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 十 的 杂 议
康伊

中国 人历 来有一种对于 “十”的
偏爱 。古代 “天有十 日 ，人有十等”。
后来呢 ，如 鲁 迅 所 说：“点心有十
样锦 ，菜有 十碗，音乐有十番 ，阎罗
有十殿 ，药有十 全大 补，猜 拳有 全福
手福 手全 ，连人的劣 迹和罪状 ，宣布
起来也大抵是十条，……”（《再论
雷锋塔的倒掉 》）。

这种对 “十”的偏 爱现在也还是
绵绵不 绝 。体坛有 “十佳”，剧坛有

“十星”，风景有 “十大 名 山”，观
念的 变化有 “十大方 面”……最 引人
注目 的则 是有 些地方 政 府 、厂 矿 单
位，新 年伊始 ，宣布 当 年要给 当 地人

民、本厂职工办 “十件好事”；年终
之时 ，则有 “十 件好事”己经完成的
消息报道。过教师节 ，不 少 单 位 也
异口 同声地提 出 要为教师办 “十件好
事”，似乎办九件就不 够味 ，办十一
件则过多 ，一定 要 “十件”，这才合
理合辙 。

诚然 ，办好事 ，应该热烈支持 。
但对于 “件”上一定加个 “十”，我
却有些不 敢苟 同 。

我们 不 是天天在讲 “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吗？说实在
话，我不大相信各个地
方，各个厂矿，人们都
不约而 同地需要他们的
领导给 自 己做 “十”件

好事。如果他们需要的 是十一件 ，
或者十二件 ，那又怎么 办呢？

我们不 是天天在讲 “从实际情
况出 发”吗？说 实 在 话 ，我 也不
大相信各个 地 方、各个 厂 矿，他
们的 力量就 刚巧 适 宜 于 做 “十”
件好事。也许他们 力 量 有 限 ，只
能做 八 件 、九 件 ，那 又 怎 么 办
呢？

再说 ，多大 的 事才 算 得上一
“ 件”呢？投资 几十万元 ，几百万

元，固 然 是 一 “件”；投 资 几千
元，几百元 ，也可 以 是一 “件”。
如果 硬 为 达 到 了 “十 件 ”而 拼

凑，那可真
会弄得 “雷

声大 ，雨 点
小”了 。

对历经
十年 浩 劫
的人 民 ，我
们需要做大
量的好事 ，
尤其需要做
扎扎实实的
好事 。我们

共产党人 ，不 唯上 ，不 唯书 ，也不
必唯 “十”。我们 应 该 从实 际 出
发，只 要是人 民需要的 好事，只 要
是有 力量办到 的 好事 ，我们就全力
以赴地去做 ，只 争朝 夕地去做 ，何
必让 “十”捆住 自 己的 手脚呢？人
民相信的是 “实”，而不 是“十”。
为此 ，我 们 就 应 该 打 破 那 些爱

“十”、求 “十”的老例 ，而 代之
以爱 “实”、求 “实”。总之一句
话，还是少来点形式 主义好。

春的 信 息 （套色木 刻 ） 曹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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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欣赏 国画、书法 或阅读 中 国古
典文学作 品 时 ，常会见到 农历 中 的 日
月称谓 。其 中 ，用数字一、二、三标
出的极少 ，而 多见的是一些有趣的别
称。比如，农历的一月 一 日 ，人们 习
惯称新年、春节，又称端 日 、岁 首 、
正旦、正朔。“端 ”即开端，“正 ”
就是为首、第一 ，天明为 “旦”，也
称“朔”。

现在使用 的农历 就是历史上长 期
使用 的夏历 。夏历分一年为春、夏 、
秋、冬四季，每季三个月 ，每月 又分
别冠 以 “孟”、“仲”、“季”。

“孟”为一季居长，“仲 ”为居 中 ，
“季 ”为末 了 。所以 一月 称孟春 ，二

月称仲 春 ，三月 称季春；四月 孟夏 ，
五月 仲夏 ，六月 季 夏；七 月 孟 秋 ，
八月 仲秋 ，九月 季秋；十月 孟冬 ，十
一月 仲 冬 ，十二月 季冬 。

除此 而外 ，尚有依阴 阳 五金说 称
谓的；有依天文 、气象、自 然 、农事等 现象及时
令花卉称谓 的 ；有 以 民俗 民风称谓的 ；有的则 因
帝王 旨 意 ，文人辞 藻而 取代 。

一月 别 称最 多 ，如 正 月 、元 月 、嘉 月 、开
年、正岁 、开岁 、发 岁 、献岁 、芳岁 、首春。当
月北斗星柄建 （指 向 ）地支寅位 ，又 有 建 寅 之
称。因 该月 日 月 会于陬訾星 位 ，又 称 陬 月 或孟
陬。屈原 《离 骚 》中 就有 “摄提 贞 于 孟 陬 兮 ”
句。秦始皇 （名 政 ）为避 讳 ，改正月 为 端 月 。

二月 随一月 之后 ，又称如月 。“如 ”有相 随
之意 。当 月 杏花绽蕾 ，又称杏月 。

三月 别 称 桃 月 、三 春。因 阳 气 盛 ，万 物
炳然 ，又 称 病月。“病”，古 代 同 “丙 ”、

“炳”。
四月 别 称首 夏 、槐月 、余月。“余”古义同

“ 舒”，说 当 月 草木枝叶舒展 。又因 白 居易 有 “
孟夏清和月 ，东都闲散关 ”诗句 （谢灵运也有类
似诗 句 ）吟咏首 夏天气清明 和暖 ，后人别 称四 月
为清和月 。

五

月农作
物结
穗，称
皋月 。
榴花
火红 ，
又称榴
月。五
日端阳
节，民
间用菖
蒲叶作
剑悬于
门上避
邪，因
此又称
蒲月 。

六
月入伏俗 称 伏 月 。还 称 荷 月 、三 夏 、且 月 。

“且”同 “趄”。阴 阳 说认为 ：将至秋而 阳 气仍
盛，阴 气似进不进 ，谓趑趄 。

七月 七 日 夜 ，按 民间 古风 ，妇女向 织女星乞
求“智 巧”，因 称 当 月 为巧月 。另称相 月 。

八月 阴 气大壮 ，果实成熟 因 称壮月 。当 是时
桂花 飘香 ，又称桂月 。

九月 高 空深 青、地面赤黑 ，别 称玄 月 。另 称
菊月 、三秋 。

十月 纯阴 无阳 ，人 思 阳 和 ，故称阳 月 ，又称
小阳 春 。

十一月 阳气萌动 ，欲革故取新 ，则 称辜月 。
“ 辜”即 “故”。是时芦苇幼 芽 萌 生，又 称葭

月。“葭 ”即新生芦苇。当 月 冬至 ，又称冬月 。
十二 月 称三冬 ，又称涂月。“涂”同 “除”，

意即 岁 月 将 除。古代入冬无农事 ，狩猎后 ，将
猎物 在十二月 用 以 腊 祭众神 ，因此 又称腊月 。
六朝 后改腊祭同佛教腊八佛事为 同一天 ，流 传至
今即为 民 间腊八。秦初定十二月 腊祭 ，后来秦始
皇又改“腊 ”为 “嘉平”，后世又称腊月 为嘉平月 。

朝
阳

刊头 设 计　徐家权

迷人 的 乐 队 （电影故事 ）
龙岗村委会主任辛

天喜在高 档乐器店 里 毫
不犹豫地 买下 了 整整一
卡车 洋乐器。他使 售货 员 瞠 目 ，经理吃惊 ，围 观
的人 发愣。也 引 起 了 乡 长李春芳的极力反对。

李春芳与 辛天喜是同 学 ，两人在心底里暗暗
相爱，她认为辛天喜的举动是不务正业，实在为
他耽心 。辛天喜 不 顾她 的阻挠 ，办起了 家乡 第一
支农 民 管乐队。

农民管乐队深 深地吸 引 着村里的年轻人 ，他
们争相报名 参加 。准 备报考县剧 团的邻村姑娘魏
莹也放弃原来的打算 ，参加了 管乐队，与渔民张

魁武渐渐 地相爱 了 。
为拜师学 艺 ，辛天

喜带领队 员们进城看舞
剧。他们趴在乐 池边上想偷学 几招 ，被服务员 撵
出去 ，没想到 绝处逢生 ，反得到 了歌舞团 总指挥
金声的照 顾并亲 自 下乡 辅导 。

曲立新 的父亲 曲 本认为乐队队 员 就 是 吹鼓
手，极力 反对他参加，他只好拿着小号 在菜窖里
偷偷练 习 ，不想被 父亲发 现 ，引起 了一场家庭风
波。

在乡 运动会上 ，乐队初露锋芒 ，受到热烈欢
迎。李春芳被误 认为是乐队的发 起人与 支持者而
陷入 记者采访的包围 ，她开始 改 变 了 自 己 的 看
法。

由于长舌妇 的挑唆 ，曲 立新 的爱人李素静认
为曲 立新与 魏莹有不正 当 的关系 。竟弃家 出走 ：
张魁武为说 服李而无意 中 流露 了 自 己对魏莹的爱
慕之情 。魏莹不愿成为龙 岗 村的新 闻人物 ，愤然
要离牙乐 队；李春芳误 以为乐队又 出 了 问题 ，证
实了 自 己的预言 ，她与辛天喜的关系 又陷入予薪
的僵局。乐队的前途 面临着新的考验……。”

生活属于强 者 ，辛天喜
和他的乐队队员们在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 明 的建设中 ，不
断进行新 的追求 ，他们最 终
得到 了广大群众 的欢迎。辛
天喜也赢得 了真诚 的爱情 。

（ 溪 ）

哈哈，这 儿 有 鱼 ！
白玫 （十二岁 ）

汽车 拾 趣
张程

发动机
如果不输 出 动力 ，
只会产生空洞 的轰 鸣 。

气门 桩
坚韧地把 守着
一条没有 退路的通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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