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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话的“倚”是
依靠或投靠的意思。
闽南俗语“吃鸡倚鸡，
吃鸭倚鸭”，意为今天
得到鸡的好处就投靠
鸡，明天得到鸭的好
处就投靠鸭。这句俗
语是用来讽刺和鞭笞
那些见利忘义、反复
无常的人。

由“吃鸡倚鸡，吃
鸭倚鸭”这句俗语，不
由得想起《三国演义》
描写的那个吕布。吕
布是一员勇将，在当
时军阀混战的各个营
垒里，他可以说是无
可匹敌的。刘备和关
羽、张飞三员猛将一
齐上阵，才好不容易
战倒他，时有“人中吕
布，马中赤兔”之说。
但他见利忘义，反复
无常。为了投靠权势，
他起先认荆州刺史丁
原为义父；后为贪得
一匹赤兔马、一千两
黄金、数十颗明珠和
一条玉带，竟翻脸杀
死丁原而拜西凉刺史
董卓为义父；后又跟
董卓争夺美女貂蝉，再次翻脸
刺死董卓。张飞因此骂他为“三
姓家奴”。

到了1700年以后的民国时
期，又出了一个反复无常的军
阀石友三。他在军阀混战中，先

后投靠冯玉祥、阎锡
山、蒋介石、汪精卫、
张学良，又先后背叛
他们，被称为“倒戈
将军”。更有甚者，在
日本侵华期间，他先
是在日本人支持下
出任冀北保安司令，
后又公开投靠侵华
日军，成为汉奸。

这 种“ 吃 鸡 倚
鸡，吃鸭倚鸭”的人，
由于不讲信仰，不讲
道义，有奶便是娘，
不但声名狼籍，还落
下个悲惨的下场。民
国时期那个石友三，
后来因人心丧失，被
部下活埋在黄河岸
边。那个见利忘义的
吕布在白门楼被曹
操擒获后，曹操爱其
勇武起先想收留他，
经刘备提醒：“你忘
记丁原、董卓的脑袋
是怎么掉的吗？”曹
操一听还是保护自
己的脑袋要紧，便下
令将他处死。吕布与
同一时期忠义双全
的关羽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时至今日，供奉关夫子
的庙宇遍天下，却从没见过有
一 座 供 奉 吕 布 的 庙 ，这 说 明
老百姓对“吃鸡倚鸡，吃鸭倚
鸭 ”者 的 鄙 视 和 对 忠 义 之 士
的景仰。

记忆中的年味记忆中的年味记忆中的年味 木板上的芳华木板上的芳华木板上的芳华
——国家级非遗项目漳州木版年画

⊙贺鑫磊 文/供图

中秋
佳节临近，

又到了月饼
采购季。近日，

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要求各级纪检监

察 机 关 ，密 切 关 注
“四风”苗头性、倾向
性、隐蔽性问题，对涉及

豪华月饼、“天价”月饼问
题及时纠治，不断巩固拓

展作风建设成果。
当前市面上的月饼，主

要以包装简约的散装和价格
实惠的中低档礼盒为主，礼盒
材质也基本为常规的铁盒或
纸盒。以往包装华丽、价格高
昂、馅料珍稀的豪华月饼、“天
价”月饼已少见。许多网友感慨
月饼的“包装越来越简朴，馅料
越来越丰富，价格越来越亲民，真
正回归了传统食品的属性”。一盒
月饼的包装、用料和价格之变，折
射出中央八项规定给社会风气带
来的悄然转变。

曾几何时，里三层外三层、镶
金边、贴红木等过度包装的豪华月
饼五花八门，每盒价格动辄高达千
元左右，加之有的礼盒中再搭售价
值不菲的茶叶、红酒甚至奢侈品，
导致“买的不吃，吃的不买”，“月
饼”的乱象花样翻新，有的收送不
记名的月饼券，有的通过快递公款
购送月饼，还有的通过“月饼红
包”等方式，以月饼为幌子行违规
收受礼金礼品之实。

回顾我们民族的“中秋文
化”“月饼文化”的历史传统。从民族的文
化心理来看，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
节日、重视传统、重视节日人情味的民
族。在我们的诗人笔下，杜甫的中秋是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白居易

的是“西北望乡何处是，东南见月几
回圆”；苏轼说中秋是“此生此夜不
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辛弃疾
眼中的中秋是“若得长圆如此
夜，人情未必看承别。把从前、
离恨总成欢，归时说。”在这

些美妙的诗词中，洒落的是
人间情，描摹的是世间

态，抒发的是团圆意，
表达的是回归心，寄

托的是幸福的期
盼，蕴含的是

美好的渴

望，诉
说的是对
亲人的思念
和祝福……这
构成和荟萃了我
们民族特有的“中秋
文化”的诗意和人文
理念。

对于年复一年的节
日，大自然本身不过是遵
循着一种自然法则在不息
地运行。而人类却本着自身
的生活需要、认识能力和情
感需要以及精神诉求，去赋予
它一定的内涵和标志，于是它
就要和人们的生活、思想、感情
发生许多关涉，这就有了节日的
概念，产生了对节日的文化感
怀。

民族学告诉我们，各种文化
程度、文明程度不同的民族，对于
节日大都有隆重的表现和很强的
仪式感。而诗人是敏感的，对于中
秋节——这样一个明月高悬、千里
婵娟、家家团圆的重要标志，不免
有一番感慨——“一年又是月圆
时”之类的长歌短咏，其实，这和到
了春天草木要发叶开花是一样的。
所以，对于诗人的这种节日情怀，
很容易理解——中秋佳节，不只是
一个岁月时节，它也是人生的一个
重要内容，更具有包含着美好希望
和期盼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所
以，自古至今，对于“中秋”的情
结，或许我们每一个人的感受体
味有所不同，但这已成为我们的
一种集体文化意识，成为我们民

族的一种历史文化记忆。
这告诉我们，我们不能缺失了对中

秋文化的诗意与人文的尊重，用功利
化、消费化、庸俗化的态度对待“月饼
文化”“中秋文化”，如果我们忘记了
传统，传统在当代生活中的位置越
来越少，我们的精神上就没有了

“根”，我们就会把传统丢失了，把
我们传统的美好的东西丢失了。

所以，对民族的文化、传
统，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
一颗“敬畏的心”，应该用自
己的方式向传统、向文化
表达敬意，守护好我们
的历史传统，守护好
我 们 美 好 的“ 中
秋 文 化 ”“ 月
饼文化”。

守
护
好
我
们
的
﹃﹃﹃﹃﹃﹃﹃﹃﹃﹃﹃﹃﹃﹃﹃﹃﹃﹃﹃﹃﹃﹃﹃﹃﹃﹃﹃﹃﹃﹃﹃
月
饼
文
化

月
饼
文
化

月
饼
文
化

月
饼
文
化

月
饼
文
化

月
饼
文
化

月
饼
文
化

月
饼
文
化

月
饼
文
化

月
饼
文
化

月
饼
文
化

月
饼
文
化

月
饼
文
化

月
饼
文
化

月
饼
文
化

月
饼
文
化

月
饼
文
化

月
饼
文
化

月
饼
文
化

月
饼
文
化

月
饼
文
化

月
饼
文
化

月
饼
文
化

月
饼
文
化

月
饼
文
化

月
饼
文
化

月
饼
文
化

月
饼
文
化

月
饼
文
化

月
饼
文
化

月
饼
文
化
﹄﹄﹄﹄﹄﹄﹄﹄﹄﹄﹄﹄﹄﹄﹄﹄﹄﹄﹄﹄﹄﹄﹄﹄﹄﹄﹄﹄﹄﹄﹄

⊙

许
民
彤

中秋佳节也正值收获秋实的季
节，家家户户都要置办佳肴美食，分
享丰收的喜悦；把盏赏月，庆贺亲人
团圆，寄托怀乡思亲之情，从而形成
吃月饼、饮桂花酒和品尝鲜果等丰富
多彩的中秋饮食风俗。从清末著名画
家任伯年的“清供图”中，可体味到中
秋的食俗美味。

任伯年的绘画以人物和花鸟为
主，擅长写生 ，融会贯通诸家之长，
吸取水彩色调之技法，勾皴点染，线
条简练沉着，有力潇洒，格调清新，意
境深远。他的花鸟画，笔墨简逸放纵，
设色明净淡雅，形成兼工带写，明快
温馨的格调，更加富有创造和巧趣，
花、鸟相得益彰，整个画面充满了诗
的意境。这种画法，开辟了花鸟画的
新天地，对近、现代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他与吴昌硕、蒲华、虚谷齐名为

“清末海派四杰”。任伯年由于自幼漂
泊上海、宁波、苏州，并从军太平天
国，每到年节思乡之情便油然而生，
所以在春节和中秋节，他喜画一些

“清供图”，以表达悠悠乡愁。
1890 年中秋节，年届 50 的任伯

年早已蜚声上海画坛。他在豫园的寓
所摆开几案，置放月饼和一些瓜果，
听秋虫声声，闻桂香缕缕，举杯邀月，
啖饼赏月。每逢佳节倍思亲，心底泛
起缕缕乡愁，他要用画作抒发自己的
情怀，画了一幅“清供图”，名曰《中秋
赏月图》。画面上皓月当空，清辉一
片，竹影婆娑，块石之上置青瓷盘，月
饼、葡萄和嫩藕历历可见。圆月和月
饼象征着团团圆圆，翠竹寓意“竹报
平安”。第二天，任伯年意犹未尽，又
创作了一幅《中秋景物图》。画面上月
光如银，朱磦色圆盘中除月饼、嫩藕
外，还有石榴、丹橘等鲜果。果盘下方
绘了一只蹲坐的白兔，红色点睛之笔
熠熠有神。更增添了中秋的诗意和韵
味。

从任伯年的两幅“清供图”上可
见，月饼、莲藕以及鲜果等都是中秋
节必备的美食。

月饼是古代中秋拜祭月神的供
品，以祈求家人平安、吉祥如意。自唐
代始，吃月饼成为中秋节节日食俗，
象征着团圆和睦。北宋时在宫廷内流
行，后流传到民间，当时俗称“小饼”
和“月团”。苏东坡有诗云：“小饼如
嚼月，中有酥和饴”。明清时期，中秋
吃月饼成为民间的普遍习俗。明人
田汝成辑撰的《西湖游览志馀》记
载：“八月十五日谓之中秋，民间以
月饼相遗，取团圆之义。”后来，月饼
与各地饮食习俗相互融合，逐渐发
展出广式、京式、苏式、潮式、滇式等
种类，被中国南北各地的人们所喜
爱。围绕吃月饼还产生了许多地方
民俗，如江南的“卜状元”：把月饼切
成大中小三块，叠在一起，最大的放
在下面，为“状元”；中等的放在中
间，为“榜眼”；最小的在上面，为“探
花”。而后全家人掷骰子，谁的数码
最多，即为状元，吃大块；依次为榜
眼、探花，游戏取乐。

中秋节正是鲜藕上市之时。中秋

食藕，是寄团圆之意，尤其是吃“藕盒
子”。江浙人多将藕切片，每两片间下
端相连，中间夹肉、文蛤等调制而成
的馅，外拖面煎至金黄，此又称藕饼，
与月饼有异曲同工之妙。中秋食藕还
寓意爱情圆满。成语云“藕断丝连”，
莲藕即使断开丝仍然相连，如同少女
相思魂牵梦绕。加上藕字与“偶”同
音，有求偶之意，成为少女中秋祭拜
月神必备的供品。莲藕在生活中是很
常见的食材之一，不仅生津解渴还可
以补心生血，是很好的保健食品。宋
人李流谦的《食藕》诗云：“君看入口
处，一片疑嚼雪。”杨万里的《小集食
藕极嫩》诗曰：“比雪犹松在，无丝可
得飘。轻拈愁欲碎，未嚼已先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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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版年画作为一种民间工艺美
术，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经历
1000多年的传承与演变，已经深深扎
根于民间传统的各类习俗中，成为我
国传统年节习俗不可或缺的重要部
分,是中国民间艺术的一块璀璨瑰宝。
漳州木版年画是我国南方年画的代
表，既有南方的隽秀又具北方的豪
放，影响力远至台湾及东南亚地区，
与天津“杨柳青”、江苏“桃花坞”、四
川“绵竹”木版年画并称“中国民间四
大木版年画”。2006年 5月，经国务院
批准，漳州木版年画被列入国家级首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扎根民间 历史悠久

漳州木版年画始于宋末，辉煌于
明、清。漳州木版年画汲取北方年画
的粗犷豪放、造型朴实与南方年画的
灵巧纤美、精致秀丽于一身，构图饱满、线条精炼、
造型古朴、色彩艳丽、极具装饰趣味，是中原民俗文
化和闽南民俗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明代，漳州木版
年画开始走向兴盛，当时漳州已经有“曲文斋”“多
文斋”等多家书坊兼营年画。近代学者叶德辉在

《书林清话》中称“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明清时
期，随着漳州对外贸易港口月港的兴起，漳州木版
年画曾一度借助繁荣的海上贸易，远销东南亚、日
本等地。漳州木版年画以颜氏家族的老店为首，经
过几代传承人的努力，至清末民初时，几乎形成一
家独大的格局。改革开放以来，在各方的重视下，
漳州木版年画这一民间文化瑰宝重放异彩。1986
年颜家印制了一套古木版年画，在全国民间美术
工作大会上得到与会专家们高度赞赏；1990年，漳
州木版年画载入《中国民间艺术大辞典》；2006 年
5月，漳州木版年画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题材广泛 独具一格

漳州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是民间木版
年画作品衍生最多的区域之一。漳州木版年画构图
大方、风格古朴、形象生动、造型夸张、色彩绚丽、雕
版线条刚柔相济。品种主要有门画、门顶画、中堂
画、独幅画、连环画等多种类别，题材广泛，内容丰
富，主要有辟邪消灾、祈求吉祥、历史戏文故事和装

饰图案，代表作品有《天宫赐福》《神荼郁垒》《狮咬
剑》《春招财子》《郭子仪拜寿》《老鼠娶亲》等，它们
寓意吉祥平安、富贵盈门、福星高照、家族兴旺，反
映了民间求富求贵的普遍心理，因而深受百姓喜
爱。其中，祈福类年画多设计为金元宝、古币、如意
等各种财宝，更是满足了人们求财护财的思想愿
望，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漳州木版年画艺术技法和工艺过程
独具一格，其雕版线条粗细迥异、刚柔相
济，以挺健黑线为主。用色追求简明对
比，印制采用分版分色手工套印，称为

“饰版”。所用颜料分水质和粉质两种，有
大红、淡红、黑以及本色纸诸种。漳州年
画构图大方，造型夸张，特别是用黑纸印
制的年画，为其他地区罕见。漳州木版年
画的雕版分阳版和阴版两种，印制“幼
神”人物背景色（红）的版为阴版，这种阴
版的刻法和用法为中国所独有。雕版上
所有线条和色块的边缘都是向外倾斜
的，这便于印制时调节水分。印制时采用
版套印，先色版后黑线条版。

文化传承 创新发展

现年 49 岁的颜朝俊是颜氏木版年
画第七代省级传承人，为更好地传承和
保护木版年画，他辞去了工作，全身心投

入到传统年画对接文化创意产业中。在漳州博物馆
的木版年画工作室里，颜朝俊告诉笔者：“我在六七
岁时第一次接触家里从道光年间传承下来的木版年
画，就被它的美深深吸引，并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
对于如何传承漳州木版年画，颜朝俊认为：木版年画
不应只在博物馆里供人参观，更应活在当下，融入现
代生活。一方面，要注重尊重和保护老手艺人，加大
宣传普及教育和人才培养扶持力度；另一方面，要注
重与时俱进，融入现代审美意识，激发创新活力，赋
予木版年画新的时代内涵，为漳州木版年画的保护
和传承注入源源不断的活水。

漳州木版年画在探索新的生存之道过程中，以
红包、帆布包、T 恤、冰箱贴等越来越多非遗系列
文创产品的传播新方式，再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我们希望通过日常物件，让人们在使用的过程中
感受传统文化，花点巧心思，玩出新花样，让更多
的青少年能感受到漳州木版年画的魅力，吸引更
多的年轻人来了解它。”谈及未来，颜朝俊表示，将
坚持复刻与文创两条路并行，重点在与专业文创
团队合作，研发更符合当下市场需求的年画衍生
产品，如动漫、APP、游戏等等；还计划开展“非遗
进校园”主题研学活动，让更多青少年了解、学习
漳州木版年画，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木版年画重新
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让这朵民间艺术奇葩开
得更加绚烂。

教师是一个最值得尊敬的职业，从古至今，传授知识的人
皆为人们敬重。在古代，教师有很多尊称，下面这些教师的诸
多称谓，皆表达了对教师的赞美与敬佩，皆为中国源远流长历
史文化的一抹红艳。

师长。古代视老师为尊长，师长是古人对教师的尊称。《周
记·地官》载：“三日顺行，以事师长。”

师傅。古代原本是太师、太傅、少师、少傅等官职的合称，
因为这些职位负责教习太子，所以师傅也成为古代老师的代
称和尊称。《谷梁传·昭公十九年》载：“羁贯成童，不就师傅，父
之罪也。”

夫子。原为孔子门徒对孔子的尊称，后来成为对老师的尊
称，尤其流行于旧时私塾。《论语·子张》：“夫子焉不学，而亦何
常师之有。”

山长。是古代对山中书院主讲教师的称谓，其出处源于
《荆相近事》。五代十国时期，蒋维东隐居衡山讲学，受业者众
多，蒋维东被尊称为山长。此后，山长成为对教师的一种尊称。
元代时，各路、州、府都曾建有书院，设山长。明清沿袭元制，乾
隆时期曾一度改称院长，清末仍叫山长。废除科举之后，书院
改称学校，山长的称呼废止。

师父。古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说，所以古时也将老师尊
称为师父。《吕氏春秋·劝学》曰：“事师之犹事父也。”

西席。唐以前，俗以东向座为尊。宾客至，必请入西席面东
而坐，故尊称私塾教师为西宾，亦称西席。

教习。明代翰林院学官兼教师，称教习。清末，学堂兴起
后，其教师沿称教习。

教授。原为宋代学官，掌学校课试等事，后用以对教书先
生的尊称，现作高等学校教师职称。

讲师。古为讲授武事或讲解经籍的教师，今为高等学校教
师职称。

助教。古代学官名，始于晋，协助国子、博士教授生徒。南北
朝、隋代相沿设置。唐代国子学、太学、广文馆、四门学等都设有
助教。明、清两代，仅有国子监助教。今为高等学校教师职称。

先生。古时对“门馆”“私塾”老师中年长者的尊称。《礼记》
注：“先生，老人教育者。”《孟子》注：“学士年长者，故谓之先生。”

经师。汉代指儒学学官，后指传授儒家经典的教师。《王文
宪集序》载：“经师人表，久资复实。”

教谕。原为宋代京师小学和武学中的学官名。明清时期，
县设“县儒学”，作为一县之最高教育机构，内设教谕一人，另
设训导数人。训导，指辅助教谕的助手。府学教谕多为进士出
身，由朝廷直接任命。

师保。原为古代辅弼帝王和教导王室子弟的官员，亦师亦
保，统称师保，后来泛指老师。《易·系辞下》曰：“无有师保，如
临父母。”

门馆先生。宋元时代对家塾老师的称谓。
门客。宋元时代，对家塾老师的又一个称谓。
师资。先秦时代，对老师的敬词。
博士。先秦时代的国学老师。
上述诸多教师称谓，从中国历史文明中一步步走过来，时

代发展的今天，教师职业在世人心中的地位更加凸显，教师这
朵文明之花，也开放得更加璀璨夺目。

古代教师称谓多
⊙卜庆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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