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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4日（星期三）晴
（接上期）今天可是朝圣观光外转经路以来

最轻松的一天。早上走出屋外，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东方满天的朝霞，澜沧江沿线逶迤绵延的群山
格外壮观。转过身来往后看，让人更为兴奋，只
见一副日照金山的油画高悬于眼前。

从“多塘”牧场开始一直要沿着“多塘”河下
山，过了一段较平缓而宽敞的山路之后，风景虽
好，道路就没有那么好走了。石头路崎岖难行，
山谷里奏响着水流声和马匹在石头路上行走打
滑嗒嗒声的交响曲。阿吾扎西说：“据说，从牛
场到山脚澜沧江边，这条小河上有20余座桥，所
以，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香多十八弯，多塘十
八桥’。我从这里经过多次，但是没有一一数
过，说不上确切的数字。”下山一个小时后，来到
一座木桥边，木桥那头挂满了经幡。阿吾扎西
说：“根啦，到了有卡瓦格博神脚印的地方了。”
我站在桥上弯着腰往下看，桥下的一块巨石上
赫然印着一只脚印和马蹄印，卡瓦格博神的脚
印约有五寸长，深约一厘米；在脚印的下方有卡

瓦格博坐骑的马蹄印，圆形的马蹄印
有拳头那么大，下面是湍急的河水。

走了一段路程后，前面有一条河
从西南方向的山谷中流出，在这里与
多塘河汇合，扎西说这里叫“曲宗”（河
水汇合处）。两条小河在这里冲刷出
一片开阔地，朝圣观光者可以在此休
息煨茶。接下来的山路更加难行，两
个半小时后到达“纽达亚古”，路边有
一座岩石山，高约十米，上有几个碗口
大小的石洞，岩面上有一些古怪的纹
路。扎西给我们介绍说：“据老人们
讲，有星星月亮的夜里，这些纹路里能
呈现出一个老寿星和一个小顽童的形

象。但我没有亲眼见过。”说完嘿嘿一笑。从这
里突然看到山下的澜沧江和澜沧江东岸群山的
几个村落，“那不是我五月份去过的说达、江坡
几个村子吗？”得到了阿吾扎西肯定的回答。

快到出山的沟口时外甥鲁茸丁增上来迎接
我了，我把相机交给他，让他沿路拍一拍。十二
点整我们到达 214 国道线上澜沧江边的梅里石
路边。从“扎西牧场”到梅里石整整走了四个小
时，累得满头大汗，脚板和膝盖生疼，双腿不住
地打颤，一下瘫坐在了路边休息亭的长凳上。
公路下方的梅里石村是德钦县佛山乡的自然
村，距离德钦县城50多公里，因该村处于梅里雪
山下而得名，历来是茶马古道必经之路，也是神
山那头西藏的扎南、察瓦龙、碧土等地与云南德
钦互市的口岸。外转卡瓦格博翻越“说拉”的朝
圣者们都聚集在这里，大多在此等着来接的车
或者从这里租车回德钦县城，也有赶马者和朝
拜者沿着澜沧江边的公路继续徒步行走。按过
去的外转路线从梅里石到德钦县城至少还要徒

步行走三天。我在五月份来朝拜神山时，在藏
族民俗专家木梭先生的陪同下从这里到德钦县
城的外转路已经走过一次了，所以，今天就坐车
回了县城。

据木梭先生介绍：在梅里石公路下方的江边
原先有一块宝瓶似的天然岩石，瓶内甘露外溢，
若虔诚朝拜，则能消除一切罪孽。这个圣地叫

“夏秋卡”，可惜在修筑滇藏公路时被毁掉了。我
们从梅里石下面过江到东岸，沿着公路到达 46
公里处的古水村，该村坐落在“古拉”山脚，因此
叫古水村，意为“古拉山下的村庄”。古水村边的
山崖左右两边有骑羊护法和千佛手印；距离古水
村不远的东岸山崖顶上有一根如擎天柱般的岩
石叫做“天铁剑”，据说是从天而降倒插在那里的
天铁之剑，其下方翘首蹲踞着一只面向西方极乐
世界的“月宫玉兔”；43 公里处澜沧江西岸的小
村落叫木许村，村旁的河沟南岸是峭壁悬崖，据
说那座山崖是秘密主金刚手菩萨的圣地，转山人
朝拜此圣地，能消除来自下界龙蛇之类的危害。

木梭先生介绍说，从前的外转经路是从澜沧
江西走到溜筒江村，再从篾索渡到东岸，也就是
现在的国道 214 线 41 公里处。因地处茶马古道
要塞，又是滇藏之间的关隘，旧时曾有驻军防守，
故得名“马巴顶”。从前从云南到西藏、尼泊尔、
印度各地的商人都要从这里渡江，当时江面只有
一条篦索，对面的村子因此得名溜筒江村。1948
年，丽江富贾赖耀彩等筹资在此修建铁索桥，命
名“普渡桥”，从此人马安然无恙。从“马巴顶”出
发，传统的外转经路要翻越“马巴顶”旁边的山
坡，现在这里有隧道，再也没有人去爬坡了。再
行 3 公里来到一个大沟里，此处有树有水有电
站，河流叫阿东河，电站叫阿东河电站。国道
214公路顺着澜沧江继续向南，经飞来寺到达德

钦县城。朝圣观光者沿路可以一览
卡瓦格博诸峰的风采。

传统的外转经路不是沿现在的
公路线，而是到了大沟后要沿着阿
东河到阿东村，再到升平镇。现在
乡村公路从阿东河电站通往阿东
村，公路右侧的绝壁巉岩上有一个
岩洞，据说是莲花生大师修行洞。
可以想象，能在那里面修行的人非
同一般。修行洞的对面有一座黑色
的岩石山，山脚下有一株古老的核
桃树，树旁边的那个山洞是古代藏
族大译师白若杂纳的修行洞。由于
白若杂纳大译师在这里主修的是度
母，所以，这座山洞又叫“度母洞”。莲花生大师
修行洞上方的山崖里有众空行母的各种服饰、法
器和伏藏箱。河床的尽头有一座桥，对岸悬崖上
有一个不大的岩洞，洞口蹲着一只石猴，非常逼
真，这就是藏族人的祖宗“菩提神猴”。在“神猴
洞”对岸有一株香柏树，后面隐藏着一个山洞，据
说这是神猴的伴侣——罗刹女的修行洞。在“神
猴洞”下方左侧沟底山崖上有一道敞开的裂缝，
形似女性生殖器，该圣迹应叫“圣阴像”吧！

阿东村海拔2800米，气候适宜，庄稼一年两
熟，主要种植玉米、小麦、青稞等农作物。从阿东
村沿河往东南山谷上行，一路风光无限，小路西
侧有一座直立的山峰，名叫“吽西扎”，是当地的
一座神山。据说，神山上藏有佛经三藏，山腰有
一座小岩石峰，说是“千部鬼神佛塔”；山脚路边
古桃树后一块壁立的岩石上有一清晰的人的背
印，据说是昌都强巴林寺活佛帕巴拉大师留下
的。这里一路山清水秀，风光美不胜收。木梭、
马泽我们三人曾在小河边平坝上野炊，去观赏岩

画，到湖边拾垃圾，捡游客扔下的空啤酒瓶和饮
料瓶，观赏湖里的鱼儿，真是其乐无穷。

谷口东山后有一面明镜般的高原湖泊，名叫
“贡卡措”，湖神名叫“达香善波”。再到“卓拉”山
口，即可俯瞰德钦县城全景。“卓拉”意为成就之
山，外转行人经历千辛万苦，翻越无数座高山，渡
过无数条大河，最后翻过这道山，外转功德圆满
成就，所以叫“卓拉”。从“卓拉”下山到达德钦林
寺，寺院建在犹如大象行走一般的山头上，其后
一道屏障似的大山是德钦寺的守护山神——“日
尼·丹松尼波”，北山头上那个鸟嘴一样的岩石，
叫“恰曲”（鸟嘴岩）。从这里向南远眺，白马雪山
——卡瓦格博的东大门守护神“扎拉雀尼”近在
眼前；向下俯视，建在卡瓦格博水晶盘上的升平
镇一目了然。

我的外转经路今天圆满结束了，用肉体的劳
累换得精神愉悦、心灵纯净、感悟人生，非常值
得。从明天开始，我又要行走卡瓦格博内转经路
了！ （全文完）

孔子晚年喜《易》，韦编三绝，堪称读书人
的楷模。先秦时期，文字多写在竹简上，一片
竹简少则八九个字，多则几十个字。竹简主要
用作文献、文书等，将其编缀后的形状便是汉
字的“册”字。一部书要用许多竹简，通过牢固
的绳子之类的东西按次序编连起来才最后成
书，便于阅读。孔子能够把缀连竹简的熟牛皮
绳翻断，足见他在《易经》上倾注了不少心力。
竹简上当然不只是《易经》，先秦时期诸子百家
的思想，应该也是通过竹简这种载体加以保存
和传播。因此，我们要研究先秦时期的中国古
代思想，竹简绝对不能错过。1970年代发现的
新出土文献，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产生了
极大影响。银雀山汉墓竹简，为以两个《孙子》
为首的兵学思想研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马王
堆汉墓帛书，则推进了《老子》及道家思想的新
研究；睡虎地秦墓竹简，为研究秦的法治及法
律思想的实际情况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但是为思想史研究带来翻天覆地变化，且
影响更为深远的，却是1990年代以后发现的竹
简群，包括郭店楚简、上博楚简、清华简等，均
为战国时期的文献，其中蕴含着大量信息，值
得我们探究。汤浅邦弘是日本著名竹简研究
专家，研究领域以中国思想史研究为主，现主
要通过解读出土竹简文献研究诸子百家思想，
出版著作多种。《竹简学》作为汤浅教授在中国
大陆出版的首部专著，涵盖了他2006年至2013
年的有关出土文献方面的重要论著，较为完整
地展现了近年来汤浅教授竹简研究的精华。

全书图文并茂，分为三部分：一是以儒家

思想与古圣王的传说为题，以上博楚简与清华
简为中心，对儒家思想的形成史以及尧舜禹及
周文王等古圣王的传说加以考察；二是以王者
的记录与教诫——楚王故事研究为题，以上博
楚简中富有特色的六篇楚王故事为主，对其特
色、文献性质加以分析；三是以新出秦简、汉简
中体现的思想史为题，以岳麓秦简、银雀山汉
简、北大简为主加以分析，其内容分别涉及占
梦、军事、《老子》等思想史课题。以上三个部
分论述题目各有不同，但均围绕先秦至秦汉的
重要思想史问题进行探索。

以“君子”这个儒家思想中最重要的词语
之一为例，作者以近年不断被公开的战国楚简
为线索，对儒家思想中的“君子”加以考察。书
中探讨了在战国楚简中频繁出现的“君子”一
词的用法，并且综合以《论语》为首的传世儒家
文献，对其中“君子”的含义进行了重新考察。
所谓“君子”，不是仅仅把具有高尚人格者作为
一种理念型的东西提出来，而是显示了儒家自
身迫切追求的“从政者”形象。而其“君子”的
具体形象，则可以说很有可能是强烈地意识到
了孔子的形象。

《竹简学》是近年日本学者在简牍研究方
面的重要成果，全书视野广阔，论述精到。汤
浅教授的文章，一向极为简洁明快，语言韵律
感较强，且整体上深入浅出，尤其擅长以大量
例证说理，论证丝丝入扣，极具可读性。此书
得以翻译出版，不仅便利于我国学者的参考借
鉴，而且对广大读者深入了解先秦秦汉时期社
会、思想与文明的状态和特征，极有帮助。

过年期间，孩子们最开心的就是能收到大
人给的压岁钱。在中国，压岁钱的历史由来已
久，文化内涵也极为丰富。笔者喜好收藏各种
钱币，家中藏有两枚清代压岁钱，造型别致，寓
意吉祥。

压岁钱，古称“厌胜钱”“压胜钱”“压崇钱”
“押岁钱”等，在钱币系列中，它被归为花钱
类。压岁钱来源于古代方士的一种巫术——
厌胜法，当时人们认为，运用厌胜法就可以制
服他们想要制服的人和物。厌胜法的“厌”读
作 ya，据《说文解字》解释：“厌，笮也，令人作
压”，所以通常又把厌胜法称作压胜法。压胜
钱实际上就是据厌胜法的本义，人们为避邪祈
福而制作的一种饰物，供人佩带赏玩；名曰钱，
实际上并不作货币在市场上流通。因为“压胜
钱”又叫“压祟钱”，“岁”与“祟”谐音，所以据说
长辈在除夕夜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
辈，压岁钱就可以压住邪祟，晚辈也就可以平
平安安度过一岁。

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压岁钱。最早的
压岁钱出现于汉代。汉代压岁钱形制多为正
面铸有文字和各种吉祥语，如“千秋万岁”“天
下太平”“去殃除凶”等；背面铸有各种图案，如
龙凤、龟蛇、双鱼、斗剑、星斗等。汉代的这种
铸币形式一直延续到清代，笔者收藏的“金玉
满堂长命富贵”压岁钱即属于此类形制。这枚
压岁钱为铜质，直径约5厘米，正面印刻“金玉
满堂长命富贵”字样，并环绕以蝙蝠等吉祥图
案；钱币背面刻有一只梅花鹿，活泼可爱，栩栩
如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梅花鹿是吉祥物之

一，因它与“禄”谐音，含“高官厚禄”之意，故深
得人们喜爱。在压岁钱中刻上梅花鹿，既是对

“金玉满堂”的呼应，也寄托着长辈对晚辈的殷
切期望。

清代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记载：“以彩
绳穿钱，编作龙形，置于床脚，谓之压岁钱。尊
长之赐小儿者。亦谓压岁钱。 ”由此可知，明
清时，压岁钱大多是用红绳串着送给孩子的。
对此，清人吴曼云《压岁钱》诗可作印证：“百十
钱穿彩线长，分来再枕自收藏，商量爆竹谈箫
价，添得娇儿一夜忙。”笔者收藏的另一枚“长
命富贵、天长地久”（如图）叶形压岁钱，不仅造
型特殊，而且还留有专门用来穿绳的钮头，也
可证明清代百姓多把压岁钱串起来送给晚
辈。这枚压岁钱，是笔者偶然在乡下时看到
的，从当地一位老人手中购得。当时老人见我
识货，很高兴，说是要送给我，我不敢领受，执
意付钱，老人便象征性地收了些，临走前他还
对我说，“愿这枚花钱保你富贵吉祥。”时至今
日，记忆犹新，十分感激老人的祝福。这枚花
钱呈叶形，在叶子正面刻有“长命富贵”四字，
背面留有“天长地久”四字。钱币图案清晰，保
存完好，实在是兼美之物。

压岁钱代表长辈对晚辈的祝福，它是长辈
送给孩子的护身符，也是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
长的象征。不过，现代社会的压岁钱已经远远
不是以前的那种味道了，虽然数额上增加了不
少，但好像并未能给孩子们带来更多的快乐。
细想也是，失去了本真，压岁钱也就失去原有
的意义。

送走猴年，金鸡跨步走过来，那引颈啼鸣的
样子，预示着鸡年的祥瑞和吉庆。让我们走到汉
字里，看一看“鸡”的字解和含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鸡是纳吉迎祥的崇物，
在许多场合，“鸡”字都是“吉祥”的代名词。人们
根据“鸡”与“吉”谐音，便取“吉”之意，将鸡的美
德及人们心目中的美好形象和向往投射到指称
对象。人们认为，动物鸡有文、武、勇、仁、信五
德，从古代到现代，许多地方在婚娶喜事中用鸡
作陪嫁，象征新人有良好的品质。如有些地区有
抱鸡的婚俗，娶亲时，女方选一男孩抱一只母鸡，
随花轿出发，前往送亲。因鸡与”吉“谐音，抱鸡
图的是吉利。有的地方流行鸡米礼风俗，嫡亲或
姻亲之间在出生、结婚、盖房时，互送公鸡和米
酒。还有的在房屋门上画鸡避祸趋吉，以图吉祥
如意，于是鸡便有了门神的地位。鸡鸭鱼中，鸡
居首位，即有万事吉（鸡）当头之说。全鸡的饮食
习俗，则取其“全吉”之意。鸡有时又被美称为

凤，在广东，把鸡肉与蛇肉熬成的菜肴称作“龙凤
汤”，取的是“龙凤吉祥”之意。

在没有钟表的时代，雄鸡打鸣是人类计时工
具之一。在古代，人们有鸡鸣即起的习惯。各国
疆界、隘口，也闻鸡开关。《说文解字》里解释鸡为

“知时畜也”。鸡是家畜，又强调鸡的报时作用。
古代把鸡尊称为“报时神”，甚至为人们所祭祀。
因为不管酷暑寒冬，还是雨雪晴天，鸡都准时守
信，啼鸣报晓，决不偷懒。没有钟表古代，鸡就是
通天神灵，它知道漫漫长夜的时辰，知道太阳何
时升起。鸡叫三遍，太阳便出来了，鸡成了送走
黑暗，迎接光明的“阳鸟”、“天鸡”及吉祥的化
身。以鸡煞鬼，除秽驱邪，也是鸡在民俗中的重
要角色。清·袁枚说：“鬼怕鸡叫，鸡叫一声，鬼缩
一尺，灯光为之一亮”。

成语“闻鸡起舞”，可谓人人皆知。《晋书·祖
逖传》：“祖逖与司空刘琨俱为司州主簿，情好绸
繆，共被同寝。中夜闻荒鸡鸣，蹴琨觉曰：‘此非

恶声也。’因起舞。”“闻鸡起舞”便为志士仁人发
奋努力之典。宋·松洲《念奴娇·题锺山楼》：“击
楫誓清，闻鸡起舞，毕竟英雄得。”“闻鸡起舞”亦
省作“闻鸡舞”，如宋·辛弃疾《菩萨蛮》：“功名君
自许，少日闻鸡舞。”可见，闻鸡起舞多在古诗词
中出现。

十二生肖中，鸡被视为勇敢仁义，人们可信
赖的朋友。鸡不仅是祥禽，又是德禽。“君独不见
夫鸡乎？头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敌在
前敢斗者，勇也；见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时
者，信也；”《韩诗外传》中称鸡有“五德”，即文、
武、勇、仁、信。《尔雅翼》中亦说：“首戴冠者，文
也；足博距者，武也；敌前敢斗者，勇也；得食相告
者，仁也；鸣不失时者，信也。”关于鸡的“五德”，
有诗赞曰：“意在五更初，幽幽潜五德；瞻顾候明
时，东方有精色”。因此，高卢人奉鸡为国鸟。

鸡年到，春来早，祝愿汉字中鸡的“吉庆”和
“五德”，大步走进我们崭新的日子里。

古人有名又有字，有的还有号。了解古人运
用名字的知识，对读懂古书有一些帮助，可以减少
称呼上的误解。

《礼记·檀弓》上说：“幼名，冠字。”这个古代礼
法的具体规定是：古时婴儿出生三个月后，由父亲
命名。男子二十冠而取字，即男子到二十岁时由
父亲在宗庙里主持冠礼(冠礼是结发加冠，就是在
头顶上盘成发髻，以区别于童年发式)，来宾敬酒
后，去见母亲，再由来宾取“字”，女子十五岁结发
加笄(音jī，盘头发用的簪子)时取“字”。

古人的名只有一个，但也有三月命名之前先
取小名、乳名的。如汉高祖刘邦小名是刘季(季是
兄弟排行的第三或第四)，曹操小名叫阿瞒。随意
称人小名含有侮辱、蔑视意味。雎景臣的散曲《高
祖还乡》就称刘邦为刘三。三国时期吴人为曹操
写的传叫《曹瞒传》，《三国演义》上有人骂曹操就
称他阿瞒。辛弃疾《永遇乐——北固亭怀古》中的

“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的“佛狸”，是北魏太武
帝拓拔焘的小名，这样称呼是蔑视他。

古书上有一名而异文的，如春秋时鲁国季氏
的家臣，《论语》写作阳货，《史记·孔子世家》写作
阳虎；战国时魏文侯相李悝，有的也写作李克。这
不是一人而二名，而是一名的两种写法，因古时字
音相同而写了别字，实际上是通假字。

名和字有意义上的联系，不是随意起的。如
孔丘，字仲尼，因其父母祷于尼丘山而得孔子，所
以孔子名、字相合以记生地(另一说是孔子生时头
上是圩顶，因而叫丘)。有的用字来解释名，如屈
原，名平、字原，《尔雅·释地》说：“广平曰原。”颜
回，字子渊，回是旋转的意思，“渊，回水也。”(《说文
解字》)张飞字翼德、以“翼德”释“飞”。有的用同义
词取名和字，如宰予，字子我，予、我都是第一人称
代词。周瑜，字公瑾，瑜、瑾都是美玉。杜甫，字子
美，甫是男子的美称。有的用反义词取名和字。
孔子的弟子端木赐，字子贡，赐、贡意义相对。曾
子的父亲曾点，字皙，“点，小黑也”(《说文解字》，)

“晳，人色白也”(《说文解字》)黑白是反义词。元代
书法家赵盂頫，字子昂，頫是俯的异体字，昂是仰
的意思，俯、仰义相反。由于时代发展，词义变迁，
有些古人的名和字，今天已看不出其中的联系了。

古代男子有在字前加“子”、加排行或在字后
加“父”或“甫”的习惯作法。子是男子的尊称，用
在字前，表示该人是男子，如公阿孙侨，字子产；伍

员，字子胥；冉求，字子有。在叙述和称呼的时候，
这个“子”字有时省去不用，如直称冉有。古代男
子用伯、仲、叔、季表示排行。在字前可加排行，以
表示在兄弟中的长幼之次，如孔子的儿子孔鲤，字
伯鱼；孔子的弟子冉雍，字仲弓；仲由，字季路。有
的以排行为字，如管夷吾，字仲；吴广，字叔。“甫”
是男子的美称，父与甫二字通借，字后加“甫”或

“父”，以示性别或敬意，如孔丘，其字可称尼父。
还有的字前加排行，字后加“父”或“甫”，构成男子
的全称，如孔丘，字的全称是仲尼父，周公旦之子，
鲁国的始君字伯禽父，周宣王的大臣仲山甫等。

名只有一个，但字可有两个，称又字，或又号，
如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

名是大名如父，字是副名、小字，如子。所以
古书上一般是正式用名，但也有以字通行了的。
史书上称这种情况时常用某某“以字行”，意思是
该人通用的是字，这些人的大名一般不为常人所
知，如屈原，“原”是字、“平”是名。

古人还可以名和字连举，而不称姓，这种情况
一般是先称字，后称名。如孔子的先祖孔父嘉，孔
父是字，嘉是名(孔子就以孔为氏)。孔子的父亲叔
梁纥，叔梁是字，纥是名。

古人在名字的称呼上十分讲究，有严格的等
级观念。尊对卑称名，孔子对弟子称名，如：“求，
尔何如？”卑自称也称名，如：“求也为之，比及三
年，可使足民。”“求”是冉求的名。本人也可以谦
称自己的名，如孔子对弟子有时也说：“丘也耻
之。”而卑对尊则要称字，不能直呼其名。如“窃以
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君实，是司马光的字。

除名和字外，古人还有另(又称别字)。别号和
名不一定有联系，但别号是自己起的，往往反映了
本人的居处、志趣。例如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

“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李白自号青莲居
士，苏轼自号东坡居士，“青莲”是李白的生地，“东
坡”是苏轼谪居黄州时住的地方。“居士”在先秦指
未作官的士人，后来文人多用来做别号。又如陆
游字务观，别号放翁，辛弃疾字幼安，别号稼轩。
两个字的别号在应用上同字无大区别，有的以称
号为常见，如陆放翁，辛稼轩。唐宋以后，有人以
为称字、称号还不够尊敬，就称官爵、称地望。例
如王羲之被称为王右军，因为他做过右军将军，杜
甫被称为杜工部，因为他做过检校工部员外郎。
王安石被称为王临川，他的全集叫《临川先生文

集》，因为他是江西临川人，这种以生地或住地来
称呼的叫称地望。官爵、地望都是后人给的尊称
(地望也有当时人相称的)，全不是自称。

还有死后称谥号的，如范仲淹叫范文正公，死
后谥“文正”，陶渊明死后，颜延年为他作诔，谥为
靖节居士。这是私谥，是死后亲友门人所加的谥
号。此外，又有雅号、绰号，如《水浒传》上的来江
叫及时雨，买用叫智多星。字、号常常不一止一
个，这样算来，一个人常有许多名字，不可混淆。

封建帝王后人往往不称其本名，而称谥号、年
号或庙号。这样，他们的本名多不为人所知，而以
各种号代之，这是读古书时不可不知的。

谥号是帝王诸侯死后，朝廷根据他们的生平
行为由礼官议定所给予的一种称号，用来褒贬善
恶。谥号是从周朝开始的，分为三类。一是用以
表扬的谥，如文、武、景、惠等，二是用以批评的谥，
如灵、厉、炀等，三是表以同情的夭谥，如哀、怀、闵
等。这些谥号是用赋予特定含义的字来表明的。
秦始皇不满意谥法，认为“子议父，臣议君，甚无
谓，朕弗取焉”，就下令废除了。但汉朝又恢复了，
一直延续到清光绪皇帝。据唐张守节《谥法解》，
共有一百六十四个谧号。每个谧号前加一句解释
它的四字断语，如好谥，“民无能多曰神，威仪悉备
曰钦”等等。谥法本来是盖棺论定，足以劝善惩
恶，谥号是死者生前事迹和品德的概括，但后来都
成了虚名，与实际不合，如明神宗是败国之君，却
谥为“神”，宋钦宗是亡国之君，却谥为“钦”，可见
这些谥号的虚伪性。谥号也有用两个字以上的，
如魏安僖王，赵孝成王等。

庙号是皇帝死后，在太庙立室奉祀时特立的
称号，它从汉高祖开始，根据周代宗法没立的。以
后历代皇帝都沿用。开国第一代皂帝称太祖、高
祖、或世祖，第二代以后的嗣君称太宗、世宗。如
刘邦称太祖高帝，后来简称汉高祖，汉文帝全号是
太宗孝文皇帝，第三代孝景皇帝未称宗，第四代汉
武帝全称是世宗孝武皇帝。东汉第一代皇帝刘秀
称世祖光武帝。唐武后、中宗开始，皇帝生前就加
奉尊号，如唐玄宗受尊号为开元圣文神武皇帝，宋
太祖受尊号为应天广运仁圣文武至德皇帝，都是
一些阿谀奉承的话。这实际上是一种谥号。唐以
前对殁世的皇帝简称谥号，如汉武帝，魏文帝，不
称庙号；唐以后由于谥号加长，不便称呼，就改称
庙号，如唐高宗、宋徽宗、元世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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