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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八国联军侵

入北京 !慈禧 "光绪等仓

皇出逃# 逃到太原时!因

手头拮据!不得不向金融

界人士借银
$#

万两$ 当

时! 有的票号无法承担!

有的票号则不愿承担!他

们纷纷恭维大德恒票号$

他们深知!该票号的财东

是祁县乔家! 实力雄厚!

且与清廷王公大臣交往

密切!倘使该票号承诺下

来 ! 既可使自己解脱困

境!又可为金融界保住面

子$

大德恒票号当时在

太原的掌柜是贾继英$ 按

常理!这样大数目的银两

贾继英无权决定!完全可

以借口推辞$ 但他觉得!

凡事必须从长计议!不可

短视! 此时大清不会亡!

自古以来!皇室从不会欠

下庶民的钱 % 再退一步

想! 万一大清危在旦夕!

票号也难以生存$

于是!他当众慨然承

诺支付这笔巨款! 事后!

贾继英立即向大德恒总

号作了汇报!并陈述自己

的看法$ 老板阎维藩也暗

暗赏识这位年轻人的胆

略 ! 就将此事交给他处

理$

慈禧和光绪一行经

徐沟到祁县时!行宫就设

在大德恒票号!受到隆重

接待!慈禧甚为满意$ 从

此!贾继英和随驾大臣桂

月亭&董福祥等开始书信

往来!交往甚密$

!"#!

年!慈禧一行回

銮!待把紊乱的朝政理顺

后! 便想起山西票号!想

起了大德恒一个普通民

间票号能有那么大的财

力和气魄!只要朝廷一句

话 !

$#

万两银子就凑齐

了!供应几千人几千里地

的路费$ 慈禧非常感谢落

难之中得到大德恒票号

的支持 !于是 !就将许多

银钱陆续存入该票号!使

其获利颇多$ 桂月亭和董

福祥等大臣!也多次向慈

禧面荐贾继英!使慈禧对

其留下很深的印象$

!"#%

年 ! 清政府决定试办银

行!慈禧太后想到的第一

个人就是贾继英$

有时失! 有时得!是

很自然的事$ 得的时候要

想到失 ! 失的时候为了

得!贾继英能出任中国第

一任银行行长!就是靠从

长计议这一招$ 辛亥革命

后!尽管大清的银行倒闭

了!但贾继英的名声已誉

满商界!等到阎锡山统治

山西的时候 ! 他又被重

用 ! 做了晋胜银行的行

长$

摘自!文史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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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我作为
联 合 国 义 工 服 务 组 织
)*+,-

的一员!去南非做了
半年的义工"

(

月的中国 ! 正值盛
夏! 但远在南半球的南非
却正处于一年之中最寒冷
的季节" 我们的任务就是!

尽量帮助那些滞留在首都
比勒陀利亚的来自姆普马
兰加省的贫民

)

尤其是小
孩
-

!给这些居无定所!在瑟
瑟寒风中艰难求生的穷人
捐衣捐物! 帮助他们度过
一年当中最难熬的日子"

我们这一组一共
'

个
人 !分别来自中国 #英国 #

法国和新西兰" 其中留着
一脸蓬乱的红胡子的英国
人马丁已经在这里做了

$

年义工! 是我们这群人中
资格最老的一个"

第一次执行任务是马
丁带我们去的" 那一天!我
们到批发市场去买衣服 #

被子#玉米粉和饼干!细细
地挑好货物以后! 我们开
着日本人捐助的

$

辆丰田
工具车! 直奔郊外一个叫
利比利亚的废旧市场"

说实话! 尽管到之前
我有相当的心理准备 !但
目睹眼前的一切! 还是吃
惊不小" 在这个废弃的市
场上! 到处是贫民用铁皮
和木板搭建的简易住房 !

四壁透风!杂乱无章" 更糟
糕的是这么大一片贫民
窟! 我竟然没有看到一根
电线和自来水管! 半封冻
状态的污水肆意横流 !让

人无处下脚"

可能听到外边有动
静! 最先冲出来的就是那
些可爱的孩子们" 衣衫褴
褛的他们在寒风里瑟瑟发
抖!瞪着单纯的大眼睛!揣
测着我们的来意" 望着这
些可怜的孩子! 我迫不及
待地从车上拿出衣服就朝
他们走去"

$刘!你在做什么% &马
丁突然大声问我" 我扭头
看到他正瞪着我! 眼睛里
是一股掩藏不住的火气"

$快点把东西送给他
们啊!这些孩子急需" &我
解释说"

$把东西放下' &马丁
冲到我眼前!涨红着脸!近
乎粗鲁地夺下我手里的衣
服" 我莫名其妙地望着他!

一时不明白他哪来的脾
气" 旁边的法国人雷诺上
前拉开我说($刘! 不是这
样的! 你不能就这样送出
去))&

余怒未消的马丁面对
围上来的孩子们! 立刻变
成一副温和的笑脸" 柔声
问道($孩子们! 愿意帮我
们做点事情吗% &

那些可爱的孩子们怯
生生地咧着嘴笑! 露出一
口洁白的牙齿" 其中一个
被他的同伴恶作剧似的推
了出来"

$非常好" &马丁鼓励

说!$如果你能帮我们把车
上的东西搬下来的话 !我
想!你会得到酬劳的" &

在同伴的怂恿下 !那
个小家伙真的走过去 !接
住了新西兰人菲思从车上
递下的一小袋玉米粉"

$好极了 !&马丁夸张
而富有感染力地叫着!$小
家伙!谢谢你的帮助!这是
你应得的劳动报酬" &他把
一身棉衣和一小桶饼干递
给了那个孩子" 孩子愉快
地接过这些劳动所得 !兴
奋得两眼放光"

$小家伙们!你们看到
了!车上东西很多!有谁愿
意继续帮助我们呢% &马丁
半蹲在这些孩子们面前 !

亲切地问"

孩子们尖叫一声一拥
而上! 嬉笑中很快帮我们
把东西从工具车上卸了下
来" 最后每个人都得到了
一套棉衣和一份玉米粉或
饼干"

这时! 闻讯赶来的其
他孩子看到已经没有任何
事情可以做的时候! 眼里
不由得流露出失望和对得
到 $酬劳 &的同伴的妒忌 "

马丁挥着手! 很兴奋的样
子! 大声叫着($孩子们排
好队! 我知道你们的歌声
很甜美! 为什么不给我们
唱首歌呢% 当然!你们也会
得到理所应当的酬谢" &

那些孩子受到了鼓
舞! 一边拍手一边唱歌跳
舞! 唱完之后每人都得到
了一份礼品"

在回去的车上! 马丁
主动跟我道歉说 ($刘 !我
下午的态度不好! 请你原
谅"但你知道吗%我们不能
让孩子觉得这些东西是他
们理所应当得到的! 这样
会养成他们不劳而获的惰
性" 他们本来就生活在一
个很糟糕的环境中! 我们
就更应该从小培养他们树
立起改变生活状况的信
心" 而且! 人生来是平等
的! 如果我们居高临下地
进行施舍#捐赠!会让孩子
们的自尊受挫! 长大后会
留下心理疾病的隐患))

刘! 没有什么比孩子们健
康成长更重要的了" &

那一天! 马丁给我上
了生动的一课! 他让我懂
得! 炫耀的爱心是一柄砍
平人理想的利斧! 它不但
会砍掉弱者奋发的信念 !

还让他们在阳光下赤裸裸
地展示血迹斑斑的伤口 "

这种帮助是残忍的! 有损
人尊严的" 而如何割断弱
者旁逸斜出的自卑情绪 !

并帮助他们坚持做人的高
贵情操! 则是施予者必须
学会的高妙技巧"

摘自!钱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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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星期五

绯闻是现在的专利 !

不管是为了战事还是为了
有趣! 人们愿意把最不可
能的人牵扯在一起! 就是
因为他们的组合有最大的
效果"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
雀春深锁二乔&!杜牧此诗
只是一种假设! 东风终与
周郎便! 所以三国时期的
大美女大乔小乔! 并没有
被曹操锁于铜雀台中" 事
实上! 小乔与曹操素未谋
面!也没有什么实际瓜葛!

纯属莫须有的关系! 而尽
管如此! 他们依然有生动
的故事"

$江东有二乔!河北甄
芙巧&!三国时期最著名的
美女有三名!大#小乔和甄
洛" 二乔到底有多美呢!史
书所载极为吝啬 " *三国
志 +说 $皆国色也 &!*江表
传+ 说 $貌流离&

)

光彩焕
发
-

" 总之是国色天香的大
美女! 而具体容貌只能靠
后人凭空想象了" 三国是
个彻底的男人时代! 原本
处于弱势的女人! 在这样
一个时代就更加边缘化 "

所以三国时期关于女人的
历史记载实在是少得可
怜" 如果不是后人添油加
醋!可看的故事就更少了"

二乔的父亲乔公 !本
在汉献帝的手下做官 !当
时的汉朝早已名存实亡 "

丧妻后的乔公辞官归乡 !

带着大小乔隐居于安徽皖
城" 建安四年!东吴的孙策
和周瑜带着军队攻下皖
城" 江东二乔的美名早已
是家喻户晓! 孙策和周瑜
二人在打了胜仗之后 !双
双抱得美人归" 孙策娶了
大乔!周瑜娶了小乔"

$遥想公谨当年!小乔
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
巾" &当年!孙策和周瑜都
是

&.

岁! 而大乔十八!小
乔十六!都是青春年少" 这
两段婚姻看起来无限光
彩! 美人配英雄! 花好月
圆" 孙策曾说($乔公二女
虽流离!得吾二人作婿!亦
足为欢" &

)

*江表传+

-

杜牧不是唯一把二乔
与曹操搁一块想象的人 !

罗贯中也是其一! 而且他
还把诸葛亮也扯上了" *三

国演义+ 描写了那段诸葛
亮摆平周瑜! 实现孙刘联
盟的场景" 诸葛亮说($亮
居隆中时! 即闻操于漳河
新造一台!名曰铜雀!极其
壮丽,广选天下美女!以实
其中" 操本好色之徒!久闻
江东乔公有二女! 长曰大
乔!次曰小乔" 有沉鱼落雁
之容!闭月羞花之貌" 操曾
发誓曰 ( -吾一愿扫平四
海!以成帝业,一愿得江东
二乔!置之铜雀台!以乐晚
年!虽死无恨矣" .今虽引
百万之众!虎视江南!其实
为此二女也" & 怕周瑜不
信!诸葛亮又添油加醋说(

$曹操的儿子曹植曾奉曹
操的命令作 *铜雀台赋+!

文中写道 -揽二乔于东南
兮!乐朝夕之与共." &

周瑜听了此话简直肺
都气炸了! 当下决定联手
刘备! 向曹操开战" 其实
*铜雀台赋+中的$二乔&通
$二桥&!指的就是两座桥!

诸葛亮耍了个小聪明 !硬
是生生地把曹操和江东二
乔扯一块了" $既生瑜!何
生亮&!在与诸葛亮的较量
中!周瑜永远都处于下风!

而只有在一件事情上他彻
底地赢了" 那就是!诸葛亮
娶了世界上最丑的女人 !

而周瑜却娶了世界上最美
的女人" 很有可能!诸葛亮
暗地里也对周瑜嫉妒得要
命"

其实! 诸葛亮也并非
全是瞎掰!曹操的确好色!

妻妾如云! 而铜雀台正是
他的美女集中营" 建安十
五年!曹操建铜雀台!据说
每间房里都有一个绝色美
女" 在临死时!曹操还遗令
美女每逢初一# 十五要在
铜雀台上对着他的陵墓唱
歌" 而以大小乔在当时的
名气! 他岂有不思慕的道
理% 若曹操攻占了吴地!那
定是$铜雀春深锁二乔&"

摘自!都市文化报"

人生有三重境界!一种
是平畴遇青山!一种是青山
遇平畴!还有一种是永远都
在青山中" 但是!永远不可
能有第四种境界(永远都在
平畴中"

平畴!是一望无垠的原
野!很少有磕磕绊绊!也几
乎看不到恶劣的豺狼虎豹!

在一定意义上!它是顺利的
代名词,青山!则是高低起
伏的石阶!或峭拔!或幽深!

或虎豹潜伏! 或荆棘丛生!

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困难的
象征物"

大多数人的一生都偏
向于第一重境界(平畴遇青
山"平畴是天真童年和懵懂
少年的顺利!那时候!他们
一切无忧无虑!天空总是蓝
的!流水总是清的!岁月也

没有掺加丝毫的杂质!随着
逐渐成长!情窦初开 !学习
和工作的负担加强!他们便
进入山脚"他们也曾想过退
缩!但是!已经没有退路!他
们亦步亦趋地前行!逐渐在
登攀途中找到了快乐的意
义!到了中年!有些人被困
难绾住了双脚!再也不愿前
行! 就在山脚住了下来!而
少数一部分人!则一直走了
下去!他们终于功成名就地
到达山巅!庄严地向山脚下
的世界宣扬着自己的高度"

少数人偏向于第二重
境界(青山遇平畴" 他们没
有一个好的出身!甚至出身
很悲惨!家境贫寒!父母一
方早逝 ! 或者原本就是孤
儿#甚至是残疾" 他们没有
一个光辉的起点!他们只有

赢在过程上 ! 这时候的他
们!目的不是山顶!而是山
的那一边的平畴!通过翻山
越岭!他们抵达自己梦想中
的境界!弥补了自己先天的
不足!通过 后天的争取!赢
得了完美"

第三重境界的人分为
两种极端 ( 一种是由于观
念#心智的不足!或者生性
没有一个好习惯!注定了他
们永远都要与困难纠缠!一
生都无法摆脱!他们自己的
人生战役里屡战屡败!一生
都在打败杖,另一种是敢于
挑战自己!永远都在同自己
和困难作战!且能够不断攻
下一个又一个山头!屡战屡
胜" 虽然他们 同样都永远
生存在青山中!但是!一个
是在越烧越旺!一个是逐渐

走向熄火"

为什么不可能有第四
重境界呢%地球是一个面貌
丰富的星球!它不可能永远
只有平畴!没有青山的地球
是单调的!没有磨难的人生
是平庸的,没有挑战的心灵
是遗憾的"没有任何一个军
队可以拒绝挑战!没有任何
一次投资可以规避风险,没
有任何一项事业可以一劳
永逸" 永远不变的是变化!

世界因变化而丰富多彩!我
们不光要在形成态上实现
$表&的更新!还要在自己心
灵的疆域上产生$质 &的飞
跃! 实现重大的改革与突
围'

生命是一种过程!无论
是登山!还是临原!关键的
是看我们怀揣着怎样一颗
心在怎样不同的境遇里用
心走过'

摘自!江淮晨报"

当意识到异性美的时

候!孩子便得到了新生$这

是青春苏醒的标志$

像雪花落地一样无可

逆转%

像春草萌绿一样自然

天然$

要让孩子懂得! 有这

种朦胧&似是而非的感情!

并不是错误! 不是不正常

的$相反!要是没有这种感

情!倒是不正常的了$

同时!更要孩子懂得!

认识到这种感情的朦胧 &

似是而非! 认识到这种感

情的清纯&不稳定!会更好

地把握住自己! 处理好同

异性的交往!度过青春期$

其实! 与其说孩子们

是在恋爱着! 不如说他们

是在做着有关爱的梦$

他们的一只眼睛看着

现实! 一只眼睛在做着各

式各样的梦$

无梦的天空! 是一片

黑暗$ 我们不应让天空黑

暗! 而应让天空撒满灿烂

的星辰$

孩子们常常看到美好

的一面! 却忽视了它像是

雨后的彩虹稍瞬即逝的一

面$

师长恰恰相反
/

常常

看到它不稳定的一面 !而

忽视了它毕竟像是雨后绚

丽的彩虹! 不是铺天而来

的不吉祥的乌鸦$

有些事情! 只能留在

记忆里!对谁也别讲!一讲

出来!就破了$

青春的情感! 有时最

需要这样处理和对待$ 留

一些空白! 留更多的想象

天地$

人就是这样的奇怪 !

对有的人无话可讲! 对有

的人却无话不说$ 当异性

之间无话不说! 说得像坐

着过山车一样不住地往下

滑! 很难控制自己停在半

空中的时候! 往往是感情

悄悄萌发的时候$

少年男女在一起时的

沉默!有时候更令人陶醉$

话语成了多余的时

候! 恰恰是感情涨涌的时

候$

有时候! 大人眼里的

一件小事! 在少年男女眼

里却是一件惊天动地或默

默无声却心绪翻腾的大

事$

他们到底还是孩子 !

在他们人生第一次体味这

种感情的时候! 容易想入

非非!容易将自己&对方 !

连同周围的一切诗化 &戏

剧化&成人化$

女孩子身边爱有个男

孩子相伴!与其说是爱!不

如说是为了自己的保障%

男孩子身边爱有个女

孩子相伴!与其说是爱!不

如说是显示自己的价值$

浅薄的女孩子! 只是

一支火炬冰激凌那个蛋壳

做成的外壳! 对爱情的需

求只要装满甜言蜜语和点

心&咖啡&首饰&服装&化妆

品''

冰激凌吃光了! 外壳

也就空了$

浅薄的男孩子! 比浅

薄的女孩子还要不可救

药$ 他们对爱情的态度只

会动手
/

爱!要动手%不爱!

一下子变成恨!还要动手$

而且! 都是指向对方的身

体$

成熟一些的男孩子和

女孩子! 知道爱对他们来

说!来路还长!可供他们的

选择还多$

刚刚咬到一口甘蔗 !

不见得就是最甜的地方%

刚刚钓上一条鱼 !不

见得就是整个大海$

有时候! 友谊对他们

来说更重要也更适合$

爱! 已经被流行歌曲

唱得太滥$其实!爱这个词

不要轻易说出口! 可能一

说出口! 就会像鸟一样立

刻飞走了$

有的词! 还是珍藏在

心里的好$

男女孩子之间的感情

交往!爱不是唯一的!更不

是重要的! 而且不是最终

的目的和结果$

重要的是把这种交往

当成探索人生& 认识生活

的一把钥匙和一面镜子$

重要的是让友谊留下

美好的回忆! 比让爱留下

或深或浅的痕迹! 更有价

值!也更能长久$

摘自!新读书"

年少时! 人不懂得如

何去爱!不知幸福是何物!

更无从担当$

爱的本质! 也许是一

种考验$ 考验彼此的明暗

人性! 考验时间中人的意

志与自控$ 欢愉幻觉!不过

是表象的水花$ 深邃河流

底下涌动的黑暗湖水 !才

需要身心潜伏! 与之对抗

突破$ 人年少时是不得要

领的! 对人性与时间未曾

深入理解! 于是也就没有

宽容&原谅和珍惜$ 需要更

长远的路途!迂回转折!来

回求索! 才能获得对自己

与他人的释然$

回头观望来时路 !看

到荆棘残余&血肉横飞!残

酷的青春如同白色素绢上

面残剩的斑斑血迹$ 我们

最终获得的内心释然 !能

够把它们涂抹成一树自开

自谢的桃花! 自有一种深

意和优雅$

一切原本有迹可寻 !

一切也只有尝尽甘苦之

后!才能坦然自若$

而世界上所有的幸

福!原本都是平庸的!也是

细微的 &琐碎的 &脆弱的 $

如果包裹着我们的时间和

历史!是一条壮阔的河流$

那么! 幸福就是早晨照射

在水波上的云霞和日光 !

是深夜的月色和雨水 !是

随波逐流的鱼鳞和花枝 !

是一个岸边观望者的逡

巡$

有些人和事的出现 !

是为了在我们的世界里打

开一扇门!照亮一条通道$

让你知道! 曾经在一个幽

闭的房间里没有烛火而固

执地寻觅!是多么辛劳$ 有

一些洁白的真相和黑暗的

阴影! 一起出现! 互相映

衬$ 门被打开! 通道被呈

现! 生命因此获得新的提

示!得以前行$ 为之付出的

代价! 是必须要背负在身

上的行囊$ 它警示你不能

停留! 但可以在路途中栖

息!获取这幸福的光芒$ 如

同在旅馆的梨花树下小

坐 !清茶浅酌 !花好月圆 %

爱着一个人! 并且为其所

爱$ 长路且行且远!心里有

着单纯而有力的意愿$

这所有的一切都需要

担当!并且感恩和宽容$

摘自!素年锦时"

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
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史
料研究人类古代情况的一
门学科"它似乎离我们很遥
远!但却与我们的日常生活
密切相关"

#碑$原先是用来

垂放棺木的

$碑&原先是立在墓口
上面的一个木桩或石桩!用
来安置绞车# 垂放棺木的"

等到落葬完毕 ! 碑没有用
了!就被埋在坟堆里" 木质
的碑都腐烂了!所以一直没
被发现"

&#

世纪
0#

年代发
掘陕西雍县的秦公

!

号墓!

在墓口发现了石碑!从而证
实了$碑&原先确实是用来
垂放棺木的 " 大概到了汉
代! 人们在安放好棺木以
后! 不再把碑埋到坟堆里!

而是让它仍然竖立在坟墓
前!并在上面镌刻了死者的
名讳!于是就成了墓碑" 由
于墓碑是从安放绞车的石
碑演变而来的!所以!汉代
的墓碑都是上尖下方#中间
有孔!仍然保持着原来安放
绞车用的石碑的形状"汉代
以前尚无墓碑!西汉的墓碑
是最早的!所以保存至今的
数量极少!仅在西安碑林能
见到几块"唐代墓碑上部的
碑首一般刻成盘龙纹!碑首
中央有一小块平面用小篆
镌刻着死者的名讳!其形状
仍然是上尖下方的!这其实
是一块缩小了的石碑"后来
墓碑的形状渐渐变成上圆
下方的了!篆额的形状也不
再是上尖下方的了!说明这
时人们已经完全忘记 $碑&

原先究竟是做什么用的
了"

汉以后的人拿爵喝酒

是错上加错

商周时代有一种祭礼
叫做礼!祭法是用一束茅草
竖立在圭/玉器0上!把香酒
顺着茅草束慢慢灌入!以象
征神灵喝酒"春秋初管仲伐
楚!指责楚国$尔贡包茅不
入!王祭不供!无以酒" &这
礼所用的茅草即楚国进贡
之物!而行酒之礼所用的注
酒器就是爵"

商人好酒!而酒的度数
又低! 所用的饮酒器如觚#

觯等容量都很大 " 周人禁

酒!饮酒器大大减少" 但从
夏代到西周!一直有爵" 爵
的形制虽有变化!但其容量
一直不大"因为爵并非实用
的饮酒器!而是如*说文解
字+所言是一种礼器 !只是
用于象征性地向茅草束注
酒而已"至于*说文解字+又
说爵的形状像雀!并引申为
告诫饮酒者节制和满足云
云!则纯粹是许慎的臆测与
附会了"

爵始见于夏代 ! 盛行
于商周!春秋以后不见了 "

究其原因 ! 应是春秋后礼
崩乐坏 ! 商周旧礼遭到破
坏所致 " 以爵注酒于茅草
束的礼渐废 ! 爵的用途也
渐渐不为后人所知 " 不过
祭祀时以酒歆神的做法还
是保留下来 ! 只是变为直
接把酒洒在地上 ! 没有礼
那么繁琐了"

秦末汉初就有名片了

名片至少在秦末汉初
就已出现了" *史记1高祖本
纪+记载!刘邦在沛县当亭
长时!有一次和朋友一起到
吕公家去贺喜!因为没有带
钱而不得上堂入座!便假装
$为谒曰(-贺钱万.!实不持
一钱" 谒入!吕公大惊!起!

迎之门" &*释名+曰($谒!诣
也,诣!告也" 书其姓名于
上! 以告所至诣者也" &这
$诣&就是汉代的名片"

!"0%

年!在安徽马鞍山发现的东
吴将军朱然墓中!出土了三
枚谒"这三枚谒是用木片做
成的!长

&%10

厘米!合汉代
!

尺!宽
"1.

厘米!厚
$1%

厘
米! 谒面顶部中央写一个
$谒& 字! 右边直行墨书 (

$

!

节右军师左大司马当阳
侯丹扬朱然再拜&! 谒面有
一大片空白!这就是书写贺
礼钱数的地方"

谒是下级对上级#晚辈
对尊长通名时用的名片!通
常用于比较庄重#正式的场
合!平时在亲朋同僚之间使
用的是一种比较简易的名
片!叫做$刺&/札0"刺因$书
以笔刺纸#简之上&而得名"

朱然墓中同时出土了
!%

枚

刺!也是长
!

汉尺左右的木
片 !但宽仅

$1%

厘米 !厚仅
#1'

厘米!既薄又窄"刺面从
上到下有一行墨书($故鄣
朱然再拜问起居字义封 &!

刺的内容比谒亲切得多!刺
面也没有可写别的文字的
空隙"

刺的出现比谒略晚!但
至少到东汉时也已十分流
行了" 由于刺比谒更轻巧#

灵便#实用!在使用的过程
中!刺逐渐取代了谒" 刺流
行的时代比谒长!在南昌一
座西晋墓中曾出土过

.

枚
木刺!*梁书1诸葛璩传+中
也有$投刺邦宰&的话"

隋唐以后 ! 纸张普及
了! 名刺不再使用木片!而
改用纸来书写了" 于是!它
的名称也就逐渐改称为
$帖&了" 但有意思的是!刺
传到日本后!也被日本人所
接受!他们至今仍把名片叫
做$刺&"

酒是何时发明的%

酒的发明!当是受了大
自然的启发"在新石器时代
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
遗址中!就出现了双层镂空
蛋壳陶杯!制作得如此精美
的杯子!如果不是用来喝酒
而只是用来喝水!未免过于
奢侈了"根据与商代酒器造
型相似的陶樽#陶杯等陶器
推测!至少在龙山时代就已
经有酒了" 但传说却是$仪
狄始作酒醪&!或者$杜康造
酒&!把酒的发明!归功于夏
代的仪狄或黄帝时的杜康"

商代饮酒之风极盛!酿
酒业十分发达"古代的酒器
容量都比较大!这并不是因
为古人的酒量大!而是因为
当时所饮之酒都是度数较
低的米酒!俗称$老白酒 &"

商代把用黍酿制的叫$酒&!

用稻酿制的酒叫$醴&!用香
料浸泡制成的香酒叫做
$鬯&"

唐代的酒品种更加丰
富了" 除了粮食酒以外!还
有果酒和蜜酒"酒精度达到
'#2

以上的酒! 可以被火点
着燃烧! 所以又叫做烧酒"

烧酒需要经过蒸馏方能制
得" 一般认为!要到元代从
阿拉伯传入了蒸馏酒的技
术以后才有烧酒"明代李时
珍的*本草纲目+就说($烧
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其
法" &自从有了烧酒以后!就
再也不能论碗喝酒了 " 于
是! 酒器也发生了变化!出
现了与烧酒相适应的小酒
壶和小酒盅"

&锥$不刺骨
3

是文具

战国秦汉时期!人们主
要还是用竹简木牍来写书
写信!所以那时文具盒里所
放的文具和现在是大不一
样的"

!".(

年! 在河南信阳
长台关

!

号楚墓中 ! 出土
了一只放文具的小木箱 !

大小和现在的鞋盒差不
多! 里边放着

!&

件文具 "

可分为两类 ! 一类是加工
制作竹简的工具 ! 如截断
竹筒用的铜锯!劈开竹筒 #

刨平竹片用的铜锛 ! 刮除
茸毛# 修整竹简用的铜刻
刀和铜夹刻刀 ! 钻孔编册
用的铜锥等等 , 另一类是
书写文字用的笔 ! 装笔的
笔套!还有砍削竹简 #改正
笔误用的铜削刀 " 除了毛
笔以外 ! 这些文具整体上
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盒工
匠用的工具"

!"'.

年!湖北
江陵望山

!

号楚墓出土了
一只盛放制作简牍工具的
小木盒!里面除了铜锛#铜
刻刀#铜夹刻刀外!还有两
块砺石"

!"0!

年!在浙江绍
兴坡塘狮子山发现的战国
墓中 !与铜锛 #铜刻刀 #铜
削#砺石共出的!还有陶线
锤! 这是拉线编织简册时
用的" 由此可见!在战国时
代的文具盒里 ! 用于制作
简牍的工具 ! 比书写文字
的文具要多得多"

战国时!洛阳人苏秦求
官不成!回家受到家人的奚
落!于是便夜以继日 #发愤
学习!$读书欲睡!引锥自刺
其股!血流至足&" 这锥子!

原来就是放在案头文具盒
里用来编竹简的文具!唾手
可得!并不是特意找来刺股
的"

摘自!趣味考古"

趣味考古 叶文宪

曹操与小乔的绯闻

人生'在青山与平畴之间 李丹崖

当青春苏醒时 肖复兴

担 当
安妮宝贝

炫耀的爱心是一把利斧 刘 军

放眼解囊助慈禧

诸葛亮也并非全是瞎掰' 曹操的确好色' 妻妾如

云'而铜雀台正是他的美女集中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