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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谈汉字

梅花

宋·王安石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赏析】墙角有几枝梅花，正冒着严寒独自盛开。远

远的就知道洁白的梅花不是雪，因为有梅花的幽香传

来。诗文前两句写墙角梅花不惧严寒，傲然独放；后两

句写梅花的幽香，以梅拟人，凌寒独开，喻示着品格高

贵，暗香沁人。亦是以梅花的坚强和高洁品格喻示那些

处于艰难环境中依然能坚持操守、主张正义的人。

寒菊

宋·郑思肖

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未穷。

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

【赏析】百花在春光明媚的时节盛开，独有菊花挺

立在凌厉的风霜之中，不与百花争妍斗艳。菊花盛开

后，在枝头逐渐枯萎，花瓣并不凋谢落地。诗人借物咏

志，以寒菊象征凛然气节。

墨梅

元·王冕

我家洗砚池边树，朵朵花开淡墨痕。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赏析】这是一首题画诗。画中小池边的梅树，花朵

盛开，由淡墨画成，外表虽然并不娇艳，但具有神清骨

秀、高洁端庄、幽独超逸的内在气质。它不想用鲜艳的色

彩去吸引人，讨好人，求得人们的夸奖，只愿散发一股清

香，让它留在天地之间。诗人赞美墨梅不求人夸，只愿给

人间留下清香的美德，实际上是借梅自喻，表达自己对人

生的态度以及不向世俗献媚的高尚情操。

题画兰

清·郑燮

身在千山顶上头，突岩深缝妙香稠。

非无脚下浮云闹，来不相知去不留。

【赏析】兰花生长在山岩最高处，在突出的岩石和

深深裂缝中，散发着浓郁的香气。脚下不是没有浮云翻

滚喧闹，只是不关心他们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诗文

赞美了兰花在艰苦恶劣的环境里，卓尔独立的品行，歌咏

了兰花淡泊的心态，诗人借此表白自己坚持操守、淡薄自

足、追求个性自由的情怀。

庭竹

唐·刘禹锡

露涤铅粉节，风摇青玉枝。

依依似君子，无地不相宜。

【赏析】露水洗涤铅粉骨节，微风摇动青色的玉枝

条。随风飘摇恰似君子，无论哪里都适宜生长。诗文描

写竹，竹子直节挺立，就像君子一样挺拔，千村万陌，无

处不有。诗文借以表达诗人自己便如同是竹子一样的君

子，无论在哪里都可以清高自立。

竹石

清·郑燮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赏析】这首诗里竹有个特点，它不是孤立的竹，也

不是静止的竹，而是岩竹，是风竹。竹子在破碎的岩石中

扎根，经过了无数次的磨难，才长就了一身英俊挺拔的

身姿，而且从来不畏惧来自东西南北的狂风的击打，也

给我们以生命的感动，曲折恶劣的环境中，战胜困难，面

对现实，像在石缝中的竹子一样刚强勇敢。

咏菊

唐·白居易 

一夜新霜著瓦轻，芭蕉新折败荷倾。

耐寒唯有东篱菊，金粟初开晓更清。

【赏析】初降的霜轻轻地附着在瓦上，芭蕉和荷花

无法耐住严寒，或折断，或歪斜，惟有那东边篱笆附近的

菊花，在寒冷中傲然而立，金粟般的花蕊初开让清晨更

多了一丝清香。诗人用芭蕉的新折和荷叶的残败来反衬

东篱菊的清绝耐寒，赞赏菊花凌寒的品格。

▲释义

指竞赛中保住上次获得的冠军称号。

▲辨析

很 多人 都 没 注 意 到，“冕”字上 面 并 不是

“日”或“曰”字，而是没有 封口。“冕”是 形声

字，义从“冃”（mào），和帽子有关，帽子如果下面

封口，就没法戴了。因此“冕”的上面是不封口的

“曰”，“冒”“帽”等字都是如此。

而“卫”不要误写为“位”，不能误解为是取得冠

军的位置。“卫”不是位置，而是保卫的意思。

▲起源与演变

《说文解字》中记载：“冕，大夫以上冠也。从

冃，免声。”大意是说，冕是指大夫以上官员的帽冠。意

义依从“冃”，读音同“免”。

也有说法认为“冕”字中的“免”字既表声，又表

意，因为“免”的金文字形像人戴帽子之形，为“冕”的

最初写法。

▲字里字外

“冕”又称“冕冠”“旒冕”，是古代帝王、诸侯及卿

大夫举行重要典礼时所戴的冠帽，后来专指帝王的皇

冠，一般人戴的帽子不能叫作“冕”，而叫作“冠”。

相传黄帝发明了冕。冕通常外面是黑色，里面是

朱红色。顶部有一块前圆后方的长方形冕板，宽七至

八寸，长一尺二寸至一尺六寸，叫作“延”或“綖”。延

前高后低，略向前倾，表示王者虽地位至高，但不妄

自尊大。冕板前后有一串串的垂珠，一般是玉做的，叫

作旒，旒数量的多少有严格的规定。帝王的冕延前后

各垂十二旒。延板左右悬充耳，延板上还悬有一根朱

纮，悬挂玉珠，垂到耳边。冕两侧各有一孔，用来穿插

玉笄，以便固定发髻和冕。据周代礼制，按祭祀典礼

的大小规模分别有六种冕，战国以后冕冠制度遭到

破坏，直到东汉明帝时才重新恢复。以后历代沿用，一

直到明代。

宋代以后，只有皇帝才可戴冕，因此，冕又用来专

指皇冠，把登上皇位称为“加冕”。“卫冕”原意是卫护

帝王头上的皇冠，比喻维护帝王的最高统治权力，进

而引申为保持体育竞赛中的上届冠军称号。

wèi    miǎn

卫       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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