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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物用人物，，須明求須明求；；
倘不問倘不問，，即為偷即為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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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人殉制”

水流曲曲树重重水流曲曲树重重，，
树里春山一两峰树里春山一两峰。。

所谓“人殉制”，是指
以活人从葬，它是中国自
原始社会末期至整个奴
隶社会广泛流行的一种
古代葬俗。从考古资料
上看，中原地区和西北地

区 早 在 公 元 前
2800-2000 年 前 就 有 人
的现象存在了。考古学
家认为，当时用于殉葬的
人可能是被杀害或被活
埋的俘虏，也可能是奴。

到商周朝时，人殉极
为盛行，《墨子?节丧篇》
载：“天子杀殉，众者数
百，寡者数十；将军、大
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
数人。”而且，在殉葬者
中，大部分是女子。西汉
时，广川王盗掘西周末代
君主周幽王的坟墓时，见
“百余尸，纵横相枕借，
或坐或卧，亦独有立者，
衣服形色，不异生人”，
墓中“唯一男子，余皆女

子”。
春秋时期，人制度曾

引起一番争议。《礼记?
檀弓下》记载：齐大夫子
车死后，其妻和总管商定
用人殉葬。子车的弟弟
子亢却对他们说：“如果
哥哥在阴间需人侍候的
话，没有比他的妻子和总
管更合适的了。这件事
要不就算了，如果一定要
坚持，我就准备用你们二
位生殉。”子车的妻子和

总管不愿去死，只好同意
取消人殉。

秦始皇死时，秦二世
称“先帝后宫非有子者，
出焉不宜，皆令从死。”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
载，后宫妇女殉葬者达几
千。

从汉到元明，强制性
的“用人殉葬”作为一种
制度，已不复存在。可是
到了明朝，却一度死灰复
燃。《朝鲜李子朝世家实

录》记载了永乐二十二年
逼 殉 宫 女 的 悲 惨 情 景 ：
“帝崩，宫人殉葬者三十
余人。当死之日，哭声震
殿阁......”

据 资 料 记 载 明 朝 天
顺八年（1464 年）正月，
英 宗 病 危 时 下 遗 诏 表
示：“用人殉葬，吾不忍
也，此事宜自我止，后世
勿复也。”这样，这种野
蛮的人殉制才算最终被
废止。

易解：

借用别人的物品，一定要事先讲明，请求允许。如果

没有事先征求同意，擅自取用就是偷窃的行为。

【出处】清·郑板桥《潍县竹枝词》

【注释】后一句诗是说：从树缝中望去，只

见一两座山峰隐现。

坚持弘扬正道。
在追求德艺双馨中。

成就人生价值。

一 个 女 孩 趴 在
自 己 卧 室 的 窗 台
上 ，她 看 见 邻 居 正
在 埋 葬 一 条 小 狗 。
这 条 小 狗 好 可 爱 ，
小 女 孩 平 时 常 和 它
嬉 戏 ，看 到 小 狗 悲
惨 地 死 去 ，小 女 孩
不 禁 泪 流 满 面 ，悲

恸 不 已 。 她 的 外 祖
父 见 状 ，便 把 小 女
孩 带 到 另 一 个 房
间 ，打 开 了 另 一 个
窗 口 ，从 这 个 窗 口
望 出 去 ，那 是 一 片
阳 光 灿 烂 、鸟 语 花
香 的 玫 瑰 园 。 小 女
孩 心 中 的 愁 云 一 扫

而 光 ，心 境 顿 时 开
朗 起 来 。

老 人 慈 爱 地 对
外 孙 女 说 :“ 孩 子 ，
你 开 错 了 窗 。”

人 生 之 旅 ，我 们
不 也 常 常 开 错“ 窗 ”
吗 ？

( 丁 海 涛 )

请不要开错窗请不要开错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