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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人在微博发私信给我，
是一位男生。

他说，“我家境不好， 所读大学
也很普通， 毕业后只找到一份月薪
三千的工作。 我深知自己的起点太
低，所以我一直拼命努力挣扎前行，
只是我很累很累。”

我回复他说，“努力不可弃，身
体亦要爱惜。”

没想到隔着手机屏幕， 他愤怒
了。“身体？！ 穷人哪有资格爱惜身
体！ 为什么你不能说几句激励我继
续拼命的话！ 我找你是为了喝鸡汤
打鸡血的！”

不知从何时起， 大众的心理出
现了畸形的迹象，一个人向你求助，
你若不激励他以命拼未来， 他就以
为你真的是在断他生路， 莫名其妙
的会恨上你，哪怕你是真心为他好。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你对于身
体的控制力， 就是你对生活的掌控
能力。也许你没有时间去健身房，也
没有足够的钱换取家庭医生的照
拂， 但你完全有能力在日出之前的
花园里跑上几圈， 或是远离无聊的
周末加班。告别以命拼未来，才是敬
畏本心的开始。因为只有敬畏自身，
才能敬畏这个世界。 ■文/菀彼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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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老树画画

端午日，当地妇女、小孩子，莫
不穿了新衣， 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
了个王字。 任何人家到了这天必可
以吃鱼吃肉。大约上午11点钟左右，
全茶峒人就吃了午饭。把饭吃过后，
在城里住家的，莫不倒锁了门，全家
出城到河边看划船。河街有熟人的，
可到河街吊脚楼门口边看， 不然就
站在税关门口与各个码头上看。河
中龙船以长潭某处作起点， 税关前
作终点，作比赛竞争。因为这一天军
官、税官以及当地有身份的人，莫不
在税关前看热闹。

划船的事各人在数天以前就早
有了准备，分组分帮，各自选出了
若干身体结实、 手脚伶俐的小伙
子，在潭中练习进退。船只的形式，
与平常木船大不相同，形体一律又
长又狭，两头高高翘起，船身绘着
朱红颜色长线，平常时节多搁在河
边干燥洞穴里，要用它时，拖下水
去。每只船可坐十二个到十八个桨

手，一个带头的，一个鼓手，一个锣
手。桨手每人持一支短桨，随了鼓
声缓促为节拍， 把船向前划去。坐
在船头上， 头上缠裹着红布包头，
手上拿两支小令旗， 左右挥动，指
挥船只的进退。擂鼓打锣的，多坐
在船只的中部，船一划动便即刻嘭
嘭铛铛把锣鼓很单纯地敲打起来，
为划桨水手调理下桨节拍。一船快
慢即不得不靠鼓声，故每当两船竞
赛到剧烈时，鼓声如雷鸣，加上两
岸人呐喊助威，便使人想起梁红玉
老鹳河时水战擂鼓的种种情形。

凡是把船划到前面一点的，必
可在税关前领赏，一匹红布，一块
小银牌，不拘缠挂到船上某一个人
头上去，都显出这一船合作努力的
光荣。好事的军人，当每次某一只船
胜利时， 必在水边放些表示胜利庆
祝的500响鞭炮。

■文/沈从文（中国著名作家，
湖南凤凰人）

经常看到朋友圈里家长给
小朋友拉票， 诸如学校活动评
比，幼儿朗诵比赛，班级厨艺比
拼等。

我曾经跟儿子一起观赏过
他们学校的画展，说实话，在一
群卓越而有天分的孩子面前，
我儿子的画毫无任何优势可
言。

我问他，除了你以外，还有
谁画得好？他会选出二三幅。我
和儿子一起欣赏他人的作品，
儿子会忍不住赞美别人画得如
此美丽， 然后感叹自己没有这
么高的水平。 我跟他说：“学会
欣赏、仰慕和赞美，也是美德。
拥有好的德行的人， 即使没有
什么特长也会被大家喜欢接
受。”

任何一次比赛， 其目的就
是选拔优秀。而且即使胜出了，
如果你不是乔丹， 你不是马友
友，你不是毕加索，你依旧只是
流星划过天空。 我们看过的比
赛多了， 我甚至记不住球星脸
与名字的对应， 但我却记住一
个伟大的画面， 一个骑手在一
路领先的情况下，车胎爆了，他
扛起他的自行车向前飞奔，身
后， 第二名默默慢行跟随，最
终，二人携手越过终点。这大约
是我见过最美的比赛画面。除
了更高更快更强， 我们还有终
极目标， 那就是发现人性的光
辉。金牌易得而一生知己难求。

教育， 不是每次都不会发
生错误， 教育是植入骨髓的高
贵，是危急时刻的镇定，是对社

会乃至人类的关怀。这些，不是
文凭或者技巧可以替代的。

我们把十二年基础教育，
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了术的
精深上，而忽略了道的广博。

我们是成年人， 相当一部
分是有成就有影响力的成年
人。 我们呈现在孩子眼里的样
子，就是这个世界现在的样子。
我们渴望公平美好正义， 却带
领孩子做着抄小道拼社会关系
走后门的事情， 你觉得他们会
实现我们渴望见到的美丽世界
吗？你让那些没有社会关系、凭
自己努力的孩子如何面对这残
酷的不留一点希望的社会？他
们会擦干眼泪， 相信这个社会
原本就是丛林，到处都是陷阱，
只要有机会，就不遗余力厚黑。

我们就这样一代一代远离
梦想。

我曾经跟一个母亲探讨过
这个话题。她说，可是，别的家
长都是这么做的。

我说，是的。但是我不做。
我不能改变别人影响他们的孩
子， 但我想让我的孩子成为有
格局有理想和信念的人。 我于
是就要为之努力。

不要让世俗拉低了孩子的
品格， 和而不群才是我们的方
向。

我们不能保证孩子未来伟
大，但通过正确的教导，至少让
他们远离渺小。

■文/六六（知名女作家，
代表作《王贵与安娜》、《双面
胶》、《蜗居》、《心术》）

教育是植入骨髓的高贵

最近有一个研究指出，会
打扮的女人平均薪水要比其他
人高20%。 他们找了14000多个
样本，比较她们的外形和收入，
分析她们的工种和个性， 最后
发现， 那些花心思打扮自己的
女人，收入普遍比较高。

穿得好和赚得多， 绝不只
是外形便利带来工作便利那么
简单。

首先，为了化好精致的妆，
她需要一大早开始洗头、 化妆、
穿衣、 选鞋子包包……至少得
比别人提前一个小时起床。你知
道这需要多强大的意志力嘛！

为了穿上美美的衣服，身
材不能走形吧。 所以每天的饮
食要节制，要勤健身。昨天看到
一个在时尚圈做到高管的朋友
发朋友圈：“最可怕的比你聪明
的人比你还勤奋”，我们纷纷在
下面留言说：“你在说自己吗？”
因为，这位美女高管，行程表里
各种工作和活动排得满满的，
她还每天健身跑步， 走路步数
经常都是朋友圈第一名。 这需
要多强大的自觉性啊!

职场确实也是以貌取人的
地方。 穿着廉价质量差的衣服
鞋子， 在职场上可能发出这样

的信息： 你对质量缺乏评判能
力或者你不求最佳， 而穿着品
质好的衣服发出的信息是：你
品位良好并追求高品质的生
活。 那些愿意每天精心打扮自
己的姑娘，大都兴致盎然，对什
么都充满兴趣。 我们的很多教
育都在让我们不要看重物质，
但如果一个人连物质都没什么
兴趣了， 那估计会觉得很多东
西都没什么意义。

前段时间接受一个杂志的
采访， 聊到消费观的话题。我
说， 其实很多明明有能力却不
舍得给自己买好的东西的人，
表面看起来是节俭或者朴素，
深层次的原因是觉得自己配不
起那么好的东西。 就像我们有
时咬咬牙买了一个很好的杯
子，怕它碎了，就干脆藏起来。
我们对待物品的态度其实很能
反映我们的内心。 鞋子又脏又
破还是继续穿穿吧， 内衣又旧
又黄还是先别换了……一旦这
样想， 就能坦然接受那些食之
无味弃之可惜的感情、 反正就
凑合着过的生活。

所以我一直都说， 爱美是
一种生产力，嗯，爱买也是。不
要笑啊。 ■文/黎贝卡

财视野

爱美是一种生产力

我们都习惯将现
在的高考比拟为古代
的科考， 其实科举要
比高考重要得多，高
考只是高校录取新生
的门槛而已， 科举却
是传统社会选拔贤能
之士治理国家的基本
政治制度。

宋 代 的 科 考 实
行两级试：发解试与
省试。发解试相当于
初试 ， 由各州郡主
持，考生通过发解试
获得参加省试的资
质 ； 省试相当于复
试， 由礼部主持，被
录取者便可从此步
入仕途。 至于殿试，
通常都不黜落，只排
定名次。

我们要介绍的主
要是进士科省试与殿
试的试题。 宋代省试
的科目虽然屡经变
革， 但有四个科目是
必考的：诗赋，经义，
论，策。殿试通常都是
试策。

从 答 题 形 式 上
看，试经义、试论、试
策都有点像今天的高
考作文， 都是以议论
文为主。 考试时，主
考官会在试场前面挂
出一块帘幕，“出示
题目于厅额，题中有
疑难处，听士人就帘
外上请，主文于帘中
详答之讫，则各就位
作文”。 一般考三场
或四场。

具体来说， 试经
义是出题者从儒家经
书中截取一句话，请
考生阐述其蕴含的义
理。

试论， 则类似于
命题作文， 通常是要
求考生评论经史记载
的某个典故或某一位
历史人物。

试策跟今天公务
员考试中的“申论”差
不多， 一般都是主考
官就时务提出具体问
题，让考生发表见解，
所以又称“策问”，考
生的回答则称“对策”。
对策通常是千字文，
但也有洋洋洒洒写了
上万言的对策。 由于
策与论都是议论文
体， 宋人又将两者并
称为“策论”。

■文/吴钩

仲夏大学毕业，开始混迹江湖。此去天大地大，正可一展宏图。

端午节，为每年农历五月初五。
据《荆楚岁时记》记载，因仲夏登高，
顺阳在上，五月是仲夏，它的第一个
午日正是登高顺阳好天气之日，故
五月初五亦称为“端阳节”。

端午节起源于中国， 最初为古
代百越地区（长江中下游及以南一
带） 崇拜龙图腾的部族举行图腾祭

祀的节日， 百越之地春秋之前有在
农历五月初五以龙舟竞渡形式举行
部落图腾祭祀的习俗。 后因战国时
期的楚国（今湖北）诗人屈原在该日
抱石跳汨罗江自尽， 统治者为树立
忠君爱国标签将端午作为纪念屈原
的节日；部分地区也有纪念伍子胥、
曹娥等说法。

名家忆端午

话佳节 端午节的由来

史钩沉

宋朝科举
都考什么题

瞎叨叨

请你对身体多些敬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