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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近日，湖北省博物馆公布了云梦睡虎

地秦简主人——“喜”的3D复原像。

一位秦代的刀笔小吏为何能有如此

“待遇”？因为他长眠的墓穴里随葬的千

余枚竹简，让身处现代的人们了解了 2000

多年前的生活。那一枚枚竹简上，虽寥寥

数字，却生动、丰满，充满魅力。

简牍，为数千年前中华文明的繁荣兴

盛、中外文明的交流融合，提供了丰富的

实物佐证，也让人们从另一个独特视角窥

见历史的细节。透过已发现的超过 30 万

枚简牍，一个个真实、鲜活的历史故事，跨

越千年，跃然眼前。

今年4月23日是第29个世界读书日，

让我们循着中华文明发展传承的脉络，一

起阅读简牍，阅读历史。

简牍承载跨越千年的历史

从先秦到魏晋，长达一两千年的时间

里，中华先民的文明创造和积累大多由简

牍记录并传承。翻阅简牍，如同打开了古

代的“百科全书”——历史地理、风土人

情、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民族

交流、津关制度和文书制度……包罗万

象，应有尽有。

“一方面，简牍与传世文献记载相互

印证，实证历史；另一方面，简牍的独特优

势无与伦比——很多内容是传世文献未

能尽数展现的。”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

教授、简帛研究中心主任陈伟说。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春龙

始终难忘2002年6月的那个雨天。在湘西

里耶古城遗址的一口古井内，考古人员

发现了一枚带有文字的竹简——秦简。

随着秦简陆续出土，张春龙不停地忙于

释读和研究。

里耶一号井共出土3.6万余枚秦简牍，

字数约20万，主要是秦统一六国的前一年

到秦灭亡的前一年间，洞庭郡迁陵县的政

府文书档案。从人口、物产、赋税到邮递、

司法、医药等，涵盖了当时国家治理的方

方面面。这被视为继兵马俑之后秦代考

古的又一重要发现。

作为第一手的出土文献材料，简牍具

有重要的补史、证史和纠史作用。张春龙

举例说，据一些文献记载，秦始皇完成

大一统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其中并无

“洞庭郡”。而这里的记载，恰恰证实了在

秦始皇统治时期，就已设有“洞庭郡”。

绵亘万里的古丝绸之路是文明交汇

的重要通道，甘肃目前出土简牍6万余枚，

其中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两枚“里程

简”，意义尤为重大：一枚记录了从长安出

发西至张掖郡的 20 个驿置名称及相互之

间的里程，另一枚记录了汉代河西四郡的

驿置道路里程。两者共同勾勒出丝绸之

路东段路线图，实证了古丝绸之路的存在

及具体走向。

“简牍的只言片语承载了真实过往。”

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朱建军说。

“传统史籍中，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

很少受到关注、得以载录。我们看到的一

些零散而有限的内容，主要是来自对名臣

贤士的往昔岁月交代，而且多有程式化的

描述。大量简牍的重见天日，为社会史研

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特别对普通民众、

基层吏员的日常生活、所思所念，有难得

而真切的呈现。”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

授孙闻博说。

在秦代，基层官员在食堂吃饭要“刷

卡”，以打叉或画圈标记；一名叫“弘”的

汉代小吏在悬泉置工作了近 20 年，一笔

笔清楚地记录下他经手的每一批丝路使

团的来往接待；公元 22 年的某一天，汉代

肩水金关的 27 名官吏用“AA 制”平摊了

朝廷派来慰问的使者接待费用，每人均摊

55钱……

竹木无言，文字有意。简牍，勾勒出

历史的“大事件”和“小细节”，让泱泱中华

文明更加真切、鲜活。

简牍蕴藏中华文脉密码

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

的古老文明，绵延数千年而不绝，文字记

录功不可没，简牍的作用极其重要。

“如同先秦时期一个微缩的图书馆。”

专家这样评价湖北荆门郭店楚简发现的

价值。郭店楚简涉及《老子》《太一生水》

等先秦道家文献和《五行》等早期儒家著

述，所记载的 16 篇古籍，有 13 篇为存世孤

本。《太一生水》等篇章均为首次面世，被

誉为“改写中国思想史”的“神州第一书”。

山东银雀山汉墓的《孙子兵法》，甘肃武威

《仪礼》，敦煌、居延《仓颉篇》《急救篇》……

记录在简册上的名篇著作，代代流传。

秦律是中华法系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但古典文献中只留下一些不成体系的片

段记载。1975 年，秦吏“喜”的墓地被发

现，改善了这一局面。

“喜”的墓中没有值钱的陪葬品，而是

层层叠压的竹简，以及书写、修改文字使

用的毛笔、铜削。

1155枚竹简、4万余字，在这些“喜”生

前摘抄、记录的“工作笔记”中，有《秦律十

八种》《法律答问》《为吏之道》等大量细密

详备的律令简牍，其中《秦律十八种》包括

土地耕作和农业生产相关的《田律》，货

币、财物相关的《金布律》，驿传供给饭食

相关的《传食律》等。

孙闻博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秦法代表

理性行政的源头，对后世2000多年影响深远。”

智慧浪漫的楚国人热爱音乐，几十年

来楚地考古发现大量钟、鼓、罄、琴、瑟等

乐器，以及描绘乐舞场景的纹饰图案，但是

一直未见乐谱。2021年，考古工作者在荆州

王家嘴的楚墓中发现3200余枚战国简牍，其

中160枚包含音乐符号。这些暂被命名为

《乐谱》的简牍，使人们有望聆听到2000多年

前的妙音。

简牍，既映射传世文籍所记载的文明

光辉，也填充了传统史籍未能尽数展现的

文明缝隙。

简牍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随着科技发展，越来越多的简牍得以

修复，不断实证中华文明的有序传承和我

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

“西北出土的汉简记载了大量汉代西

域管理、丝路往来、典籍西传的细节，凸显

了不同民族以及不同文化之间交往、交

流、交融的过程。”甘肃简牍博物馆整理研

究部主任肖从礼说。

于1987年发现的敦煌悬泉置驿站，是

迄今中国发现并保存最完整、出土文物最

多的汉代驿置机构。在悬泉置汉简中，可

找到楼兰、且末、乌孙等数十个西域国家

使者途经悬泉置的“印迹”。譬如，汉简

《龟兹王夫妇留宿悬泉置》中就曾记载，为

接待龟兹王夫妇，汉廷在悬泉置布置了

“八尺床卧一张，皁若青帷”等生活物品。

汉武帝之前，以云贵高原为中心的西

南夷地区有滇、夜郎等数十个乃至上百个

部族或所谓的古国，创造了高度发达并独

具特色的青铜文明。汉武帝时期在云南

设益州郡，是当地社会发展上的一个重大

事件。由此，当地进入到汉中央王朝的政

治版图。

河泊所出土的简牍有滇国、滇相、滇丞、

滇廷等古滇国职官和官署的记录，表明汉朝

派专门官员对其进行管理。陈伟表示，汉朝

设置益州郡后，将文书、职官、户口、赋役、

法律制度等系统地扩展到云南地区，开展

有效治理，为开发西南边疆、建立和巩固

统一多民族国家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在中国，不同民族和地域为中华文明

的发展贡献了独特的文化元素，各民族相

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交融。

各地习俗不同，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

《语书》，利用律令加以统一；《日书》中的

《秦楚月名对照表》则将秦地与楚地的月份

名称一一对照，让人一目了然。专家认为，

这应是在秦统一后，特意编制此类手册，让

原属不同文化和习俗圈的民众便于沟通。

随着释读和研究的深入，简牍作为各

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更加凸显。梳理

各地出土的汉代简牍不难发现，“汉承秦

制”。作为统一的王朝，汉朝延续发展秦朝

治理体系，无论是长江、黄河流域，还是西

北地区、西南边疆，各地的职官制度、户籍

制度以及文化典籍流传等基本趋同。这说

明，在设置郡县、纳入王朝体制的地区，中

华文明多元一体演进趋势明显。

如今，简牍中蕴藏的文化密码不断被

破译，人们可以从中探寻中华文明绵延不

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历史依据，更可

从中深切感悟文化归属与自信。（新华社
北京4月 23日电，记者廖君、严勇、何问、
喻珮、张玉洁、林建杰）

□ 郭松林

“五一”劳动节在即，让我想起了那些奔走

在城市角落里默默无闻、勤勤恳恳、认认真真

工作的普通打工者，像扫大街的环卫工人、小

区的保安大叔、保洁大姐……

每天早晨，当你还没有起床的时候，他们

这些打工人已经默默地出现在城市大街、小区

楼道、公共走廊等地，开始了忙碌而普通的一

天；他们挣着微薄的工资，住在城市最差的居

所里，他们没有任何抱怨，赶在你上班之前，清

扫着马路、小区院落、楼道。当这个城市开始

热闹喧嚣一天的时候，他们的汗水已洒满了整

个城市。他们默默地坐在马路边不起眼的角

落喝着开水、啃着干粮。他们没有过多的想

法，只知道干好自己这一份工作，也许在一些

人眼里他们的工作是毫不起眼的，甚至是卑微

的，把他们和“脏乱差”联系在一起。但他们总

是笑呵呵地面对生活，对人和善，认真做事。

我在原来的工作单位认识一位保洁大姐，

闲聊中得知她是一位下岗工人，无儿无女，

丈夫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不能工作，她住在厂子

里五十多平方米的公租房里，她每天早晨五点

多起床，照顾好丈夫的饮食起居后，赶在七点

半之前到达工作单位，每天总是把楼梯扶手擦

得锃亮，努力做到一尘不染。楼道和走廊也被

拖得干干净净，每次不管是谁让她收垃圾或帮

着干些杂活的时候，她总是面带微笑，笑呵呵

地干得一丝不苟，让人挑不出毛病来。她从来

没有把自己家庭的不幸和生活中的艰难带到

工作中来。每天中午，她利用休息的一个小时

急匆匆地赶回家为丈夫准备好午饭，之后又急

匆匆赶到单位，开始新一轮清扫工作。她每天

总是这样重复着、辛苦着，从来不叫苦叫累。

她像我们这座城市中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劳动者

一样，干着最辛苦的工作，挣着最低的收入，积极地

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满满的正能量。

我还认识一位做门卫的大哥，每天赶在

七点半之前到岗，每次有客人到访，他都认真

做好登记工作；每次碰到有人问询在哪个窗口

办理业务或咨询与他工作无关的问题时，他总

是不厌其烦地做好解释工作，从不抱怨或指责

向他咨询的人。一次在下班途中我碰到他，正

好赶上我手里提着很重的东西，他很热情地要

帮忙给我拎着。闲谈中，我才得知他家中有两

个上大学的孩子需要供养，老伴身体不好，常

年需要吃药休养，他这是赶时间去打第二份

工，给某单位晚上去烧锅炉供暖。他已经六十

多岁了，他说他要趁现在自己身体还行，多干

一份工作补贴家用。他说着说着，我从内心深

处对他自然而然生出一分敬意。

我常常想，当我们在工作生活中有不满或

抱怨时，应该多想想这些默默无闻的劳动者，

生活中常常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我们应多想

想那十之一二如意的事，在单位对同事和领导

多份理解和支持，在家中对待爱人和孩子及父

母多份包容和宽容。只有积极面对生活，我们

才会生活得越来越好。在生活中，我们遇到他

们时应心怀温暖和爱心，也许你丢到垃圾桶的

垃圾、对他们说话时的和颜悦色、不经意间的

尊重行为，都是对这些“卑微”者莫大的支持和

鼓励。

劳动者的赞歌
□ 姚亚秋

读书是习近平总书记“最大的爱好”，每年

的新年贺词，透过媒体镜头看总书记身后的书

柜，摆满了“文史哲”类书籍，细心观察会发现，

每年书柜里的书籍名称会有变化，但不变的是

总书记对书的“不解之缘”。

总书记倡导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

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结合读

书心得，我认为有以下“五要”。

一要有好读书的态度。“态度决定一切”，爱

好读书，才能被书所吸引，拿起书来就会神情专

注，阅读得津津有味，甚至达到废寝忘食的境

地，进入忘我的状态。否则，面对书本熟视无

睹，拿起书来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读起书来

味同嚼蜡，进入昏昏欲睡的状态。

二要有读好书的抉择。一个人的时间和精

力有限，不可能阅读完所有的书籍，挑选什么样

的书来读就变得至关重要。挑选好书来读，犹

如与良友相伴，“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

不闻其香”。好书犹如黑暗中的灯塔，照亮前进

的方向，给人心灵上的启示，让人心胸变得“豁

然开朗”。

三要有读书的好方法。“劈柴不照纹，累死

劈柴人”。读书方法得当可以“事半功倍”，读书

方法不当则“事倍功半”。南宋理学家、思想家

朱熹在《训学斋规》里讲到，读书有“三到”：眼

到、口到、心到，即眼要看到、口要读到、心要悟

到。这三个“到”字发人深省，成为后世读书的

准则。

四要读书思考相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

而不学则殆。阅读不去思考文字背后的道理，

往往会掉进知识的“汪洋大海”，而找不到“东南

西北”。如基础教育阶段的数学题是一加二加

三，一直累加到一百，问最后的总和是多少。

如果没有思考明白连续自然数相加的“道理”，

而是从左往右依次相加，很难想象能在短期内

得到正确答案。

五要读书实践相结合。纸上得来终觉

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书本中的知识，只有在

生活中不断实践，才能理解得更加通透。我

国古代“相马”专家伯乐所写的《相马经》中

说：“良马额部隆起，目如青蛙，四个蹄子犹如

垒起的酒曲饼。”有一天，他的儿子按照书上

所讲的特征去“相马”，结果捧着一只癞蛤蟆

回家，给父亲说自己“相”中了一匹良马。这

个故事令人啼笑皆非，但其中蕴含的道理却

让人深思。

书到用时方恨少，让我们捧起一本散发着

油墨香的书，沉浸其中，遨游知识的海洋，品味

世间百态，感悟读书带来的乐趣吧！

（作者单位：陕西省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
研究会）

从简牍读懂中国

地皮，其学名为“普通念珠藻”，别名有地耳、

地软、地踏菜、地钱等。在我们镇安农村，人们

经常称其为地皮。因其是在河滩或山坡草丛

地里生长出来的，又称草耳。在一些地方，地皮

还有个不太文雅的俗名叫雷公屎，因其在雷雨

之后生长出来，故而得名。

翻阅一些典籍古书，居然也能寻到地皮的踪

迹，《本草纲目》上叫“地踏菰”，《养小录》中称“地踏

菜”。紧贴着地面生长的地皮胶质丰厚，滑嫩透明，

摸上去滑溜溜的，犹如凝脂一般。地皮如翡翠之

绿，但比翡翠更青；似木耳之脆，但比木耳更嫩；像

粉皮之软，但比粉皮更脆，吃起来润而不滞、滑而不

腻，松软脆嫩，爽适可口，算得上乡间的一道美味。

春夏之交的季节，是拾地皮的最佳时机。

接连下三两场雨后，村子后面的乱草丛中、碎石

堆上，地皮痛饮着甘露疯长，俯下身仔细端详，

这些大如铜钱、小如纽扣、褐中透绿的地皮，或

钻于草丛，或长在石缝，一簇簇、一朵朵，水灵灵、

嫩生生、肥润润、湿漉漉、滑腻腻，手拉手肩并肩

地挤挤挨挨，楚楚动人。

地皮是一种乡野土菜，真正的绿色健康美食。从

野外拾回来的地皮，淘洗几遍，再小心择去草屑、

苔藓，用清油爆炒，出锅时再用芫荽末提香，一盘

香喷喷的地皮菜肴就大功告成了。

地皮有很多种吃法，可凉拌、炒食，熘、烩，

做羹等，也可制成馅料用来蒸包子、包饺子或者

蒸卷煎。镇安人常用淡黄色的鸡蛋花，拌着淡

绿色的地皮在锅里翻腾开花，黄绿相映成趣，吃

一口，想说却又无法表达的那种舒适滋味自舌

尖流遍全身。

地皮不仅是餐桌上的一道美味，还是饥荒

年景中老百姓果腹的恩物。清代王磐编纂的《野

菜谱》一书中，收录了一首名为《地踏菜》的民谣：

“地踏菜，生雨中，晴日一照郊原空。庄前阿婆呼

阿翁，相携儿女去匆匆。须臾采得青满笼，还家

饱食忘岁凶。”这首清新自然且富有乡土气息的

歌谣，生动形象地勾勒出一家老小采食地皮以度

荒年的场景。由此可见，地皮自古就是人们在

饥年用以度荒的天然野菜。

在我童年时，家乡镇安人的生活极其困难，

地皮就成了人们难得的好食物。每遇阴雨天气

过后，野地上湿漉漉的，我们就相约走向河滩、田

埂、荒坡寻找地皮。因为太阳出来一晒，满坡遍

野的地皮就会自然消失。所以，雨后是拾地皮的

最佳时机。用拾回的地皮与青菜混合做成馅，包

包子、包饺子、摊煎饼……这种不起眼的乡野土

菜，一直伴随着我的童年乡间生活。

尽管地皮无根，生存于幽暗而潮湿的地域，被

水分支撑起软滑细腻的身架，一旦水分散失，它便

干瘪下去，直到成为一张紧贴地上的黑色印迹。再

过上一段时间，连这小小印痕也消失得干干净净。

正如毫无缘由地到来一样，它悄无声息地离去，同

样让人费解。虽然你不曾留意，或许还曾踩踏，但

是它们却始终努力着在沉寂中默默开花。

地皮，一个朴素寻常且带着泥土味道的名

字，宛如乡间穿着粗布衣衫的清秀村姑，又似雨

后竞相绽放的野花，虽没有优雅妩媚的姣好面

容，也没有雍容华贵的美丽衣裳，却裹着湿漉漉

的水汽出现在我的梦境之中，飘散出一缕缕浓郁

醉人的清香，摇曳着淡淡的乡愁和家的味道。

雨后拾地皮
□ 辛恒卫

美，是不是真的离你我很远？读了画家、

诗人与作家蒋勋先生的《品味四讲》一书，我有

一种豁然开朗之感。他以独特的视角和细腻

的笔触，从食、衣、住、行四个方面入手，逐一剖

析生活中的美学元素，让我们在平凡中发现不

平凡，在细微处感受生活的美好。

“民以食为天。”蒋勋先生认为，食之美，不

仅在于味觉的享受，更在于心灵的滋养。在他

眼里，美食并非山珍海味，而是用心烹饪的平

凡食材。他提醒我们，在烹饪过程中，要用心

感受食材的搭配与变化，将每一道菜都视作一

件艺术品来精心打造。他强调，吃，不只是用

食物喂饱自己而已——这完全不合乎生活美

学，而应该让自己吃得更美一点，设法使食物

更精致更美好些。他甚至建议平日忙碌的我

们，要注重给自己留一点点空间，每周抽出一

两天或者一餐，坐下来跟家人好好吃顿饭。是

啊，家人围坐，共品一粥一饭，这就是一种朴素

的生活之美啊。

何为衣之美？蒋勋先生认为，衣服不仅仅

是蔽体、御寒的工具，更是表达自我、展现个性

的重要载体，所以，衣之美关键在于展现自己

的个性与品位。他特别提醒大家，不要一窝蜂

地去买名牌服饰，因为名牌之所以成为名牌，

是因为背后有文化的支撑，如果你跟这个文化

并不协调，那么放在身上有时候就会很勉强。

他说，重要的是要注意自己跟服装的适合性，

即服装的颜色、款式、质感等是否适合自己，这

样才能体现美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在服装

选择愈发多元化的今天，蒋勋先生的这番忠

告，无疑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关于住之美，蒋勋先生的观点也很独到：

你必须对家有认同感，愿意回家，它才会开始

美。他特别告诫我们：“房子并不等于家。房

子是一个硬件，必须有人去关心、去经营、去布

置，这才叫做家。”那么，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用

心布置家居环境，把它打造得温馨舒适。而

且，平日更要注重与家人的沟通交流，多关心关

爱家人，让家中充满爱与温暖，如此这般，我们

便能感受到家所带来的安宁与幸福。正如蒋勋

先生所言：美，也是你生命里的幸福跟快乐。

至于行之美，蒋勋先生则提倡一个“慢”

字。他说，高科技给了我们各种速度的快乐，

但这种快乐不等于美感。在他的眼里，人生应

是可以随时停下来缓慢行走的一条路，而不是

一条快速的高速公路。在这个过程当中，只有

放慢自己行动的速度，慢下来、停下来，我们才

能做很多的观赏、体会很多的感受，才有可能

重新找回美，找回自己。所以，平日里我们不

妨给自己留出一点时间，驻足看看路旁的鲜

花，听听树上的鸟鸣，欣赏身边的风景。你会

发现：原来，美，就在近旁，就在我们的周围。

《品味四讲》不仅是一本关于生活美学的

著作，更是一本引领我们重新审视生活的指

南。它告诉我们，美无处不在，只要我们用心

去感受、去品味，便能发现生活中的美好与诗

意。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让我们一起放慢

脚步，静下心来品味生活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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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五要”
□ 安康康

——读《品味四讲》有感

生活之美

□ 唐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