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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长期在北
方，北方选择什么样的植物进行驯化，或者说以何
为主食？

相信大家都已经猜到，北方的农作物是粟和
黍。粟，就是我们俗称的谷子、小米，黍，又称之
为糜子、黄米。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中国、英国和
美国的学者通过合作研究，已经确定黍和粟这两种
小米起源于中国北部的旱作农业，并向外传播，在
史前时期便已到达欧洲。

兴隆沟位于内蒙古赤峰地区，是一处新石器时
代红山文化的早期村落遗址，2001年，植物考古学
家通过浮选获得炭化植物籽粒上万粒，其中有 1500
余粒炭化黍粒，还有少量的炭化黍。这些样品被送
至中国、加拿大和日本的 4 个碳 14 实验室进行加速
器质谱测年，结果大致相同，校正年代为距今
7670—7610 年。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赵志军认为这
是目前欧亚大陆上所发现的、具有直接测年数据的
最早的小米遗存，比欧洲地区发现的种植谷子早
2700年。

小米是中国对世界农业的贡献。考古人员在哈
萨克斯坦东部地区发现了距今 4500年前的黍子，从
黑海西岸到东欧和中欧的 20多个不同地点，都发现
了小米的遗存。也就是说黍是中国的西辽河流域种
植 2000年之后才传播到中亚地区，然后继续向西传
播到了高加索地区和欧洲。史前欧洲在引入小米之
前，已经拥有了大籽粒谷物的种植技术，小米的传
播也许是因为它更能适应贫瘠的土地和产量相对的
稳定性。至迟在距今 4000年前，粟已经传播到了东
南亚和南亚地区，日本与印度的小米，相信与中国
红山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粟的野生祖本是青狗尾草，人类将其驯化为谷
子，用了上千年的时间。过去 10余年间，考古学家
先后在200余处考古遗址开展工作，采集并浮选了上
万份样品，从中获得了大量的炭化植物遗存，有更
多的资料来考察小米驯化的形态特征和变化规律。
陕西西安市的鱼化寨遗址，是一处仰韶文化村落遗
址，文化堆积的年代跨度有 2000年。研究团队从遗
址浮选出土了5万多粒炭化粟粒和黍粒。经过测量和
统计，该遗址的不同文化时期出土的小米，在形态
特征和尺寸大小上明显不同，自早至晚表现出了从
野生特性向完全栽培形态的逐渐转变。

根据近些年的考古进展，北方旱作农业的起
源、形成和发展，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
段为初始阶段，考古学家在距今一万年前后的北京
东胡林遗址浮选出少量的炭化粟粒，说明当时已经
开始了小米的驯化。而在距今 8000 年前后的内蒙
古兴隆沟遗址的遗存中，发现了大量炭化的粟和
黍，类似的遗存在河北武安的磁山、河南新郑的裴
李岗、陕西华县老官台、甘肃秦安大地湾也都被发
现，这是第二阶段，旱作农业系统正在形成中。而
到了距今 7000 年至 5000 年的仰韶文化时期，旱作
农业基本建立，农耕取代了采集狩猎，这是第三阶
段。北方旱作农业体系形成之后，在距今 5000 年
至 3000 年之间，逐渐由单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向
多品种农作物转变，尤其是距今 4000 年前后，西
来的小麦取代小米，逐步成为北方旱作农业的主体
农作物。

有一句熟悉的话叫“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可
以肯定的是在“五谷”形成之前，是有“百谷”“千谷”
的，从“千谷”“百谷”到“五谷”的变迁，正是我们的祖
先对各种粮食作物不断淘汰的结果。“五谷”有两种说
法，一是粟、黍、菽、麦、稻，一是粟、黍、菽、麦、麻。这
两种说法的差别只在最后一种，说明了前四种的稳
定地位。商周时期形成的五谷丰登代表了农业的兴
旺，也反映了东西南北的交流。

水稻在商周时期已经到达中原地区，在一定范
围内种植。专家认为，稻虽然是起源于南方的湿地
作物，然而由于受东亚季风气候的影响，北方地区
有充足水源的地方，比如河流沿岸的湿地，应该也
适合稻谷生长。殷商时的气候比现在温暖、潮湿，
商王朝控制疆域大，一直不断地向南扩展到淮河以
南，稻成为商朝的主要农作物之一是成立的。许多
出自殷墟墓葬的铜器的表面都留存有丝织物的痕
迹，说明商人习惯以织物包裹青铜器来随葬，桑麻
的种植应该是非常普遍的，这也是麻为什么会出现
在五谷中的原因。但无论如何，五谷中排名前二位
的粟、黍肯定是北方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在甲骨文
中，粟对应的字是“禾”，而“年”，最早的象形也
是一个人负禾而行的样子。“甲子卜，王禾”“甲辰
贞其登黍”等类似的甲骨文卜辞非常多。“彼黍离
离，彼稷之苗”，在 《诗经》 中“黍稷”也常常连
称，稷也就是粟。

“麦行千里不见土，连山没云皆种黍。”当我们
想起王安石这句诗时，可曾会想到五谷背后漫长的
驯化史和交流史？当然，小麦的西行与传播是另一
个故事。

从先秦时期起，春游便成为人们钟
爱的习俗：万物复苏之际，个体潜入高
涨的生命之流中，欣欣然陶醉于自然
物。在路上，人将自己交给丰盈的世
界，世界也将自己交给人。生之趣，活
之乐，美之魅，尽在其中。为了抒发春
游中的感受，文人墨客留下不少有温度
的文字。阅读这些篇章，我们可以体尝
其中的生活美学。

对生活之美的全面感受

在古人的生命词典中，春首先意味
着“生”：“春者出生万物。”（《周礼·春
官·宗伯疏》）“生”是“活”的前提：

“活，生也。”（《字源》） 当春天到来之
时，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生机盎然。
个体感受到了活力的涌流，常常会情绪
高涨，春游则是参与生命庆典的一种方
式：“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
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
归。”（《论语·先进》） 这段记载出自

《论语》。由此可见，人们在先秦时期就
已经酷爱春游，孔子及其部分弟子就是
户外活动的爱好者。

从开始成为习俗之际，春游便是感
受生命美学的散步走。人们在路上观
看、倾听、触摸、回味，感受宇宙生命
的脉动：“川明气已变，岩寒云尚拥。南
亭草心绿，春塘泉脉动。景煦听禽响，
雨余看柳重。逍遥池馆华，益愧专城
宠。”（韦应物 《春游南亭》） 此刻，人
是开放的感受者。随着他/她迈动双足，
周围事物如画卷般徐徐展开：“报花消息
是春风，未见先教何处红。 想得芳园十
馀 日 ， 万 家 身 在 画 屏 中 。”（施 肩 吾

《长安早春》） 物随身转，身动景变，人
总是“身在画中”。此刻，他/她不仅
看，而且“听风听雨过清明”。（吴文英

《风入松》） 这是一种以视听为主的审美
之旅：“花中来去看舞蝶，树上长短听啼
莺。”（长孙氏 《春游曲》） 为了增强审
美效果，春游者会登高望远，游目骋
怀，“极视听之娱”。当单纯的感受不能
满足时，人们就会试图参与宇宙的审美
游戏。

参与生活之美的创生

在春游的途中，人与万物相遇，自
然会产生亲近繁花、绿树、鸣鸟的冲
动。当这种情绪高涨到一定程度时，他/
她定会邀请万物共舞。此刻，春游者展
示出更积极的动姿：既是体验的主体，
又是宇宙剧场中的演员；不仅欣赏生活
之美，而且参与它的创生。

从现存的诗文看，春游者的参与方
式可谓千姿百态。有的人精心装扮，融
入风景之中，甚至主动与自然比美：“庾
郎年最少，青草妒春袍。”（李商隐 《春
游》） 有些男性喜欢在路上小酌，以便
与万物同醉：“人与杏花俱醉，春风一路
闻莺。”（周密 《杜陵春游图》） 这是参
与生命宴会的一种方式：“春游下马皆成
宴，吏散看山即有诗。”（方干 《上杭州
姚郎中》） 这是属于人的原始游戏：吾
等皆属于宇宙大化，早已进入天、地、
人、物的四重奏，醉则使人体会到万物
一体的亲密感。由此生成的是诗意的空
间，情感交流则穿越了物的界限：“携酒
上春台，行歌伴落梅。醉罢卧明月，乘
梦游天台。”（刘希夷 《春日行歌》） 譬
如，在“千花昼如锦”的三月，春游的
李白月下独酌，感受到了与万物共舞的
欢乐：“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我
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李白《月下独
酌》）他流连忘返，浅吟低唱，手舞足蹈，体
验超越人类生命的“交欢”和“共乐”。此
刻，明月、鲜花、醇酒和人重新结缘，万物
都具有演员和观众的双重角色，人则完成
了参与宇宙游戏的仪式。

春游与日常生活中的审美归依

春是开始，也是结束，它的短暂唤
醒了对时间性的意识：当繁华灿烂之
时，落英就注定落满林中空地。春因此
成为短暂者的隐喻，春游中的欢乐几乎
总是伴随着感伤：“客念纷无极，春泪倍
成行。今朝花树下，不觉恋年光。（王勃

《春游》） 正因为如此，春游者有时会喜

欢醉的境界，但意识的短暂迷离并不能
满足人的深层渴望。在涉及终极关怀
时，很多春游者给出了相同的答案：不
向往彼岸世界，但求日常生活的美学化。

春游是苦乐交织的旅途，提供了参
悟的契机。万物的生灭变化是活的教科
书，引导人们学习生命的必修课。由于
传统文化的根性，大多数中国人寻找到
的不是高处和彼岸，而是身在其中的生
活世界。在晏殊的诗中，这种生存意向
获得了初步表达：“一向年光有限身，等
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满目
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
取眼前人。”（晏殊 《浣溪沙·一向年光有
限身》）“怜取眼前人”意味着珍视当下
的生活空间，热爱生存的机缘。这是一
种有温度的表述，展示了“身在情长
在”的现世美学。在白居易的作品中，
现世之爱衍生出“生命的数学”：“我今
六十五，走若下坂轮。假使得七十，只
有 五 度 春 。 逢 春 不 游 乐 ， 但 恐 是 痴
人。”（白居易 《春游》） 晚年的他虽然
皈依了佛教，但传统的文化基因依然使
他频频加入春游者的行列。事实上，对
于顿悟的春游者来说，归途就是“家山
道”（吕温 《道州春游欧阳家林亭》），
就是我们和万物共同生存的自然。于
是，“伤春”之情总是伴随着“惜春”之

意：“莫道官忙身老大，即无年少逐春
心。凭君先到江头看，柳色如今深未
深。”（韩愈 《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
首》） 当下生活世界千姿百态，变化无
穷，其中景色绝美之处便是仙境：“喜得
赏心处，春山岂计程。连溪芳草合，半
岭白云晴。 绝涧漱冰碧，仙坛挹颢清。
怀君在人境，不共此时情。”（权德舆

《春游茅山酬杜评事见寄》）
依赖此类有关春游的言说，人们建

造出一系列缩微的世界体系、小型的理
想国、局部的安乐园。在庙堂之外，在
山水之间，人随时进入可资依赖的审美
场域：“春兴随花尽，东园自养闲。不离
三亩地，似入万重山。 白鸟穿萝去，清
泉抵石还。岂同秦代客，无位隐商山。”

（张蠙 《和崔监丞春游郑仆射东园》） 通
过掌握与万物结缘的技艺，人可以畅游
于生命之流中，于瞬间体验永恒。这是
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古典案例。

习俗意味着反复出现的动作乃至仪
式。自春游成为一种习俗，就开始形成
多重的生活美学意蕴：从重视全身心的
感受到参与宇宙的审美游戏，最终于日
常生活中获得归属感。解读流传下来的
记载，今人可以体悟到传统文化留下的
遗传密码，找到日常生活美学化的道路。

（作者为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文明密码

连山没云皆种黍
□杨雪梅

◎美在生活

春游的生活美学意蕴
□王晓华

“孝友为政”，出自 《论语》。孔子认
为，孝友乃为政之本，在家孝敬父母、
友爱兄弟，虽不居官，亦是为政。明末
清初理学大儒孙奇逢 （1585—1675 年）
的 《孝友堂家规》，比较充分地体现了孝
友为政这一传统政教思想。

以礼立规。清初社会动荡，伦理道
德失范。孙奇逢认为，礼“所系世道人
心甚大”。时“士大夫绝不讲家规身范，
故子孙鲜克有礼，不旋踵而坏名灾己，
辱身丧家”，有鉴于此，孙奇逢从家庭家

教家风入手，亲撰 《孝友堂家规》 教诫
后人“谨身守礼”，以期正人心而厚风
俗。孙奇逢认为，教家立范，品行为
先，故首存士节，以养廉耻之心。孝友
为政，当以诚敬之心祭祀祖先，兄弟和
睦，家庭和美。婚姻与家运盛衰攸关，
君子择婚当论德不论财。平日家居，应
以敦厚和睦之心团结族人乡亲。端蒙养
是家庭第一关系事，教子重师，交友重
信。与贤豪相对，不可有媚悦之色；与
妄人相处，亦当时存自反之心。守分谨
言，以免风波横议。自修慎择，以远虚
名利害。治生之道，学者不废，故当克
勤克俭以养家。《孝友堂家规》“治家之
法，有条不紊”，后人有“足备楷模”之
誉。

以身为教。良好家风的形成，重言
传更须重身教。孙奇逢认为，孝友人
家，一室之内“雍雍睦睦，草木欣荣”；
不 孝 不 友 之 家 ，“ 恣 睢 乖 戾 ， 骨 肉 贼
伤”。如果一家之中，父慈子孝，兄友弟
恭，即使穷困终身，而“身型家范，为
古今所仰，盛莫盛于此。”然一旦身无可

型，家不足范，“当兴隆之时，而议者已
早窥其必败矣。”他指出，“家运之盛
衰，天不能操其权，人不能操其权，而
己实自操之。”一些家庭中之所以出现

“祖父不能对子孙，子孙不能对祖父”的
反常现象，“皆其身多惭德者也”。孙奇
逢说，“立家之规，正须以身作范”，如
果自己身范不端，反“向妇人女子求
齐，道无由矣”。他一生笃行孝友，风节
凛然，为后人做出重要表率。在 90 岁高
龄，孙奇逢仍日率子孙晨起展拜家祠，
逢忌日则简衣素食，哀思不已。孙奇逢
以身作范，躬行孝友，使得一门五世同
堂，“家无逆颜，人人尽让无争辩”。康
熙初年，傅山过访兼山堂，称“其家门
雍穆，有礼有法，吾敬之爱之。”

以规化俗。家风关乎民风，家运关
乎国运。面对清初人心日浇、风俗日薄
的社会状况，孙奇逢提出，“风俗之厚，
士君子与有责焉”，表示要以元代大儒姚
枢、许衡在苏门化民成俗之心，倡扬儒
家伦理，重塑社会风尚。清初辉县风
俗，极重婚丧之礼，时人为流俗所困，

往往“宁甘破家”。孙奇逢认为，“从来
凶终隙末，总皆起于论财。甚至琴瑟不
调，亦皆由此。只不论财，彼此相体，
久而益亲，便是真骨肉，便是好风俗。”
他在家规中明确提出“择德以结婚姻”，
主张婚嫁行礼勿论财。孙奇逢以身作
则，力抵流俗。他为子完婚，“四季衣
服，两家共办。一切用物，随分酌量”；
嫁女则“为布衣一件，嘱之归宁著此
服，勿失吾家布素之意”。孙奇逢移风易
俗的行动，体现了一位大儒乡贤的社会
责任感与历史担当。

孙奇逢少好奇节，负经世之志。时
人称其“孝子可作忠臣，文事能兼武
备”。但他一生隐而未仕，躬行实践，化
民成俗，在清初“学荒道丧，一线孤
灯 ” 之 际 ，“ 使 人 人 想 见 孝 友 为 政 之
实”，对清初社会伦理道德秩序的恢复和
重建，做出了积极贡献。其 《孝友堂家
规》 在孙氏后人中代代相传，已内化为
他们重要而独特的家族文化基因。

（作者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
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家风家训

孙奇逢：身型家范 孝友为政
□张佐良

孙奇逢家规古籍善本（网络图片）

剪纸艺术家陈世寅是江西景德镇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凭着对古老剪纸
艺术的热爱和执著，几十年来辛勤耕耘，
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作品深受广大群众喜
爱。人物、山水、花鸟、历史故事、古今
名画……在陈世寅精湛的技艺下，栩栩如
生，形象生动。其作品题材广泛，将传统
的剪纸技法——剪、刻、剔、雕、镂融于
一体，成就了一幅幅艺术精品。

剪纸艺术世代相传。陈世寅将一生
热爱的传统剪纸技法，言传身教地传授
给女儿陈玙。经过十几年刻苦学习，陈
玙也具备了较高的艺术水平，成为江西
乐平市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其作品多次
在全国、省、市获得大奖。父女俩积极
推广剪纸艺术基础知识，让这门中华传
统文化技艺走进更多人的视野。

（阮胜发）

◎非遗

陈世寅、陈玙父女传承剪纸技艺

◎非遗

陈世寅、陈玙父女传承剪纸技艺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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