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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代的典籍资料中，我们可
以看到，若想拜见某人，不能只是
空手上门，而是要事先将拜见的

“谒”或者叫“刺”递交过去，才
显得足够有诚意。这种名刺上往往
写有姓名，还有官爵和乡里，所以
又叫“爵朝里刺”。

在刺上除姓名爵里外，还常要
写有表示客气和问候的话。现在出
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名刺，到后
期常常越来越客气，有了固定格
式，如“弟子高荣再拜问起居沛国
相字万绶”。

唐朝时随着造纸技艺的发展和
普及，刺慢慢不再由竹木削制而
成，开始慢慢变为纸制的，其名称
也渐渐变更为名帖或者名纸等。

古时人际交往除了使用普通的
名帖、名纸，还通行多种拜谒名刺，
比如门状、榜子，以及拜年名帖等，
这些大多具有自己的独特用途。

比如有用来向亲人、朋友、师
长、官员拜谒寒暄的门状、拜帖。
还有的用来在新年时送上问候的

“拜年贴”“飞贴”。有记载在宋朝
时，以名刺拜年已经成为当时非常
盛行的一种社交行为，有人亲自送
名刺上门，也有人派遣下属或子侄
递送，这也可以算得上是最早的贺
年卡了。

除了日常问候，名刺还有更为
重要的一个作用便是举荐人才。大
家都知道，古代选拔人才的主要方
式是考科举，但因为科举取士的名
额极其有限，很多人穷其一生也无
法谋个一官半职。所以有些人就想
方设法联络官场权贵或文坛名流。

为了和当时的上层人物套上近
乎，学子们只能先投递名刺，再由
门人引见。我们所熟知“诗仙”李
白就曾靠这种方法引人瞩目。

李白曾在 《上安州裴长史书》
一文中说：“又前礼部尚书苏公出
为益州长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
布衣之礼。”李白在路上向苏公投
递名刺，成功引起苏公的注意。

纵观名刺发展史，自西汉起，
拜访别人时首先递交自己的名刺，
通报姓名已经是一个基本的社交礼
仪。而随着社会发展，名刺的形制
以及使用规范也越来越复杂。例如
在明代，按照礼仪规矩，只有位尊
才可以使用红色名帖，而且连名刺

上面书写的称呼、颜色等都有讲
究，制作材料也是与众不同，总之
就是要体现出其尊贵的社会地位。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古代
投名刺是一种地位很不相等的行
为，所以当时官场、文坛存在谄媚
巴结、谋求名利的乱象，跟现代的
交换名片有着很大不同。明朝时有
一首都门竹枝词写道：“大字职名
笔画工，门前投递纸鲜红。都镌拜
客无他用，关节曾防暗里通。”这
首打油诗把人们费尽心力地包装名
刺的情形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出来。

据《光明日报》

在科技发达的今天，要跟人绝交，有很多种方
法，比如拉黑对方、删除对方的联系方式等。而在古
代，本来关系很好的人要绝交，他们会怎么做呢？

东汉灵帝时期，有一对知心好友管宁和华歆，他
俩经常在一起读书、劳动。有一天，他们在菜园里锄
地，看到地里有一块金子，管宁丝毫不为所动，把它
当瓦石一样用锄头锄开，继续干活；而华歆看见金
子，便把它拿起来又扔了出去。还有一次，他们同坐
在一张坐席上读书。这时，门外有达官贵人乘豪车
经过，管宁很淡定地继续读书，华歆却立即放下书跑
出去观看。这时，管宁割开坐席对华歆说：“我没有
你这样的朋友。”

“割席”便是古人绝交的一种方式，割断之席再难
相接，体现了古人“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决然。和“割
席”相似的另一种绝交办法，就是“割袍”。

电视剧《隋唐英雄传》里，就讲到过这个典故：徐
茂公与秦王李世民同游御果园，路遇单雄信带人刺
杀秦王。徐茂公和单雄信的关系有点儿像梁山众好
汉之间的关系，是结拜兄弟。看到徐茂公阻拦自己
刺杀秦王，单雄信一气之下当面割袍，与徐茂公绝
交。这种动不动就挥刀割东西的绝交方式非常决
绝，但是不太适合文人。文人绝交的方式，文雅而又
果断，就像嵇康的那篇绝交书。

嵇康是“竹林七贤”的灵魂人物，以纵情山林、风
流倜傥而著称于世。当时年纪最长的山涛，觉得自
己年纪较大，如果再不想办法出仕，以后就没有建功
立业的机会了，所以他接受了权势的招安。

作为竹林七贤之一，山涛带头背叛团体初衷，本
来就已经被队友们鄙视了，可山涛还想推荐嵇康去
当官，嵇康一气之下便写下了一篇《与山巨源绝交
书》。

这篇绝交书，洋洋洒洒写了一千多字。同样的
情形，还发生在清朝的李光地和陈梦雷身上。

李光地和陈梦雷同朝为官，三藩之乱时，耿精忠
想邀李光地和陈梦雷入伙，并分别扣押了他们的家
人来威胁他们。没办法，两人不敢拒绝，但是他们心
里都知道耿精忠成不了大事，于是商量采用一走一
留的办法。陈梦雷留下来刺探内情，李光地走了，并
借机给朝廷汇报情况。后来，耿精忠事败，李光地向
朝廷上了一道《密陈机宜疏》，引起巨大震动，并获得
褒奖，而陈梦雷却被人告发为叛军同伙，流放关外。

昔日的好友为了自己的前途背弃了约定，以沉
默诬陷了自己。陈梦雷气愤难当，写下了四千字的

《与李光地绝交书》，痛诋李光地“护已往之尤，忌共
事之分工，肆下石以灭口”“欺君卖友”，算是看透了
这个曾经的好友。

文人间以绝交书断交，既彰显了古人清高肃严
的品性，不失庄重决然，又在无意间挥就了自己斐然
的文采，不乏名作。

割席、割袍，或是发表绝交书，这些绝交方式都
很有仪式感，且成为古人人生方向的风向标。

据《知识窗》

古人这样拉黑朋友古人怎么加好友
在社交网络流行前，人们初次认识，往往会交换名片。名片这种东西，其实早

在2000前的中国就有了。

这是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
一组名刺，主人是一个住在沙上里
名叫李孝的人，这个李孝当时应该
是很活跃的人物，做了一大把名
刺，直到去世都没发完，就一起埋
在墓里了。

春秋时期，齐国有一对很
要好的朋友，一个叫管仲，另
外一个叫鲍叔牙。鲍叔牙与管
仲合伙做生意，鲍叔牙出三分
之二的本钱，赚了钱却只要三
分之一。鲍叔牙的家人表示不
满，鲍叔牙却说：“管仲家里
穷嘛！”

后来，管仲当了大官，带
兵打仗，可是不敢身先士卒，
打败仗的时候，他总是第一个
逃走。人们讥笑管仲胆小如
鼠，是个没有勇气的人。这
时，鲍叔牙却出来说：“管仲

家里有年老的母亲需要他奉
养，其实，他并不是个怕死的
人。”

齐王有两个儿子，纠和小
白。管仲是公子纠的老师，鲍
叔牙是公子小白的老师。后来
两个公子为争夺王位互相残
杀，公子纠被杀，小白即位，
鲍叔牙向齐王小白推荐管仲，
说：“管仲是一位有才干的
人，请大王聘请他做宰相。”

齐王说：“你是我的老
师，我愿拜你为相。”鲍叔牙
语气坚定地说：“多谢大王的
信任。以前管仲是公子纠的老
师，难得他对公子纠的一片忠
心。主公如果要干一番大事
业 ， 管 仲 可 是 个 用 得 着 的
人。”齐王终于采纳了鲍叔牙
的建议，任命管仲为相。管仲
整顿内政、开发资源、发展农
业，很快就使齐国强盛起来，
当上了盟主。

后来，人们在称赞朋友之
间的深厚友谊时，就会说他们
是“管鲍之交”。

管鲍之交

普通老百姓交的朋友谓“布衣之交”。
有钱人与没钱人交朋友谓“车笠之交”。
在逆境中结交的朋友称“患难之交”。
吃喝玩乐结交的朋友称“酒肉之交”。
年岁差别大，行辈不同而交情深厚的朋

友称“忘年之交”。
幼年相交的朋友，称“竹马之交”。
交情深厚的朋友谓“肺腑之交”。
亲密无间的朋友谓“胶漆之交”。
生死与共的朋友谓“生死之交”。
情投意合的朋友称“莫逆之交”。
哪怕砍头也不改变友谊的朋友称“刎颈

之交”。
无意中相遇而结成的朋友称“邂逅之

交”。
在道义上互相支持的朋友称“君子之交”。
只见过一次面，交情不深的朋友称“一面

之交”。
仅点头打招呼，感情不深的朋友称“点头

之交”。
平淡而浮泛交往的朋友称“泛泛之交”。
见过面但不熟悉的人称“半面之交”。
旧时结拜的兄弟姊妹称“八拜之交”。
交友不嫌贫贱的称“杵逆之交”。
宝贵而有价值的交往称“金玉之交”。

古代对朋友的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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