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孙明道 校对邢廷惠 电话 67655582 E－mail:zzwbwh1616＠sina.om 2008年10月9日 星期四

那是 1947年 6月，身在
温州的胡兰成收到张爱玲
来信，决绝地告诉他，我已
经不喜欢你了，你不要再来
找我。胡兰成当即感到青
天白日里一声炸响，但心
里却很静，而且觉得她的情
坚决绝真的是非常好，她不
能忍受自己落到雾数（浙江
方言，压抑不清爽）。他不
禁又要欢喜夸赞了。

是啊，这样的清高，才
是仙女本色嘛。他终于可
以确定，自己与一个仙女恋
爱过，至于分手不分手的，
那也没什么关系，反正他本
来也不缺女人，尤其不缺一
个相貌平常笨手笨脚的女
人。所以，他又说，爱玲是
我的不是我的，也都一样，
有她在世上就好，我仍然端
然写我文章。

胡兰成如此“端然”，还
因张爱玲随信附了 30 万
元。长期以来，她在经济上
对他多有援助，若是就此了
断，便如悬崖撒手，显得不
仗义，她这 30 万，是一个买
断价，一把付清之后，分手
只关乎爱与不爱，不是她在
困境里舍弃了他。她用 30
万，为一份圆满埋单。

可惜，她还是高估了胡
兰成。他当时是没怎么着，
没有回信，也不去找她，只

给炎樱写了封花里胡哨的
信，也是为了不让自己显得
太与众不同。最多在她写
的电影《太太万岁》公映时，
上蹿下跳，到处推荐，一定
要看到别人敬服的眼神，成
全内心的虚荣。

解放后，两人先后离开
大陆，当胡兰成不用对自己
的身份再那么讳莫如深时，
他惊喜地发现，除了让内心
暗爽一下，张爱玲还有其他
价值。张爱玲的研究者司
马新提到：1952 年，已经取
道香港来到日本的胡兰成
得知张爱玲在香港美国新
闻处作短工翻译，误以为是
中央情报局同一机构，就写
信致张，求她介绍自己到中
央情报局工作。吓得她从
此来信原封退还。

三年后，张爱玲来到美
国，嫁给赖雅，自以为彼此
尘埃落定（此时胡兰成也娶
了吴四宝的孀妇佘爱珍），
可以把胡当成一个熟人了，
又急于靠一部力作翻盘，正
在多方搜集资料，想跟胡兰
成借他的书作参考，便辗转
寄了一张没有抬头和落款
的明信片过来。

一张明信片打破了胡
兰成夫妇的平静，他们都是
热闹人，眼下正闲得长草，
突然冒出这么一档子事，真
是瞌睡就来了个枕头。佘
爱珍撺掇胡兰成给张回信
——看透她是个缺心眼的
文化，翻不出什么花来。就
算真想怎么着。兵来将挡
水来土屯，正好给老娘练练
身手。胡兰成也正中下怀，
他自以为甚是高明的调情
才艺终于再有机会操练。
胡兰成遂写了很多的信，说
了很多不着调不靠谱的话，
两口子没事就在家里猜测
张爱玲啥反应，兴高采烈，
津津有味，借用《还珠格格》
里对“乐不思蜀”的成语新
解，简直“快乐得像老鼠”一
样了。胡兰成更从中得到
灵感，在他正在进行的著述

《今生今世》下卷里，满纸都
是“爱玲”。

胡兰成首先借用张爱
玲之口，对自己大肆表扬，
说起两人在一起的辰光时，
还用了“欲死欲仙”、“像一
头小鹿在溪中饮水”这类可
以“淫者见淫”的字句，更有

“连欢爱都成草草”的平铺

直叙，我不知道张爱玲看了
啥感觉，换成我这种心理素
质比较差的，估计当即两眼
发黑，恨不得咬舌自尽。

张爱玲那３０万，算是
白花了。

此刻她不能有任何回
应——若能牵动她一丝情
绪，他都会大得意，他的书
商也会借此炒作，白白娱乐
了无聊看客。只能是隐忍，
忍无可忍，从头再忍，只能
通达地想，有谁年轻时候不
曾爱过个把人渣？有谁漫
漫情路上没有几个污点？
像原谅别人那样原谅自己
吧，就当成一个黑色幽默，
一个可以反观自己了解人
性的案例，让无数推崇她的

“聪敏锐利”的读者知晓：我
并不像你们想像的那样完
美，我有时也分不清真伪。

好在时光轻捷，如马踏
飞燕，浮世倏忽，如白驹过
隙。在无可匹敌的生命规
律面前，人世的贪嗔痴怨多
么的微不足道。有着深刻
的身世之感的张爱玲，在小
小的气恼一下之后，想必也
会一转念，在嘴角浮出一个
半是自嘲半是苍凉的微笑
吧。

摘自《新世纪周刊》

在苏联瓦解前，流行一
个故事，国会为了改善监狱
或是改善学校，发生激烈争
辩。学校的重要，天下皆
知；监狱是囚禁罪人的地
方，粗陋一点，也没关系。
可是，就在表决的前一刻，
一位有前瞻性的议员说了
一句话，竟扭转全局，全体
通过改善监狱。

那句话是“你们这辈子
还可能进学校吗？”——看
不懂这则幽默的读者先生
有福了，你们已远离巫蛊恐
怖。在这则幽默中，这位有
前瞻性的议员提醒大家：

“你将来不可能再进学校，
但你却有可能再进监狱！”
这正是我写这几篇文章的
原因。年轻朋友一定要弄
清楚，我不是为已老的人呼
吁，而是希望现在年纪还轻
的朋友了解，如果你没有英
年早逝，那么，恐怕你一定

非老不可。
开宗明义，我建议初

为人父母的青年，最好把传
统文化中“养儿防老”的预
期心理，连根拔除，仅只口
头潇洒没有用，必须有深刻
的自然心态。并不是说接
受儿女的礼物或回馈是罪
恶的，而是要了解，那是不
容易办到的，儿女有自己的
儿女要抚养，有自己的世界
要面对，无法照顾周全。而
且，爱是下倾的，除了儒家
圣人系统逆天行事，用“郭
巨埋儿”惨剧煽动灭伦。正
常情形，人，爱子女多于爱
父母。

然而当父母的也不必
庄严得像雕像一样，宣传
说：“养儿育女是一种责

任！”把互助的温暖，弄得冷
如钢板。如果有一天，孩子
忽然瞪大眼睛警告老头：

“你有责任供我大学毕业！”
世界一定化成冰川。如果
也有一天，父母把成年的子
女赶出大门，拍拍巴掌说：

“我的责任已了，你永远不
要回来！”或是有一天，成年
儿女扬长而去，以后见面若
不相识，那时候我们恐怕已
没有老人问题了，而只剩下
豺狼问题。

人类有一种特殊感情，
那是大自然特别赐给的一
种基因，使亲子之间产生长
久关怀。责任有时而尽，关
怀绵延无穷。

把亲情放在适当的位
置上，双方都不致失落。人

到中年，亲情的互动，是阶
段性的幸福，不要赋予它太
严肃的意义，也不要把它看
得无足轻重。上帝不允许
孩子永远记住父母入骨的
爱，那将使他们无法成长；
也不允许父母永远记住自
己对儿女所做的牺牲，那将
使老人陷于期待回报的自
怜。而且，事实上，孩子早
已经用儿语、用拥抱、用一
声“妈妈，我好爱你啊！”一
声“爸爸，我要嫁一个像爸
爸这样的好丈夫！”完全回
报了！是的，完全回报了。
孩子，只是哀乐中年的眼前
欢。

曾经拥有眼前欢、并珍
惜眼前欢的人，老境要快乐
得多。
摘自《我们要活得有尊严》

生活是一个小偷。
它让你个子长高，知

识增多以后，悄悄地偷走
了你的童真；它让你能说
会道，表情丰富之后，悄悄
地偷走了你的好奇。

它让你聪明了，懂事
了之后，悄悄地偷走了你
的微笑；它让你走了许多
路，过了许多桥之后，悄悄
地偷走了你的勇气。

当然你可以对此置之
不理，可它将偷走你更多
的东西，而且你丢的东西
会越来越宝贵。

你已发现了生活伸向
你的那只无情的手，你为
什么不也去向它偷些什
么？

生活的大海潮起潮

落，犹如一曲交响乐，时而
澎湃，时而悠扬，你可偷得
它的激情？也好让你平淡
的日子着些亮色。

生 活 的 山 峦 蜿 蜒 跌
宕，又静如雕像，它托起了
旭日，牵挂着弯月，你可偷
得它的睿智？也好为你杂
乱的步履多些灵性。

生活的四季不经意地
轮番当着主角，绿了红，红
了黄，你可偷得它的种子，
植于自己的心田，也好为
你心灵的花园变得花团锦
簇而又优雅成趣。

小草在山岗歌唱，你
可偷得它的坦荡，你拥挤
于逼仄的缝隙，照样可以
如小草一样很有尊严地成
长。

花 儿 在 夜 间 散 发 幽
香，你可偷得它的从容，你
奔走于无人理睬的街市，
照样可以如鲜花一样播散
芬芳。

树根沉默于地下，你
可偷得它的深情，你无语
地挥汗，照样可以如树根
一样支撑起一片繁茂。

小溪悄悄地流淌，你
可偷走它的气度，随遇而
安，顺势而行。

瀑布呼啸着跌落，你
可偷走了它的气概，奋力
一搏，慷慨壮观。

生活是个小偷，是因
为你的大意，它偷走了你
的东西，是因为你的不珍
惜。

当你警觉了，你去向

生活偷些东西的时候，生
活是大方的，而且它会睁
一只眼，闭一只眼，它还会
望着你远去的背影偷偷地
笑，只是没有笑出声。

当个生活的小偷吧，
偷取它的一些禅机，让自
己头脑清醒一些，心胸宽
广一些，偷取它的秘笈，让
自己本领过硬一些，路走
得远些。

生活始终若无其事地
沉默着，却又冷面无情着，
你不理睬它，它不认识你；
你热情地跟它打招呼，它
会装着没听见；你向它发
出挑战，它不动声色。算
了，你干脆悄悄地偷它的
好东西吧，你有本事，偷得
它的珍宝，待与它交手时，
它反倒胆怯。它还敢偷你
的青春、热血、梦想和执著
吗？

摘自《思维与智慧》

出巨资修建城墙

沈万三是元末明初的天下
第一大富翁。他的名字家喻户
晓，固然是因为他的富甲天下，
同时也因为他做了一件当时轰动全国的
大事，那就是以私人之力修筑了南京城
墙。关于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则有
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沈万三
在明朝建国之初，想巴结讨好新皇帝，以
便日后得到更多的庇护。另一种说法认
为，沈万三之所以修城完全是迫不得已
的，朱元璋在南京当了皇帝后，听说了沈
万三富甲天下的大名，就想掏空这个大富
翁的口袋，因此不断让他上缴金钱，最后
又命令他出资帮助修建南京的新城墙。

想“犒军”激怒皇帝
沈万三承建南京西南的一段城墙。

有人说当初他夸一海口，要与皇帝对半筑
城。可是，最后沈万三修建的实际长度差
不多只占全城的四分之一。以朱元璋极
度斤斤计较的脾气，怎么会允许他食言
呢？事实上，在沈万三承担的筑城任务还
没有完成的时候，他就惹怒了朱元璋。一
张圣旨下来，就把他流放云南，没收了他
的全部家产。按说沈万三捐资筑城，本来
应该受到朝廷的表彰，甚至能因此捞到一
官半职的。可是，为什么最后落得家破人
亡的下场呢？

其实在筑城伊始，矛盾就已经产生
了。沈万三是以私人之力和公家同时筑

城，缺乏了必要的权威支持，因而他支持
不了人数众多的筑城兵士和监管人员，有
时物资供应也接济不上，常常因各种原因
而停工、误工。沈万三害怕延误了事先已
经定好的工期，可是又不敢私下给官员发
放奖金，促使他们加快工作步伐。因为当
时朱元璋正在大抓贪污受贿的官员，只要
有人非法占有的钱财超过一定数量，就要
被处以死刑，而且还要被剥皮示众。沈万
三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向朱元璋提出“犒
军”的要求，请求皇帝给予他公开发放奖
金慰劳士兵的权力。

不料这个举动却激怒了皇帝。《明史》
的《马皇后传》中记载：有一天皇帝回到宫
中，气冲冲地对马皇后说，沈万三这个老
儿竟然想犒赏天子的军队，他是什么身
份，居然敢如此大胆！一定要杀了沈万
三。这时马皇后就劝朱元璋不必如此发
怒，说沈万三富过了头，已是不祥之人。
不用皇帝治他的罪，很快他就会有报应
了。朱元璋这才稍微平息了怒火，没有立
刻命人砍了沈万三的头。

牵连进“蓝狱”案
至于最后沈万三为何获罪，也有各种

不同说法。《明史》认为沈万三正是因为
“犒军”招祸。朱元璋虽然当时听从了马

皇后的劝说没有杀他，但是心
里总是不舒服，找机会杀他只
是早晚的事。也有人认为，沈
万三因为和朱元璋对半筑城，

居然比皇帝提前三天完工，惹恼了皇帝，
被下狱治罪。还有人认为，朱元璋本来就
恨沈万三，因为在他未登上帝位的时候，
沈万三正是为他的死对头张士诚服务
的。他这么富有，自然成为张士诚反抗朱
元璋的强大经济后盾，朱元璋本来就十分
善于嫉恨，当了皇帝后，怎么能饶了昔日
的敌人呢？还有人说，沈万三是被无辜牵
连进了国初的“蓝狱”谋反大案。原来，沈
万三曾经请一个叫王行的书生当自己家
中的私塾教师，几年来都把王行奉若上
宾。后来王行离开沈府，就到蓝玉的府中
做了幕僚。后来“蓝狱”案发，王行被屈打
成招，成了蓝党的“骨干分子”，而曾经与
他接触密切的沈氏家族自然也脱不了干
系。朱元璋本来就憋了一肚子火想找沈
万三的麻烦，也觊觎着他的巨额家财，正
好抓住这个机会，没收了沈家的财产，把
能杀的人全杀了。这种说法看起来似乎
更加可信些，毕竟朱元璋在“蓝狱”案中已
经杀了几万人，也不在乎多杀一个沈万
三。可怜沈万三这一代富豪，本想通过筑
城求得政治上的庇护，最后反而落了个家
破人亡的可悲下场。

摘自《中国历代秘闻轶事》

1961 年 1 月 3 日晚，美
国的迷河沙漠里传来了震耳
欲聋的爆炸声。出乎所有人
意料的是，这个平常少有人
注意的沙漠里不仅隐藏着美国政府
15年之前设立的全国反应堆实验站，
而且引起爆炸的正是该实验站内的一
个军用核试验堆，它的爆炸共造成 3
名工作人员死亡。这是发生在美国的
第一次核事故。

事故原因众说纷纭
由于事故的目击者全部死亡，调查人

员只能从现场寻找有关事故起因的蛛丝
马迹。不久，他们便有了重大发现：事故
发生时，反应堆中央控制杆被横在反应装
置的顶端，而其他控制杆则被夹在其完全
插入的正确位置上。随后，调查人员便对
事故发生时反应堆核活动状态进行了模
拟重现。调查人员排除了炸药引爆反应
堆的可能性，因此引发爆炸的原因只剩下
了操作不当的控制杆。最终，调查人员得
出结论：中央控制杆是被事故当晚３名值
班人员中的一个人用手抬上去的。然而，
新的问题也随即出现了，那就是核反应堆
的中央控制杆是被意外抬高，还是有人故
意这么做的？之后，爱达荷州便出现了一
些控制杆被抬高的可能的原因的解释，其
中一个被人们反复提及的原因便是，“事

故当晚3名工人中，有2名工人陷入了三
角恋中，最终导致爱情失败的一方决定把
反应堆当做一种极为新颖的谋杀或自杀
武器。”这或许为设计和管理工作找到了
借口。结果，这个有关三角恋的故事被众
人加以修饰后便迅速扩散开来。事实上，
人们没有注意到，调查人员还指出了另外
两种导致中央控制杆移位的可能：1.操作
人员在例行检查、移动控制杆的过程中遇
到了困难，当他们终于费力移动控制杆
后，却发现控制杆被推到高于预期位置的
地方；2.操作人员决定做一些预防性的维
护，于是便将控制杆与其传动装置分离开
来。1962年，美国权威机构——原子能
委员会在其有关核事故的最终调查报告
中，将核事故描述了为“控制杆操作人员
由于受到意外刺激，或迫于感情压力，造
成情绪不稳定所产生的错误动作而引发
的核事故。”很明显，该报告采用了一种含
糊的表达方式。

传闻背后的真相
尽管原子能委员会已经给出了

最终调查结果，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
结束：美国科罗拉多州一位资深记者

威廉·麦吉沃恩继续针对此
次核事故展开了调查。对原
子能委员会给出的最终报告
进行研究后，麦吉沃恩根据

其中一些含糊的暗示，找到了一位叫
利奥·迈兹加的检查员。

麦吉沃恩认为，迈兹加及其他调
查人员或许遗漏或者故意隐瞒了些什
么，于是，他便试图重新写一份有关此
次核事故的更为完整的说明。为此，
麦吉沃恩相继采访了事故救援人员、
核工业内部人员以及受害人的家属和
朋友，并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关于该事
故的第一手资料。

2003 年，核事故过去 40 多年后，
综合麦吉沃恩全部调查结果的《达荷
法尔斯：揭露美国第一次核事故》正式
出版发行。在书中，麦吉沃恩仔细分
析了从有关核反应堆设计存在严重缺
陷、反应堆设备管理不当的报告，到有
关操作人员能力不足以及恋爱失败促
使其故意破坏核反应装置的传闻。他
指出，美国政府所给出的这些核爆炸
的似是而非的解释，只是其为了掩盖
事故真相而抛出的烟幕弹，目的是保
护美国处于萌芽状态的核工业。

摘自《世界报》

直到 18 岁那年，我才
真正懂得什么叫尊严。

我出生在农村，家庭
条件很不好，母亲在我考
上大学前一年去世了。

大学第一年学费总算
对付过去了，第二年快开
学时，父亲东奔西跑十多
天，也没有借到几个钱。
最后，父亲长叹一声，对我
说：“现在只有去求张云田
这一条道儿了。”

张云田是我们那儿远
近闻名的首富，几个月前
才搬到我们村，虽然和父
亲也算熟络，彼此间却从
来没有办过任何事儿。而
且大家都说张云田非常有
性格，行为处事与常人有
些不同。

不到一炷香的工夫，
父亲低着头回来了：“孩
子，他叫你亲自去见他。”

“爹，你告诉我，他到
底说了啥？”

父亲的眼泪再也止不
住地淌了下来：“孩子，张
云田跟我说：‘你那么大岁
数了，把钱借给你要是你
死 了 呢 ，我 这 钱 向 谁 要
去？’我说我把家里的房子
抵押给他，他又说：‘你那
两间破房子，还不如我的
仓房值钱呢！’我一再求

他，他最后才同意见见你，
根据你的情况再决定是不
是要借给我们钱。”

“这个混蛋！”我浑身
的血一下子全冲到了头
顶，狠狠的一拳砸在了桌
子上，“有钱你就牛呀？有
钱人就可以不顾穷人的尊
严吗？我这就找他算账
去！这个大学我宁可不上
了！”

“啪！”父亲狠狠的给
我了一耳光，“不上了？这
也是你说的话？你妈死的
时候闭不上眼是为了啥？
爹省吃俭用又是为了啥？
只要你有出息，爹不要什
么尊严！你立马给我去张
云田家，好好跟人说，必须
把钱借来，你必须给我念
完大学！”

看着从来没有这么愤
怒过的父亲，眼泪顺着我
的腮边淌了下来，最后我
还是硬着头皮怀着满心的
愤恨去了张家。

一进张家，我强忍着愤
怒，向张云田问好后坐在
了椅子上。

张云田看看我说：“我
的那些话应该知道了，能

看出来，是你爹逼着你来
的。可怎么才能让我把钱
借给你呢？就凭你是大学
生？现在的大学生可是多
如牛毛，还不如我养的奶
牛值钱呢。”

我“腾”地站了起来：
“请你说话放尊重一点。
我穷，不假，可我也有尊
严 ！ 你 再 多 的 钱 ，我 不
借！”我说完拉着刚进门的
父亲就往外走。

“啪！”张云田狠狠一
巴掌拍在了桌子上：“你给
我站住！尊严，你有什么
尊严？你多大了？你19岁
了，不是小孩儿了。你爹
多大岁数了？60 多了，身
体又不好，可为了你，他吃
糠咽菜，还像牛一样干活
儿，是拿命给你挣钱！可
你呢？你体谅你爹吗？他
起早贪黑四处求人，他听
过多少难听的话，受过多
少受不了的气，他就没有
尊严？”

我和父亲全愣在了那
儿。

张云田眼里含着泪继
续说：“要说有尊严，你爹
才是最有尊严的人。他虽

然穷，可他穷是因为给你
妈治病，为了家人过上好
日子，为了供你上大学。
他是爷们儿，他的所作所
为让人尊敬。我告诉你，
人，只有对自己对生活负
责，才有尊严！”张云田说
着一把拉住父亲的手，“老
哥，我刚才的做法都是为
了让他来，让他真正体谅
父亲，让他明白他必须要
自立。我为刚才的话向你
道歉。钱我借给你们，他
大学四年需要多少钱我就
借多少。实在还不上我就
不要了。你们父子俩让我
想起了我爹和我，当年我
们家的处境和你们现在差
不多，当时也是别人帮了
我们。”

后来，在张云田的帮
助下，我读完了大学。大
学期间，我做了许多兼职，
最后已经能够完全养活自
己，因为张云田的那句话
已经深深地印在了我的生
命中：人，只有对生活和自
己负责，才有尊严。

摘自《当代青年》

幸逢“屁事”中秀才
据清末文人潘起凤

《谐铎》所记，清同治年间，
某京官被任命为陕西学政
使。赴任前，特地拜访自
己中进士时的“座师”——
陕西籍的礼部尚书，名为

“聆听教诲”，实乃借机拍
马屁。正交谈时，见尚书
皱眉又咧嘴，表情不太自
然，他以为可能有事不好
直说，忙说：“恩师有事只
管吩咐，学生一定照办。”
尚书略显难为情地说：“无
他，下气通耳。”他马上“心
领神会”说：“学生知道。”
随即告辞。

到任后不久即逢“岁
考”。这是读书人通向仕
途的起步点，至关重要，先
要经过县、州、府三级选拔
后才能参加。在录取秀才
时，学政使牢记恩师的“托
付”，仔细查阅考卷，果然
找到“夏器通”的卷子。一
看文章狗屁不通。学政使
心想，怪不得老师特别叮
嘱，此等白痴若不“走后
门”，想考得功名，那是小
鬼晒太阳——影儿也没
有。最后，他不顾其他考
官反对，大笔一挥，将夏器
通列为头名。考毕回京，
学政使急忙拜见尚书，邀
巧讨好地说：“恩师所托

‘夏器通’之事，已遵嘱办
妥。”尚书一听，不禁哑然
失笑，说：“误矣！当时与
你谈话因腹胀难忍，一时
失控放了个‘闷屁’，言之
不雅，故曰‘下气通’耳。
何来‘嘱托’之说？”学政使
羞得无地自容。

水烟袋里中举人
清朝对于科场舞弊者

的惩处非常严厉，但实际
上科场舞弊之事并未被杜
绝。受贿的主考官与行贿

的考生串通一气，搞“迂回
战术”，发明了“送关节”，
也就是定“暗号”的办法。
考前主考官嘱咐考生在试
卷上指定部位写上约定的
字句，到时凭“暗号”录取。

光 绪 某 年 ，湖 南 乡
试。考前，某考生夜拜主
考官，用重金求“关节”。
主考官是个昏庸的家伙，
正在吸水烟，一时想不出
好暗号，就说：“你把‘水烟
袋’塞进八股文‘点题’（八
股文由破题、承题、起讲、
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
股八个部分组成，破题要
求用两句话点题）中去吧，
到时候我心中有数就是
了。”该考生心想，让我在
科考文章里写个水烟袋，
这不是“狗皮挂南墙——
不像画（话）”吗？不得已，
只好又花钱请人写了“烟
水潇湘地，人才夹袋储”两
句，把“水烟袋”三字嵌了
进去，临考时写进“点题”
中。尽管后面的文字一塌
糊涂，离题万里，主考官还
是依“暗号”录取了这个

“水烟袋举人”。
金殿摔跤中状元
科举考试“殿试”制度

是从北宋初年确立的。宋
太祖开宝六年癸酉科会
试，主考官李防徇私舞弊，
选人唯亲，落第举子徐士
廉等击“登闻鼓”鸣冤，皇
帝亲自复试，情况属实，立
即查处纠正。为了避免再
发生类似弊病，就规定以
后会试结束，再由皇帝亲
自主持“殿试”，以免“遗
贤”。这一制度一直延续
到科举制终结。开宝八年
乙亥科殿试时，又规定交
头卷并合格者为状元，结
果考生王嗣宗、陈识二人
同时交了头卷。宋太祖仔

细审阅二人的考卷，竟然
是双璧争辉，难分伯仲，一
时无从取舍。正犹豫间，
忽然想起儿时与小伙伴玩
摔跤角力、胜者为王的事
来，灵机一动说：“你二人
比试摔跤，胜者夺魁。”就
这样，在金銮殿上一番摔
打后，王嗣宗胜出，中了状
元。

鼻烟壶当“主考官”

据《清朝野史大观》
载，道光年间某次科考，主
考官是内阁大学士穆彰
阿。他是满洲镶蓝族人，
嘉庆进士，任过詹事府詹
事、礼部右侍郎、内务府大
臣、督察院左都御史、户部
和吏部尚书、军机领班大
臣等要职，是嘉庆、道光皇
帝的宠臣，曾多次主持乡
试、会试、殿试，是个科场
上的“老油子”。

在会变色镜上，各考
官都将初选的试卷交他最
后审阅录取。他认为自己
经常干这种“枯燥无味”的
事，“至今已觉不新鲜”，不
如变个花样玩玩，省得一
个个细审。他想出一个

“改革”妙招，找出两个款
式、形状、大小完全相同的
琥珀鼻烟壶和白玉鼻烟
壶，放在衣袋里，然后焚香
净手，闭着眼抽出一份试
卷，又伸手在衣袋里摆弄
着，口中念念有词：“你个

‘走运’的孩子给我出来！”
随手摸出一个，一看是琥
珀的，就笑眯眯地说：“你
祖上积了阴德！”当即录
取。若是摸出白玉的就嘀
咕：“下科再来吧！”立即淘
汰。如此反复，直到摸满
预定的录取名额，余下的
无论优劣，一律拜拜！

“三夹”夹出丑状元

明思宗朱由检刚登基

就下决心励精图治，重振
朝纲。崇祯元年戊辰科会
试，他非常重视，命主考官
施凤来、张瑞图将最好的
试卷 36 份上呈御览，钦定
魁首。仔细批阅后，他发
现安徽安庆人刘若宰文采
非凡，欲点为状元。明朝
科举取士向来重视相貌，
当他得知刘若宰“貌丑而
背驼”时，又将试卷扔下。
才、貌之间取舍两难，最后
决定由“天定”，他下令将
36 人的名字制成“神签”，
放入金瓯中，朱由检手持
金箸，闭目夹出一支，一看
是刘若宰，马上扔掉。再
来，还是他。可能是签没
摇匀吧？使劲摇，闭目再
夹，又是他！朱由检不由
感 叹 ：“ 刘 若 宰 ，邀 天 幸
耳！”立即点了这个丑状
元。

权势高压污金榜

科举舞弊情况很多，
一般是考生向考官行贿，
但也有以权压考官就范
的。

万历二年甲戌科会
试，内阁首辅张居正长子
张敬修因成绩差而落榜，
张居正大怒，下令停止这
一科的“馆选”。到下一
科，即万历五年丁丑科考
试，他的次子张嗣修就“一
帆风顺”中了榜眼。再下
一科，即万历八年庚辰科
考试，他又亲自替三子张
懋修当“枪手”代作“廷试
策问”卷，三儿子又“一帆
风顺”中了状元。可见其
骄傲跋扈到何等程度！

腐朽黑暗的科举制度
延续到清朝光绪三十一
年，终于在时代潮流的猛
烈冲击下，黯然退出了历
史舞台。

摘自《龙门阵》

“三角恋”和核事故

沈万三筑城

金榜题名歪路多

考毕回京，学政使急忙拜见尚书，邀巧讨好地说：“恩师所托‘夏器通’之事，已
遵嘱办妥。”尚书一听，不禁哑然失笑，说：“误矣！当时与你谈话因腹胀难忍，一时

失控放了个‘闷屁’，言之不雅，故曰‘下气通’耳。何来‘嘱托’之说？”

眼前欢 柏 杨

爱过个人渣 忽如远行客

你有什么资格说尊严 赵守玉

你可曾向生活偷了些什么
清风莞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