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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古代代四四大大礼礼之之““入入学学礼礼””古人勤奋读书典故

下帷读书
形容闭门谢客、专心读

书学习。语出《史记·儒林列
传·董促舒》：“董仲舒，广川
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
博士，下帷（放下室内悬挂的
帷幕）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
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
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
此。”此典的其它形式有：“下
帷（帏）”、“下书帷”、“闭户垂
帷”、“垂帷闭户”等。

三余读书
形容抓紧时间学习。语

出《三国志·魏书·钟繇华歆
王朗传》裴松之注解所引《魏
略》：“（董）遇善治《老子》，为

《老子》作训注。又善《左氏
传》，人有从学者，遇不肯教，
而云‘必当先读百遍’，言‘读
书百遍而义自见’。从学者云

‘苦渴无日’。遇言‘当以三
余’。或问三余之意，遇言‘冬
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
雨者，时之余也。’”

挟策读书
比喻勤奋读书。语出《庄

子·外篇·骈拇第八》：“臧与
谷二人相与牧羊而俱亡其
羊。问臧奚事，则挟策读书，
问谷奚事，则博塞以游。”策，
写书的竹简。博寒，古代的一
种游戏。后人便以“挟策”、

“挟册”、“挟策读书”、“挟策
亡羊”、“读书亡羊”表示专心
致志地勤奋读书。

高凤流麦
形容专心致志勤奋读书

的。语出《后汉书·逸民传·
高凤》：“高凤字文通，南阳
叶人也。少为书生，家以农
亩为业，而专精诵读，昼夜
不息。妻尝之田，曝麦于庭，
令凤护鸡。时天暴雨，而凤
持竿诵经，不觉潦水流麦。
妻还怪问，凤方悟之。其后
遂为名儒，乃教授业于西唐
山中。”后人于是以“流麦”、

“麦流”、“弃麦”、“麦不收”、
“中庭麦”、“高凤”等来形容
专心读书。

负薪读书
形容勤学的典故。事出

《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
王贾传》：“买臣字翁子，吴人
也。家贫，好读书，不置产业，
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担束
薪，行且诵书。其妻亦负戴相
随，数止买臣毋歌呕道中。买
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
买臣笑曰：‘年五十当富贵，
今已四十余矣。女苦日久，待
我富贵报女功。’”此典一般
以“负薪”或“负樵”的形式出
现。有时，此典也用来形容未
遇时的贫居生活。

三十乘书
形容藏书丰富或学识渊

博。语出《晋书·张华传》：
“（张华）雅爱书籍，身死之
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
机箧。尝徙居，载书三十乘。
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
华之本以取正焉。”受此典影
响，后人论书之丰富，也每以

“三十”为数，不一定必是
“乘”或“车”。如果形容书少，
则用“无乘书”。

本报综合

古代人习惯
将入学礼与成人
礼、婚礼、葬礼合
称 为 人 生 四 大
礼。主要流程有：

拜老师

拜请老师是
儿童入学前最重
要的事情。古时
的私塾教师一般
是由当地有学识
有德行之人来担

当。拜请老师时，家长得准备丰厚的礼品和
贽见礼（学费），同时还要写下邀请函。值得

一 提 的

是，古代的学费没有定额，一般由家长根据
自家情况自由奉送。

拜请老师后，家长还需要在入学前做一
些准备工作。首先要为孩子们准备入学所需
用品，另外还需筹备祭拜先师圣人的祭品。

在旧时的广东潮汕地区，孩子的入学用
品是由外婆家筹办的，不仅包括文房四宝，
还有公鸡一只、长葱一株，葱饼一箱。这些小
物件都有特殊的寓意，公鸡的寓意为一鸣惊
人，长葱则暗示着独占鳌头，葱饼则含有聪
明伶俐的意思。

择吉日

古代私塾没有固定开学日期，家长需选
择吉日入学。入学当天，儿童需穿新衣服和
红鞋子，同时，家长要特意为孩子准备四样
早餐：猪肝炒芹菜、蒸全尾鲮鱼、豆腐干葱、
两个红鸡蛋。这些食品可是有寓意和讲究
的，分别代表勤学当官、跃入龙门、聪明伶
俐、连中双元。

正衣冠

《礼记》有云：“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
齐颜色，顺辞令。”古人非常重视仪表，认为

“先正衣冠，后明事理”，让学生注重自己的
仪容整洁，是首要的一课。

那天学童们穿上正式的长袍，黑缎子马
褂，带圆形的黑缎帽，先生依次为他们整理
好衣冠，然后排着队到学堂前集合，恭立片
刻后，在先生的带领下步入学堂。

拜先师

步入学堂后，先要举行拜师礼。学生
先叩拜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双膝跪

地，九叩首；然后拜老师，三叩首。接着学生
向老师赠送六礼束修。

所谓六礼束修，就是行拜师礼学生赠与
老师六种礼物，分别是：芹菜，寓意勤奋好
学；莲子，寓意苦心教育；红豆，寓意红运高
照；红枣，寓意早日高中；桂圆，寓意功德圆
满；干瘦肉条，表达弟子心意。

洗净手

行过拜师礼后，学生要按先生的要求，将
手放到水盆中“净手”，正反各洗一次，然后擦
干。“净手”的寓意为净手净心，去杂存精，希
望能在日后的学习中专心致志、心无旁骛。

开笔礼

这是开学礼中最后一道程序，包括朱砂
开智、击鼓明智、描红开笔等。“朱砂开智”就
是先生手持蘸有朱砂的毛笔，在学生眉心处
点上一个红痣。因为“痣”与“智”谐音，寓意着
孩子从此开启智慧，目明心亮，日后的学习能
一点就通。“击鼓明智”来源于《学记》：“入学
鼓箧，孙其业也”，意在通过击鼓声警示，引起
学生对读书的重视。“描红开笔”就是学生在
先生的指导下，学写人生的第一个字，这个字

往往笔画简单，却蕴含着
深刻的含义。

据《西安晚报》

又到秋季入学
时。好多学龄孩子进
入了人生的学习旅
程，成为一名小学生。
中国早在 4000 多年
前就有了学校。那么，
古代的孩子几岁入
学？学制和现在有什
么不同？

“小考天天有，大考三六九”
古代小学主要是识字、写

字、习经史、学六艺。据《宋会要·
崇儒》，宋代国子监小学“条制”
要求：“小学生八岁能诵一大经，
日书字二百”；“十岁加一大经、
字一百”；“十二岁以上，又加一
大经、字二百”。

古代检查学生的学业，也靠
考试，俗话说“小考天天有，大考
三六九”，在古代还真有。如宋
代，老师会逐日测试学生的学
习，这叫“日考”；另外还有“月
考”、“季考”等。具体考试时间，
各朝代、各学校都不同。

元代的上元县（今南京市
内），便对小学考试时间作出具
体规定。据《庙学典礼·行省坐下
监察御史申明学校规式》，上元
小学的考试，固定在每月的初
三、十六两天。而且，出题和监考

要分两班人。
明代又有不同，明代理学家

沈鲤称：“朔望日考试，分等第，
行赏罚。”但不同的老师，对考试
的要求并不相同。儒学家刘宗周
便主张“三六九会课，以二题为
率”。

到清代，小学考试形成了制
度，根据教学方式与内容的不
同，采取不同的考试：公课、月课
一月一考，朔望课半月一考，季
课一年四考。另有会课的多次
考，义学的抽考等等。若重要考
试考砸了，还允许“补试”。

古代考试评分方式较丰富，
有“十分制”、“打勾制”、“评语
制”等，但无“百分制”。以“打勾
制”来说，优秀的打○，一般的打
△，差的打×。

据《安徽日报》

教育不公现象也严重
现代的“快慢班”，古代也

有。如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
十二月，颁小学条制，国子监实
行“三舍升补法”，班级分“外
舍”、“内舍”、“上舍”三种。新生
皆分在外舍，成绩好的升入内
舍；内舍生考得好的，升入上舍。

实际上，这种快慢班，更有
“留级”和“升级”的味道。“三舍
法”一度成为当时全国小学的模
式。这种对小学生进行分等的做
法，很不合理，遭到反对，并没存
在多久。

古代没有中学，小学一般是
“七年制”、“八年制”或“十年
制”，最短的也要三年。所以，古
代不是“小升初”，而是“小升
大”，小学读完直接升入太学、国
子监一类的高等学府。因此，13岁
上大学在古代一点也不稀奇。

但并非每个小学生都能“小
升大”的，乡村小学生就不可能。
即便是在国子监读书的“官二
代”，也有名额限制，如宋代便将
大学的升学率控制在50%。《宋
史·选举志三》载，熙宁十年（1077
年）推出面向宗室学生的“宗子
试法”，规定“十取其五”。古代教
育不公现象也很严重，宋代以
后，教育不公问题受到重视。元
明清三代，小学教育走向兴盛，
特别是元代，大力推广乡村小
学，要求“遍立学校”，五十为一
社，“每社立学校一”，农村孩子
受教育的机会大增。明清时期，
由地方官府或慈善人士开办的
义学（义塾），得到进一步发展。
义学是免费的，解决穷苦人家孩
子的“上学难”问题，这可视为古
代的“希望小学”。据《羊城晚报》

明朝民间子弟八岁不就学者，罚其父兄
明朝对社学的入学年龄规定：

“民间幼童十五以下者。”即 15 岁以
下的孩子都可参加，入学时也不需
要考试，招生数额也没有限制，凡是
愿意读书的，都可以来参加。不过有
些地区对儿童入学会采取强制性措
施，如规定：“民间子弟八岁不就学
者，罚其父兄。”而到清朝时，一般入
学年龄为七八岁以上，十五岁以下。

古代学生，除了刚入学时要举
行“开笔破蒙”礼仪外，上学后还要经
常举行各种其他礼仪。

学生入学时，如果是进官方小
学，会举办入学典礼。

正式上学后，每隔一段时间，还
要举行祭拜圣人的礼仪。从唐代开
始，祭拜孔子和儒家圣人的习俗就
被制度化了，为强化儒教地位，统治
者提出停祭周公，改祭孔子，并将颜
回、左丘明等 22 位儒家思想家列为
先师，列入庙堂一同祭拜。

学生入学后要遵守各种学校规
定。比如学校会设立“功过簿”，记录
学生的表现，其中明代教育家魏校

在他的教育意见中就令学校设置
“扬善簿”和“改过簿”：“生徒有好酒
博弈、逸游骄纵者，切察其事，痛责深
晓，录之改过簿内。如不改，许送提调
官惩治，毋得苟容……”

学生表现好的话也会得到奖
赏。明代沈鲤主张：学生勤学、守规
矩、有进益者，给免帖一纸，遇该责
时，可以用免帖抵充一次。并且，如果
学生勤学守规矩，还记录在簿，就可
积 1 分，积满 10 分，则告诉东家，给
纸笔犒赏一次。

古代小学生也要面临各种考
试，有月考、期中考、期末考。比如在
明代，沈鲤就制定了这样一份课程
表，除了正常的授书、习字外，还有

“每月朔望考试”，“每岁腊月望日总
考”，就是说月初和月中都要考试，每
年的十二月十五还要“年终考”。

古时候，学生不听话，先生可以
用戒尺打学生手心。在明代，一位叫
黄佐的教育家就提出：“无故而逃学，
一次罚诵书二百遍；二次，加扑挞，罚
纸十张；三次，挞罚如前，仍罚其父
兄。”老师不仅可以“扑挞”学生，甚至
可以处罚学生的家人。

据《现代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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