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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服饰是礼制的重要
载体。由布衣、白丁、黄袍加身这些
词语可见，古代服饰除遮蔽保暖外，
还具有区别身份、划分等级的功能，
承载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历代史书中
也有专门的“舆服志”来记载各个朝
代的礼仪文化与衣冠服饰。

在《宋史·舆服志》中有这样的
记载，“今制，朝服用绛衣……惟法
官绶用青地荷莲锦，以别诸臣。”“今
御史台自中丞而下至监察御史……既
正定厥官，真行执法之事，则宜冠法
冠，改服青荷莲锦绶……”所谓朝服
又称具服，是官员在朝会、祭祀等重
要礼仪场合时穿的礼服。这段记载说
的是宋代监察官员的正式礼服的绶和
冠与其他官员有所不同，不仅在绶带
材质上使用有别于群臣的青地荷莲
锦，头冠也配獬豸角，显示其监察百
官职能所在。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殊之处呢？
正如《宋史》所言，“宋之立国，元
气在台谏”。所谓台谏，便是台官与
谏官的合称。台官指监督官吏的官
员，如御史中丞；谏官指讽谏君主
的官员，如拾遗、补阙。到了宋

代，台谏逐渐有合一的趋势，言事谏
正成为了御史的重要职能。

这在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发展史上
具有重要意义，学者们已经指出

“秦汉以来一直处于分离状态的台谏
之权，在两宋时期逐渐形成了御史
与谏官制度合一之势。这种台谏合
一的结果，使监察制度在国家体制
的运转过程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对行政权力构成了强大的制约。”

宋代监察制度取得一定成效，主
要是由于宋代君臣之间对谏议具有深
刻的理解。直言敢谏是忠于职守的表
现，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诞生了刚
直不阿的包拯，他担任过监察御史、
御史中丞、知谏院等职，做到了“披
肝沥胆，冒犯威严，不知忌讳，不避
怨仇”。

宋代对监察官员的选任是十分严
格的。御史中丞由皇帝亲自任命，此
外还有臣僚举荐的制度，朝廷下令让
群臣举荐人选，皇帝从被举荐的人选
中任命。御史的人选要求不能有贪赃
枉法的前科，如果有此类事件被查
出，那么举荐的官员也要受到处罚。

总之，宋代十分重视改革和完善
监察制度，对监察官员的朝服配以

“特殊待遇”似乎也就不难理解了。
当今天我们提到绶，通常会想到

“绶带”。的确如此，宋人在穿着正式

服装时，会腰系绶带，不仅用于固定
服装，更体现其身份地位。历朝历代
的绶有使用丝线编结而成，也有玉佩
珠饰串联而成，在宋代则使用织锦，
因此也被称为“锦绶”。而监察官员
的青荷莲锦绶，谐音“清廉”，包含
了对监察官员为官处事要格外清正廉
洁的寄托。

古人所戴的冠也不只是为了保暖
或美观，同样是身份地位的象征。獬
豸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兽，据
《异物志》的记载，“北荒之中，有兽
名獬豸。一角，性别曲直，见人斗，
触不直者，闻人争，咋不正者。”相
传，在双方对簿公堂之时，獬豸会用
自己的利角，果断顶倒违法失德之
人，獬豸逐渐成为了司法公正的象
征。獬豸冠则是春秋时期楚文王所
制，将象征獬豸角的装饰加于冠上，
后成为御史等具有监察执法功能官员
的官帽，宋代也延续了这一礼制。

宋代监察官员服冠，有如此深
刻的寓意，这又何尝不是对监察官
员的鞭策鼓励呢？须知要做到维护
国家纲纪法度，才对得起自己的这
身服冠。

《尚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有
“政书之祖，史书之源”的美誉。《尚书》垂世立教，
上至唐虞，下至秦穆，内含“典”“谟”“训”“诰”

“誓”“命”。《尚书》文本有亦经亦史的特点，“民惟
邦本，本固邦宁”“满招损，谦受益”“玩人丧德，玩
物丧志”等言论体现出德为政本、敬德保民、勤俭
戒贪、任贤尚公、明德慎罚、刑以弼教等治道思
想，反映出中国古代先贤的德治理念。我们可从
其中汲取智慧，在提高自身品德修养的过程中实
现修己安人。

修齐治平 尚公任贤

治国必先修己，修身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
本。《尚书·尧典》记载，尧帝诚信谦和、恭谨礼让，
德行的光辉普照四方。他弘扬美德、亲睦九族，
又使贤明之士得到任用，四方各国协调和顺，民
风民俗也变得十分和谐。细而品之，文中“克明
俊德”谓尧能够显扬修身之德；“以亲九族”指尧
帝能把修己用于齐家，使亲族和睦；“九族既睦，
平章百姓”言尧帝将修身、齐家之功效扩至治国；

“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言国治而后天下平。从中
可以看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内向外，层
层推演，层层递进。

家国天下本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其
中的基础便是修身。《尚书·伊训》亦言：“立爱惟
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爱敬之风起
始于家庭和邦国，最终扩展到整个天下，强调自
身修养的提高是治理水平提升的前提。为政者
应从自身做起，敬爱亲长，将仁爱之心推己及人，
从而达到家齐、国治、天下平的效果。

修身之要，正心为本。为政者必须要有一颗
公心，尚公方能任贤，以公心从政，落实到行为上
自然不能以自己的私意为考量前提。根据《尚书》
的记载，尧帝在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时，听说民间
有一位贤人虞舜，于是多次用难事来考察他能否
胜任。尧帝让他传布“五典”，以美德教化百姓；让
他摄理百官事务，迎接来朝的宾客；让他进入山
林，接受风雨的考验。虞舜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尧帝认为虞舜的德行和才干可以担当，就在太庙
举行了禅让仪式。舜接受禅让以后，继承了尧的
治国之道，向四方首领虚心请教，咨询政事，并招
贤纳士，让众多贤能的人都汇集到自己身边。尧
帝禅让虞舜，却不传其子丹朱，这是因为他认为
不能损害天下人来使一人得利。他始终以大局为
先，以公心为上，以百姓的利益为重。

《尚书·太甲下》言：“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
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意思是说，不
论别人说的话是否迎合你的心愿，都要从是否符

合道义的角度来考求。党员干部对待公务要时
时守住公心，事事出于公心，以大局为重，做到严
以修身、严以律己，树立良好家风，在工作中率先
垂范，当好人民的勤务员。

克勤克俭 无怠无荒

贪欲是党员干部为人民服务的绊脚石。贪
则办事怠惰、不公，也势必影响人民群众的利
益。《尚书》警示执政者务要戒除贪逸、贪名、贪
利、贪酒、贪物、贪玩等恶习。

《尚书·大禹谟》中谈道：“罔违道以干百姓之
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不要违背正道来求得
民众的夸赞，也不要违背民众来顺从自己的私
欲。前者说明为政者不要因为好名而做出违背
正道的事情，后者强调不要放纵私欲，这样会使
百姓受损。

《尚书·五子之歌》记录了“太康失邦”“后羿
代夏”的故事。太康好游猎，久出不归，民众生
怨。有穷国国王后羿便取代了他的政权。五个
兄弟怨恨太康，追述大禹的训诫而作歌。其中一
首为：“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
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意思是，执政者如果
在内迷于女色，在外迷恋游猎，沉湎于美酒、淫
乐，追求高大的宫室、奢华的住所，这几种情况但
凡染上一种，没有不亡国的。

在《尚书·伊训》中，伊尹回顾了先王制定的
纲纪，将三种恶劣风气、十种劣行定为“三风十
愆”，让大家引以为戒：有胆敢经常在宫中观赏舞
蹈，在家中醉酒高歌的，叫做巫风；有胆敢贪图财
物、女色，经常游乐围猎的，叫做淫风；有胆敢轻
慢圣贤的言论，拒绝忠直的规劝，疏远年老德高
者，亲近小人的，叫做乱风。这三种风气、十种劣
行如果沾染其中之一，国家就会陷入危险。

《尚书·旅獒》记录了周武王灭商以后，开辟
了通往西部周边少数民族的道路。西方的旅国
用当地名贵的獒犬前来进贡，但是正在做太保官
职的召公觉得这个礼物不能收，于是作《旅獒》，
提醒周武王“玩人丧德，玩物丧志”，要时时处处

以慎德为本，不要开启玩弄奇巧异物的风气。比
起重视远方的珍宝，重视贤能的人才，国家才能
安定。一心一意把国家治理好，远方的人们自然
愿意归附。

《尚书·酒诰》则记录了殷商灭亡不久，文王
之子康叔被封卫国时宣布戒酒诰词的故事。康叔
被封时，尚且年幼，周公担心康叔饮酒腐化，就让
康叔在卫国宣布戒酒令，只有祭祀时方可饮酒。

除了警戒为政者不要纵欲，《尚书》还劝告为
政者要时刻勤勉上进，不可懈怠，并以勤俭节约
为美德。《尚书·无逸》写道，周公在还政给周成王
之际，提醒周成王不要贪图安逸，要知稼穑之艰
难，知小民之疾苦。唯有不断进行自我净化，才
能免于商朝被周取代的结果。

莫生贪惰意，休起荒怠心。领导干部应以身作
则，克制过分的物质欲望，在生活上勤勉俭朴，在工
作中勤于政务，不能怠慢和松懈，真正去了解民生，
掌握真实情况，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办事。唯有
如此，才能永葆初心本色，永得人民拥护。

不矜不伐 日新己德

领导干部能够始终保持谦虚的态度极为关
键。《孝经》言：“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
满而不溢。”当身居一定职位时，唯有时刻保持谦
虚、谨慎，才不会有倾覆的危险。

《尚书》中不乏教人谦虚的句子，在《尚书·大
禹谟》中，舜帝嘱咐大禹：“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
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这是在说，禹
推善让人，反而不失其能；有了成绩不居功，反而
他的功劳谁也无法否认。《尚书·说命中》说：“有
其善，丧厥善；矜其能，丧厥功。”当一个人自恃其
功的时候，反而会在别人眼里丧失功绩。

《尚书》亦用历史证明了“德日新，万邦惟
怀。志自满，九族乃离”的盛衰之道。《尚书·大禹
谟》记载，三苗部族残害百姓，道德沦丧，舜帝曾
经派大禹去征讨三苗。三苗虽然暂时被武力震
慑住了，但并没有完全被征服。伯益建议说：“惟
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

至诚之心是可以感化人的，禹接受了这个建议，
随即撤回了军队，对三苗进行礼乐教化，后来，三
苗终于主动前来归顺。可见，耀武扬威没能使对
方屈服。放弃武力，以德感怀反而使人心服口
服。《尚书·汤诰》记述了商汤灭夏后放逐夏桀，认
为自己有愧于古贤之德行，悔其过曰：“其尔万方
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商汤
盛德，依然恪守常法。而商纣王目中无人，自以
为天命所归，虽有“亿兆夷人”，终是“离心离德”，
军队临阵倒戈。

以史为鉴，党员干部要时刻保持谦虚谨慎、
不骄不躁的作风，在学习上不自满，在生活中平
等待人，遵规守纪，避免在取得成就后骄傲自满，
方能行稳致远。

好生恶杀 刑期无刑

孔子曾说“仁者爱人”，希望人们在日常生活
中能够亲善友好，做到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为政者在制定政策时要发用仁爱之心，充
分发挥以德感人、以德教化的作用，以人心向善、
社会和平安定为导向，教化人们，而不是单纯为
了惩戒人们。

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孔子表示，审理诉讼案件，自己同别人也是一样
的，重要的是使诉讼的案件根本不发生，希望能
够以德化人。《尚书·大禹谟》中记载，“期于予治，
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时乃功，懋哉。”使用刑罚
是为了以后能够不用刑罚，让民众合于中正之
道。《尚书·吕刑》亦言，断案需要公心，要以怜悯
之心、谨慎之心判决案件，比起口才好却巧言善
辩之人，贤明良善之人才适宜断案。

道德教化能防治祸患于前，领导干部当知道
德教育的重要性。教育人们成为内心良善的好人，
比对犯错之人处以严厉惩戒更有长远助益效果。

《尚书》呈现了虞、夏、商、周的兴替盛衰状
况，其经史互参互证的文本特质展现了“德立则
国治，德失则国危”的历史规律。尧帝“允恭克
让”，国家兴盛；太康贪图玩乐，丧失政权；夏桀暴

虐无道，商汤取代；商汤以仁爱立国，不拘一格任
用出身卑贱的伊尹，国家兴盛；伊尹劝扶太甲，使
其改邪归正；商高宗武丁重用能臣傅说，实现“武
丁中兴”；纣王荒淫无度，百姓离心离德，终又被
周所取代；周公辅佑成王，东征平叛，劝王以德，
天下安定。此类事件记载，体现了执政者立德修
身与王朝兴衰的面貌，突显了修身立德、推行德
政的重要性，值得党员干部学习借鉴。

《尚 书》中 的 修 身 智 慧
●葛斯青

御 史 服 冠 寓 意 深
●张楚涵 马 鹏

传说中头上长角能触奸邪的獬
豸石雕。

黄裳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记者，在戏剧、新闻、出版、藏书
等领域均有建树。黄裳究竟使用过哪些笔名，连他自己都记不
清。2006年，他曾在一封信中说：“旧用笔名，几近百数，难以遍
忆……”（董宁文《〈我的笔名〉编后记》，《书脉人缘》，青岛出版社
2019年1月版）

2022年9月，钦鸿、徐迺翔、周彬合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作
者笔名大辞典》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所收黄裳笔名，除
其本名容鼎昌外，计有24个，即鼎昌、宛宛、流水、秋远、朱孚、芳
垂、范莱、勉仲、叔孙遥、赵令仪、楮冠、华皎、鲁昔达、默庵、庾持、
南冠、韦禽、吴咏、何戡、黄裳、黄伯思、方兰汝、旧史和杨廷。这个
数量虽离“百数”尚有不小差距，但与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
12月版《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收录黄裳笔名11个）相
比，已经相当可观了。

据我所知，黄裳还用过三个笔名，可惜我不认识《中国现代
文学作者笔名大辞典》编者，不然早就提供给他们了。

一是“虞荔”。
2004年12月16日，黄裳写过一篇《我的集外文》。文中，他

说柯灵编《商情午报》，曾请他承包一整版副刊，“设有六七个栏
目，用不同的笔名”。又：“从旧日记里查到，我写的文字有《谈赛
金花》，时为一九四二年五月四日。所用笔名有‘虞荔’等”（《来燕
榭文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1月版）。按黄裳自
述，他在《商情午报》上以“虞荔”等笔名发表了《谈赛金花》等大
量作品。遗憾的是，这张报纸现在很难见到，否则我们至少可以
找到《谈赛金花》和其他署名“虞荔”的作品。

二是“黄皆令”。
黄裳以笔名“黄伯思”在上海《文艺春秋副刊》发表过两篇文

章，一篇是《谈何其芳》，载1947年1月15日第1卷第1期；另一
篇是《关于废名》，载1947年3月15日第1卷第3期。这两篇文
章均已收入作家出版社2006年5月版《来燕榭集外文钞》。

在《关于废名》附记中，黄裳说：“这是我写的一篇读书记之
类的东西，发表在重庆《大公晚报》的‘小公园’上。”据此线索，我
找到了这篇文章，是刊在重庆《大公晚报》1946年10月16日第
2版《小公园》副刊，但署名不是“黄伯思”，而是“黄皆令”。在内
容上，《大公晚报》本与《文艺春秋副刊》本几乎完全相同。

重庆《大公晚报》本《关于废名》开头写道：“前边讲过了俞平伯，现在来看废名。”经
查，讲俞平伯的文章，题为《关于俞平伯》，载重庆《大公晚报》1946年10月13日第2版
《小公园》副刊，署名也是“黄皆令”。重庆《大公晚报》上还有一篇署名“黄皆令”的文章
《关于“破门文件”》，载1946年10月23日第2版《小公园》副刊。文章一开始就讲：“前边
说了俞、冯两位，现在该讲到沈启无了，这位被周作人称为‘小徒’的人物。”可见，这篇文
章也出自黄裳之手。

三是“伯思”。
1946年，黄裳在重庆《大公晚报》副刊《小公园》上发表不少作品，大多未收入已出版各

种黄裳作品集，应属于“来燕榭集外文”。其所用笔名除“黄裳”“黄伯思”“黄皆令”外，另有“伯
思”。据不完全统计，署名“伯思”的作品有《京尘影事录》之七（9月23日）、之八（9月24日）、
之九（9月30日）、之十（10月2日）和《关于苦雨斋打油诗》（11月24日）。

黄裳似乎喜欢以前人的名字用作自己的笔名。
关于“黄裳”笔名的来历，说法不一，或谓黄裳是黄宗英的忠实“粉丝”，“黄裳”意即

“黄的衣裳”；或谓“黄裳”本是黄裳为黄宗江所取的艺名，黄宗江不用，黄裳则用作自己
的笔名；或谓抗日战争后期，黄裳在云南给盟军当翻译官，“黄裳”乃取其“身着黄色军
装”之义；或谓源自清代才子佳人小说《平山冷燕》中平如衡的诗句“玄黄妄想裳公子”
（系化用《诗经·七月》“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但从黄裳发表作品时既用“黄
裳”又署“勉仲”来看，这个笔名或许来自宋代黄裳的名字亦未可知。宋代黄裳（1044—
1130），字勉仲（一作冕仲），文学家，有《演山先生文集》行世。

虞荔（502—561），梁代大臣，著有《鼎录》。黄伯思（1079—1118），北宋时期的金石
学家、书画家、收藏家，著有《东观余论》等。黄裳饱读诗书、遍览群籍，“虞荔”“黄伯思”两
个笔名，大概也是他借用的。

“黄皆令”更是如此。明清之际的名媛、诗人、画家黄媛介，字皆令，是柳如是的闺中
密友。1963年前后，黄裳应香港《大公报》编辑陈凡之约，撰写了一部以晚明史事为题材
的小说《鸳湖记》，黄皆令是其中的人物之一。黄裳曾托周汝昌协助索取天津博物馆所藏
柳如是《月堤烟柳图》副本，图上有黄皆令题诗（参见周伦玲《黄裳和他的小说〈鸳湖
记〉》，《文汇报》2021年12月12日第8版）。

要想弄清黄裳的全部笔名及其来历，洵非易易。倘若黄裳健在，发现疑似他的笔名，可
通过各种方式请他确认。黄裳生前，就为《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大辞典》编者提供过材料或
做过审核补正工作。但现在已没有这样的机会，考证其笔名的难度恐怕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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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群书治要·尚书》刻本书影。

六月之初，生机勃勃；春留余韵，夏暖山河。风
拂翠绿，百态绰绰；妙意横生，趣味多多。当此万物
竞发之际，喜逢童稚烂漫之节！

夫童稚者，童心之载体也；童心者，人心之本源
也。无忧无思，天真纯粹；灵智始萌，知著见微。自
然明净，初心淳美；气韵浑然，笃实光辉。嗟乎！人
之长成，皆由儿童；去而不返，百虑萦胸；回望过往，
笑语盈盈；纯真宛在，烦恼一空。由是可知，六一节

日之乐非只儿童，成人亦为之而喜庆。
然则，流连于斯虽美，追溯其缘则痛。一九四二

年六月，二战硝烟之中，德国纳粹，滥施暴行。妇弱
矜寡，壮男童婴，或亡于枪口下，或虏至集中营。惨
无人道，史册永铭；后人念之，以悼以警；一九四九，
儿童节定。

时光荏苒，风雨涤荡；和平之光，沐浴东方；
盛世中华，儿童茁壮。每逢六一节庆，华夏喜气洋

洋；室中但有小儿，举家倾情欢畅。校园内外，神
采飞扬；游乐场上，笑声回荡。此情此景，令人神
往；如逢甘霖，如饮醇酿。盖儿童者，人类之未
来，家庭之梦想，祖国之花朵，民族之希望。固应
守护其童心，庇佑其成长。正所谓：今朝童声儿
语，明日锦绣华章。

故知六一之情怀，在于不忘本来，面向未来；六
一之意义，在于鼓舞新生，护佑儿童。一家之气氛，
可观其童稚之精神；一世之风采，可观其童稚之状
态；一国之治道，可观其童稚之面貌。昔梁任公有

“少年中国说”，其谓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
少年雄于世界则国雄于世界。此乃不刊之论，至理
名言。然少年亦由儿童长成，有康乐之儿童，方有强
健之少年。而今儿童节，在于儿童，吾可言“儿童之
中国”：儿童健则国健，儿童乐则国乐，儿童浸于友爱
则爱心溢于中国。

美哉，吾中华之儿童，茁壮成长！妙哉，吾儿童
之中华，大爱无疆！

儿 童 节 说
●赵献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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