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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古代语文试卷，你能及格吗
□ 佚名

角度

趣谈

古时候的人
不仅“生活慢”，而

且说话还很含蓄， 含蓄到什
么地步呢？ 即便是遇到再激

动的情绪，他们也不会明说。我们读了那么多
古诗， 其实很多人都错误地理解了其中的意
思。 不信？ 做完这几道题，你就服了。

1、当一个古代女子向男子表白时，她会
怎么说？

A、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
撷，此物最相思。

B、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 江南无所
有，聊赠一枝春。

C、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D、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
正确答案：D
“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出

自晏殊的《玉楼春·春恨》，写的是思妇闺怨之
情。 A 王维的《相思》和 B 陆凯的《赠范晔》都
是写给好友的，C 苏轼的 《饮湖上初晴后雨》
是写风景的。

2、异地恋时，下面哪句诗能正确表达思
念之情？

A、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B、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C、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D、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正确答案：A
这是欧阳修的《蝶恋花》，欧阳修模仿女

子口吻写的伤春思春之作，翻译过来就是：我
很难过，连花都不理我。

3、考研终于考上了，你会选择下面哪一
句诗形容激动的心情？

A、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B、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C、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D、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正确答案：B
在春花烂漫的长安道上策马奔驰， 今天

马蹄格外轻盈， 不知不觉中早已把长安的繁
荣花朵看完了。 这是孟郊 46 岁时写的，当时
他刚看完“高考”榜单，发现自己居然中了，瞬
间高兴坏了，于是就有了这两句诗。

4、“接天莲叶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
这句诗表达什么意思？

A、荷花荷叶很漂亮。

B、风景这
么美，你却要走
了。

C、等到秋
天，这里又是一
片大丰收。

D、看到这
么美的风景，我的心情也变得很好。

正确答案：A、B
这是杨万里的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没看到题目根本猜不到诗句的意思吧？
5、关于“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这几句诗，下面说法正确的是？
A、这是爱情。
B、这是战友情。
C、这是同性之间的感情。
D、这是异性之间的感情。
正确答案：B、C
出自《诗经·邶风·击鼓》，这几句写的是

一个征战在外不能归的士兵与战友（两人都
是男的） 之间的深厚友情。 他们执手共赴战
场， 无畏死亡。 现代人却用来形容爱情的永
恒。

你好，拖延症
□ 姚瑶

纯属瑶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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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高考最为熟悉的印象就是全国
统一高考。 民国时期，也曾实行过全国统一
大学入学考试，也分文理科，只不过实施全
国统考的时间不长，只有 1937 年至 1941 年
四年左右的时间。当时民国的教育部设有全
国统一招生委员会， 负责制定招生简章、命
题阅卷及录取标准、制定及颁布试题、复核
成绩以及分配录取学生等工作。

跨越千里参加入学考试
1937 年，为了适应全面抗日的需要，国

民政府教育部要求提高大学普及程度，国立
中央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
立浙江大学、国立武汉大学五所当时中国顶
尖的学府进行全国统一招生考试，简称“五
大名校联考”。

当时的全国统考，考生仍须和清朝时一
样届时赶考， 因为并非每个县都设有考点。
当时全国仅设武昌、长沙、吉安、广州、桂林、
贵阳、昆明等十二个招生区（沦陷区除外）。
对于偏远地区的考生来说，跨越千里参加一
场关乎前途命运的招生考试，实属不易。

统考定于每年 9月 1日至 4日举行。笔
试分文法商师范、工科、医农 3组。考试科目
为公民、国文、英文、史地、数学 5 门，另任选
物理、化学、生物 1门。

教会学校学费昂贵 师范院校免收学费
民国时期有三类高校，公立大学（国立、

省立）、教会大学、私立大学。 各个学校的学

费收取标准不一，私立学校学费 100 块大洋
起步，高的达到 200 块大洋；教会学校学费
200 块大洋起步；公立学校学费是几十块大
洋。 即便如此，公立大学的学费与当时人们
的收入相比，也是比较昂贵的。

民国时期， 有的师范学校不仅免收学
费，还给予师范生经济补助，有的还提供免
费住宿。 因此，师范学校成为很多学生的首
选。 著名报人徐铸成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
刘和珍、许广平都曾就读于北平女子高等师
范学校。

破格录取的偏科大师们
民国大学录取时， 考试成绩是重要标

准，但有时也会根据学生的素质、才能破格
录取。

早年闻一多报考清华， 其他科目平平，
作文特别优异，被主考老师赏识，破格录取。
后来闻一多“投桃报李”，在 1930 年，他也破
格录取了一位学生：臧克家。

当年 26 岁的青年诗人臧克家报考国
立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兼
国文系主任闻一多出了两个作文题： 一是
《你为什么投考青岛大学？ 》，二是《生活杂
感》，两题任选。臧克家两题都做了，他写的
《生活杂感》只有三句话：“人生永远追逐着
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
边的苦海！ ”这短小精悍的三句话，富有哲
思，打动了闻一多，他破例给了 98 分的高

分。 虽然在这次招考中，臧克家数学考试吃
了“鸭蛋”，还是被青岛大学文学院破格录
取了。

考试题目千奇百怪
早前，在湖南怀化芷江侗族自治县档案

馆发现了一套民国二十二年（1933 年）国立
清华大学入学考试卷。 大致内容有：

本国历史地理，中国最大之米市在 ；
最大之渔场在 ； 陶业最盛之地在 ；
产大豆最多之地为 ；产石油最富之地为

；贸易额最多之商埠为 。
世界历史地理， 欧战的结果 国破

裂， 国 国疆土削减， 、 、
等同新兴。
国文作文题， 就下列 5 题中择一，“苦

热”“晓行”“灯”“路”“夜”，文言白话均可。
1932 年，18 岁的周祖谟报考北京大学

中文系和清华大学英语系，均被录取。 报考
北京大学时， 国文试题之一为翻译杜甫的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据说题目是文学院院
长胡适出的。报考清华时，试卷之一是“对对
子”，题目为：上联“孙行者”，要求对下联，他
以“胡适之”为对。 这个题目是陈寅恪所出，
标准答案是“祖冲之”，但是陈寅恪对“胡适
之”的答卷也颇为赞许。

北大、 清华两所学校都录取了周祖谟，
因清华学费每年费用较高， 周家家境清贫，
无力供给，最后周祖谟选择了北大中文系。

民国时期的高考
□ 大阳

翻看从前的
日记本，我才发现
自己曾是一个重
度拖延症患者。 说
起来惭愧，在整个
青春期与惰性的
残酷斗争里，我那
薄弱的意志力常
常败下阵来。

月考临近，本该做题，可电视剧主题
曲一响起，我的心思就飘到了远方，在纠
结中看完了电视，日记本里便有了“坚决
改正”的字样；有段时间喜欢上网，一打游
戏便忘记了时间， 把正经事抛到了脑后，
于是日记本里又多了许多句“克制”“静
心”。

为了摆脱拖延症， 我尝试了许多方
法，到现在终于小有心得。 严于律己的那
一套不适合经不起诱惑的我，那么就用适
合懒人的办法。

比如，我讨厌早起，每天总是要赖床
好一阵才能清醒。于是我就和自己玩了个
游戏，试着记录自己的梦境。 因为那些神
奇诡谲的梦境情节稍一耽误就容易忘记，
必须马上记录下来，所以连带着起床也变
得容易了许多。 就这样过了一个月，竟积
攒了不少不错的素材。

再比如前段时间，我在学日语。 为了
让背单词不再枯燥， 每背 100 个单词，我
便奖励自己一个《海贼王》的周边产品。我
了解自己是个需要奖品才会乖乖做事的
懒人，便创造条件让自己自制，让诱惑变
成一种动力。既然欲望清单上还有那么多
想要领回家的宝贝，那就得拼命地完成任
务才行。

改变拖延症，最重要的是摆正自己的
心态。这个世界固然有许多拥有钢铁般强
大意志的人，可如果你不是，也千万别急
着否定自己。自制自律并非都要像苦行僧
一样苛刻自己，让自己保持一种从容的心
态，以愉快的方式接近目标。

拖延症并非这个时代独有，连著名的
画家达·芬奇和大文豪雨果都曾陷入这个
泥沼之中。 所以轻松些吧，在下一次拖延
症来临时，和自己做个游戏，给自己一些
奖励，用娱乐的方法进行，说不定效果不
错。

形容一个人呆头呆脑、 痴傻发愣的
样子，人们往往会用“呆若木鸡”这个贬
义词。 然而，“呆若木鸡”最初的含义和现
在的用法没有丝毫关系， 反倒是一个褒
义词。

“呆若木鸡”出自《庄子·达生篇》。 据
记载，周宣王爱好斗鸡，一个叫纪渻子的
人就专门为周宣王训练斗鸡。 周宣王三
次遣人去问纪渻子斗鸡有没有训练好，
纪渻子都说没有。 直到第四次，纪渻子终
于说差不多了， 这只鸡已经有些呆头呆
脑、不动声色，看上去就像木头鸡一样，

说明它已经进入完美的精神境界。 周宣
王就把这只鸡放进斗鸡场。 别的鸡一看
到这只“呆若木鸡”的斗鸡，掉头就逃。

“呆若木鸡”不是真呆，只是看着呆，
实际上却有很强的战斗力， 貌似木头的
斗鸡根本不必出击， 就令其它的斗鸡望
风而逃。 可见，斗鸡的最高境界是“呆若
木鸡”。

庄子这则寓言很有趣， 同时也表达
了深刻的哲理， 让人不由得想到古人所
说的“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勇若怯”
等。

“呆若木鸡”原是形容境界高
□ 善宏

张佩纶同治九年中举， 一年后
中进士， 下笔千言， 慷慨好论天下
事。他是张之洞那波清流党的主将，
年轻气盛。

1880 年， 法国开始侵占安南。
三年后，清朝派军队入安南，想捍
卫自己宗主国的地位。李鸿章当时
正组织中国海军建设和海防计划，
懂国际法，建议朝廷与法国谈判。

张佩纶看不惯李鸿章如此畏
缩。于是，“法国奸计妇孺皆知，唯李
中堂一无所知”，又，“李中堂为法人
所愚弄， 朝廷又为李中堂所愚弄”。
有人认为张佩纶率先认定李鸿章是
秦桧的。

李鸿章去谈判，1884 年基本确
定了：中国军队撤出越南，法国人自
己与越南签订合约， 法国允诺不侵
犯中国，不要求赔款，而且绝不使用
有损中国威望的字眼———然而张佩
纶们愤怒了，47 封奏疏大骂李鸿章
卖国。

于是本来打不起来的战争开始
了。张佩纶被派到福建，会办福建海

防。 23 岁的天才詹天佑提醒他，要提防马尾港
的法军战舰。张佩纶才不管，云集自家十一艘战
舰扎堆，船长们跟他说这不好，张佩纶生气了：
一帮兵油子，欺负我不懂行是吧？ 我骂！ 把船长
们骂跑了。

法国人下了战书， 大家又请张佩纶准备交
战，张佩纶生气又把大家骂跑了。终于法国舰队
开火过来了，一小时内，十一艘中国军舰全溃。

张佩纶呢？ 一路逃到彭田乡。
接下来才是张佩纶一生最好玩的瞬间。 手

边有了纸笔，张佩纶当然得发挥他的才华。全军
大溃，怎么办呢？写封奏章吧。他文笔好，奏章写
得华丽，朝廷一看，好，看来赢了！ 赶紧发犒劳，
还下令以后张佩纶兼船政！

后来，朝廷听说了真相，气坏了。张佩纶倒
了霉，戍边去吧。

四年后，张佩纶回京，意外得了好运：李鸿
章不计旧恶，拉他当了自己的幕僚，还把 22 岁
的女儿嫁给了 40岁的张佩纶。李鸿章嫁给张佩
纶的女儿，叫李菊藕，李菊藕后来生了个儿子张
志沂，张志沂有个女儿，叫张爱玲。

一
个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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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笔，

可
以
好
成
什
么
样

□

张
佳
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