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悬梁刺股
悬梁是指东汉的孙敬,为了在三更半夜看书时不

打盹，就用一根绳子的一头绑着自己的头发，再将另
一头系在房梁上，只要一低头，头皮就会疼，人也就会
清醒起来；刺股是指战国时的苏秦，也是为了三更半
夜看书时不打盹，只要犯困就用锥子扎大腿，通过疼
让自己清醒。“悬梁刺股”表达的正是这种废寝忘食
刻苦学习的精神。

后续：孙敬最后成了大学问家，走了学者路线。
苏秦的人生则要精彩得多。 学成后的他游历各国，多
年后身佩除秦国外的六国相印，积极组织六国合纵抗
秦。最后，被齐国的政敌派人刺杀。但他在临死前，以
自己的肉身作赌注让齐王将自己五马分尸，并昭告天
下自己是燕国间谍，以悬赏名义引诱凶手出来。 计划
最终被齐王完美施行，可惜这是一个谍中谍的故事。
目前越来越多证据表明，苏秦真的就是燕国间谍，他
的目的只为消耗齐国国力。

佚名

说文

这些成语故事
你一定猜不到结局

（三）

寒冬时节，总盼望着赶快下场
大雪，欣赏雪中美景。 久盼而不来，
便从古诗中寻找雪的踪迹。 想起隋
代诗人卢思道的“白雪初下天山
外，浮云直上五原间”和唐代诗人
李白的“五月天山雪， 无花只有
寒”，顿觉在古代文人墨客的心中，
巍巍天山与生俱来就与雪关系密
切，天山就是雪的故乡。

“天山”缘何作为冬“雪”源头
和固定的意象进入文人墨客的语
汇？ 作为世界七大山系之一天山，
常年积雪，又称“白山”“雪山”“阴
山”等，“雪”源头之说也许就源于
此。 而文学上的“天山雪”则更多地
被赋予气节、忠诚和威武不屈的精
神等， 源于汉朝苏武的故事。《汉
书·苏武传》有成语“卧雪吞毡”，描
述汉武帝天汉元年（公元前 100
年）， 以中郎将身份出使匈奴的苏
武被匈奴单于幽禁后誓死不降，时
逢天降大雪，苏武以积雪与毡毛充
饥，数日不死。 匈奴以为神异，就将
他放逐到北海（今俄罗斯贝加尔
湖） 荒无人烟之处牧羊，19 年后始
得全节归汉。 苏武的民族气节和爱
国精神经班固《汉书》传扬，成了中
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
说，是“雪”成就了苏武的民族气
节。

被誉为最佳咏雪金句的“忽如

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就
出自于唐边寨诗人岑参的《白雪歌
送武判官归京》。“北风卷地白草
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忽如一夜春
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轮台东
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 山回
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给
世人描摹了一幅壮美的天山雪景
图， 一夜间裹挟着急骤的大雪，在
天地间塑造出了千树万树琼枝瑶
花的繁荣与壮丽。

自古就有文人墨客咏诗赞美
“天山雪”，譬如晋代山水诗人谢朓
的“飞雪天山来，飘聚绳棂外”，“初
唐四杰”之一骆宾王的“忽上天山
路，依然想物华。 云疑上苑叶，雪似
御沟花”等，但在岑参之前，诗人们
咏颂的“天山雪”总给人一种朦胧
模糊的感觉，是身临其境的军旅诗
人岑参赋予了天山雪以生气和灵
性，帮我们揭开了天山雪的神秘面
纱。

后来， 人们又赋予雪新内
涵———祥瑞，东汉经学家刘熙《释
名》谓：“雪，绥也。 水遇寒气而凝，
绥绥然也。 ”“绥”是会意字，从系、
从妥，“糸” 与丝织品、 绳索有关；

“妥”表妥当、平安。 合起来表示有
了这绳索，人就稳妥了。 由此可见，

“天山雪”还带给人们祥和、平安等
希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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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考上武状元有多难
□ 李开周

在清朝，考武状元的程序与考文状元
差不多，同样要通过县试、府试、乡试、会
试和殿试，才有机会成为武状元。

武生的科考历程
清朝重文轻武，武秀才考试比文秀才

考试要晚，学政考完文秀才，定出名次，贴
出榜单，才会考武秀才。考武秀才，先考外
场，再考内场。 外场考武艺，分为马射、步
射和刀石三项。 马射即马上射箭，步射即
平地射箭，刀石就是耍大刀和提石锁。 三
个科目全部及格，可以参加内场考试。 内
场即笔试,与文秀才们考诗赋、对策、八股
文不同,武生们只需要默写一遍《武经》，
默写要全对，字迹要规范。 内外两场全部
通过，即成武秀才。

武秀才参加乡试的考试制度比院试
更严，但基本规则是一样的，内外场所有
科目全过，考官们还要排定名次，根据朝
廷分给本省的武举指标，将排名靠后的考
生淘汰掉，剩下的考生就是武举人。

乡试完了是会试。 会试主考官一般由
兵部侍郎担任。会试过后，还有复试，所有
通过初试的考生,都要复试马射、步射和
刀石。如果通过了初试，没通过复试，一样
要被淘汰掉。 过了复试，紧接着是殿试,此
时皇帝会亲自到场观看。武科殿试一般不

会再淘汰考生， 只是为了给考生排定名
次。

清朝总共举行过 100 多次武进士考
试，取中的武进士总共只有 9000 多名，平
均每次取中不到 100名。

不考实战考力气
传说中的武状元，都要武功超群,十八

般武艺样样精通。 实际上，清廷对武状元
的要求很低:第一,会骑马；第二，会射箭；
第三，力气要大；第四，有基本的背诵和书
写能力。 至于会不会武术套路，有没有实
战能力，并不做具体要求。 外场考试永远
都是一个个考生单独演练，从来不让他们
两两搏斗。

但即使不考实战，普通人也考不上武
状元，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力气。

以乾隆年间的武科会试为例，考生射
箭，可以选八力、十力和十二力的弓。“力”
将近 10 斤，八力即 80 斤，十力即 100 斤。
考生搭弓射箭之前，先要拉满三次。 如果
你选的是十力弓，前两次拉满，第三次没
拉满，立即淘汰。

如果三次拉满， 可以参加马射和步
射。 步射则需要站在距离箭靶 50 步开外
的地方，连射六次，中靶两次以上算及格。

清代考生要用大关刀， 有 80 斤、100

斤、120斤三种。选一把大刀，完成“雪花盖
顶”“前后刀花”等几个动作，可以及格。

石锁项目更不用说，对体力的要求更
高，300 斤重的大石锁，先提到胸口，再左
右翻转，一般人恐怕很难做到。

武状元得从基层做起
清朝选官制度还是比较苛刻的，不管

文状元还是武状元都要从基层做起。
朝廷通常会给武状元实习生“二等侍

卫”的头衔，但不能马上去给皇帝当保镖，
还要经过两三年的实习期，实习期间需要
参加军事训练，学习基本的军事知识和带
兵常识。

御前侍卫必须懂得格斗，所以武状元
们在实习期间还要学习格斗术。 顺治十二
年(1655 年)，清廷规定新科武进士(包括武
状元)要跟随侍卫学习格斗。 顺治十七年
(1660 年)，号称“满洲第勇士”的权臣鳌拜
担任武进士总教习，亲自教导他们骑射功
夫和行军布阵。

学习期满，要参加考试，假如成绩不
合格, 只能卷铺盖回家候补。 成绩合格
的，可以当上真正的侍卫，或者被分配到
军营里当千总、游击等官职。此后如有战
功，慢慢可以升迁到参将、副将、总兵、提
督。

今年以来，锦鲤形象在各大网络社交
媒体频频现身，一跃成人们许愿求福的吉
祥物。 “转发锦鲤”也一度成为不少商家的
促销手段。 那么，人们为什么把锦鲤看成
幸运的象征呢？

鲤鱼到底有多贵重
早在 8000 年前的后李文化,鲤鱼就已

进入先民食谱， 在安阳殷墟小屯遗址中，
就曾出土鲤鱼骨头。 先秦时，鲤是公认的
珍馐佳肴，《诗经》云“岂其食鱼，必河之

鲤？ ”意思是，为什么非得吃河里最好吃的鲤鱼？ 可
见鲤鱼在先民心中的地位之高。当时还流行送礼就
送鲤。鲤鱼到底有多贵重？据《太平御览》《史记》载：
孔子的儿子出生时，鲁昭公赐以鲤鱼，因此孔子将
儿子取名“鲤”，字“伯鱼”，孔子儿子的住处被称“鲤
庭”。 鲤鱼如此贵重,商贾的开山祖师范蠡，自然不
会放过大好商机，他在齐国搞起鲤鱼养殖，还写了
一本《养鱼经》， 专门传授养殖秘诀：“池中九洲八
谷,谷上立水二尺又谷中立水六尺，所以养鲤者。 ”

唯一一次被黑是咋回事
汉代鲤鱼有了自己的传说，传说有仙人名曰琴

高，出行坐骑一条赤红的大鲤鱼，这为鲤鱼日后成
为祥瑞象征打下基础。 从古至今，鲤鱼作为中华田
园鱼,一直很红很流行，几乎从未被黑过，唯一一次
被黑,居然因为鱼鳞。 据《晋书》记载，西晋太康年
间，写《搜神记》的干宝，见到两条鲤鱼摔在兵器武
库屋上,就神叨叨地表示，这鱼满身鳞片，像甲胄一
样，我朝日后必定要起兵祸啊。 日后果然有贾南风
乱政、八王之乱，于是史书强行盖棺，称之为“鱼
孽”。

宋以后以鲤鱼为祥瑞
不过没关系，唐朝给鲤鱼正名，并多次下令禁

止民间采捕鲤鱼。 因“鲤”与国姓“李”谐音，李唐皇
室为避讳，规定捕到鲤鱼要马上放回，敢买卖的人
要杖责六十。而且汉、唐两代，地方官到任必须出示
左鱼，与原留任所藏右鱼相合作为凭证。 而装“鱼
符”的袋子，宋代名为“鱼袋”，并绣有鲤鱼形状，三
品官以上用金为饰，五品官以上用银为饰。 宋代废
除“鱼符相合”制度，官服上仍保留“鱼袋”并系在身
后。

女真人渔猎起家，对鲤鱼感情深厚，于是金朝
也以鲤鱼为祥瑞，流行双鲤鱼纹铜镜；宋代人则喜
欢把鲤鱼画在碗底、盘底、砚里；到元明清，鲤鱼已
成为普通性吉祥物；19 世纪初，日本新潟县开始人
工培育花色不一样的鲤，开启了好看不好吃的锦鲤
之路。

纯属瑶言

世上已无“私奔”
□ 姚瑶

时常觉得，在现实
语境下，有些词真的已
经不适用，比如私奔。

首先是地点，一个
地方要适合私奔，至少
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
要风景秀美。 在山川秀
丽的地方才有心思谈
情说爱。 第二要人迹罕

至。虽说大隐隐于市，但私奔的情侣若堂而皇
之地出现于闹市，总觉得与词义有悖。

如此挑选下来，合格的地方就寥寥可数。
如今各地争当旅游城市， 风景秀美之地大多
已被相中，开发成旅游景点，哪里还有人迹罕
见之说。 就算随便找一座荒山，居住一世，也
保不齐会有媒体到访， 感动全国的重庆爱情
天梯的两位老人不就是这样被大家熟知的
吗？

其次是环境。回想关于私奔的经典故事，
背景十有八九被设置在乱世。为什么？因为乱
世出真情，在动荡的环境里，人们没有时间来
权衡利弊，也没有周边人等可供对比，匆忙中
瞥见爱情的身影，慌乱抓住一双手，从此不与
他分离，这就是爱情最开始的样子———盲目、
勇敢、坚韧。 然而当下，“宁可在宝马车里哭，
不愿在自行车上笑”的婚恋观深入人心，爱情
的支撑点似乎只有“房、车”二字。《文艺报》资
深编辑熊元义到某大学讲学时， 就遭遇到一
些女大学生反问：“喜儿为什么不能嫁给黄世
仁？ ”她们甚至认为白毛女愚蠢，不懂得抓住
机会，改变自己的人生。 是非不重要，爱恨也
不重要，金钱才要紧，哪有功夫跟你私奔？

103 年前， 一个叫陈渠珍的湖南人带着
随从从西藏走回汉地，藏女西原生死相随。环
境的艰苦让文明的法则荡然无存， 饿极了的
汉兵要杀藏兵果腹， 相对健壮的人要啃食同
袍。陈渠珍几次透支到衰竭，是西原持枪护卫
左右，护犊一样地看着他，省下口粮给他吃，
还假装自己已经吃过。

多年以后，陈渠珍成为湘西王，写《艽野
尘梦》，西原死后发生的事情，无论是东山再
起的传奇，抑或种种丰功伟业，都只字未提。
全书最后一句话是：余述至此，肝肠寸断矣。

这样传奇的爱情， 今人是否还会为之感
动？ 只怕你才提起私奔， 对方已经皱起了眉
头：“开什么玩笑， 明天一早我还得上班打卡
呢。 ”

趣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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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诗人咏雪缘何爱天山？
□ 赵柒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