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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民以食为天，但“吃”早已
不是简单的温饱手段，更是一种刚
需的社交方式。或亲朋相聚，或好
友婚庆，或同事乔迁，一顿顿吃席总
是免不了的，真是办席聚人气，赴宴
撑场面，席间共追忆，举杯交新朋。
当然席间也有“真干饭人”，以及只
为随份子而来的“讲究人儿”。

而一谈起吃席的故事，大家脑
海里可能瞬间浮现无数名场面，毕
竟安安静静吃顿饭不过是“家常便
饭”，“嬉笑怒骂”才能记忆犹新。比
如《亮剑》里李云龙“借花献佛”，带
着魏和尚，约上晋绥军三五八团团
长楚云飞，一起大闹龟田一郎生日
宴；又如春晚上赵本山、范伟所演绎
的经典小品《牛大叔“提干”》里，牛
大叔提溜一串老鳖蛋，戏说“扯淡，
扯淡，就是在这儿来的”的场景；再
如一度流行网络的那首云南童谣
《毒蘑菇之歌》，“红伞伞，白杆杆，吃
完一起躺板板；躺板板，睡棺棺，然
后一起埋山山；埋山山，哭喊喊，亲
朋都来吃饭饭”。

当然，在我们交流吃席名场面
和席间故事时，可能未曾留意一种
重要的语言现象，为什么叫“吃
席”？咱吃的不是“饭”嘛？而且不
论是否“坐小孩那桌”，不都是上桌
吃饭吗？进而还会追问，“吃席”这
一提法是何缘故呢？

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着100多件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苇席，大者超过
一平方米，距今已有六千年之久。
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苇席的作用
就是铺床纳凉，可在新石器时代，现
代意义的“床”还没出现。所谓幕天
席地，据专家推测，这些苇席应该是
用来盖屋顶与铺屋地，而古人的吃
住、祭祀、娱乐，也就都从这一张席
子展开。

西周时期，礼制成为重要的社
会法则，礼更是寓于诸物的使用过
程中。席子的“排面儿”也有别以
往，用席成为一件“讲究事儿”，数
量、大小、纹饰、陈设位置都显示着
身份等级，昭示着社会地位。《礼记》
里称，“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三重，大
夫再重”。可见不同等级不仅用席
层数有所不同，每层席的纹饰也各
有差异，以天子之席为例，最下层的
席子是用莞草编制而成的“莞席”，
质地粗糙；再上一层是“藻席”（又称

“缫席”），以五彩丝线夹于蒲草，使
整个席都带有五色花纹；又上一层
是“次席”，桃竹枝编成的竹席；覆上
一层是“蒲席”，即以池泽水草编制
而成，精美非常；最上一层称为“熊
席”，当然也不限于熊皮，可能采用
虎、豹等猛兽之皮毛制成。

当然，众人共处一室落座，席子
的讲究就更为繁复了。首先，席子
的摆放位置决定尊位不同。相信大
家都熟悉《鸿门宴》里的座次片段，

“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
……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实
际上，尊位是与席子摆放密切相关
的。据《礼记》所说，“席南向北向，
以西方为上；东向西向，以南为上”，
而这种尊位讲究在今天的宴席之上
还有所延续。其次，席子铺得高矮
也彰显着身份，一人独坐的要高于
二人席，二人并坐的又要高于三四
人席。最后，为了保障座席的礼制
不被打乱，西周还专门设置了“司几
筵”一职，负责管理“席子问题”，《周
礼·春官》里讲“司几筵掌五几、五席
之名物，辨其须知与其位”。

周以降，筵席制度发展逐渐完
备，“筵席”与“吃席”也就顺理成章
地出现。所谓“设席之法，先设者皆
言筵，后加者为席”，“筵”为铺在底
下的长席，而“席”则置于“筵”上，依
人数而设。而不仅“民以食为天”，
官也有“两张口”，诸公落座不可能
只谈政事，也要穿衣吃饭，《礼记·礼
运》更是点明了“夫礼之初，始诸饮
食”，“坐席”也就理所当然地变成了

“吃席”。而随着隋唐之际（也有学
者认为是汉代）桌子的出现，宴饮也
就能“上得了（桌）台面”，叫法更是
产生变异，如潮汕人办席就成为“办
桌”，吃席自然也称为“食桌”。

“吃席”这类古语的沿用并非个
别现象。我国历史悠久，各地文化
博大精深，而这些古语就活在很多
地区人民的口耳之间，即各地的方
言之中。这一文化现象，传承着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绵延千载而
不绝的强大生命力。

（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

我是一名老师，当我在教育教学中遇到问
题，那些读过的书就会为我出谋划策，帮我找
到解决办法。《给教师的建议》《第56号教室的
奇迹》《中国著名班主任德育思想录》《班主任
工作漫谈》《优秀是教出来的》《教育智慧从哪
里来——点评100个教育案例》《教师不可不
知的心理学》等书都是法宝，是不开口的老师，
是锦囊团。

其实，在学校里，往往琐事更多一些，学科知
识按教材教就行，问题大多出在班级管理上。班
级管理是一门永无止境的学科，学习方式有很
多，最简捷的就是阅读，多看班级管理的案例，了
然于心，遇到同类事情就迎刃而解了。教育学首
先是关系学，有了好的关系，才能有好的教育。
师生间互相启发，携手进步，既有为师者的示范
与担当，也有学生渴求真理、感念师恩的追求与
情义，把握好这种关系，老师和学生共同成长，都
在受益。

我还是一名校刊编辑，辅导孩子们阅读与写
作。我认为，文本解读是阅读的基础，是阅读的
逻辑出发点，教师缺乏文本解读功夫，搞不好阅
读教学，也没法指导学生写作。我把阅读得来的
好东西，化成指导孩子们写作的方法和技巧。孩
子们读名著，查资料，和作文点评老师交流，学经
验，找不足，购买有关写作的书籍，思考怎样才能
写出好故事。他们看毕飞宇的小说，张莉的评
论，刘慈欣的科幻，杰夫·格尔克的《情节与人
物》，詹姆斯·斯科特·贝尔的《冲突与悬念》，罗纳
德·B·托比亚斯的《经典情节20种》……在我的
悉心指导下，2023年4月，在第十届校园文学年
会暨文学教育成果展评交流会上，我校的“小草
文学社”从参评的 300 多个文学社团中脱颖而
出，荣获全国“百佳校园文学社团”称号，我被评
为“百佳校园文学社团指导教师”，并全票当选中
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校园文学委员会第三届理事
会理事。

阅读的同时，我还不忘攒资料，分门别类，
建文档，做卡片，记笔记，转发、收藏、点赞等，都
是我的阅读轨迹。阅读指导我做很多事，生活
小窍门、妙招妙法、黑科技，找适合自己的用，跟
写材料作文一样。当你能讲故事，会看电影，懂
得演技，能看懂图片，万事万物都能从阅读运用
到写作上，素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写文章

对你来说就不会是一件难事。我就写过一个
“好系列”：《歌词里藏着好文章》《活动里藏着好
文章》《照片里藏着好文章》《演技里藏着好文
章》《跨年演讲里藏着好文章》《校刊里藏着好文
章》……这些文章发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官方
网站和“写作密码”公众号上，都下双黄蛋。这
都是我攒资料的结果。我读到的每一处文字都
是资料，都会储备在我的资料库里，用时调出
来。阅读给我灵感，让我有冲动坐下来写文章，
当阅读成为习惯，读来的好东西被消化吸收，就

“下笔如有神”了。
我是个惜时如金的人，唯有花在阅读上的时

间不心疼。我的阅读是有效率的，就找能给我提
供营养的书去读，不去啃什么“大部头”。这就跟
吃肉似的，牙口不好，找软的烂糊的吃，牙口好再
去啃硬骨头，因时间有限，吃一口得一口，实在吃
不着，喝口肉汤也是在增加营养。我尝试着把深
奥的道理用最通俗的语言讲给孩子们听，使他们
瞬间就明白；我让孩子们讲述一本书的内容，不
用书本上的内容提要，换成自己的话说，最后用
一句话概括；我带领他们练习扩句、缩句，扩段、
缩段，经过此番拾掇，一篇好文章就诞生了。我
教给孩子们最行之有效的检查作文的方法就是
大声读出来，只要一读，哪里有毛病立马显现，让
人感到不舒服，改完就舒服了。

回想这些年，是阅读成全了我，带我到达一
个更高的理想境界。每天我都会扪心自问，今天
有没有认真读点东西，写点什么，如果没有，我会
难过，会反思，会找补。毕竟，每一天都不虚度才
让人踏实。不是一个人静下心去阅读，而是阅读
让人静下心来。阅读使人思维活跃，精神饱满，
眼界高远，胸襟开阔；不读，就容易逐渐沦为精神
和思想上的病夫。

现在，阅读的方式多种多样，音频、视频、日
更，参与在线课程、网络讲座、有声图书馆，都是
在读书。知人论世、读无字之书也是一种阅读。
诚如叶倾城所说，阅读对我们来说，是通往另一
个世界的一条船，不管你自己的世界是多么狭小
或者平庸乏味，你总可以通过阅读到达另一个星
系，另一个未来。你所有的悲伤都可以在书中看
到，你所有的喜悦也有人分享。也如阿兰·德波
顿所说，假如我们整晚与书相伴，那只有一个原
因，我们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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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汪说宋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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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阅读，阅读充满了我的生活。一日不读，如隔三秋，

不是阅读选择了我，而是我离不开阅读。

阅读，成为更好的自己
用夜色打底制作茶盏，取倒置的斗

笠为形，然后在盏芯里用一片秋叶覆
盖，待烧成时用釉水把秋叶的图案尤其
是筋脉固定下来，这种秋叶纹玄色斗笠
盏，曾经在南宋京城临安风靡一时，成
为当时的经典茶具。

秋叶纹斗笠盏就是吉州窑的独创，
在中国陶瓷史上享有盛名。

在古陶瓷界，素有“南青北白”之
说。南方喜欢青瓷，北方崇尚白瓷，尤
以隋唐五代时期为甚。吉州窑的黑色
器物，能够在南宋时脱颖而出，究其原
因，我觉得，它就像一股从田野吹向都
城的清新之风，让曾经在江浙沪颠沛流
离的宋高宗，在宫廷高墙里呼吸到大自
然的气息，暂且平息了他思念故都、故
国之苦。

在杭州老城工地，但凡有井水处，
有河道处，有官府处，都会有吉州窑残
器或瓷片出土，又以望江门工地和密渡
桥工地这两个区域出得最多。

有个湖北襄阳的朋友张宗林，他在
杭州捡瓷片，又边买边卖瓷片，他卖瓷片
是全国到处跑。他对我讲过卖瓷片中的
一些有趣的事，有件事让我有点吃惊。

早些年，他在景德镇卖瓷片时，遇
到江西南昌和吉安、赣州等地的朋友，
他们说他卖的吉州窑瓷片是假的。张
宗林说，这是他在杭州工地亲手捡的，
根本不可能是假的。

对方有人拿出瓷片，说这才是正儿
八经吉州窑的。张宗林一看，这瓷片果
真与杭州出的不一样，受土沁有点厉
害，皮壳发干，上面的一条条黄线纵横
交错，有黄土沁进缝隙里，怎么洗也洗
不干净。

张宗林无法解释。后来，他把这件
事说给同在杭州捡瓷片的江西伙伴
听。江西伙伴说，他们一开始在杭州捡
瓷片也遇到过这样的疑问，捡的时间长
了，这个问题也自然而然地解决了。

原因在于，江西多是红土地，江西
出的吉州窑瓷片也多是山上所出，而杭
州的吉州窑瓷片出自老城工地，地下水
位高，瓷片就像浸泡在湿润的泥沙当
中，历经七百年之后，仍然光亮如新，更
添了几分酥油感，让人爱不释手。

与南宋官窑追求素净、典雅、尚青
的风格完全不同，吉州窑着色大胆，敢
于浓墨重彩，以黑色为底，在上面可以
辅以金黄、红褐，甚至七彩。

杭州老城近四十年所出的吉州窑
瓷片，流向虽广，却也有相对集中的几
个地方。看朋友圈，目前，杭州、宁波、
南京、上海、天津等地大致形成了玩吉
州窑的圈子。

上海朋友刘龙翔对吉州窑的认知，
常常让我很受启发。他认为，吉州窑的
器物在纹饰上敢走极端，它走的不是一
个极端，而是两个极端，左边的极端敢
走，右边的极端也敢走。纹饰敢求简，
敢求繁，敢求意。简，简到光素无纹。
繁，繁到密不透风。意，意到天上人
间。简者，如吉州玄色盏，通体一色，不
事雕琢。繁者，如吉州豹纹梅瓶，通体
都用豹子斑装饰，很有冲击力。意者，
如月映梅盏，图案中，天上一弯新月，地
上几枝红梅，便觉春天不远。

吉州盏的名品除了上面提到的秋
叶纹斗笠盏之外，还有一款“不倒翁”茶
盏也让崇尚宋器的茶人心心念念。

我在杭州捡瓷片的朋友小肖手中，
曾见到一只密渡桥工地所出的“不倒
翁”，这只茶盏只是口沿有个蚕豆大的小
磕，别处还好。在桌面上把这只茶盏放
倒，用食指在口沿处轻轻给点力，盏就立
起来了。双手把盏捧起，挺压手的。

个中原因很简单，这只盏的底足做
得特别厚实，盏壁也从底部到口沿慢慢
由厚变薄。它的重量大部分都集中在
底部。

这看似简单的秘密，却是陶瓷史上
一项颠覆性变革。对窑匠来说，这个秘
密不是大家不知道，而是知道却不能
为。这是因为在传统的柴窑当中，窑火
上行，如果器物的底部做得过厚，就不
容易烧透，要么烧裂，要么烧得起泡，成
功率非常低。

吉州窑逆规律而行，并走向成功，
那付出的一定是上千次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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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吉州窑
秋叶纹斗笠盏底
足，早年密渡桥
工地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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