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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5日，“福和褔是同
一个字吗”登上微博热搜，斩
获3.3亿阅读量。

事实上，冲上热搜的
“福”“褔”两兄弟，虽然“长
相”相似，其实是“远亲”。两
者偏旁部首不一致，“福”字
是示字旁，而“褔”字是衣字
旁；在读音上，“福”字读fú，
“褔”字念fù。

这不是舆论第一次热议
“福”、“褔”两字的混淆。
2019年 1月份，明星杨超越
就因为写错了“福”字而被网
友发现。某节目中杨超越为
网友亲手写“福”字作礼物，
下笔却将“福”字错写成
“褔”，发现错误自侃“这是给
大家一个错误的示范”。

至今，不少网友仍旧迷
惑，过年时给千家万户“拜
年”的，到底是“福”字，还是
“褔”字？

《字源趣谈》中写到“福”字的来源

福 褔和
冲上热搜的

示字旁 读fú
古义：1、幸福。与

“祸”相对。又用作
动词：赐福，保佑。
2、祭过神的酒肉。

衣字旁 念fù
古义：通副，一套衣
服。太平天国时期
避幼主洪天贵福名
讳加笔改字，恩宠
之意。

“福” “褔”

1月 26日，记者查询《古代汉语词典》
《新华字典》《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上面均
没有“褔”字，只存在“福”字。在《古代汉
语词典》中，“福”字解释为：“1、幸福。与

“祸”相对。又用作动词。1、赐福，保佑。
2、祭过神的酒肉。”

而“褔”字只有在《康熙字典》中才有
收录，《康熙字典》解释为：“【唐韵】【集韵】
敷救切，覆去声。衣一褔。今文作副。”

记者多方查阅到：“福”字是常用字，
古代书籍中“福”字经常出现，可以追溯到
甲骨文时期。

在中国著名老书法家陈政的书籍《字
源谈趣》中，写到了“福”字的来源：

从河南殷圩出土的甲骨文（图 A）来
看，“福”是双手虔诚地捧着酒坛（酉）敬神
（示）的形象，是用“手”、“酒、“示”三个部
分组合成的会意字，原是以酒敬神，祈求
福备（万事顺遂）的意思。这个字发展到
金文阶段，有种种不同的形式：图 B 的

“福”，捧酒坛的双手已简省掉了，酒坛样
子也变了；图C的酒坛子大大讹变，并且
已放到“示”的右旁来了；图 D 在“酉”、

“示”的上头还加上屋顶，表示在家里敬酒
祈福；图 E的讹变最大，“示”放到酒坛下
面，两边平添了两个背对背的人（这背对
背的人就是“北”字），作为“福”字表音的
声符。到了秦代的小篆阶段，背对背的二
人省去了，酒坛子竟讹变为“畐”，于是

“福”便成为以“示”表意、以“畐”表音的形
声字了。以后便以这一小篆的构形作为
基文，发展成为图 G 的汉隶和图 H 的楷
书，而“畐”也作为“富”、“副”、“幅”、“辐”
等形声字的声旁，一直沿用到今天。

初见于甲骨文
意为“以酒向上天祈福”

字追根福

而看起来与“福”有些相似的
“褔”字，被收录在《康熙字典》中，
到底是个什么字？原来，在太平
天国时期，“褔”字是当时的避讳
字。

由著名太平天国史研究学家郭
毅生、史式主编的《太平天国大辞
典》中，曾任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
理事的吴良祚对“褔”字解释为：

“‘褔’，‘福’字避幼主洪天贵福名讳
加笔改字。”

1月 28日，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研究院魏星专门查阅了相关资料，
根据太平天国时期避讳文书的《钦
定敬避字样》中记载，“福”代用衣
旁，或用复、複、馥等字，或意近似者
代以恩宠等好字义。“‘褔’字可以算
是避讳字，有时候也不一定会用‘褔
’字，根据《钦定敬避字样》可以用别
的字代替。”

随后，记者联系上四川一位高
校古代汉语教师，对方表示：“福、褔
原本是两个字，福，幸福；褔，通副，
一套（衣服）。但在古代，古人书写
礻、衤不分，木、扌不分是常事。严
格讲不是错，而是书写习惯。古人
写成褔，也不算错别字。褔的来源
大致可不管，因为真正用它是非常
罕见的。褔，90%都应是福的另一种
写法。

但在现代而言，现代人对文字
规范观念比古人要强得多，放到了
现代，把福写作成褔就是错别字。”

据《成都商报》

到底谁来拜大年

太平天国时期避讳字
避开幼主洪天贵福名讳

字索源褔

从《煎饼侠》到《缝纫机乐队》，原本以
为大鹏的导演之路会沿着商业喜剧片的
方向一直走下去，没想到他的第三部电影
长片《吉祥如意》却彻底文艺了一把：打破
纪录片与剧情片界限，素人演员自己演自
己，无心插柳的拍摄反而完成了一部中国
家庭的“浮世绘”。该片在京举行首映礼，
导演大鹏现身与观众交流。该片目前已
经上映。

谈及拍摄缘起，大鹏坦言，一开始他
只是想拍摄一部记录姥姥如何过年的纪
录片，因为他从小由姥姥带大，祖孙感情
非常深厚。没想到，当剧组已经进入大鹏
东北老家拍摄的时候，姥姥突然生病住
院，并最终去世。“这对我造成了很大的打
击，可还有一个剧组在运转，于是我就把
视角对准了姥姥的一个儿子，就是我的三
舅。”大鹏的三舅王吉祥因此成为电影的
主人公。

三舅中年发病失智，和老母亲（也就
是大鹏的姥姥）相依为命，当老母亲去世
后，谁来照料生活难以自理的三舅，便成
为全家人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吉祥如意》
也是从这个问题切入，展现家庭成员间有
关现实利益与骨肉亲情的矛盾撕扯，其中
蕴含着巨大情感能量，既有让人难过叹息
的瞬间，也有让人感动温暖的时刻。

演员刘陆在片中饰演三舅多年未归家
的女儿丽丽，除了她，片中其他人物均由大
鹏真实的家人本色出演。大鹏解释，之所
以要在真实家人出镜的情况下，起用一位
专业演员，是因为他希望能有一位专业演
员带动全片节奏，“比如在某些场景下，需
要她像主持人一样抛出一个问题，才能诱
发其他家人回答。如果没有刘陆，《吉祥如
意》就彻底成了一个纪录片。”在拍摄现场，
大鹏会告诉刘陆接下来拍摄的场景目的是
什么、她要完成的任务是什么，其他全靠她
自己发挥，大鹏将其形容为“浸入式”表
演。刘陆也为此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很早
就去农村和大家一起相处，把自己真正当
成这个大家庭的一分子。

至于片中其他的素人演员，大鹏笑
言，虽然他是导演，但作为家中晚辈，家人
们并没有把他当成导演，仍然以最自然的
家人身份相处，“我在他们心中还是个孩
子，不管我多大。”

全片拍摄过程有点类似纪录片拍摄，
没有固定剧本，只在大鹏心中有一个大概
的方向，“因为我每次回去都会面对大家
对三舅未来的讨论，所以我知道大家会做
什么，没考虑过补拍，也没有在现场进行
改变事实的任何干预。”

在逐渐脱离一开始的拍摄轨道后，
《吉祥如意》最终的成片反而充满实验性，
让人感到惊喜，这样的结果，就连大鹏本
人也感到震惊。他将此次拍摄经历概括
为一场“天意”：“不去干涉生活的走向，我
们试试看可以拍到什么样的内容，一连串
的意外，也造成了这部电影最后的样貌跟
我想象当中的完全不一致。”

《吉祥如意》从筹备到上映经历了三
年多时间，带给大鹏的启示则是，要不停
坚持创作、不停坚持拍摄。“电影相比综艺
和网剧，制作周期太长，播出周期又太短，
所以要保持高强度的工作状态，让自己保
持‘永动’，摄影机不要停。”据《北京日报》

大鹏导演新作
打破纪录片与剧情片界限

《吉祥如意》
彻底文艺了一把

新华社西宁1月29日电（记者白玛
央措）记者从青海省文物局了解到，考古
专家在 2018血渭一号墓墓室内清理出一
枚刻有骆驼纹、古藏文的银质印章，通过
藏学专家释读，结合敦煌吐蕃经卷等文
献记载，初步推断 2018血渭一号墓墓主
为吐蕃统治时期的一位吐谷浑王族。

近日，在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青海
省文物局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协办的
2018 血渭一号墓考古成果专家论证会
上，来自全国不同学术机构的 12名专家
学者对该墓的相关文物及考古信息进行
论证。

“印章印面中央是一个骆驼纹，两个
边缘有一行古藏文，汉语意为‘外甥阿柴

王（阿夏王）之印’。”西藏大学藏学研究
所副研究员夏吾卡先告诉记者，从形制
来看，这是一枚吐蕃时期的印章，敦煌写
卷中曾多次出现过类似的吐蕃印章，印
面中央有狮子、鸟、马等动物图案。

“吐蕃称呼吐谷浑为‘阿柴’，为控制
吐谷浑，吐蕃王室与吐谷浑王室联姻，形
成了特殊的甥舅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韩建华说，根据墓
室出土的金器、丝织物等，结合棚木树木
年轮测定，该墓的年代在 8 世纪中期左
右（公元 744±35年）。

韩建华介绍，敦煌吐蕃经卷中的《阿
柴纪年（残卷）》记载：吐蕃墀邦公主嫁给
吐谷浑王，她的儿子是莫贺吐浑可汗。

“这与墓葬的树木测年基本吻合，同时也

和墓葬出土人骨的年龄比较吻合，如果
这种推断正确的话，墓主人就有可能是
莫贺吐浑可汗。”

热水墓群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
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乡境内，为 1996年
全国十大重大考古发现之一，现为国家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热水墓群共有封土
墓 300 余座，其中 2018血渭一号墓被认
为是迄今为止青藏高原发现的结构最完
整、布局最清晰的高等级墓葬。

2018年至 202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和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
合对该墓进行发掘，截至目前共出土金
银器、铜器、铁器、漆木器、皮革、玉石器、
玻璃器及纺织品等各类文物 1000余件。

都兰热水2018血渭一号墓墓主身份基本确定

新华社杭州1月29日电（记者李平、
冯源）1月 28日，杭州市文物科技保护中
心挂牌成立，这也意味着杭州市文物保
护修复有了专门的“医院”。

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卓军表示，近年来，杭州市各项考古工
作取得了丰硕成果，每年出土文物数以

千计，文物保护修复任务日益繁重，亟需
成立一家专门承担文物保护修复职能的
机构。

据介绍，杭州市文物科技保护中心
现有专业仪器及配套实验设备 20余种，
已具备必要的考古遗址和出土文物科技
保护技术实力，在保护考古现场出土的

脆弱文物、修复考古遗址出土的可移动
文物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在今后的工作中，文物科技保护中
心除发挥传统陶瓷器修复专长之外，还
将加强纸质文物、金属、有机质文物的保
护修复研究，让更多修复好的文物传承
后世。”卓军说。

杭州有了“文物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