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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发展取
得了长足进步，如今在不少领域走在了
世界前列。人们对于祖国的未来充满了
憧憬和祝福，这在春联中能够体现出来，
例如：十亿神州晓日起，千秋伟业巨龙
飞。意思是中国拥有十四亿多人口，像
朝阳一样冉冉升起；中国正在努力实现
民族复兴，像巨龙一样腾空万里。

“神州”古代就用来指中国。据说炎
帝是上古时期姜姓部落的首领，黄帝是
古华夏部落联盟首领。炎帝在被蚩尤打
败后，与黄帝联手，在涿鹿与蚩尤展开激
战并取得胜利。后来黄帝和炎帝形成了
炎黄部落联盟。相传炎帝统辖的土地称
为“赤县”，而黄帝统治的土地称为“神
州”，赤县和神州合称“赤县神州”。

“神州”的说法最早见于《史记》。后
来，人们就称中国为“赤县神州”，有时也
称作“赤县”或“神州”，但更多的是称作

“神州”。下面就来说说“神”“州”两个字
的由来。

先来看看“神”。在甲骨文中，“神”
写作“申”，像是划空而过的闪电形状。
实际上，“申”也是“电”早期的写法。由

于古人不了解一些自然现象，对雷和电
的出现感到敬畏，于是把“电”和“神”联
系在一起。在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雷
公和电母是负责打雷放电的神仙夫妻。
传说当雷公和电母吵架时，天上也会雷
电交加。

金文的“神”跟甲骨文外形近似，仍
然像是闪电的形状。到了小篆中，在原
字形的左边加上了“示”，表示“神”这个
字跟祭祀有关：通过祭祀，可以求得神灵
的保佑。隶书的“神”，左边的“示”逐渐
变成了“礻”，右边的字形进一步符号
化。楷书的“神”，左边基本不变，右边成
了“申”的写法。“神”中的“礻”表示意义，

“申”表示读音和意义。

再来看看“州”。在甲骨文和金文
中，“州”的字形左右两条曲线像河的两
岸，中间像是水中的一块陆地，合在一起
表示水流包围着一块土地。到了小篆
中，整个字形受到了中间部分的影响，两
边也开始与中间整齐划一。隶书的结构
与楷书相似，但更加符号化，已经难以看
出与水中的陆地之间的联系。

“州”本来的意思是表示水中的陆

地。《说文解字·川部》：“水中可居曰州。”
但在这个意义上通常写作“洲”。《诗经·
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地
球上的海洋占 71%、陆地占 29%，所以七
大洲就相当于坐落在四大洋中的七块陆
地。

由于“洲”表示水中的陆地，为了区
分，“州”的意义成了古代的一种行政区
划。相传大禹治水时有九州：冀州、兖
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和
雍州。后来“九州”还成了中国的代称。
陆游《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
见九州同。”直至今日，我国仍有很多城
市用“州”命名，例如广州、杭州、温州、台
州、苏州、扬州、常州、郴州等。

最后，再来聊聊对联的张贴位置问
题。按照古人的书写习惯，对联是从右
向左，所以贴春联以往是面对大门的右
边贴上联、左边贴下联。不过，现在一些
横批改为从左往右书写了，因此可以根
据横批决定怎么贴春联。如果横批是从
左往右书写的，就上联在左，下联在右；
如果横批是从右往左书写的，就上联在
右，下联在左。

（作者系广西语言学会理事，文学博
士，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汉语
国际教育系教师）

这副春联写满了对祖国的祝福
——探寻春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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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年是迎接春节的序曲。今年的2
月2日（腊月二十三）是北方的小年，2月
3日（腊月二十四）是南方的小年。了解
民俗民风，认识文化传统，也应该是孩
子们寒假一项重要的作业。除此以外，
还有哪些别具一格的假期作业呢？

认知不断变迁的民俗

首先，我们可以带孩子们研究一
下，为什么南北方的小年时间不一样，
怎么看待小年祭灶的传统习俗？祭灶
神是古老的原始自然崇拜，过去一般都
是在腊月二十四，宋代诗人范成大写过
一首《祭灶词》：“古传腊月二十四，灶
君朝天欲言事”。清朝帝王家于腊月二
十三举行祭天大典，为了节省开支，顺
便当天把灶王爷也祭了。上行下效，北
方的百姓也就提前一天在腊月二十三
过小年，而在南方依然是在二十四
祭灶。

关于如何理解民俗，民俗学家何大
齐所著的《北京的春节》里讲道：中国人
奉行“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某种
程度上讲，灶王爷监督全家人并上天汇
报、根据每个人的表现来奖惩的民间传
说，虽然今天看来有些可笑，但在农耕
时代也是一种引导人们行善的民俗体
现。如今过小年祭祀的习俗淡化了，团
聚餐饮的仪式还在，因为无论时代怎么
改变，核心追求是一样的，都是祈求全

家人幸福和睦，鞭策大家按规矩行事。

饮食中的科学学习

学习做饭做菜、分享美食是很重要
的亲子活动和联络感情的方式。中国
地质大学附中初二年级布置的生物作
业，就是设计一个小实验，和家人一起
动手蒸馒头，自变量可以是酵母粉的用
量、发酵时间、面粉的种类等，调动自己
的思维，按照探究的过程设计实验方案
并撰写实验报告，按照提出问题、作出
假设、制定计划、实施计划、观察与记录
实验结果，最后得出结论、总结感受。
以这样的作业方式，让学生在家常食物
制作中，学习科研的方法、培养科学的
思维。

有学校布置的生物作业是种菜、种
水果。比如，北京八一学校给初二布置
的生物作业是栽培白菜，观察白菜的生
长、发育、开花、传粉和结果；人大附中
石景山学校给初一学生布置的是种植
草莓或者观察种子（黄豆、绿豆）的萌
发，制作幻灯片。这都是研究型的作
业，让孩子们动手动脑，还能吃到自己
的劳动果实。北师大亚太实验学校留
给七年级的地理作业是，分析选取的年
夜饭的食材产地、生产该食材的地理条
件、运到北京的运输方式、味道等因
素，说明菜品的特色与地理的关系。

重新定义作业形式

年节是家长更新观念、改变认知的
一个时机。北京的中小学生今年迎来
了五花八门、脑洞大开的创意寒假作
业。海淀实验中学布置的数学作业是
让同学们用数学的眼光看北京，比如去

看看传统美食的小店，估算小店营业
额，为北京创造了多少价值，或者去测
量寺庙各种门的尺寸。人大附中西山
学校布置的初一英语作业是录制视频，
用英语来讲述春节的来历，以及和家人
共度春节的经历。

在杭州，采荷第三小学教育集团全
面取消传统的书面作业，取而代之的是
为同学们精心准备的个性化、特色化、
多样化的寒假生活指南：第一种是有益
身心的健康运动；第二种是走读中国，
走读世界，拓宽视野，开阔胸襟；第三种
享受阅读、影视、戏剧，培养审美情趣，
丰盈精神世界。交作业也不是带着作
业本，而是和同学、老师们分享自己的

见闻和心得，形式不限，可以是口头讲
述，也可以分享照片或者画一幅画。

从这些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作业
可以看到，不是只有抄抄写写才是做作
业，具有实践性、探究性、开放性、自主
性的寒假作业，让孩子们关注现实生
活，让学习得以真实地发生。正如美食
家王仁湘先生所著的《饮食与中国文
化》里所写：“年节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
团聚、欢娱和酒足饭饱。在热烈的文化
氛围中，个性得到陶冶，传统得到延续，
民族文化得到发扬。人们内心的寄托
与希望，在年节中一次次深化，也一次
次升华。”

（作者系教育科普作家）

打开格局，陪伴孩子花式写作业
□□ 李峥嵘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