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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电脑（包括手机）成

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我

们知道汉字输入是要有字库支

持的，那么你知道电脑字库出自

谁手？经常被选择的字体华文

行楷，就是由上海书法家任政

担任字模书写者的。任政（1916-
1999)，字兰斋，浙江黄岩人。生前

为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书

法家协会会员、上海书协常务理

事、上海外国语学院艺术顾问、复

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艺术顾

问。任政书法，行、草、隶、篆、楷诸

体皆善，用笔精微简洁而纯正。

1977年，上海字模厂邀请上

海许多知名书法家各写了代表自

己风格的行楷字样，任政行楷被

厂方选中。他花费两年时间，完成

近七千个通用印刷字表的行楷字

模体。这套任政行楷字模被全国

的报刊书籍广泛使用，还作为“书

写标准模本”进入了电脑汉字行

楷常用字库。

【释义】

激烈地战斗，苦战。

【辨析】

“鏖”容易误读为lù。“鏖”假

借为“熬”，是苦战的意思。

【起源与演变】

“鏖”字从金。有人认为

“鏖”中的“金”是金属，与金属

武器有关；而“鹿”则与古时候

的战争有关，因为前青铜器时代

鹿下颌骨是人们常用的武器之

一。“鏖”为激战、苦战，古人说“尽

死杀人曰鏖”。

“战”是战斗的意思，《说文

解字》将其解释为“从戈占声，斗

也”。“戈”指的是古代的一种兵

器，横刃，装有长柄。“干戈”“倒

戈”“金戈铁马”等词均与这种武

器有关。比如，“干戈”中的“干”与

“戈”均是武器的一种，拿着干与

戈作战，所以“干戈”就被用于借

指战争。

【字里字外】

“鏖战”在古文中使用很频

繁，比如《新唐书·王翃传》中的

“引兵三千与贼鏖战”，意思是说

带兵三千，与敌人苦战。

除了鏖战外，古人形容战争的

词语还有许多，在古人的诗句里

可以窥见一二。

比如，辛弃疾在《永遇乐·京
口北固亭怀古》中写道：“想当

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意

为遥想北伐时，兵马精良，气势如

猛虎一般。

而王昌龄的名句“黄沙百战

穿金甲，不破楼兰誓不还”则写出

了战争的艰苦与战士们坚忍的意

志。在荒凉的沙漠中，战士们身经

百战，连身上的铠甲都被磨破。但

是只要边患还没有肃清，大家就

绝不解甲还乡。

江月何年初照人
说起中国诗歌中的意象，如果让我们只选取一个最典型

的，我们一定会想起头顶上的那一轮明月。
李太白问：“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他在唐朝

停下的这只酒杯，被苏东坡在宋朝遥遥接起，“明月几时有？把
酒问青天。”一停一接之间，何止两次追问。

■趣味汉字

追问

我们的古人，对头顶的那轮明月，有着

无穷追问，寄托无限情怀。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中追问，相

比人生的短暂，江与月都是长久的、不变

的，人与世界最初的相遇，发生在什么情景

之下？究竟是谁，哪一位远古的先人，发现了

江月的美？究竟是什么时候，在生命最初的

美丽状态下，江月发现了人？流光在生命中

悄悄逝去，我们的心在明月照耀下，不停地

探寻——有迷茫，有欢喜，有忧伤，一切都

被明月照亮，从人与月的最初相遇，一直到

张若虚的发问，直到明月照耀我们的今天。

张若虚的问题有答案吗？其实，发问本

身就是它的意义。

迷茫

有时候，只有在明月之下，我们才会有

这种奇妙的感受：一方面，我们感到了生命

的迷茫；另一方面，我们在迷茫中感到了心

灵的陶醉。人生有着无数无解的困惑，但是

在月光之下，现实与审美的边界、人生与梦

幻的边界，还有其他区隔着我们和世界交

流的边界，都变得模糊了。我们就在这流光

之中，看世界，看历史，更洞悉内心。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

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

这是李白在《把酒问月》中，停杯一问

的答案吗？

在这一轮中国的明月前，无论是张若

虚，还是李白，还是闻一多，无论是今人还是

古人，中国人心中所有的珍惜，都被明亮地

照射出来。

寄托

月亮的这种阴晴圆缺，折射到世界万物和人生百态

上，就是老子说的：“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 
正是因为这样的满而损、损而满，盼望了很久之后，最

圆满的日子——十五的月圆，就成了中国人心灵的寄托。尤

其是中秋，一年中最美、最大的月亮高悬夜空，总是引得人

们思绪飞扬，感慨万千——

万里清光不可思，添愁益恨绕天涯。

谁人陇外久征戍？何处庭前新别离？

失宠故姬归院夜，没蕃老将上楼时。

照他几许人肠断，玉兔银蟾远不知。

这就是白居易眼中的《中秋月》。明月皎皎，清辉万

里，到底它藏了什么样的秘密，徒增一段段忧伤离恨，人在

天涯，月在天涯，到底它把清光洒在了谁的心上？

“谁人陇外久征戍？”——是那些远远戍边久久未归的

人。“何处庭前新别离？”是谁在月光下道别？是谁又新添一段

眷恋相思被明月照亮？“失宠故姬归院夜”，如花的美人年老色

衰，失宠之际回到深深院落，只有明月岑寂相伴。“没蕃老将上

楼时”，那些流落在异邦他乡的戍边将士，此时在异乡独上高

楼，他们望见的可是照着故乡的月光……

（于丹）

 áo  zhàn
鏖      战

【书画】

你知道电脑输入的

华文行楷字体是谁写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