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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刚入关时，考取举人即可担
任知县。到了乾隆时期，社会日渐稳
定，官吏队伍健全，朝廷就提高了从政
者的准入门槛，非进士不能为官。但
进士毕竟凤毛麟角，赋闲家中的举人
不断增多。为了不影响科举制度的稳
定，清朝不得不考虑为落第举人另择
出路，于是“大挑制度”应运而生。

朝廷规定，凡是乡试后榜上有
名的举人接连应三次会试而榜上无
名者，就可以到吏部注册，参加“大
挑”。“大挑”每六年举行一次，“大
挑”规定，不考文章辞赋而根据相貌
选拔录用，授予知县、教谕等官职。

每届“大挑”，由皇帝钦派王公
大臣在内阁举行，看相貌决定任命与
否。每次叫进二十人，按序排列，先
点三人，这是被选中做知县的。接着
点八人，这是没选上的，俗称“八仙”，
这些人全部出局。这些落选者之所
以要被叫做“八仙”，那是因为站在一
块儿，便如李铁拐、张果老般怪模怪
样了。剩下九人不再点名，授以教

职。二十人出去后，依次再进二十
人，如此循环，直至结束。挑选的主
要标准是身材、脸型，概括起来是八
个字“同田贯日身甲气由”，创造性地
运用了汉字的象形特征，将脸型、身
材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为同、田
等字形，中等为贯、日等字形，下等为
身、甲等字形。同，就是同字脸，方而
长；田，乃田字脸，方而短；贯，即头大
而身体长而直；日，即肥瘦长短均适
中，并较为挺直。符合以上四字标准
的都可以中选。身，就是身体斜而不
正；甲，是指头大身体小；气，是两肩
不平，一肩高耸；由，即头小身体大。
凡有以上长相的，则皆不入选。

这种以貌取人的制度，参加“大
挑”的举子被列为几等，能不能当官，
完全靠父母给的身高、长相、自己的
运气以及选人者的好恶。清代陕西
米脂县的高照煦，同治十二年癸酉科
(1873年）中举人，在应光绪六年庚辰
科（1880 年）会试不中之后，参加了
当年的“大挑”。高照煦在参加“大

挑”时，对自己的相貌非常自信，满以
为非一等莫属，然而，在抽签时，他却
抽在了最后一“班”，所剩不足二十
人，只有十三人。按照规定，这种情
况只能选一个一等。经过主持面试
的亲王反复衡量，高照煦被定为二
等。最后他坐了几十年清水衙门，历
官宜川训导、郃阳教谕、榆林府学教
授之后，结束了官场生涯。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大
挑”要求举子容貌出众，有人却能因
为丑得别具一格而幸运入选。有一
个叫金孝廉的举人，五官布局极不合
理，旁观者都不敢正视，因为看了都
忍不住发笑。然而，此公一进挑场，
负责主持的某王首先挑选他为第
一。一时间其他王公大臣相顾错愕
不解，那位王爷说：“不要惊讶，此人
胆量可嘉！”众人仍不解其意。该王
解释道：“此人面目如此，却敢于进入
挑场。没有三国姜维的胆量，岂能达
到这种地步，可见是块做官的材料！”
王爷的一时心血来潮，便决定了一个
举子的前途命运。

这种简单地看相貌、靠感觉、凭
好恶的选人、用人标准，其弊端是显
而易见的。

摘自《知识窗》

清朝选官以貌取人

二战前夕，德国有一家很不起眼
的信托公司叫巴比纳信托行，专为顾
客保管贵重财物。战争爆发后，人们
纷纷把财物取走，四散逃难去了。老
板也打点细软逃之夭夭，只有雇员西
亚还在那里清点账目。

一颗颗炸弹在信托行附近炸
响，西亚好像没有听见一样，她清理
完账目，发现一个叫莱格的顾客还没
有把东西取走。那是一颗价值 50 亿
马克的红宝石，西亚把宝石和所有托
管文件放到一个小盒子里，然后带上
所有账目离开了信托行。

几天之后，战火将巴比纳信托
行一带夷为平地，西亚也为逃避战乱
而四处奔走。但无论走到哪里，西亚
都随身带着信托行的账目和那颗宝
石。她觉得，她还是巴比纳信托行的
雇员，她要到战争结束，把账目和宝
石送回信托行。

战争终于结束了，西亚带着三
个孩子回到柏林，可是，巴比纳信托

行老板已经在战乱中死去，信托行
已不复存在。但西亚仍然保管着账
目和宝石。因为宝石是顾客委托保
管的，顾客没有把宝石取走，她就得
一直为顾客保管，守住信托行的信
誉。

多少年过去了，西亚一直没有
找到工作，她带着三个孩子一直过着
极其贫苦的生活。其实，当初委托信
托行保管宝石的莱格也在战乱中死
去了，那颗价值连城的红宝石早已无
人认领了，西亚完全可以悄悄地把它
卖掉，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可是她
没有，她觉得那是顾客的财物，她只
能保管，不能有任何非分之想。

1978 年，当地政府成立战争博
物馆，面向社会搜集二战遗物，西亚
便把她保管的信托行账目和那颗红
宝石拿了出来。

政府多方努力，帮助西亚找到了
莱格的孙子道尔。道尔拿到那颗宝
石，答应将宝石卖掉后一半给西亚，

西亚婉言谢绝，说只收取这些年的保
管费用。

西亚的事上了报纸，人们被她
的诚信所感动，有人提议她出任商
会 总 顾 问 ，她 以 年 纪 大 为 由 推 掉
了。后来，又有几家大型信托公司
找到她，要求她出任荣誉总裁，她也
谢绝了。

不久，西亚去世了。几家公司
找到她的儿子克里斯，要求买断西亚
的名字命名信托公司。克里斯难以
抉择，就让几家公司竞标，最后，柏拉
图信托公司以 80 亿马克的天价获取
了西亚的冠名权。许多人不解，说一
个名字能值那么多钱吗？

柏拉图公司总裁说，“西亚”已经
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名字，它代表的是
一种企业精神，一种价比宝石的诚
信，花 80 亿买到这个荣誉，值！不
久，柏拉图信托公司便更名为西亚信
托公司，交易量果然一路攀升。

诚信之所以能够创造价值，就
因为诚信本身就是无价的。当你把
诚信当成信仰和责任，你就赢得了人
们的支持和信赖，无穷无尽的财富也
会因此而产生。

摘自《文摘精萃》

诚信的价值

人说，胃，是五脏六腑之首。
又说，胃，是人的第二大脑。
多年前，我的这个“之首”或曰

“第二大脑”被医院的权威人士盖上
了大红章：萎缩性胃炎。之后，我的
所谓人生观以及个人爱好发生了一
些微妙的变化。以前以为重要的事
物，忽然觉得没那么重要了；以前想
不通的世间种种，忽然就想通了；以
前为之蹙眉而沉重或痛心而疾首的
诸多事端，变成了“罢了罢了”的一
笑了之。

我对于中草药的热爱和兴趣，
就是在这个时候掀起了一个“小波
澜”。

最初，我以身试“食”，总结出哪
些食物适于吃而哪些食物不适于
吃。并且遵照“少吃多餐”的医嘱，
给自己制定了一日四餐的食谱和定
量。接下来，是严格地按照医生的
规定，给自己列了一份西药药谱，以
间隔开众多的其他药片的时间。这
样坚持了一段时间，西药片也吃了
一抽屉，依然是好好坏坏，时时发
作，颇为打击我的生活热情。

于是，我想起了“治本”的中医。
中医倒是看过的，母亲曾陪我

跑过几家中医医院，挂的是专家号，
并且还和医生探讨了我的情况。但
是，那草药见效很慢，或者干脆没见
什么效。我便放弃了。

我多少是知道一点中医的。懒
得冷冬里再跑远路去医院，更担心
碰上一个母亲所说的“二把刀”开的
药不对路。于是，我下了下决心，决

定以身试“药”，自己给自己开药方。
活着都不怕，还怕死吗!死都不

怕，还怕什么。
参考着中医书籍，我调动出自

己仅有的不多的关于中草药的肤浅
认识，经过一番精心研究，试着开了
一服中草药方子。

径自到药房抓了三服。一边看
着药房的人拉开一个一个神秘的小
抽屉，一边在心里默默核对着小抽
屉上的草药名，不放心地看着药剂
师抓的药是否准确。药剂师抓了草
药并分成三份摊开，我隔着长长的
柜台，闻到一股幽幽的草药香扑鼻
而来。然后，再看她分别包好，提回
家来。

怀着虔诚，用沙锅煎煮，滤出。
那药汁清淡、稀疏，微苦。其时，正
是上午，我端坐在大沙发里很郑重
地喝那杯药，橙黄色的阳光正好从
窗外斜射在杯中，我把药液在光线
里晃了晃，让它尽量汲取阳光，淡棕
的汁液便显得莹澈而清爽。当我把
一杯草药喝完之后，便觉得连同阳
光也一并喝进腹中。

这样一来，这服草药又多了一
味：太阳光。

接下来，是默默地祈望出现奇
迹。

果然，喝过一服汤药之后，胃便
不疼了，而且也不再恶心。

我立刻把所有的西药片全部停
掉，不再吃。心中充满希望。

母亲和我一样欢喜，不停地问，
“真的管用?那些胃病专家难道还没

有你行？”
我心中的兴奋比写了一篇好小

说还要甚!这么长久以来令我痛苦
不堪又无能为力的一件事，也许就
要被我自己攥在手中了!

我说：“专家肯定是比我水平高
得多。只是，医生没工夫详细倾听
病人的细枝末节，他不可能像病人
自己那样知道自己的病情，自然就
难于完全准确地确定是属于哪一种
类型的胃痛，只能笼统地宽泛地开
药，当然就没有我给自己开的药到
位。一般情况，医生摸摸我的脉，总
是给我开疏肝解郁、理气和胃、消导
芳香的药。其实，气郁化火，有热则
胃脘灼痛、嘈杂恶心，所以还得加上
一些清热燥湿的药。”

我心里涌动着一股依靠自己的
踏实感和成就感。这世界上再也没
有比自己的命运在别人手里攥着更
令人忧心忡忡了。

三服汤药吃过之后，已开始明
显见效。我一边体会着自己的感
觉，一边捧着医书琢磨起神奇的中
草药。兼顾自己的其他症状，又重
新调整了一下药方。

我给自己开的草药，比较起医
生开的，唯一自信的一点是，它最适
合我的症状。所谓的好与不好其实
没有决然的标准。就如同世界上的
衣物与食品，好东西很多，但首先的
选择标准是适不适合自己。

母亲说：“你简直气死医生了!”
我诚实地说：“是被逼出来的。”
我自己开汤药治病的消息不胫

而走。
有一天，一个美国的朋友打电

话过来，开口即对我说：“陈大夫你
好!”我愣了一下，然后我们笑起
来。

摘自《新民晚报》

阳光是一味药
陈 染

著名收藏家马未都被聘为北京
图书节形象大使，在谈到自己的读书
生涯时，他曾讲过这样一段话：

1981 年我刚由工厂调到中国青
年出版社时，出版社还在一个北京的
老四合院内办公，据说这大宅子原来
是一个王爷府，看得出来历史上的阔
绰。出版社的后院是图书室，最大的
一间房，一层房有两层高。图书室是
我最爱去的地方，老木板地，早已踩
得凹凸不平，中心部位早都没漆了，
露出木筋，被墩布每天拖得干干净
净。这么干净的旧地板，我后来只在
日本见过，走在上面吱吱作响，韵味
无穷。图书室有多少人也是没有声
响的，即使说话，每个人都是低声下
气的，像犯了错误。年轻时候我不知
原因，今天想起来，原因挺简单，不是
读书人有修养，而是书有不能描绘的
尊严。

初读这段文字，心里颇有感触。
记得我第一次进图书馆，是刚入大学

那年的一个秋天。当时外面秋风萧
瑟，枯叶零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到了图书馆，有些不知所措。因为第
一次见那么多的书，一排排整齐地立
在那里，我都不知道先选哪一本好
了。学校的图书馆不大，但藏书丰
富，有些古朴，在书架间穿梭，需要侧
着身子小心翼翼地移动。就是那些
书，给我了最多的知识，好像一个迷
失的孩子找到了通往家的方向。

记得图书馆上午11点半下班，下
午两点半上班，很多时候，正当我看
得着迷的时候，被老师“清理”出去。
于是我就央求老师，恳求他们把我锁
在图书馆。我说反正也不饿，中午不
用吃饭，我就待在里面，你们把门从
外面锁上好了，我不偷书也不吃书，
就是想看书。后来老师同意了。你
无法想象，当时我激动的心情。无数
个中午，无数个三个小时，我一个人
待在图书馆里，仿佛整个图书馆都是
属于我的了，四周静悄悄的，我享受

着阅读的乐趣。
所以，对书，我是充满尊敬之情

的，它们像是我知心的朋友。因此，
看到马未都先生关于“书有尊严”的
说法，我很赞同。

书的尊严闪烁在每一个文字间，
它矮小，但有巨大的能量，能感动得
你落泪；它无声，但胜似有声，能在关
键时候吹响你心灵的号角。书的尊
严还在于，如果你尊敬它，它回敬给
你知识与智慧；如果你糟蹋它，它还
给你愚昧与无知。对一本好书，容不
得半点的轻视和摆布。好书，需要你
敬畏，需要你用心去呵护，去品读，去
挖掘它的美。

只是当今有一些书实在缺少内
涵，什么书都想出版，什么书都敢出
版，缺少对书应有的尊重，胡乱改编，
随意戏说，调侃形成了风尚。这样导
致的恶果是，败坏了优良传统文化风
尚，使得人们对书籍的敬畏之心淡化
了，使书远离了人的心灵层面。

所以要对书常怀有敬畏之心，敬
畏书，犹如敬畏真理。书与名利和金
钱无关，在时下这个浮躁的社会，书
更承担起了传播文明、开启智慧的作
用，我们当更加尊敬。

摘自《思维与智慧》

在一个诗歌朗诵会上，看着那
些上台朗诵的学生，总觉得有些别
扭。初上来不知是什么原因，后来
才突然发现，是因为那些稚嫩的脸
庞上，大都多了一副眼镜，使他们的
形象美感大打折扣。这些学生，从
小学到高中都有。由于镜片的遮蔽
和反光，他们的眼神变得模糊起来，
失去了灵动和明亮。

一双扑闪着清纯稚气的水汪汪
的大眼睛，是孩童少年最可爱的标

志。想想我们的童年，多么快乐，上
山，下河，掏鸟窝，摸鱼虾，一日上树
能千回，现在的这些孩子还能够吗？

不能了，现在的孩子正逐渐失
去这些。因为压力太大，老是皱着
眉头；因为老是要看书、习字，老是
有做不完的作业，近视的人也就越
来越多。想看看远方吗？好，先把
自己装到一副眼镜的后面去；想爬
高趋低吗？先把眼镜架扶稳了。

近视越来越趋向于低龄化，使

孩子们失去了真正的童年。现在的
人,大都有一种焦虑心态。身处物
质抢滩的时代,就连带着逼孩子们
进行知识抢滩。他们以为,眼镜的
度数越深，知识也就越多,孩子只
有现在多啃些书本,多考些分数，
才能在将来的生存竞争中抢占制
高点。其实不然,看看那些中外名
家的画像,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爱
迪生、达·芬奇、李政道、杨振宁
……有哪一个是戴着眼镜的呢？
再瞧瞧他们深邃的目光,好像总在
凝视着无穷远的远方。那智慧而
锐利的目光,绝非短视者所能拥
有。孩子们近视,说明我们的整个
社会都在近视。

摘自《讽刺与幽默》

眼镜和眼睛
胡 弦

他发来短信，告诉她说，他明天
要到她的邻市去开个会。

她莫名兴奋。从他那座遥远的
城市到他开会的地点，必得经过她的
城市。她发短信问他：“去时停，还是
回时停？”

他回：“难说啊。”
去时，他发来短信，只有简单的

两个字：“过你。”
她的心一沉。想，这个让她朝思

暮想的人儿啊，就这么悄无声息地
“过”了她了。她向着铁路的方向怅
然遥望，猜想着刚才的哪一声汽笛正
与他有关。一种凉凉的铿锵，无情地
碾过她的心。

他到了目的地，却蒸发般地没有
了音讯。任她发去多少信息，他只是
只字不回。

到了后半夜，她的手机短信铃声
突然响了起来。看时，竟是他发来
的：“会议安排在一个山坳里，信号极
差。刚刚收到你的一串信息，迟复
歉。勿嗔勿怨。”

她这才意识到，为了等他这条信

息，她破例没有关机。
三天的会期，他们一直保持或顺

畅或不太顺畅的短信往来。她一直
在问他：“来见我吗？要不，我去见
你？”

他机巧地闪避着这个问题，不说
见，也不说不见。

“毕竟相思，不似相逢好。”她发
了这条信息给他。他的回复，却只有
这么含混的两个字：“呵呵。”

她不死心，央求他：“回去时，停
一下吧。借一杯清茶，我们聊聊老
辛。”她知道，他酷爱辛弃疾，可以背
诵上百首辛弃疾的美词。

他不置可否，只用老辛的词回
她：“欲上高楼去避愁，愁还随我上高
楼。经行几处江山改，多少亲朋尽白
头。”

她好恨自己，这么无可救药地喜
欢着这个理性到了冰点的男人。她
诘问自己：“你以为你是谁？竟想把
自己的一星儿火凑过去，融了整个冰
川？”

他的会议结束了。发信息告诉

她说：“我下午两点半的火车，大概三
点过你。”

她真想去他行经的路旁伫立，朝
飞驰的列车挥动一束粉玫瑰，用无声
的语言对他说：“喂，在意你的人在这
里！”但是，她盘坐在自己的空想上，
被施了魔法一般，动弹不得。

他发来短信，依然是老辛的词：
“听我尊前醉后歌，人生亡奈别离
何。但使情亲千里近，须信，无情对
面是山河。”

她无声地笑了。想，两个善于
自筑壁障的人做了情友，真是一桩
有趣儿的事呢！有距离时，距离是
屏障；无距离时，辛词就成了屏障。
她在屏风的这一边，他在屏风的那
一边，然而，有一个强大的理由，硬
是让他们将薄薄一纸屏风唤作了

“山河”。
她在读懂他的同时，也倏然读懂

了自己。
波澜不惊地，他“过”了她一回，

又“过”了她一回——哦，却原来，这
竟是她最想要的呢。

这样想着，她微笑着复他道：“心
爱，现世间，哪里还有阻隔相思的山
河？所谓‘对面山河’，无非尽在人心
自造。有些地名，就是用来过的；有
些人名，也是用来过的呀……”

摘自《中国青年报》

无情对面是山河
张丽钧

1978年 9月 25日，广东惠州地
区检察分院麦子灿，给时任省委第
二书记的习仲勋写了一封批评信，
措词用语之尖锐、尖刻，非一般人所
能承受。

信的开头就充满火药味：“我同
你不熟悉，也未见过面，只听过你讲
话的传达，只见过你的指示发表在
报纸上。但从上述的接触中，我感
觉到你还是一个爱听汇报，爱听漂
亮话，喜欢夸夸其谈的人。”

信中列举习仲勋对惠州地区治
水两大工程——澳河和潼河整治效
果评价过高，不符事实，你“这些漂
亮话都是纸上和口头上的东西，都
是听汇报得来的。但群众意见如
何，群众呼声如何，你有否去听一

听，是否真正如惠州地委讲的那么
漂亮？我劝你认真下去听听群众的
意见……”

再就是批评习仲勋处理群众来
信来访不及时，搞“假把式”，“我看
你讲的重视群众来信来访也是漂亮
话，是句空话！因为你只讲，没检查
督促”。

在这封 1500字来信的结尾，还
不忘“激将”一下习书记：“你讲话中
不是常说爱听刺耳话，说什么‘良药
苦口利于病’吗？现在给你提两个
刺耳的意见，看你是否‘叶公好龙’？”

麦子灿恐怕没想到，他的信竟
顺利寄到习仲勋手中。10月18日，
习仲勋给他回信：“你的来信很好，
对我们各级政府班子特别是负责干

部目前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中存
在的问题，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
我表示诚恳接受，并决定将你的来
信转发各地，以便进一步把党内民
主空气发扬起来……”

随后，习仲勋在省革委会上自
曝来信，他说:“这封信写得好，还可
以写得重一点。下面干部敢讲话，
这是一种好风气，应当受到支持和
鼓励。不要怕听刺耳的话，写信的
同志相信我不会打击报复他，这是
对我们的信任。”

两天后，习仲勋又给全省县以
上党委和省直局以上负责人写了一
封公开信，将麦子灿来信和他的回
信一并转发，“请在党委中进行讨
论。”他说，“麦子灿同志对我的批
评，是对我们党内至今还严重存在
的不实事求是、脱离群众等坏作风
的有力针砭，应该使我们出一身冷
汗，清醒过来……”

摘自《北京日报》

习仲勋采纳诤言

在大英博物馆“二战”展厅里，
陈列着一张不太显眼的泛黄了的
中南美洲地图，游人很少在其面前
驻足观看。殊不知，这张平凡的地
图曾挽救过二战中英国和欧洲的
命运。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开始，希
特勒的铁甲战车将欧洲一个个小
国家碾得粉碎。号称欧洲一强的
法兰西共和国在希特勒的强大攻
势下节节败退，最后不得不在贡比
涅森林举起投降的白旗。

希特勒并没因占领了欧洲大
陆而停止战争，他把魔爪又伸向大
不列颠。他集中了 200 多架战斗
机、轰炸机，发动了“大不列颠空
战”，大批德军云集英吉利海峡，准
备实施横渡海峡的“海狮行动”计
划。在德国空军飞机和导弹的狂
轰滥炸下，英国航空工业中心考文
垂被夷为平地，首都伦敦等城市也
被炸成一片废墟。

丘吉尔首相有点沉不住气了，
大英帝国可能要在他这届首相手
中覆灭。

当时，能够帮助英国摆脱厄
运的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美国，

英国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请
求美国支援。但是，远在大西洋彼
岸观火的美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中尝到了“中立主义”的甜头，又
想在战争接近尾声时再出兵收拾
残局，坐收渔翁之利。1941 年 10
月，欧洲战火硝烟已燃烧了两年
多，罗斯福总统在华盛顿国会上提
出的援助英国的议案一再遭到“孤
立主义”情绪所笼罩的议员们的否
决。这使得一直想支援英国参与
战争的罗斯福总统也无计可施，作
为一名政治家、军事家的总统，他
深知贪得无厌的侵略者希特勒在
打败英国之后的下一个目标是什
么。

就在这时，心急如焚的丘吉
尔想出一条妙计，引诱举棋不定的
美国人出兵参战，以拯救英国乃至
整个欧洲。他秘密授意英国情报
部门，绘制了一幅中南美洲的地
图。但这幅地图是以德国政府名
义出版印刷的，地图中明确地将中
南美洲 14 个国家的疆界按照德国
的意图重新划定：阿根廷和巴西的
领土都扩大了，委内瑞拉、哥伦比
亚和巴拿马被合并成一个受德国

控制的“新西班牙”国家；
与美国利害攸关的巴拿马
运河乃至整个拉丁美洲都
被纳入纳粹德国的势力范
围；墨西哥成了德国的石油

输出基地。
英国情报部门将这幅严重损

害美国利益、威胁美国安全的地图
有意渗透到美国人手中。1941 年
末，正当美国人为是否出兵参战争
论不休时，罗斯福总统在 10 月 27
日庆祝美国海军节的午餐会上，亮
出了这幅地图，与会者哗然。当这
幅地图向民众一公开，一下就激怒
了美国人，参战情绪高涨，中立主
义再也占不了上风，全国上下群情
激奋，纷纷谴责希特勒的行径，要
求美国国会和政府放弃孤立主义
政策，援助英国，对德开战。

罗斯福总统借此东风，于 11
月初，力促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废除
了 1935 年通过的《中立法案》，决
定在北大西洋对德国潜艇进行公
开的战争行为，为英国的运输船队
护航。

直到上世纪 60 年代，人们才
发现这幅地图的秘密。为纪念它
的功劳，英国人把它珍藏在大英博
物馆中，以向后人昭示英国首相丘
吉尔的军事谋略的巧妙，以及美国
总统罗斯福政治手段的高明。

摘自《社区》

一幅秘密地图挽救英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