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家村村民正在制作虎贝蒸笼

“蒸”是能体现烹饪特色的烹调技术，也是能
保留食品营养的烹饪方式。蒸笼是中国饮食文化
的重要炊具，传统的竹木蒸笼由于器物本身吸水
性强，在蒸制过程中锅里产生的蒸汽极易被竹木
吸收，蒸汽不倒流，并能让食物营养成份不受破
坏、香气不流失，因而有着长久的使用传统。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虎贝乡黄家村属于近海
山区。这里山岭连绵，潮湿雾多，气候润湿，尤
其适合柳杉和毛竹的生长。丰富的林木资源，为
虎贝黄家蒸笼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黄家蒸笼是
黄家村祖传的传统工艺产品，采用质地疏松、轻
软细致的柳杉、毛竹、水藤等特殊材料制作，外
形美观、触感细腻，能让饭食保持一股特有的清
香味道，久置不馊。因此，“虎贝黄家蒸笼”在闽
东备受青睐。作为民间手工艺的技术内涵，黄家
蒸笼始终保持着人与自然、自然与材料、材料与
技术的连续关系。黄家蒸笼在创制、完善过程中
自始至终包含了工匠对材料的认识和利用，显示
出经验理性的意义和光彩。

黄家人手工制作柳杉蒸笼的技艺，历经元、
明流传到了清乾隆年间，由于福建髹漆业的蓬勃
兴起，手工制作的柳杉制品更为繁多，碗、盘、
杯、盒、碟，瓶、壶、盏、甑等，花样百出，品种
繁多。尤其独具匠心的是“八仙迎客盒”——“垒叠
成宫灯，摆折似花开”。据《宁德市志》记载：宋哲宗
绍圣四年（1097年），年方15岁的黄一府，以其灵巧
的手艺，发明了杉木蒸笼，并迅速在当地走红。
于是，学艺、贩卖的人越来越多，黄家村一时成
为远近闻名的“蒸笼村”。从此，黄家人一代接一
代，父教子学，学艺传艺；走南闯北，游艺卖
艺。清乾隆年间，黄家蒸笼一度成为宫廷贡品。

民国时期，黄家蒸笼艺人散落福州、南平、顺昌
等地开店设号经营，在福州市台江区形成了“蒸
笼一条街”。

黄家蒸笼的制作，无需绘制图纸，图在师傅
心中，他们依靠口传心授，手把手地教学传承技
艺，延绵至今，是靠山吃山、勤劳致富的乡村民
艺典范。黄家人因材施艺，随物赋形，盘贴成
器，并不断改进，使黄家蒸笼等器具渐渐趋于完
善。随着传男不传女的藩篱旧俗被打破，妇女学
艺兴业早已司空见惯，并且在八闽大地出手不
凡，佳绩频传。

实际上，制作蒸笼程序和技艺是很复杂的。
以制作一只外径一尺 （30 厘米） 的传统黄家蒸笼

（俗称饭甑） 为例，需柳杉片盘料 8厘米×1300厘
米，料重2公斤。要花费艺人两个整工日，需经过
选材 （完好的坯片）、盘层接头、盘箍、嵌接、插
徛 （jì） 板等大小80多道工序。其手法有“十二
字诀”：“盘、贴、削、裁、钻、刨、剪、缚、
顶、嵌、打、压”。艺人们灵活融合了木工、竹篾
匠、裁缝布艺等多种艺匠的技艺。仅使用的工具
就要用到剥片用的掰墩、刨架和篾刀等，还有盘
制工具：栫刀、推刀、直荡、横推、铰刀、裁
刀、锥子、夹屑夹子、规车 （土圆规）、顶尺、顶
子、铁锤、大小车线刀、手锯、墨斗、带钻、铁
夹、量摸 （厘米尺）、缚栫凳、工具凳等。现在的
黄家村人，仍遵循着自然性、随意性、偶然性、
率真性以及绿色环保的乡土文化精神品格。因
此，在福建宁德一带有着“虎贝有三宝：蒸笼、
老酒、矿泉好”的说法。

虎贝及蕉城一带的木工行业神不是“鲁班”，
木匠们崇拜和祭祀的是“观世音菩萨”。人们在砍
伐柳杉大树时，要将观音香火请到树头，并在

“做柴療”里供奉，点香膜拜，以求开斧平安。黄
家村自明清以降每年农历二月廿一，村里都要上
演闽剧“社戏”两昼夜，由“做柴”（伐木） 人与

“缚栫”（制作蒸笼） 人承担开支，戏本题材多为
观音菩萨的故事，以为娱神，衍为风俗，同时为
乡村民俗传统保留了更多的口头文化记忆遗产。

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北端一个闹中取静的所
在，座落着“北京十大建筑”之一的华侨大厦。
在大堂入口处，4个潇洒流畅、气势不凡的行书大
字“华侨大厦”颇为醒目，旁署：陈毅。

然而，一些细心的游客会发现，陈毅元帅题
写的“华侨大厦”的“厦”字多了一点，写成了

“廈”。
其实，这个多一点的“廈”字并不鲜见，近

年在全国各地屡有出现。
2008 年，浙江海宁华联大厦重新装潢后亮

相，出现在市民眼前的却是“华联大廈”4字。许
多市民对“廈”字提出质疑，2008 年 11 月 24 日

《海宁日报》对此进行了报道。消息中有这样一段
描写——

“妈妈，那个字是不是错别字呀？华联大厦的
厦上怎么多了一点呢？”市民金女士昨天带女儿去
华联购物，女儿发现了新装的“华联大厦”4 个
字，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地叫了起来。她看了那个
字后告诉女儿说念“厦”，女儿却说不对，问她

“厦”字上怎么会多了个点？这下，金女士说不出
个所以然了。

类似金女士的困惑不在少数。2010 年 3 月 30
日 ，《辽 沈 晚 报》 刊 登 消 息 《招 牌 让 人 迷 糊 ：

“厦”字上面多一点这字该念啥？》，文章称：“最
近很多市民向本报反映，当他们路过市政府广场
北侧的某科技大厦时发现，上面写着‘某某科技
大廈’。记者随机采访了10位过路的市民，他们看
到楼体上的‘廈’字时，都表示不认识这个字。”

“厦”字为何多一点？其实答案既简单又明
确：“廈”是“厦”的繁体字。

“ 廈 ” 字 收 录 在 《说 文 新 附》 中 ， 释 为 ：

“廈，屋也。从广，夏声。”清郑珍 《说文新附
考》对“廈”字有如下考证：“古止作‘夏’……
盖‘夏’有大义，故大屋谓之夏屋。俗加‘广’，
以别‘华夏’字。”故知“廈”的古文为“夏”，
音亦同“夏”。

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翻开古代碑帖，
却很少见到这种多一点的“廈”字，大量出现的
却是现在的简化字“厦”，无论楷、行、草大抵如
此。

现在一个问题摆在面前：古人基本上都写现
在的简化字“厦”，而今人又有好古之风，颇爱写
繁体的“廈”字。古今颠倒为何由？

其实，“厦”字古时就有。《汉语大字典》
称：“厦”同“廈”。明张自烈《正字通·厂部》注
曰：“厦，俗廈字。”因此在古代，“厦”为“廈”
的俗字，两者可以通用。但古人在日常书写中，
却常常舍繁取简，舍正取俗，偏爱这个“厦”字。

仿佛时空来了个倒转，今人却对古人很少使
用的“廈”字情有独钟。这种现象，或许只有从
古今人的文化心理层面进行分析才能解答。我猜
想，是不是加点后，“廈”字显得更加耸拔高峻，
更符合现代高楼大厦的外观和气势；而那个不加
点的“厦”字显得有些四平八稳，倒颇像中国古
代的大屋顶建筑。

但是，从文字学角度分析，“厂 （hàn） ”和
“广 （yǎn） ”是有严格区分的 （注意：简化字
“厂”和“广”的繁体字分别为“廠”“廣”）。关
于“厂”，《说文解字》 释为：“厂，山石之厓岩，
人可居，象形。”其本义是“山崖”。关于“广”，

《说文解字》 释为：“广，因厂为屋也。从厂，象
对刺高屋之形。”意思是依山崖建屋。故从“广”
的字，多与屋宇建筑有关，如“庑”“序”“庐”

“库”“庙”“庖”“府”“庭”“廊”等。但从
“厂”的简化字中，也有一些本从“广”的，如
“ 厅 （廳） ”“ 厕 （廁） ”“ 厢 （廂） ”“ 厩
（廄） ”“厨 （廚） ”等。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通用规范
汉字表〉8105字形音义源流研究》阶段成果）

传统有时会因时过境迁被遗忘，
只有被人们重新记起或面对时才变成
真实的历史存在。传统文化的价值也
需 要 我 们 去 开 掘 、 发 现 和 赋 予 。 当
前，国内出现的国学热、书院热、非
物质文化遗产热以及对家风、工匠精
神的提倡等，就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和
发扬优良传统。

在 《三松堂自序·明志》 中，冯友
兰先生说：“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虽然
已经过去了，但它也是中国新文化的
一个来源，它不仅是过去的终点，也
是将来的起点。将来中国的现代化成
功，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古、又是最新
的国家。”《礼记·大学》 曾将旧邦新命

与“日新”“新民”等精神相提并论，
指 出 商 汤 之 《盘 铭》 就 刻 有 “ 苟 日
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字句，表明
除旧更新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尚
书·康诰》 云“作新民”，强调要造就
一代自新之人。《易传》 载“富有之谓
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
张岱年先生解释说：“世界是富有而日
新的，万物生生不息。‘生’即是创，

‘生生’即不断出现新事物。新的不断
代替旧的，新旧交替，继续不已。”由
3000 年前“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一
语引申发展而来的刚健日新思想，体
现了中华文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
基本精神，激励着一代代炎黄子孙不

断创新进取，生生不息。
随着世界政治力量的多极化与经

济一体化的迅猛发展，中华文化持续
面临着不同乃至观念相左的文化思想
的冲击。其中既有中西体用之争、古
今道统之辨，也有左右之分、激进与
保 守 之 别 。 但 无 论 怎 样 ， 以 开 放 包
容 、 多 元 共 生 为 基 本 特 征 的 中 华 文
化，既不会骄矜自大、固步自封，也
不会中断传统、全盘西化。相反，在
当今世界日趋僵化的价值理念与极端
文化思想以及民粹思潮造成的紧张局
面中，奉行中和之道的中华文化，不
仅可以为世界不同文明的对话与文化
的融通提供最佳平台，在一个更高的
层次上寻求共识与方向目标，还可能
在不断汲取不同文明养分的同时，充
分激活传统，实现中华文化的重构与
再造。

开放包容、多元共生的中华文化
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可塑性，它不偏
激、不走极端、中正平和，体现出与
霸权主义、极端思想截然不同的性格
特征。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
如果不能正视世界先进文化，闭目塞
听，固步自封，中华文化就会丧失前
进动力与更新能力。只有在继承和发
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借鉴
一切先进的文化与文明，才能在新的
挑战与实践中融贯中西，新旧合冶，
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和历史的伟大文化
与璀璨文明。

（作者为清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本文配图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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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承传与重构
李飞跃

□ 汉字故事

从“厦”字看古今不同心理
杨立新

□ 中国民间工艺

北京“华侨大廈”牌匾

“ 旧 邦 新
命 ” 脱 胎 于
《诗经·大雅·文
王》 中的“周
虽旧邦，其命
维新”，意思为
周虽然是历史
悠 久 的 邦 国 ，
却不会在守旧
中灭亡，其使
命在于不断革
新。冯友兰先
生将其概括为

“ 旧 邦 新 命 ”，
认为“这四个
字，中国历史
发展的新阶段
足 以 当 之 ”：

“就现在来说，
中国就是旧邦
而有新命，新
命 就 是 现 代
化。我努力保
持旧邦的同一
性和个性，而
又同时促进实
现新命。”

“旧邦”就
是具有古老的
历 史 和 文 化 ，

“新命”就是在
历史的连续中
不断有新的发
展。作为唯一
具有连续未中
断的 5000 年文
明史的古老而
又 新 生 的 国
度，我们一直
面临着文化如
何更好地承传
与重构的问题。

历史上，正统文化曾多次面临外
来文化的冲击，但每一次危机最终都
成了文化新生与再造的契机。先是在
不同诸侯国基础上混合而成的周朝面
临不同甚至异质文化的融合问题。在
反抗商纣的共同目标完成之后，不同
于“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
后礼”，周公制礼作乐，“敬德保民”，
以人为本，修文德以宾服远人，塑造
了早期中华文化的强大向心力与价值
认同。同文同种，文化是与种族、血
缘同等重要的因素。其后，秦国重法
排儒，建立了第一个封建王朝，却又
因苛刑厉法，民怨沸腾，以致二世而
亡。汉朝建立后，汲取亡秦教训，先
用黄老，又独尊儒术。后世王朝承继
秦汉制度，法治与德治兼用，维系了
基本的社会与文化秩序。儒法同构，
或曰外儒内法，中华文化在制度层面
体现了其相反相成的基本特征。

随着佛教的传入以及道教的兴起，
传统的儒法结构在个人生活乃至社会治
理层面都面临着新的挑战。面对宗教纷
争，先民并未采用战争来解决观念认同
问题，而是呈现了诸如“三教论衡”那
样相互辩难、交流通融的景观。佛道兴
起，不仅促进了儒学的更新，也使得佛
教开枝散叶、道教分宗立派，各续新
命。玄学、禅宗、理学的兴起，对于中
华民族的人生理念、生活方式乃至逻辑
思维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某种程度
上，正是这些不同质素的文化，给传统
文化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明清以
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际贸易的

兴起，欧风美雨之下，中国传统文化又
面临着西方文化的强势侵袭，出现了中
西体用之争，甚至完全西化的主张。经
过多次政治革命与文化运动的涤荡，中
华文化没有中断或摒弃传统，而是在反
思的基础上着手重构，在充分借鉴汲取
西方文明的基础上不断将传统文化转化
为现代中华文明。

由此可见，每一次不同文化质素的
融入，都促进了中华文化的重构与新
生。在此基础上，中华文化不是一家独
大，而是开放包容、多元共生的结构。
冯友兰先生曾指出：“一民族所有底事
物，与别民族所有底同类事物，如有程
度上底不同，则其程度低者应改进为程
度高者，不如是不足以保一民族的生
存。但这些事物，如只有花样上底不
同，则各民族可以各宁其旧，不如是不
足以保一民族的特色。”中华文化正是
在这种不同类事物的不断冲击下吐故纳
新，甚至浴火重生。

当一种文化形态固化或者与新的实
践脱节时，异质思想文化会刺激其觉
醒、自新，进而展开更为开阔的新命。
秦汉时期的儒法同构，唐宋时期的援佛
入儒以及近代以来的中体西用，包括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是不同思想文
化在传统与实践基础上融合共生的产
物。它们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域外文化，
也改善和更新了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了
新的体系与传统。我们讲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根本上是源于文化
自信，源自中华文化强大的自我更新再
造能力。

❶ 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自我更新能力

❷ 在传承借鉴中向前发展❷ 在传承借鉴中向前发展

“旧邦新命”:

□ 文化传统与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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