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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是农业社会，一切以农事为本，学
习也不例外。因此，开学时间通常会绕开农
忙而选择农闲时节。据东汉崔寔《四民月令》
的记载，古代入学分成童和幼童，其中成童在
正月农事未起和十月农事结束时，幼童在正
月“砚冰释”、八月暑退和十一月“砚冰冻”之
时。如此规定，或许与成童需要辅助农事而
幼童要考虑他们的年龄与气候是否适宜有
关。但大体而言，这与目前实行的9月秋季
开学和元宵节后的春季开学是比较接近的。

通常来说，古代儿童在5岁启蒙，首次
入学也被称为“开书”“破学”“破蒙”等。这
不仅对幼童是件大事，对整个家庭也同样如
此。进学堂前，家人要先给孩子置办笔墨纸
砚等学习用品，富贵家庭还会专门配备书童
等辅助人员。《红楼梦》里就提到，贾宝玉开
蒙时，不但茶壶盖碗、手炉脚炉等一应俱全，
另外还有4位小书童陪伴及年长者在旁看
护。入学当天，有些地方还特意为孩子准备
四样早餐：豆腐拌葱、双红鸡蛋、猪肝芹菜、
全尾鲮鱼，分别寓意“聪明伶俐”“连中双元”

“勤学当官”“跃入龙门”。
至于要去异地求学的学子，需要准备的

东西就更多了。首先，盘缠即路费、学费、生
活费要准备好；其次，行李装备如褡裢、包袱
及装书或衣物的箱笼等也要备齐。如果条
件允许，出远门的学子可以有书童、伴读之
类帮忙背书挑担；要是家境贫寒，那就只能
独自负重前行了。元末明初文学家宋濂在
《送东阳马生序》中就说过，“当余之从师也，
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
数尺，足肤皲裂而不知”。

清末新政时期，实行教育改革。1901
年，时为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在试办学堂章程
中提出“每年春季以正月二十前后开学，小
暑节放学给暑假休息；至立秋节后六日开
学，十二月十五前后放学给年假”。1904
年，张百熙、荣庆、张之洞等人规划的“癸卯
学制”以日本为效仿对象，其中也包括秋季
开学的做法。

经过上百年的实践和演变，国内最终形
成秋季9月1日和春季元宵节前后开学的
通例。

尊师重教 好学明道

古代开学礼仪有多庄重？

2018年，北方某钱币拍卖会上现身了一
方秦汉时期的“儋”字印章，该印为青铜材
质，形制为秦至汉初常用的类似金字塔形状
的多层台钮式，顶部有一个用于系绳的穿
孔，印面正方形，宽11.2毫米，长11.4毫米，
重2.4克。

该印印面有一个小篆的“儋”字，属单字
印，这类印章的数量远少于常见的两到三字
的人名印。与今天普遍使用印泥钤盖印章
的传统不同，秦汉时期的印章是直接盖在湿
润柔软的封泥或者陶土上而产生立体的印
文，再经烘烤干燥后使用。

从铜印的制作方式来说，一般分为铸造
印和凿刻印两种。经常使用的印文如“日
利”“百赏”“可以正下”等吉语印，以及一些
常用的官印，都会采取铸造法制成；而那些
很少重复的人名印，和一些少见的小职位官
印，则会采取直接凿刻的方式，以手工凿刻
完成。铸造印的印文比较统一，而凿刻印则
根据主人审美喜好和工匠水平高低呈现出
千姿百态，极少出现相同的情况。

这方“儋”字铜印，就属于工匠手工雕刻
而成的凿刻印。尽管印面较小，但整体印面
布局巧妙，小篆的“儋”字的单人旁占印面约
五分之一，灵动如垂柳纤纤；而“詹”字部分
结体沉稳，繁而不冗，整体文字凝重而不失
秀丽，笔画转折处生动流畅。经与汉中晚期
印文中的“儋”字相比，字体有着明显的区
别。

陕西省收藏家协会副会长、陕西省民间
艺术司法鉴定中心专家李欣宇先生认为，这
方铜印是非常标准的秦到汉初的印章，书法
艺术性强，从泥蜕上看，线条流畅，说明凿刻
技法也非常标准熟练，属于此类文字印章中
的上乘之作。“儋”字本来就少见于古代文物
铭文之中，这枚铜印很可能是目前已发现的
最古老的带有“儋”字的青铜器物。

那么这一方“儋”字铜印，在秦代和汉初
的时期，会是谁在使用呢？会不会与早期的
海南有联系呢？其实未必。在清代段玉裁
注解的《徐铉注说文解字》一书中，将“儋”字
解释为“背曰负，肩曰儋”，也就是说“儋”字

其实是“担（擔）”的通假字。 我们今天熟知
的“儋耳”一词，最初之意其实是笼统地指南
方一些少数民族“皮连耳廓，下垂至肩”，之
后才逐渐演化成为固定的南方地域名称。

除此以外，“儋”字也是秦汉时期人名中
的常见字，例如战国时期一位东周太史名为

“儋”，曾经预言秦国将灭诸国；秦二世时，还
有一位名叫田儋的齐国贵族起兵反秦；以及
河北出土的“赵儋之印”，都是儋字作为人名
的用法举例。

而就这方铜印而言，印面只有单字而无
姓氏，与当时流行的包含姓氏的人名印格式
并不一致，所以这方印是人名印的可能性并
不大。笔者认为，不排除这方铜印上的“儋”
字有代表职业或者作为与地名相关的低级
官职的可能，例如代表当时管理担夫的职位
或南方少数民族部落事务的小官吏。

尽管这方铜印在当年或许未必与海南
岛有关，但在今天看来，这个出于两千年前
无名工匠之手的优美小篆“儋”字，仍然能够
让我们感到来自遥远的亲切。

崇文重教
迈德村
■ 陈新

海南岛有座文化底蕴丰厚的古村
落，名叫迈德，位于海口市江东桂林
洋。据史料记载，迈德村建于明代，至
今已近600年历史。迈德村里住着200
来户人家，清一色都姓曾。据村里曾氏
族谱资料记载，这一支曾姓人家的祖
上，可以追溯到孔子得意门生曾参其
人。曾参的第49世孙曾有昌（1201年
—1294年），南宋嘉定末年（1224年）出
仕琼州统帅，此后定居在琼州府城西部
的坡博村。明代正统年间（1436年—
1449年），曾子的第59代孙曾祖裔、曾
祖贤兄弟从府城迁居迈德村。

去年初冬一个晴朗的早上，沿着江
东大道驱车半个小时，我们走进了迈德
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潭碧波荡漾的
湖水；湖上一座龙头双雕的状元桥极具
古韵遗风，桥的两边是两座亭子，一座
是状元亭，一座是院士亭；离桥旁不远
的一口神龙古井，井水清冽甘甜，是滋
养世代村民的源泉。

在村中，我们还参观了曾氏宗祠、
经学堂等古迹。清代光绪年间重建的

“曾氏宗祠”前门有副楷体对联“武城世
族，鲁国家风”，表明该村曾氏的根源就
在山东武城。多少年来，不论风云如何
变幻，他们不会忘记故土，不管如何时
移世易，他们都铭记先祖是读书人。

祠堂里那座流芳几百年的经学堂
是迈德村的骄傲，从建成开始，这里一
直是族中子弟习文诵读之地，两百年
来，这个乡村私塾培养出了众多出类拔
萃的人物，可谓彦士俊杰，代有人才，进
士、举人、贡生、国学生等才俊，使得经
学堂成为迈德村的金字招牌。

迈德村曾氏宗祠的形制完全按照
山东曾氏宗祠的规格、形状建造，这座
典雅大气的祠堂是“上可奉祖宗，下可
训子弟”的场所。所有的曾氏后人在每
年的正月十五，都心之所向纷纷赶回宗
祠祭祖。过去，迈德村族规民约中明文
规定，凡不入宗祠经学堂读书的子弟，
属于没文化的人，不得正式参加祭祀。
曾氏祠堂的神台上，居中最大的一块牌
位，是至圣先师孔子，还有历代曾氏祖
先的牌位。经学堂内高悬着一块块“解
元”“武魁”“拔元”“优元”“大雅扶轮”等
牌匾。

由于崇文重教的精神传承，迈德村
570多年的建村史中，培养出4位进士、
30余名贡生、国学生和40多名秀才，海
南科举考试中最后一名广东乡试解元
（第一名举人）——曾对颜，就是迈德村
人。曾对颜的两个儿子曾同春和曾浩
春是民国留学法国的博士，中国工程院
院士曾德超先生也是从迈德村走出去
的。令村民们口耳相传的佳话还有，从
迈德村诞生的教授、教师共92人，特别
是曾广进一家九代有47人当教师，成为
海南较大的教育世家。

可以说，如果古代没有经学堂的教
育栽培，今世没有崇文重教观念的传承
和支撑，一座小村庄不可能诞生出这么
多人才。为了表彰迈德村重视教育，人
才辈出的成就，2008年，海南省政府授
予迈德村“海南十大文化名村”的光荣
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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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满楼

元宵节一过，
也就到了开学的
时候，大、中、小学
生都得打点书包，
回到各自学校开
始新的学业。从
开学时间来看，古
代和当下有相似
之处，但就入学或
说开蒙仪式而言，
古代更为庄重。

手工凿刻 青铜材质

一方秦汉时期的“儋”字印
■ 杨天德

礼仪也好，仪式也罢，用意都在郑重其

事。而真正值得思考的，是背后蕴含的深刻

道理。如古代学童学到的第一个字，就是在

先生的扶持下写就的“人”字。之所以选择

这个字，不仅仅是因为“人”字一撇一捺，非

常简单，而是寓意无论做人还是做学问，凡

事要堂堂正正，站得直，立得稳。

再如“正衣冠”的启示意义。南宋理

学家朱熹在《童蒙须知》中说：“（学童）凡

步、行、趋、跄，须是端正，不可疾走跳踯。

若父母、长上有所唤召，却当疾走而前，不

可舒缓。”对于坐立、行走、躺卧这些，看似

生活小节，其实是关系到个人习惯和修为

的大事。但凡有志之人，大都遵守“坐如

钟，立如松，行如风，卧如弓”的基本行为

规范。

如果条件允许，“击鼓”环节也很有意

义。所谓“一通鼓，读圣贤书；二通鼓，立君

子品；三通鼓，做有德人”。击鼓声越响，寓

意的志向就越远大，目标就越明确。在洪亮

的鼓声中，先生谆谆教导，学童立下宏志，这

种教育堪称有声有色。

古人云，“天地君亲师”“生我者父母，教

我者师傅”，老师的地位与作用不言而喻。

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的优良传

统，学生对老师的基本礼仪自应牢记在心。

如老师上课提问、学生起立作答；上课下课

前，学生都要对老师行礼，这些礼仪，古代如

此，现在也是如此。清代雍正时期，弘历兄

弟在懋勤殿向张廷玉等4位师傅行礼，后者

推辞不敢受，内侍总管在旁传雍正上谕：“皇

子见师傅，当礼拜。”此后，上书房师傅不跪

皇子，相互行作揖礼即成为惯例。皇家尚且

如此，何况民间。

古代入学礼看似复杂，但庄重的仪式本

身就是一种教育。无论古代或现代，举行入

学礼都是让学童在仪式中明白尊师孝亲的

做人道理和勤学苦读的好学精神。通过这

种仪式，学童就此迈开求学生涯的第一步，

这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

古代学童的入学仪式十分庄重，其中包括
正衣冠、拜师礼、净手礼、开笔礼等环节。《礼记》
云：“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
这就是说，礼仪首先从言谈举止开始，衣着要整
洁，表情宜端庄，说话应和气。所谓“先正衣冠，
后明事理”，古代开蒙仪式第一个环节是“正衣
冠”，由先生为学童整理好衣帽并端正仪容后，
然后才能进入书斋。

进入书斋后，学童须在先生的引导下行拜
师礼。拜师礼分两步：首先叩拜至圣先师孔子，
通常是对着孔夫子牌位或画像行三跪九叩首大
礼；接着，学童对先生行一跪三叩首之礼。当
然，要是条件简陋，也只好草率行事。如鲁迅在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记载他的开蒙礼：“没
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第一
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第二次行
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

行完大礼，学生要向先生送上“束脩”之
礼。《论语·述而》中云：“子曰：‘自行束脩以上，
吾未尝无诲焉。’”孔子的意思是，但凡自愿拿干
肉来送我的人，我从来没有不给予教诲的。由
此，“束脩”在后来也就成为学费的代名词。一
般来说，作为学费的“束脩”在行礼前已送，开蒙
仪式上送的都是象征性礼物，其中包括“干肉、
芹菜、莲子、红枣、桂圆、红豆”六种，意在“感谢
师恩”“勤奋好学”“苦心教育”“早早高中”“功德
圆满”“红运高照”，以讨个吉利。先生收礼后，
会回赠《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著作，并带领
学童齐颂《大学》首章：“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
亲民，在止于至善……”

诵读结束后，学童将手放到水盆中行“净手
礼”。“净手”是正反各洗一次，意在净手净心、去
杂存精，寄望学生在日后学习中专心致志、心无
旁骛。

净手礼之后，是最后一个环节“开笔礼”。
开笔礼又包括朱砂开智、击鼓明智、描红开笔三
个步骤。首先，由先生用蘸有朱砂的毛笔在学
童眉心处点上一颗红痣，因为“痣”“智”谐音，寓
意学童开启智慧，一点就通；击鼓明智的传统来
自《学记》“入学鼓箧，孙其业也”，意在通过击鼓
声的警示，引起学生对读书的重视。当然，不是
所有书塾都会点痣击鼓，但第三个步骤“描红开
笔”必不可少，而且写的一定是“人”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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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沙馥《书馆儿戏图》。
江苏常州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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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桂林洋迈德村曾氏宗
祠前门。 本报记者 陈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