六经及传注、国史、礼书、法令；其次为一
尺二寸（约27厘米多），用以写《孝经》等书；最
短的八寸（约18厘米），用以写《论语》及其他诸
子、传记等书，所以东汉王充说“大者为经，小者
为传记”。

每根简一般写一行字，即使简很长，其容纳
的字数毕竟有限，所以就需要把简编连成册。
甲骨文中的“册”字象把竹简长短相间排比用绳
编连之形。编连竹简的绳子有时用韦（熟皮条）
做成，《史记》云：“孔子晚而喜《易》……读《易》，

韦编三绝。”熟皮条应该有很好的韧性，但反复
捧读以至于韦都磨断了，可见孔子对《易》的喜
好程度。

有时编连竹简也用各色丝做的绳子，据古
籍记载，古代《孙子》用缥（青白色）丝绳编，《穆
天子传》用素（白色）丝绳编，《考工记》则用
青丝绳编。考古发掘中还发现有用麻线或帛带
编连的简册，如上文所述居延木简都用麻线编
成，上下二道；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湖南长沙
杨家湾6号墓出土的72枚竹简，则用帛带编
连，也是二道编。竹简一般由上下二道编成，
如果竹木较长，也有用三道编、四道编甚至五
道编的。

最初的简册还不等于后世的书籍，只是史
官对统治者言行的记录，如《尚书》的《盘
庚》篇，大致是商王盘庚动员迁都时的讲话记
录；《周书》的绝大多数也只是统治者的诏令
训诰；《春秋》是周代鲁国史官按年月日记录

的国家大事。古人把用来书写不同内容的简册
分别加以命名，有祝册、玉册、立册、封册、哀册、
赠册、谥册、赠谥册、祭册、赐册、免册等。这些
记录了史实、言行的简册，都还是文书档案性
质，不是真正的书籍。

春秋后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
革，文化开始从祝史的手中下移到民间。孔
子以个人身份整理修订六经，并用以在民间
传播文化知识，这些简册才正式变成了供人
阅读的书籍。

区别于一般的书籍，古人把那些可以作为
典范的重要书籍称为“典”。甲骨文的“典”字象
双手捧册置于架上，“典”的本来意义就指那些
需要尊敬的、作为依据或准则的重要文献。《史
记》云：“定宗庙百官之仪，以为典常，垂之于后
世”。“常”就是不变，这里的“典常”是指那些在
祭祀场合要求百官遵循的关于仪表容止的规
范，而且这些规范是希望永远留传后世的。汉
代王符在《潜夫论》中说：“是故索物于夜室者，
莫良于火；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典者，经
也，先圣之所制。”古人的大道就保存在这些先
王留下的典籍中，如同暗夜中的一秉火把，永远
明示后人。

今天，考古挖掘出的简册日益增多，2000多
年前的简册及古人书于其上的内容正渐渐清晰
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使我们有机会拨开历史的迷
雾，真切感受那遥远的年代，实为一大幸事！

说“简”“册”与“典”
●宛兮

成语故事诗词鉴赏■■

水火无交：相互间
连饮水借火的联系都没
有，指为官清廉，不扰
百姓。

《隋书·赵轨传》，赵
轨任职齐州四年，深受
百姓爱戴。离任时，远
近的老百姓都来为赵轨
送行，挥泪向他道别，并
说:“您为官几年，清正
廉洁，对百姓一无所取，
水火无交。因为您清廉
如水，所以我们不敢拿
酒来为您践行，请饮一
碗清水。”
李浩然 张金亮/图文

水火无交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赏析
此诗为组诗《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之一，

是王维在友人皇甫岳隐居的云溪别墅所写，另
四首为《莲花坞》《鸬鹚堰》《上平田》《萍池》。
诗人撷取云溪山间水上的一些寻常景致，简笔
勾勒，均有独得的意趣。

《鸟明涧》所写为山间月夜的景色，突出
“静”与“空”。夜晚时分，山间已没有人的踪
影，春山已空，万籁俱寂。摆脱了人世烦扰
的诗人，内心无比旷远、安宁，正如这空空
的春山一般，虚怀以待，可包容一切。正因
为如此，那细小的桂花落地的声音，也能尽
收耳中；而这细微的声音，反过来也衬托出

夜的空寂。
月亮升起，皎洁的月光铺洒下来，冲淡了

夜的黑。早已入巢的鸟儿，习惯了山之静、夜
之黑，似竟也为这突如其来的光亮所惊醒，不
时鸣叫几声，啁啁啾啾，空谷传响。月出无声，
鸟儿自然不会被惊醒，但诗人却将鸟鸣与月出
联系在一起，看似无理却充满了真趣。鸟之
惊，也非惊起、雀跃，而是略有惊动；鸟之鸣，也
非群聚而共鸣，只是偶尔啁啾几声——益发显
出山涧之静与空。所谓“蝉噪林逾静”“鸟鸣山
更幽”，后一联正有同样的效果，是古诗中以动
景写静的妙笔。

前人评此诗：“闲事闲情，妙以闲人领此
闲趣。”可谓得之。试想，如果没有闲适的心
境，心中万般缠绕，又怎能发现如此美妙的
境界？ （雨果)

鸟 鸣 涧
●唐 王维

一写就错的汉字，你能对几个？

你挖的是“墙脚”，
不是“墙角”；“谈笑风
生”千万别写成“谈笑
风声”；“甘拜下风”可
不是“甘败下风”；“川
流不息”不是“穿流不
息”……

在写作的过程中，
哪些字词让你纠结不
已？甚至区分到让你怀
疑人生？下面整理了一
些容易写错的汉字，赶
紧收藏起来，别再当

“别字生”啦！

（四）

青铜器时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
物，它是继金石并用时代之后，铁器时代开始之前的历
史时代。其主要特征是青铜铸造技术的发明和应用。
由于人类发明了青铜冶铸技术，并广泛应用青铜金属
原料制作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使社会生产力发生了
质的变革，社会生活也由此出现了大的变化，标志着石
器时代的结束。考古学将青铜器文化的出现，青铜工
具的应用和铁器还没有出现之前的这段历史时代，称
为青铜器时代。

然而，这些青铜时期的概念和标志，是根据中原地
区和东北地区西南部所得出的结论。我们这里所说的
东北青铜器文化，只是与中原地区青铜器时期所处的
年代相同，即夏商至春秋战国时期。据考古资料显示，
目前在东辽河以北还没有出土与中原及东北地区西南
部地区相同的器型较大的青铜器文物，白城地区出土
的青铜器只有一些小型的青铜制品，如铜钮扣、小铜
刀、佩饰和鱼钩等。青铜器这一时期的社会形态，一般
也认为是奴隶制时期。

白城市青铜器时期的文化遗存，经第三次文物普
查统计共有74处，主要分布在嫩江流域的镇赉县、大
安市以及嫩江流域内所形成的湖沼周边的沙岗和台地
上。其中大安市有12处，镇赉县有62处，在这74处
青铜遗址中，经过科学发掘的只有位于大安市月亮泡
镇的汉书遗址。

汉书遗址与汉书文化。汉书遗址位于大安市月亮
泡镇汉书村北，月亮泡水库南岸的大坎子上。汉书村
1958年前称为端基屯，1958年大安县纪念在解放战
争中为建立辽吉革命根据地，在大安县原五区（今月亮
泡镇）开展土地改革工作中英勇牺牲的新四军三师排
长、时任五区区长的骆汉书烈士，而将原端基屯改名为
汉书村。

1962年，在全国开展的第一次文物调查中，吉林
省文物工作者发现了位于汉书村北，月亮泡水库南岸
的这处文化遗存丰富，分布面积较大的遗址，并定名为
汉书遗址。

1974年6月，吉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和吉林省
大学考古专业师生组成联合考古队，由时任吉林大学
考古系主任的张忠培先生指导，对汉书遗址进行了科

学发掘。开探方15个，发掘面积700余平方米，发掘
了房屋遗址、墓葬、窖穴等遗址，出土了一批较为典型
的，又具有地方特色的陶器、骨器、青铜器及少量的石
器、铁器等。

根据考古队发表在《东北考古与历史》丛刊，1982
年第二期《大安汉书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一文记载：
汉书遗址的地层和文化内涵，初步区分汉书遗址有两
种不同的文化层相叠压，其下层文化称汉书一期文化；
上层称汉书二期文化。

汉书一期文化的器物有泥质红褐陶，器形为筒形
深腹罐，罐上饰有几何纹饰图案；青铜器都为范制，有
背面带有横梁的圆形铜扣及圆形铜片。与汉书遗址相
距4.5公里的东山头遗址，也曾发现与汉书一期相同
的墓葬。这些墓葬出土的小型青铜器，如铜扣、铜球、
铜刀、铜针及动物形铜牌饰。这说明，汉书一期文化的
居民已较广泛地使用青铜器，汉书一期文化已进入青
铜时代，已迈向了阶级社会门槛，其年代相当于中原的
西周时期。

汉书二期文化，是这次发掘的主要内容，其遗址有
房址和窖穴。

房址共有8座，除一座为圆形半地穴式外，其余均
为方形半地穴式。

窖穴有20余个，基本都为袋形，窖穴周壁及底部
大多经过加土修造，比较平整。

汉书二期文化遗物相当丰富。有陶器、骨角器、石
器、青铜及少量的铁器。

汉书二期陶器既有生活用具，又有生产工具。生
活用有鬲、罐、钵、碗、杯、支座、舟形器等。舟形
器是富有特征的器物。从陶的质地、颜色看，有泥质
红褐陶和彩绘泥质红褐陶，只有极少数的陶器属夹砂
红褐陶。施有纹饰的陶器较多，主要纹饰有绳纹按压
纹、彩绘和锥刺纹。彩绘是在陶器入窖前涂刷在陶胎
上，多数饰于陶器的外壁，也有饰在内壁的，彩绘都
是红色，彩绘除“红衣”外，也有条带纹、三角钩纹
和网纹。

陶制生产工具以陶网坠为多，且有特点，器形大，
呈椭圆馒头形，器身饰有“十字”形或“米字”形钩槽。
陶纺轮较少。另外，在探方还出土了马、人以及好多模

仿鬲、罐、壶等手捏小陶器，这可能是冥器或者是玩
具。此小型陶器2001年发掘时在房址内又有新的出
土，因在方址内出土，故确定为玩具。

石器发现的较少，只见磨制的斧、锛、锤等。并出
有鱼钩石范。

骨角器较多，有锥、镞、矛、匕、锤、纺轮，带孔骨片
及骨箅等。带孔骨片是这一种文化的重要发现，这种

骨片可能是当时甲衣的附件，骨甲片的大量出土，应和
当时军事活动有关。

金属器主要有青铜器和铁器两类。青铜器主要
有刀、锥、扣以及属于青铜短剑附件的石枕状物。
汉书遗址是目前已知的青铜短剑分布范围最北的一
个地点。这一发现使我们增加了对青铜短剑分布的
了解。

出土的铁器，主要有銎形斧和刀两种。以前者为
多，它的形制同于战国至西汉时期内地居民使用的同
类器物。

在汉书遗址发掘中，未见冶铸铁器的遗存。只见青
铜器的陶铸范。出土的陶范有50余块，可以判别的器
形有10余件。有镞、扣、矛、马形牌饰和护身镜。此外，
还有鱼钩的石范。陶范用细砂土制成，质地疏松，边缘
及外表呈黄色，内面因高温所致，而是黑色。有合范、有
单范。这些陶范的出土，说明汉书二期文化的居民，已
能自行铸造一些小型的生产和生活的青铜器物。这些
小型的陶范也表明，当时的冶铸规模是极其有限的。

同时，在汉书遗址附近的渔场墓地中，发现一属于
汉书二期文化的灰坑，坑内出土一些表面附有铁锈的
炼渣。这一发现我们可以认为，汉书二期文化的居民
也能冶铸铁器。

根据发掘出土的文物资料，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
专业和吉林省博物馆考古队，在张忠培教授的指导下，
将汉书遗址确定为汉书一期文化和汉书二期文化。其
中汉书一期文化年代相当于中原的西周时期，即距今
3100年左右，汉书二期文化年代相当于西汉时期，距
今2800年前后。这次发掘以后汉书文化成为东北地
区，特别是松嫩平原青铜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一个标
志，并于1982年和2001年先后被吉林省政府和国务
院公布为吉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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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白城记忆

位于月亮泡水库南岸的青铜器时期汉书遗址

汉书遗址陶壶 汉书遗址直腹陶罐——青铜时期 陶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