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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 不 入谏 不 入 ，，悅 复 谏悅 复 谏 ；；
号 泣 随号 泣 随 ，，挞 无 怨挞 无 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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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与祝寿
古时，生日又称

生 辰 ，祝 寿 也 叫 贺
寿 或 拜 寿 。 年 轻 人
庆 祝 生 辰 ，只 能 称
“ 过 生 日 ”、“ 做 生
日 ”，不 能 称“ 做
寿”，因为“寿”是年
龄 长 久 之 称 。 年 满
六 十 或 以 上 者 庆 祝
生辰，才可称为“祝
寿”、“做寿”。

我 国 古 代 有 很
长 一 段 时 间 ，人 们

是 不 过 生 日 的 。 很
长 一 段 时 间 内 ，人
们 祝 寿 也 不 是 在 生
日 那 天 进 行 。 直 到
殷 商 时 代 ，人 们 才
有 了 生 日 的 概 念 。
不 过 ，生 日 只 是 出
于 对 太 阳 神 的 崇
拜 ，父 母 用 小 孩 出
生 至 日 的 干 支 为 孩
子 起 名 ，没 有 庆 贺
生日的活动。

中 国 人 过 生 日

的 习 俗 ，大 约 是 从
南 北 朝 时 开 始 的 。
据 北 齐 文 学 家 颜 之
推 的《 颜 氏 家 训 》
说 ，当 时 在 江 南 就
盛 行 庆 祝 小 孩 周 岁
的习俗。

成 人 过 生 日 则
见 于 唐 代 的 记 载 ，
当 时 以 生 日 煎 饼 为
贺 。 到 两 宋 时 期 ，
有 了 做 寿 的 习 俗 。
当时，朝政腐败，做
官 的 过 生 日 ，僚 属
都要献寿礼。《水浒
传》一书中，就有一
段“送生辰纲”的故

事。
除祝寿外，民间

还 有 借 寿 之 俗 。 过
去 ，人 们 以 为 人 的
寿 命 由 天 定 ，但 也
可 以 像 物 品 一 样 借
用 。 一 般 是 因 人 病
入 膏 肓 ，又 希 望 延
寿 ，于 是 亲 友 中 的
一 些 人 ，自 愿 借 寿
一 岁 ，自 愿 借 寿 的
人 择 一 吉 日 ，斋 戒
沐 浴 ，到 宗 庙 虔 心
拜 祝 ，告 诉 阎 王 自
愿 借 寿 给 病 人 。 此
俗 曾 在 江 苏 淮 安 地
区很流行。

易解：
如果父母不听规劝，要耐心等待，一有适当时机，例如

父母情绪好转或是高兴的时候，再继续劝导；如果父母仍
然不接受，甚至生气，此时我们虽难过得痛哭流涕，也要恳
求父母改过，纵然遭遇到责打，也无怨无悔，以免陷父母于
不义，使父母一错再错，铸成大错。

【出处】晋·葛洪《抱朴子·外篇·广譬》
【注释】崇峻：崇山崇岭。凌霄：直上云霄。弥：满。

比喻人无雄心，则不能成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