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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汉书》
【注 释】淵 ：深 潭 。

羨：希望得到。结：识。
站在水边看见鱼，希望得
到，不如回去识网。比喻
仅有愿望而不去实干，仍
然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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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吾尝终日
不食，终夜不寝，以
思 。 无 益 。 不 如 学
也。”《卫灵公篇第十
五》

翻译：
孔子说：“我曾经

整天不吃饭，整夜不
睡觉，只是思考，后
来 发 觉 这 样 空 想 毫
无益处，不如脚踏实
地去学习。”

生活里的思考：

数学算不出来，
你 会 先 想 一 想 ，看
看 有 没 有 解 决 的 方
法 ，对 不 对 ？ 若 是
一 直 被 困 在 那 一
题 ，你 会 一 直 想 下
去 ，想 到 脑 神 经 衰
弱 ，还 是 抱 着 作 业
本去求救？

在学校读书、和
同学盖树屋，甚至组
装机器人，困难随时
都可能出现，怎么办

呢？除了想一想，还
可以去向师长、同学
请 教 ，也 可 以 翻 翻
书，上网问问搜索大
神，甚至走出家门，
到外头参观、动手实
验。

总之，读书不是
只有一种方法，你要
懂得灵活应变，学习
与思考都要并进，才
能 愉 快 学 习 而 且 收
获满满。

在两三千年以前，中
国人就以磕头跪拜来表
示礼貌尊敬了。现在，虽
然用得少了，但在祭祀、
拜神、或是婚丧大礼的时
候，仍经常看到磕头的礼
节。磕头是怎么来的呢？

在东汉之前，是没有
椅凳的，人们都是席地而

坐的，下至平民百姓，
上 至 豪 门 贵 族 甚 至 万
人之上的帝王，一律坐
在 地 上 。 区 别 只 在 于
有没有坐垫，何类坐垫而
已 。 当 时 ，人 们 坐 于 地
时，为了方便站立起来和
臀部下腹不受潮湿和寒
气，人们习惯两膝着地，

屁股坐在自己两腿和脚
跟上，有点相当于现在日
本人的坐姿。

这样坐时，当有客人
或长辈到来，或谈话中要

表示感谢时，很自然地就
会从跪坐变成引身而起，
即上半身直立起来，变成
小腿着地的跪姿，接着俯
身曲背双手撑地表示恭

敬，跪拜礼由此形成。再
后，发展成多次俯身，即
是磕头礼了。

汉代后，有了凳子、
椅子，出现了双手抱拳的

作揖礼，以及再后的点头
鞠躬礼。但在表示最大
恭敬时，人们仍沿用下跪
磕头的习俗，直到现在。

握手最早发生在人类
“刀耕火种”的年代。那
时，在狩猎和战争时，人

们手上经常拿着石块或
棍棒等武器。
他们遇见陌生人时，如果

大家都无恶意，就要放下
手 中 的 东 西 ，并 伸 开 手
掌，让对方抚摸手掌心，

表示手中没有藏着什么
武器。这种习惯逐渐演
变成今天的“握手”礼节。

握手的由来

磕头习俗的由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