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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則溫冬則溫，，夏則凊夏則凊；；
晨則省晨則省，，昏則定昏則定。。

易解：
侍奉父母要用心体贴，二十四孝的黄香（香九龄），为了让

父亲安心睡眠，夏天睡前会帮父亲把床铺搧凉，冬天寒冷时会
为父亲温暖被窝，实在值得我们学习。早晨起来之后，应该先
探望父母，并向父母请安问好。下午回家之后，要将今天在外
的情形告诉父母，向父母报平安，使老人家放心。外出离家
时，须告诉父母，要到那里去，回家后还要当面禀报父母回来
了，让父母安心。平时起居作息（生活习惯），要保持正常有规
律，做事有常规，不要任意改变，以免父母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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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光明媚说踏青

在春光明媚的季
节，人们都爱到野外
去 游 玩 ，称 为“ 游 春
踏 青 ”，又 称“ 踏

青 ”、“ 探 春 ”、“ 寻
春”。传说踏青的习
俗 远 在 先 秦 时 已 形
成，也有说始于魏晋

的。
《岁 华 记 丽 谱》

曾 提 及 ：“ 郡 人 踏 青
游赏，散在四郊。”据
《晋书》记载，魏晋时
期 ，每 到 三 月 三 日
（农 历）“ 上 巳 节 ”，
人 们 便 到 风 景 区 或
溪水之畔嬉乐，带着

春食春酒，或席地野
餐 ，或 在 河 边“ 曲 水
流觞”相与为乐。

到唐宋时踏青已
经 成 为 人 们 生 活 中
不 可 缺 少 的 休 闲 方
式 。 唐 代 诗 人 杜 甫
就 曾 记 载 皇 家 游 春
踏 青 的 盛 景 ：“ 三 月

三日天地新，长安水
边 多 丽 人 。”宋 代 吴
惟言的《苏堤清明记
事》也写道：“梨花风
起正清明，游子寻春
半出城，日暮笙歌收
拾去，万株杨柳属流
莺 。”更 加 生 动 地 描
绘 出 了 当 时 春 游 踏

青的迷人景色。
千 百 年 来 ，踏 青

渐成了一种仪式，彷
佛 只 有 行 了 这 种 仪
式，才真正拥有了春
天。“逢春不游乐，但
恐 是 痴 人 。”白 居 易
的《春 游》诗 正 是 这
种心境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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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里的年龄中国文化里的年龄
襁褓之年 未满周岁的婴儿 花信年华 二十四岁
孩提之年 二、三岁的幼儿 而立之年 三十岁
始龀之年 七、八岁 不惑之年/强壮之年 四十岁
荳蔻之年 十三岁 知名之年 五十年
志学之年 十五岁 耳顺之年/花甲之年 六十岁
加笄（及笄）之年 女子十五岁 古稀之年/从心之年/

悬车之年 七十岁

束发之年 十五岁以上的成童 壮盛之年 八十岁
二八年华/破瓜之年 女子十六岁 耄耋之年 八十、九十岁

（七十岁以上）
双十年华 二十岁 期颐之年 一百岁
加冠（弱冠）之年 男子二十岁

【出处】《论语》
【注释】工匠要将他的活儿干得
好，必定先要将他的工具准备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