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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将至，许多人会不远千里，从一座城奔赴另外一
座城，只为赶上除夕夜的那顿团圆饭。

在中国人心中，春节有着千斤般的分量。很多人为了
工作，背井离乡，漂泊在外，与亲人聚少离多，在外拼搏了
一整年，最大的愿望就是春节能够回家。

我们这一生都是走在回家的路上，而回家过年是我们
最大的福气。

想到上学的时候，每次放假回家，父母都是守在门口，
等着那句：“爸，妈，我回来了”。

逝去的岁月好像从未走远，只一句话，就让一切都涌
现在眼前。

也许这就是我们不管在哪里，过年都要回家的理由。
因为最暖的记忆在那里，最牵挂你的人在那里，不管多晚
都为你点亮的那盏灯在那里。

亲人等着，菜在桌上，热气腾腾。
你风尘仆仆地回来了，便是最好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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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的意义，无非就是一家人坐在一起，备上一桌好
菜，洗去一年的风尘。

关于爱情和事业，关于明天和理想，有很多因素我们
无法左右。我们唯一可以掌控的，就是自己呼吸的频率和
取舍的毅力。

有健康，就有美好生活的底气。
所以，我们要善待自己的身体，不要在努力奔跑的时

候，忽略了身体的疼痛。
身体健康，阖家团圆，就是平凡岁月里最大的幸运。

你平安归来，就是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记住，有你，有家人，有健康，才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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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后，我们在家陪父母的时间越来越少。可不管因
为什么原因，当你一路向前时，不要忘记还有人在等你回
家。

生活会给我们设置很多“关卡”，跟我们较劲，让我们
走得跌跌撞撞。但我们会给生活加把劲，然后风尘仆仆地
赶回家过年。

无论人生有多少风雨，不管你身在何方，家永远是等
你回来的地方。

一锅饭，一勺汤，一家人，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平凡却又
幸福的日常。

不管过去的一年怎样，只要一家人团聚在一起，接下
来的生活，就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

一句“我回来了”，就是最好的年。 雯雯

为什么要回家过年？

这是我听过最好的答案

匆匆岁月里，总有几个人，如冬日暖
阳般，温暖和照耀着我们。

说几句心里话，说给在乎的人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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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父母：谢谢你们养我长大，为我遮
风挡雨，护我周全。

小时候，事无大小，叫一声“爸妈”，
他们就像超人一样帮我们解决所有问
题。

一直以来，习惯了从父母身上索取，
直到自己长大成人，有了家庭和孩子，才
体会到肩膀上的责任是如此沉重。

也是此时，才懂得之前的岁月静好，
全因父母挡在我们面前。成长的路上，
我们最容易忽略的，也是他们的感受。

想对父母说声“谢谢”，是他们无微
不至的呵护，让我们健康长大。今后一
定要抽空多陪陪父母。

未来，做父母最强大的拐杖，伴他们
走过岁岁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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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爱人：谢谢你陪我走过春夏秋冬，
为了我们的小家辛苦操劳。

我们这一生，会与无数人擦肩而
过。爱人，愿意驻足并走进我们的生命，
能相遇，是一种莫大的幸运。

想对爱人说句“谢谢你”。谢谢爱人
点点滴滴的陪伴，谢谢爱人让我们有了
家的温暖。

从前是一个人的故事，往后是一个
家的牵挂。

余生愿执子之手，从清晨到日暮，从
心动到古稀。

愿感情时光不扰，余生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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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朋友：谢谢你们陪我走出失落和
迷茫，带给我感动和温暖。

真正的朋友，不是嘴上的花言巧语，
而是行动上的关怀帮助。

亲爱的朋友，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
真心相待。

朋友的倾心相待，我们要铭记于心，
也要加倍珍惜。

虽然在平凡的岁月里，我们多数时
间都在为自己的生活奔波劳碌。

但真的想对朋友说：这一份真挚的
友情，不会因为距离而疏远，不会因为时
间而变淡。即便我们不能常常见面，但
是对彼此的惦念从未间断。

再累，也要保重好身体；再忙，也要
照顾好自己。

往后的日子，愿你我继续携手并肩，
温暖同行。

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唯愿友谊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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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自己：谢谢一直以来的坚持和努
力，没有放弃。

谢谢自己，在坚持不住的时候，又坚
持了一下下；谢谢自己，在撑不下去的时
候，又多撑了一小会儿。

生活总是充满各种艰难繁复，无论
现在多么的不开心，你要相信，明天会比
今天更好。

过去的，无论好坏，都要将它勇敢翻
篇，相信一切都会是新的开始。

好好生活，好好努力。
愿未来每一天，我们都能向阳而生，

向爱而行。
有人说：“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

所有问题；岁月从来不言，却见证了所有
真心。”

前行的途中，总有人为我们雪中送
炭，添裳加衣。

感谢所有对我们好的人，未来的日
子，愿山长水阔，风景依旧，你我如初。

千齐

感谢一路对我好的人

很多人都把工资称作“薪水”。工资
为什么要称为“薪水”呢？难道是暗喻金
钱和柴草、水有关系吗？

据相关史籍记载，“薪水”一词原指
打柴汲水之意，也即“烧火煮饭”的意思，
所以在中国古代，工钱也被称为“柴
水”。据《南史·陶潜传》记载，送一力给
其子，书曰：“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
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这段文字明确
地记载了陶潜给他的儿子送去一个仆
人，用以帮助他儿子减轻打柴汲水的劳
苦。那么，为何“薪水”后来引申为工资
呢？这要从中国古代朝廷发给官员的薪
给——俸禄（或称禄俸）说起。

东汉以前，朝廷官员的俸禄都以实
物发放，如粮食、布帛等。唐代以后，朝
廷则主要以货币的形式给官员发放俸
禄。但唐初官员的俸禄主要还是以实物
支付的，另外再发放一部分“俸料钱”。
到了唐代中期，“俸料钱”在官员俸禄中

的比重已经超过一半，并逐步完成了由
实物向货币的转变。白居易《与元九书》
中记载:“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食。”
公元 736 年，唐玄宗改革俸禄制度。据

《册府元龟·邦计部·俸禄》记载:“敕百官
料钱宜令为一色，都以月俸为名，各据本
官，随月给付。”唐以后，也有将实物或土
地以及战争中掠夺来的人口等作为俸的
现象，但总体上看，宋、元、明、清各朝还
是实行货币为主的俸禄制。

古代官员俸禄的名称还有“月给”
“月俸”“月钱”等。明代曾将俸禄称为
“月费”，后改称为“柴薪银”，其意是帮助
为朝廷工作的各级官吏解决柴、米、油、
盐这些日常开销之用。《魏书·卢昶传》记
有“如薪水少急，即可量计”之说，这里的

“薪水”指的是日常生活之费用。现在人
们按月领取的工资与古代的月俸、月费
具有相同之意，因此人们就把工资称为

“薪水”。 李琰飞

工资为何称“薪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