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伐战争后期，爱国将领冯玉祥
率国民革命军进驻开封。开封是闻名
遐迩的六朝古都，但冯玉祥巡视后发
现这古城因连年战乱已经遍体鳞伤，
幸存下来的名胜古迹也多是
残垣颓壁。开封市的标志性
建筑——建于宋代的国宝级
文物铁塔，更是满目疮痍破败
不堪了。冯玉祥围着铁塔转
了几圈，不免为之心寒。他很
想为开封百姓做点好事，无奈心有余
而力不足，自己连军饷都难以筹措，何
来余力兴利除弊呢？冯将军左思右
想，突然灵机一动，径直来到经营金银
珠宝的“龙凤祥”商行，冯玉祥对莫老
板说，欲将自己亲生女儿寄养于此。
冯将军名播天下，莫老板哪敢不答
应？他不仅满口应允，还知趣地拿出
10万大洋劳军。冯玉祥遂带着莫老板
来到铁塔脚下，指着铁塔严肃道：“这

便是我的‘闺女’，现在托付给你，你要
好生照管哪！”莫老板一脸惊诧，无话
可说，只得照办，当即请来数十位工匠
对铁塔进行修缮，而冯玉祥则用那 10

万大洋在开封建起一所教济院，扶弱
救贫，开封百姓自是有口皆碑。

河南安阳也有座千年古塔文峰
塔，它建于隋朝，被安阳人视为国宝。
民国初年冯玉祥率兵驻守安阳。这年
冬天到了部队征收粮饷之际，不见大帅
有所动作，却见他带着卫士来到城中一
家江南菜馆，少许，安阳城有名的富商
纷纷前来赴宴。宾客到齐后，冯玉祥举
杯道：“新年将至，我部将士军粮短缺，

亟待补充。但安阳百姓饱受战乱之苦，
今年年景又不好，冯某岂能强行征粮使
百姓雪上加霜呢。所以要请诸位慷慨
相助，帮我渡过难关……”阔佬们发现

原来冯大帅今天摆的是“鸿
门宴”，个个低头不语。冯玉
祥又道：“鄙人不会让各位白
白出力，特意准备了一些国
宝回敬大家！”一闻此言，富
豪们又来了精神。只见冯将

军掏出几张盖有大印的产权契证，原来
大帅将文峰塔及天宁寺、高阁寺、鼓楼
等古迹当众“拍卖”了，其中文峰塔为六
千块大洋，高居榜首。冯玉祥又说：“国
宝虽说卖给了诸位，但老百姓依然可前
去参观，而一旦国宝有所破损，你们可
要出钱维修啊！”如此，冯玉祥不但筹到
了军饷，又没侵扰百姓，阔佬们接过这
些有名无实的“产权证”，也只好徒唤奈
何地“买”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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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佚事

在传统的寿联中，常常要
提到彭祖。在古人的观念中，
彭祖是一位“寿星”，与寿星、西
王母、麻姑同样都是主寿的神
祇。比起另几位来，彭祖要实
在一些。他是一位传说人物，
据说姓钱，名铿，是上古五帝
之一的颛顼的孙子。相传他从
夏朝活到商朝末年，寿数达八
百多岁。他的长寿秘诀，有说
是饮食合理的，有说是注重养
生益气的。他常常一个人外出
旅游，不带饮食，有时候外出几
百天，回家时依然如故。每当
感到身体不适，他便通过服气
法来治愈。

彭祖的这种健康长寿之

术，尤其是房中术，很受帝王们
的垂涎。据传，当时的天子就
曾经派宫女向他讨教延年益寿
之法。彭祖说自己是个遗腹

子，三岁的时候母亲也死了。
因为自己活得太长了，已经死
了四十九个夫人，还死了五十
四个儿子，所以不值一提。那
宫女自然不会就此罢休，软磨
硬缠，还是学了些东西回去。
天子得到了这些法术，希望一

人独享，便想杀掉彭祖，不料彭
祖早就预料到了，提前溜得无
影无踪。

八百岁，对彭祖时代的人
来说实在是太长了，因为当时
人们的平均寿数只有三十岁左
右；就是对现代人来说，这个岁
数也比平均寿命长了十倍。但
长生不老是人类的愿望之一，
所以彭祖就成了人们的偶像，
被人们虔诚地崇拜。彭祖很少
庙祀的，但时至今日，他的名号
还经常出现在寿联中。如：

福如瑶母三千岁；寿比彭
祖八百春。

寿比彭祖；德绍周公。

以生产建设命名的地名
工农业生产不但促进了经济社会

发展，而且也带动了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正所谓“工厂建到哪里，道路修到哪
里”，郑州市区许多道路由此而来，路名
也随之而生。例如，电厂路，建国初期
的1955年，为保障大规模经济建设急需
的电力能源，在郑州西北郊开建一座较
大规模的郑州电厂（时为全国156项重
点建设项目之一），兴建时代号叫363，
也叫363火电厂。后来，郑州工业建设
迅速崛起，当时有纺织、煤炭、机械、商
业、砂轮、电缆等65个骨干企业开始兴
建，迫切需要电力保障，郑州又于1957
年在 363 电厂南端建成郑州热电厂。
居于南北端即热电厂和 363火电厂之

间而修筑的一条马路，名正言顺就取名
为电厂路。为充分利用河南优质棉主
产区的资源和郑州交通便利的优势，郑
州国棉一、三、四、五、六厂在西郊一字
排开建成，纺织纱厂大门前形成的街道
顺理成章取名为“棉纺路”。同样得名
的街道还有“药厂街”等。

以秀美山河命名的郑州西郊地名
郑州西郊，是老市民对京广铁路以

西、陇海路以北区域的习惯叫法。上个

世纪的五十年代，郑州的西郊还是荒凉
的郊外。省会迁郑后，为了加快郑州西
部的发展，1957年郑州市委、市政府把
办公地点从现管城区委一带搬迁到西
郊互助路，市直机关单位也随之而来。
在为西郊的街道取名时，郑州市采取了
有别于行政区的命名方式，选用秀美的
山川河流名字来命名：南北向的道路多
以山命名，例如嵩山路、桐柏路、伏牛
路、华山路、秦岭路等，对于东西向的道

路，则多以河南境内的河流名字做路
名，例如伊河路、汝河路、洛河路、沁河
路、淮河路、颍河路、宏河路等。

以地形地势命名的地名
郑州地处山地丘陵与平原过渡地

带，城区内岗地连绵，低地遍布，而郑州
人习惯把低洼且积水的地方叫“坑”，于
是许多地名被群众因“势”得名：柳叶
坑、黄殿坑等。此外以岗地和地势特点
命名的地名也不少，塔湾路、硝滩街、杜
岭街、岗杜街、寺坡路、紫荆山路、碧沙
岗、二里岗、小西门南拐、北下街（该路
往北是一个较大的下坡，群众根据地形
特征，约定俗成的称之为北下街）、南下
街（该街北高南低）等。

翻开中国诗史，可
以发现最早写陶瓷的诗
歌历代写陶瓷的诗，不少
是赞美陶瓷制品的精
美。四川陶瓷风格独特，
大诗人杜甫曾赋诗赞曰：

“大邑烧瓷轻且坚，叩如
衣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
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
唐代越地陶瓷产品也很
著名。陆龟蒙在《秘色越
器》中咏道：“九秋风露越
瓷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这两句诗写秋季出窑，季
节虽是草木凋黄，可是窑
内却烧出了千峰叠翠的
好瓷。

另有一些咏陶瓷的诗，则
是赞美制瓷师傅的技艺。瓷都
景德镇，早在明代就成为全国
瓷器手工业的中心。当时民间
窑厂壶公窑的创办人昊十九
（原名昊为），是技艺高超的制瓷
名师。他烧造的一种高级艺术
瓷盏，造型优美，釉色绚丽，明如
朱砂，艳若流霞，被称为“流霞

盏”。有人题诗相赠：“为
觅丹砂到市廛，松声云影
自壶天，凭君点出流霞
盏，去认关亭九曲泉。”

还有一种瓷器诗，是
直接写在瓷器上，也饶有
兴味。长沙铜官窑是我
国唐代著名的瓷窑。它
生产的许多瓷壶的外壁
和碗盏的内心上，便有各
种诗句、联句。比如不少
酒壶上，就题有这样的
诗：“白玉非为宝，千金我
不须，怀念千张纸，心藏
万卷书。”……

更为独特而有趣的
是，陶瓷上画中藏诗，诗画合
一。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陶瓷
馆里，有一只青花釉里红花瓶，
烧制于雍正时的景德镇御窑。
瓶上画“岁寒三友”松竹梅，画中
的竹叶便是由一首五言诗组
成。诗曰：“竹有擎天势，苍松耐
岁寒。梅花魁万卉，三友四时
欢。”其构思之巧妙，画面之别
致，真可谓诗情画意，相得益彰。

爬上高高的脚手架，薛有致把安全带扎身上，挂钩
还没有挂在架子上，不留神一脚踩空，“呵——！”一声
往下掉，乔师傅眼疾手快，俯身抓住，提了上来。薛有
致脸色煞白，浑身打颤，深情地喊了一声：“师——傅
——！”

乔师傅听着，像喊爹！
薛有致他爹给了他第一次生命，乔师傅给了他第

二次生命。
乔师傅的儿子和眼前的薛有致年龄一样大，却要

比薛有致幸福得多！起码说，乔师傅不会要儿子趁暑
假打工挣钱交学费，更别说让儿子站在这高高的脚手
架上晒太阳、砌墙抹灰、玩性命。儿子这会儿可能在上
网，可能在谈情说爱。虽然自己和富贵人家有天壤之
别，两开间的住房还是租赁的，却要让儿子和富贵人家
的孩子比齐。富贵人家的孩子吹“黑管”，儿子喜欢上
了，他也花上千元给儿子买来那种乐器；富贵人家的孩
子学绘画，儿子说喜欢，他勒紧裤腰带花钱送儿子也上
了那种才艺班；富贵人家的孩子追歌星，他也烧钱一样
花高价买票让儿子去看那种歌星演唱会。国家都说，
再穷不能穷教育，自己再穷也不能不满足孩子啊！只
是，儿子又提出了一项最新要求，他实在无能为力了。
在工地伙房做饭的老伴儿说：儿子这是要逼死咱俩

呵！他叹气，说：没到那一步。
现在，薛有致的差点高空坠

落，更坚定了乔师傅要满足儿子
最新要求的心愿，他不能要儿子
再像自己一样卖苦力，像薛有致
一样受苦。薛有致这孩子看着
精明，性格却孤僻，不爱和人说
话，说话也不掏心窝子。

薛有致刚来工地时，乔师傅就很怜心地问他：你也
是农村的？薛有致微笑、摇头，说不是。乔师傅又问：
是城里下岗工人家的？薛有致又是微笑、摇头，说不
是。乔师傅拐着弯问：你爹妈咋舍得让你来爬高钻低
卖苦力呢？薛有致还是微笑、摇头，说不知道。乔师傅
猜出来了，薛有致是爸妈离婚了，各自去找幸福不管孩

子了，这在城里可是不少见。这是人家的隐私啊，这是
人家的伤疼啊，可不能再问了。

乔师傅救了薛有致一命，薛有致明显地和乔师傅
亲近了。休息时，主动和乔师傅拉家常，问乔师傅的家
境，还问乔师傅有没有什么困难。乔师傅不像他，说起
来可是竹筒倒豆子，说他的儿子和他一般大，可享福
了，那真是有爹妈的孩子是个宝，没爹妈的孩子是棵
草。自豪地说他的儿子一会儿学吹黑管，一会儿又学
绘画，还和城里的孩子一样追星，买高价票看歌星演唱
会。望子成龙，富家是这样，穷家更要是这样，要不然
怎么拔掉穷根呢！你说是吗？薛有致却问：放暑假了，
您怎么不让他自立一下呢？乔师傅哈哈大笑：像你一
样？也来卖命？俺可不是你那狠心的爹妈啊！

薛有致又问：师傅家就没有什么困难吗？乔师傅
感到话不投机了，我有什么困难你能帮得了吗？比我

还苦还穷！讥讽说：“比你那个破家强多了！不过，家
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我那孩子，要出国上学，三十万，我
一万也没有啊！”“那你让他去吗？”“去！想法也得去！”

“真是，富要遗传，穷也要遗传。”薛有致叹息。
乔师傅一下瞪大了眼睛，他听不懂“富要遗传，穷

也要遗传”是啥意思，问，薛有致说：我是说你为啥不让
他自力呢？这句话他刚才说过了，显然，那句很高深的
话，薛有致对他还藏着什么。

尽管乔师傅对薛有致有成见，因为救过他的命，就
有了深深地感情。他要离开工地时，又叮嘱薛有致千
万要注意安全。薛有致问：“师傅要去哪儿？”“医院，卖
肾，一个三十万！”“呵——！那可是犯法的事！”“你小声
点儿！是暗箱操作，明说是献肾。”“被人知道了呢？你
不坐监吗？”“没人知道啊！”“我不就知道了吗？”“你？我
救过你的命，你会去告发？”“我是学法律的，我要不管，
大学不白上了？”“你是说你要丧良心？我不该救你啊！”

“师傅，您别生气，您等等，您先等等！”
第二天，薛有致拿给乔师傅一张三十万的现金支

票，乔师傅像撞见了天神，惊呆哪儿了！薛有致深情地
说：师傅，我怎么能叫您去卖肾呢？我爸说，别说三十
万，就是三百万、三千万，咱家也拿得出啊，也报不了您
师傅的救命之恩啊！

乔师傅夜里睡不着，他知道了，薛有致是个富家的
孩子，而且是个大富翁的孩子。慢慢地，他就想明白
了，想明白了那句“富要遗传，穷也要遗传”的意思。小
树不括要长疯啊，养树人有责任啊，这样想来，他感到
他救了薛有致一命，薛有致也在救他。

他决定把现金支票还给薛有致，带儿子去工地上
学学薛有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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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萧何拜相，皇帝赐他三项
特权：见君不趋，称臣不名，剑履
上殿。所以丞相的权力太大。

丞相的属官叫十三曹，相当于国
务院办公厅。这十三曹是国家的正式
机构，主官秩千石，是国家给发工资
的，跟县令是同级的。

皇帝的属官是尚书台。尚书，顾
名思义可能就是原来给皇上管文书
档案的，相当于皇上的秘书，尚书台
主官秩六百石，比十三曹少四百。等
于皇帝的属官比宰相的属官级别还
低，不但低，还不是国家给发工资，是
皇上自己掏腰包，你要不掏，你就甭
雇他。

一个是国务院办公厅，一个是总
统私人助理，你这个身份跟人家没法
比。如此看来，还是表明相权之大。

所以皇上怎么来削弱相权呢？我
就有什么事儿都跟这些尚书们商量，
尚书台设立尚书，门下省设立侍中。
这些人品级虽然低，但是整天跟皇上
泡在一起，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发展
到了东汉的时候，丞相基本上就成了
一个虚衔儿了，真正掌实权的人，必
然要加这么个衔儿——大将军录尚
书事，大将军掌握武将，录尚书事管
文官，基本上都这样。

但是这个大将军录尚书事还是
一个人。它虽然不叫丞相了，实力却
相当于一个丞相，对皇权还构成了威
胁。那个时候君臣共治天下，丞相跟
皇帝，谁的权力更大，完全靠两个人
的个性，要是秦皇汉武时期，肯定是
皇权大，你要赶上那个皇上窝窝囊
囊，又爱玩儿什么的，又不理朝政，那
就大权旁落。所以在隋朝以前，权臣
篡位的事儿，史不绝书，多有记载。往
往做了丞相就有机会篡位，曹操做了
丞相吧，基本上等于篡位了，他儿子
帮他完成了这个举动。接着曹魏几十
年之后，被丞相司马氏篡了。尤其在
魏晋南北朝乱世的时候，你要是做了
丞相还不篡位的话，老百姓都替你着
急。

隋文帝杨坚也是做了丞相后，篡
了北周的位，所以他一当皇帝，就怕
这种事儿发生在子孙身上，为了大隋
江山千秋万代，怎么办呢？削弱相权。

名义上把相权削弱，说是一分
为三，实际上不止。三省的正副长
官都是丞相，都入政事堂。而只要
可以入政事堂议事的
官，实际上就相当于
丞相。

三省的正副长官
大致是这些：中书、
尚 书 两 省 的 长 官 叫
令，副长官叫仆射。
中书令、尚书令、中
书左仆射、中书右仆
射、尚书左仆射、尚
书右仆射。然后门下
省的长官叫侍中，副
长官叫侍郎。六部的
长官叫尚书，副长官
也叫侍郎，分左右，
兵部左侍郎，兵部右侍郎。所以这
样一来的话，三省的正副长官都是
丞相，三三得九，一人之权瓜分为
九。当然并不是每一个皇帝在位的
时候，都有那么全的官制，比如李
世民做秦王的时候，就当过尚书
令，所以等李世民继位之后，唐代
就不再设立尚书令了，因为当年太
宗皇帝做过这个职务，你们谁再配
做这个？就此取消。

宰相一箩筐
无论如何，宰相一般也得有六

七个，七八个。到了唐朝中宗、武
则天之后开始，皇帝设立了一个职
务，叫同中书门下三品。这个职务
是个临时性的职务，不管你现在是
几品官，只要给你加上这个衔儿，
你就相当于宰相。皇上若要提拔
你，给你加这个衔，入政事堂议
事，你就相当于宰相了。如此说
来，宰相就由固定的变成了临时
的。它的好处是，正式任命的宰相
如果要罢免，是有一套严格程序
的，现在这个是临时宰相，皇上能
把这个临时工说撤就撤。

比如说国家公务员晋升应该是
逐级晋升。科长、副处长、正处
长、副局长、正局长、副部长、正
部长，应该这样有序晋升。但是后
来你别晋升了，我给你加一个衔儿
就完了。假如你现在是处长，我给
你加一个同中书门下三品，你就一
下子相当于副总理了。优点就是哪
天我看不上你，我把这个衔儿一
摘，你就又回去接着当你的处长
去，特方便吧。所以以后，既然设
立了同中书门下三品，这三省的长
官就变成了虚衔。甚至不设。

中书令该退休的时候，本来要
选一个新的，现在就不选，就空着
不设。即使设了，也都是给那种还
有两年就快死的老臣，让他荣誉一
下。一把年纪了也不入政事堂议
事，也议不了事，连自己姓什么都
忘了，老到那个分儿上的，给你个
中书令、太师中书令，位高权不重。

真正掌权的，是同中书门下三
品这帮临时替换，来去全由皇帝秉
断的人。

中国古代的官员一二品穿紫
袍。《红楼梦》里说：“昨嫌破袄
寒，今嫌紫蟒长”，然后三四五品是
红袍，六七品官是蓝袍，也就是青
袍（江州司马青衫湿），八九品的官
就是绿袍了。所以中国有一个成
语，形容一家全是当大官的就说他
们家满门朱紫，除了红的就是紫
的。现在所说的红得发紫，意思也
大致相同。

这样的话，充当临时丞相的如
果是小官，是青衫的，给你加个同
中书门下三品的衔，你只要换个颜

色的官服穿就是了，只换件衣服，
从青衫变成紫红的就完了。等什么
时候皇上不待见你了，这个衔儿一
扒，你还回去穿你处长的官服去，红
袍的还是紫袍的给脱下来，换青的上
去。

说了这么多，就为了说明隋唐时
期皇帝想出来的削弱相权的办法，它
不但将相权一分为三，更关键的是后
来把丞相之职演变成了临时工，成了
皇上的杂工仔。中国古代就是从这个
时候开始，宰相由一个变成一窝，由
独相发展到群相。

英雄尽白头
孔子提倡素质教育，现在我们也

提倡素质教育，中间这上千年的应试
教育是怎么来的，就是从隋唐开始。

当时随着士族门阀的衰落和庶
族地主的兴起，魏晋以来注重门第的
九品中正制无法继续。再靠士族地主
垄断官职，这个已经是不行了。所以
隋文帝开始想别的招儿，开科举士。
隋文帝废九品中正，开始分科考试，
隋炀帝始建进士科，科举制形成，从
隋炀帝开始，整整 1300 年，一直到公
元 1905 年，光绪三十一年，才废止科
举考试。科举制虽然废止，但这一千
多年的卷子已经把中国知识分子考
习惯了，所以现在的学生做卷子做得
脑袋大是因为隋朝的时候被摆了一
道。

虽然说纸上得来终觉浅，但当时
这个制度还是十分客观有效的。

唐朝贞观时，以进士、明经两科
为主。武则天创武举和殿试，不光文
的可以科举了，武的也可以。另外还
开创了殿试，就是皇上亲自考你。明
清两朝，殿试都是在紫禁城的保和
殿，像康雍乾这三代圣主，基本上都
是皇帝自己出题，自己监考。

科举制形成的作用有这么些个。
第一，冲破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王、
谢、袁、萧，那几大姓，以前这帮家伙
是垄断仕途的。现在不行了，科举
抑制门阀，扩大了官吏的来源。实
际上也起到了缓和阶级矛盾的作
用。因为庶族地主也能够通过科举
做官了，不再嫉妒高门大阀里那些
个一生下来就能当官的窝囊废，以
后纯靠本事吃饭。

第二，提高官员的文化素质。
它把读书、考试跟做官联系了起

来，所以提高了官员
的文化素质。原来那
种目不识丁的人，再
做官可能性就不存在
了。当然唐朝实际上
选拔官员还是以士族
子弟为主，并不以科
举制为主，而且即使
科 举 制 也 有 身 份 限
制，农民就不行。到
了宋朝才开始英雄不
问出处，谁都可以参
加 ， 挖 完 煤 去 考 一
考，考上了照样飞黄
腾达。

另外，在唐朝科举考试不是你
想考，一考就能考上，它是非常难
的。当时分进士、明经这两科，明
经科就是填空，子曰什么时习之，
你填一个“学而”就完了。但是明
经好考，所以考上之后也做不了大
官。

进士就特别不好考。诗词曲
赋，时务策，国家大政方针，该不
该开奥运，你得写一篇论文。唐朝
人讲话叫五十少进士，三十老明
经。30 岁考中明经属于老明经，因
为那玩意儿简单，50 岁考中了进士
却属于年轻的进士，因为那个难。
唐朝人平均寿命是 29，要 50岁考中
了进士，是什么概念，得跟人拼寿
命吧。等你把别人都拼死了，你活
得最长，叼着人参做完卷子考上之
后，回顾起来等于是一辈子都在考
试。文人全都一辈子去考试了，还
有工夫琢磨怎么造反吗。读书人不
琢磨造反，剩一帮被人卖了还帮你
数钱的文盲，就更别反了！

所以唐太宗最爱干的事儿就是
巡 查 考 场 ， 身 心 十 分 愉 悦 地 说 ，

“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你们都
上当了，掉我的圈套里了。然后唐
朝人就写诗“太宗皇帝真长策，赚
得英雄尽白头”。你让他考试，让他
考不上，给他一个希望，他又考不
上，这个哥们儿整天干这个，把头
发都干白了。

因此有人说科举考试的一个重
要的作用就是牢笼志士。特别是到了
后来，宋朝农民都可以参加考试的时
候，阶级矛盾就进一步缓和了。

后来到 18 世纪启蒙运动的时
候，中国的科举制被介绍到了欧洲，
形成了今天欧洲的近代文官制度。再
后来又传回到中国，叫国家公务员考
试，实际上就是科举制。比如我是英
国人，学历史的，结果我们英国的保
守党竞选赢了，我就能够担任国防部
长。一个学历史的怎么能担任国防部
长呢，你懂得业务吗？我不需要懂业
务，副部长懂就行，因为副部长是
考上来的。考试考得最高就考到副
部级，正部就是政治家了，副部往
下是官僚，它是职业的。

政治家不专业，不专业没关
系，国防部长是拿大政策的，底下
一帮考上来的专业参谋给拿大政策
的提意见就行了。而且国防部长主
要的任务是到国会要钱，要经费，
不真指望着他去打仗去，所以谁都
可以干这个。日本的内阁更迭多
快，首相一年完蛋，一完蛋部长就
全换，这种大换血，国家怎么没事
儿？因为副部一级稳定，换再多的
不专业部长都没有关系。所
以近代文官都是由科举制考
上来的，这让政局特别稳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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