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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清·林则徐《赠名医何书田其伟联》。清·梁恭辰辑《楹联四话》卷一称：
“青浦何书田茂才其伟，居北簳山（今作“北干山”，位于上海市青浦区）下，工诗，
家世能医，书田亦精其业，名满大江南北。侯官林文忠公抚吴时，得软脚病，何治
之获痊，赠此联。”《清十大名家对联集》亦选入此联。

医生是人们健康的保护神。人们要健康与长寿，除了有良好的生活方式与
卫养得宜以外，富有仁心、医术精湛的医生的必要疗治与护卫，也是十分重要的
条件。因此，“杏林春暖”“橘井情深”的佳话历来传诵不绝。上联，巧妙地运用了

“菊井活人”的传说。“菊井”当作橘井。晋·葛洪《神仙传·苏仙公》云：“苏仙公（苏
耽），汉，桂阳人，以仁孝闻。文帝时得道，将仙去，告母曰：明年天下疾疫，庭中井
水，檐边橘树，可以代养。井水一升，橘叶一枚，可疗一人。遂升云汉而去。至期
果疫。母如言疗之，皆愈。”后因以“橘井”为良药之典。一说“菊井”即菊水，在今
河南省内乡县。传说饮其水可长寿。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湍水》：“湍水之南，
菊水注之。水出西北石涧山芳菊溪。源旁悉生菊草，潭涧滋液，极成甘美。云此
谷之水土，餐挹长年。”这些传说虽不足信，但它记述的是医家心系患者，对病人
的一片真情。“活人”，这里指为人治病。明·刘基《题医者王养蒙诗卷后》：“活人
以为功者，医之道也。”“寿客”指菊花，清·俞樾《茶香室三钞·寒菊》：“然菊为寿
客，自是耐久。”因为林公及其郑夫人都曾接受过何氏的疗治，并取得好的疗效，
所以用“菊井活人”之典赞扬其医术，表达感激之情。

下联则进一步肯定名医何书田的儒学功底。林公《赠书田大兄联》云：读史
有怀经世略，检方常著活人书。

在历史上，可以说“天下名医儒占多”。名医何书田即是如此，他不仅工诗，
著医书，活人济世，而且因“医道通治道”，懂得经世之韬略。

菊井活人真寿客 簳山编辑老诗家
●熊经浴

箴 言

现在我们晚上可以在家里看电视、打
游戏、玩手机，还可以去外面灯红酒绿，上
KTV、酒吧，看电影、逛夜市……但你有没
有想过古人从前是怎样过夜生活的呢？
让我们从这些古诗词和字画中来看看古
人的夜生活吧！

生活娱乐项目之睡觉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
声，花落知多少。

生活娱乐项目之找人下棋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生活娱乐项目之会友

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生活娱乐项目之叹气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生活娱乐项目之洗衣服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生活娱乐项目之想媳妇

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
栖复惊。相亲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
为情；

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长相思
兮长相忆，短相思兮无穷极，早知如此绊
人心，

何如当初莫相识。
生活娱乐项目之织布

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
君即为府吏，守节情不移。
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
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

从字画中看古人没有手机的慢生活
●时 化

近年来，随着国内藏家与机构愈来
愈多地进入国际拍卖市场，国内买家对
艺术品的投资由早期的冲动逐渐趋于
冷静，价格也一步步走向理性。今年春
拍市场上，佳士得拍品“皿方罍”的
回归与苏富比拍品“鸮首提梁壶”的意
外流拍，极其富有戏剧性。对成交情况
的观察，无疑是藏家判断市场走向的重
要参考。

纵观刚刚结束的纽约苏富比春拍，
虽然高古瓷所占比例不高，但有着非常

精彩的成交结果。四件唐代三彩成交
三件，唐三彩钱柜更是拍出了329000
美金。

另一件拍品，资料显示是拍主于
1980年初购于香港的唐代三彩印花盘，
口径 25.4cm,估价 15000—20000 美
金，成交价 27500美金。该盘造型规
整，盘内模印宝相花，施黄、蓝、白三色
釉，盘心三支钉，并用补色遮盖支钉痕。

宝相花为我国传统装饰纹样，多为
佛教题材。盛行于隋唐时期。此盘图
案以填黄、蓝彩釉而成，使图案更具层
次感，色彩对比强烈，极富装饰性。该
盘由于采用了素烧工艺，胎体致密，色
调清新淡雅。唐三彩的蓝釉在唐代首
次出现，唐三彩器上挂蓝，往往被称为
极品。藏界有“三彩挂蓝，价值连城”的
说法。此三彩盘品相一流，较为少见，
堪称唐三彩器中的精品。

唐代三彩器是中国陶瓷史上独特
的品种。无论造型工艺，还是釉色装
饰，都体现出大唐文化的雄浑博大，闪
烁着盛唐时期的艺术风韵，我们在这次
拍卖的拍品中也可略窥一二。

挂蓝的三彩洗赏析：宝相花之美
●老 妖

“月到中秋分外明”，每年农历八月
十五日，是传统的中秋佳节。中秋节起
源于远古，形成于汉唐，伴随着美丽的神
话传说和千古流传的诗句，相沿至今，也
成为邮票上表现的主题。

2002年9月21日，为庆贺“天上人
间共团圆”的中秋节，中国邮政发行了主
题为《中秋节》特种邮票一套3枚。

这套邮票用传统的民间木版年画的
艺术形式和独具韵味的单纯浅色印刷，

简洁明快地体现了中秋节月光融融、欢
乐吉祥的气氛，方寸之间反映了人们的
共同意愿。中秋节的主要活动都围绕

“月”进行，因此3枚邮票图案中都绘有
一轮明月。第一枚为《团圆》，图案为全
家团圆品尝月饼的热闹场面，表达了人
们对家人团聚的期盼；第二枚为《赏月》，
表现一家三口中秋赏月的情景。将清香
的菊花，满堂的瓜果和仰望明月的人们
融为一体，表达了人们对丰收的祝贺，对
风调雨顺的祈望，对亲人的祝福；第三枚
《月为媒》，以月光下小溪旁一对互赠香
囊的情侣，构成一幅情意绵绵的爱情画
面。同时发行小版张，含全套邮票3套
共9枚，边纸为祥云图。

2007年8月30日，中国邮政发行一
枚《中秋祝福》专用普通邮资信封，这也
是我国发行的唯一一枚以月亮为主图的
邮资票品；2013年8月15日，中国邮政
还发行一枚《团圆》个性化服务专用邮
票，附票图案为嫦娥奔月。

我国港澳台三地邮政也都发行过有

关中秋节的邮票，设计元素当然也少不
了中秋圆月。最早与中秋节有关的邮
票，是台湾于1966年9月29日发行的
《民俗邮票》中的第三枚，以中国传统
绘画的形式，展现嫦娥奔月。1975年7
月31日，香港发行《香港节日》邮票
一套3枚，其中“中秋节”一枚用七巧
板拼成了一幅花灯明月图，描绘出亮丽
圆月下的金鱼灯，展现出人们手提灯
彩、欢度中秋的热闹景象，这在所有中
秋节邮票中也是画面最独特的。1994
年6月8日香港发行的《中国的传统节
日》邮票，其中第4枚“中秋节”主图
为“嫦娥奔月”，这也是香港迄今唯一以
年画形式设计的邮票。1981年10月1
日，澳门发行《中秋节》邮票一套4枚，这
是第一套真正为中秋节而推出的邮票，
也是枚数最多的一套中秋节邮票。每枚
邮票的主图以宋体“秋”字为主图，分别
配以嫦娥奔月灯、葫芦灯、八角灯、狮子
灯，描绘出张挂灯彩、欢度中秋节的热闹
画面。

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邮票上的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中秋
■

■

科举，是中国历史上独有的一种人才选拔制度。科
举制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俗乃至民族性格
的深刻广泛影响，很少有一种制度能够和它相比。比如，
深深渗透到中国人思想和血液中的状元文化就是一例。

现代高考制度和过去的科举制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文化的血脉是无法割断的，延续过1300多年之久的
科举文化对中国人思想的潜移默化影响，无论是积极还
是消极，我们都无法回避。

“状元”一词始于唐代
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自隋唐开始施行，直到清末

废止，其间除了蒙元初期的几十年停止了一段，无论是历
时长久的统一王朝，还是不断更迭的五代十国；无论是汉
族人建立的帝国，还是少数民族政权，一直沿用了1300
多年之久。

中国古代选拔人才，秦以前的商周时代主要是贵族
世袭制。战国时诸侯纷争，得人才者昌，出现过下级士族
及庶民大量登上政治舞台的现象。两汉时代主要行“察举
制”，就是定期由郡国长官听取“乡举里选”的意见，考察
辖区内的人才，荐举给中央去做官。魏晋南北朝时，察举
演化成为“九品中正制”，察举大权完全掌握在各地的豪
门世族手中，以致弊端丛生，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
世族”这种非常有害于人才发展的局面。

隋统一中国后，废除了地方豪族把持察举的特权，
“九品中正制”渐废，开始试验由中央设科目，地方举人
才，经考试后入仕的作法，这就是科举制度的开端。又因
为隋炀帝喜文学，他始设的“进士科”后来成了科举考试
中最重要的一科。

唐代“选士多因隋制”，初期科目之名繁多，据清代学
者顾炎武《日知录》统计，“见于史者凡50余科”，是名副
其实的“设科取士”、“分科举人”。武则天以后，每年常规
考选的科目，只有“进士”和“明经”两科了。宋代王安石变
法后，只留下了进士一科，元、明、清相沿不变。

“状元”一词始于唐代。凡举人进京会试，须先到礼部
投状报到，故时人称进士第一名为状元，又称状头。唐高
祖武德五年(622)朝廷开办贡举，考取进士四人，第一名
是孙伏伽，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状元。

唐代的状元还不像后世那样受人艳羡。唐代状元并
不为史书所特别记录，两《唐书》里有传的状元，如王维、
柳公权、李固言，只称“中进士第”，并不强调其状元头衔。
而且，唐代考中状元也和其他进士一样，只有再通过吏部
试才能入仕做官。

唐代状元没有高出一般进士之上的特殊荣耀，这和

当时的考试与录取方式等很有关系。状元既不是像宋代
那样由皇帝经殿试“钦点”，也不是全凭考场上的答卷定
名次，通常是由考官决定。而考官受人请托和接受推荐，
取谁为状元都属正常现象。

“关节状元”受尽嘲讽
唐代科举，考试和录取透明度都很大，所谓通关节，

是指在考前就和主考官约定，用不着在考场内、答卷上或
在阅卷时作弊，虽不正大光明，却也不违法。

明正德六年，四川新都人杨慎考中状元，他父亲杨廷
和是当时的内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杨慎是现任宰相之
子中状元的第一例。虽也曾引起一些窃窃私语，如有人说，
殿试首席读卷官、内阁首辅李东阳先把策题告诉了杨慎，
杨慎才“所对独详”，但杨慎的学识渊博，才思敏捷，素为朝
野所公认，所以即使到嘉靖初年杨慎父子以“议大礼”而获
罪，政敌们也并不纠缠此事。后来杨慎最终成为明代成就
最为突出的大学者，就更堵死了所有非议者的口。

但是明万历初年，宰相张居正的儿子张懋修中了状元，
引起的议论可就纷繁复杂，导致的后果更是非常严重的了。

张居正是明代最有权势的宰相，称得上是中国历史
上第一流的大政治家。然而功高震主的张居正，在皇权至
上的时代结局必定是悲剧。万历十年，张居正病死，不久
明神宗就削夺他的一切封赠，随即抄家。

万历四年(1576)乡试，张居正的两个儿子张嗣修、张
懋修考中举人。这并不算稀奇，到此为止人们也不会说什
么。然而令人惊愕的是万历八年会试，张懋修状元及第，
大魁天下，更让许多人心生不满。直言敢谏的御史魏允贞
上疏，认为“辅史子弟不应中式”，立即遭遇贬黜。张居正
位高权重，他认可了的事，谁也不能说三道四。可是两年
以后张居正去世，张懋修、张嗣修兄弟考中状元、榜眼的
事，便成了张居正的一大罪状，有人揭发说张懋修的状元
策是他人代作的。结果张氏兄弟的功名虽然没有被明令
革除，但他们都以父罪而“谪戎”，命运也很悲惨。反对张
居正的人更给张懋修加上了“关节状元”以至更难听的

“野鸟为鸾”的恶名，很难洗刷清楚了。张居正死时，他的
第五个儿子尚幼，有人作诗嘲讽：“状元榜眼尽归张，岂是
文星照楚乡。若是相公身不死，五官必定探花郎。”

有了这样的先例，以致后来万历二十年前后的首辅
沈一贯，为了避嫌，竟让本来很有才华的儿子沈泰鸿放弃
科考。沈泰鸿对此不能理解，结果父子反目成仇。

“卷外因素”不可忽视
在状元录取中，除了权势因素的影响外，其他一些因

素，比如姓名、相貌等，有时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名字只是一个符号，但在科举时代，有时因一个名
字，竟关乎得失，系于祸福。

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殿试，原拟第一名是孙曰
恭。当大臣们把写好的名单呈明成祖朱棣过目的时候，
朱棣一看就连连说，不行不行，孙暴怎能做状元。古人直
行书写，曰与恭连起来看，看着就像个暴字。最后按皇上
的意思，将第三名的邢宽点为状元。朱棣为什么忌讳这
个暴字而推崇宽字？这有很深的心理因素。因为朱棣是
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他本来没有资格做皇帝，是
通过阴谋和武力而夺取皇位的，因为害怕别人说他残暴，
所以对暴字有特殊的敏感。他力图在晚年树立一个宽厚
仁慈的形象，邢宽因此得了便宜。因为朱棣认为，邢宽这
个名字隐含着“刑政宽和”的意思。

也有投机取巧、临时改名的。当咸丰皇帝即位时，有
位应试的孙姓举人立即悄悄改名为“孙庆咸”。开科后，
虽然他的文章平平，但考官看见这个名字好，为博新主子
欢心，遂将他取为会试第一名。

名字取得好不好很重要，相貌长得帅不帅关键时刻
也会成为决定因素。洪武四年(1371)，明朝举行开国后的
第一次科举考试。本来拟定郭冲为状元，可是朱元璋觉得
此人貌不惊人，不足以显示大明帝国的新兴气象，于是将
气宇轩昂、相貌堂堂的吴伯宗点为状元，“以壮国威”。

明弘治十二年(1499)殿试，原定浙江人丰熙为第一
名，但因为丰熙一只脚有毛病，就改选广东南海相貌不俗
的伦文叙为状元。但丰熙的对策写得很出色，皇帝十分
赞赏，就定他为一甲第二名，却赐同状元及第，作为安
慰。丰熙成为戴状元冠的副状元，千古仅此一例。

宋朝状元最为“拉风”
自宋太祖禁止公荐，科考逐步过渡到以答卷定弃

取。宋真宗时，建立起相当完备的考试规则，试卷糊名弥
封，不论主考官出于什么动机——受请托、受贿或是爱
才，要想预定录取谁，都不能公开进行了，完全凭考场上
的答卷来定录取与否。

宋代比唐代更加重视科举，宋太祖亲自行殿试，由皇
帝定状元。殿试的定制，使皇帝成为座主，他选定的第一名
门生当然重要。宋太宗曾亲自写诗赐与吕蒙正、胡旦、陈尧
叟等状元。状元及第，立即授予很优的官职，并且升迁很
快。北宋状元官至宰相(同平章事和参知政事)而政绩为史
家所称道者，有吕蒙正、王曾、李迪、苏易简、蔡齐等。

宋代朝廷竭力给予新科进士各种荣耀。新进士录取
后，皇帝亲自一一接见并赐宴(如闻喜宴、琼林宴等)；诏
令宫中卫士为状元清道开路，前呼后拥，公卿以下无不驻
足观望，连皇帝也行注目礼。其情景之壮观，就是出外领
兵打仗、奏凯还师的将军回京，场面也不及此。

宋代科举，起初是每年举行一次。治平三年(1066)英
宗正式规定，此后每三年举行一次，并成为定制，为历代
所遵循。

北宋殿试前三名均称“状元”；南宋时称为“状元”、“榜
眼”和“探花”，并为后代所沿用。状元一词的来历前面已经
说明过，而第二名好比榜中的眼睛，故称榜眼。探花则源于
唐朝杏园的探花宴选少年俊秀者为探花郎的习俗。

“状元”一词始于唐代 宋朝时最“拉风”
●宗 合

诸于城内街巷及人众中，无故走车
马者，笞五十。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
一等。——《唐律疏议卷第二十六》

唐朝国都长安城是当时世界第一大
城市，人口过百万，交通管制肯定是当时
政府要抓的一项事务，如今的车辆违反
规则要贴牛肉干，严重的吊销执照，在唐
朝呢？牛肉干会不会贴，不能得知，但打
屁股是免不了的。

按照《唐律》规定，在没有任何公私
缘故的情况下，在街道和巷子的人群中，
快速驾马或者驾马车的，事主将处以用
主板或者荆条打五十次屁股或脊背的处

罚，唐太宗听说脊背是人的经脉聚集处，
因此大发慈悲，改为打屁股，所以说这

“笞五十”，打的应该是屁股。
如果出现严重交通事故，造成了人

员伤亡，就对照斗殴杀伤人的罪行减一
等处理。

当然，对于交通事故性质轻重的衡
量，也是有量化处理的，唐朝交通法之中
的“众”，是指三人以上。而因为以下缘
故在人群中快速驾马的可以免于处理：
政府公文传递，朝廷命令发布，有病求
医，急于追人。如果因此造成人员伤亡
的，交钱赎罪，其实就是罚款。

《水浒传》有个高俅，是北宋末年足
球侠。

高俅发迹之前，混在开封，陪一班公
子哥儿斗鸡走马，闯红灯，拉皮条，搞点
风花雪月。后来犯事，挨了20脊杖，被逐
出首都。几年后，哲宗大赦天下，形势一
派大好。小高回开封，多方投靠，但像个
皮球，被踢来踢去。幸亏某日，小王督太
尉差他去给端王赵佶送篦子刀。赵佶这
文娱范，正在兴高采烈踢球，一脚踢到了
高俅身边。高俅人混球，一时技痒，忘掉
磕头，立马盘、带、推、拉，那蹴鞠像鳔胶
粘在脚上、身上。赵佶大喜，引为知己同
道，当即派人传话给小王督太尉谢谢你
的篦子刀，俺老赵连刀带人一并收下了。

不久，赵佶晋升为宋徽宗，坐龙椅，
顺手扶了高俅几把，小高被破格提拔，成
了大宋三军总司令。君臣从此不离不
弃，演出了一场足坛双雄会。

皇帝赵佶的爱好非常广泛、伟大。作
为中央书画院院长，其瘦金体书法独孤求
败，工笔水墨富丽堂皇。作为国家诗词协会
会长，其诗词风格、意境几可与南唐皇帝李
煜媲美，来个哥俩好。作为美女集邮册和计
划生育破坏者，他一生创作了38个儿子、
34个女儿（据《开封府状》）。作为骑马、射
箭、奇花异石爱好者，接近专业水准。作为

国家足协主席兼球迷协会会长，不仅身先
士卒，兢兢业业，在足球场上尽情奔驰，还
利用公权力规定：凡朝廷有大型宴会，必须
有足球表演赛；喝到第6杯酒时，足球运动
员必须上场（据《东京梦华录》）。

赵佶的家族血脉里流淌着足球的基
因。他的祖宗及子孙，包括赵匡胤、赵光
义，均是足球狂人。《宋史》说，太平兴国
五年3月，赵光义忽然春情勃发，带一班
亲王、宰相、淮海国王、近臣，在庄肃的大
明殿举办了一场足球友谊赛；隆兴四年
9月，孝宗赵昚坐在选德殿，兴致勃勃检
阅了一场足球邀请赛。《武林旧事》说，宋
理宗赵昀过生日，举国大庆，举行了一场
足球祝寿赛，参赛队员达24人，包括陆
宝等超级球星。

这充分说明，宋朝的足球氛围热烈
健康、积极向上，只要练好蹴鞠技，货与
帝王家，可以彻底改变命运，飞黄腾达，
发家致富。

在一批批前赴后继投资球市的俱乐
部老板里面，多一些赵佶这种文艺而多
金，颇具浪漫情怀的球迷型东家，是带领
中国足球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希望所
在。故郑重建议中国足协办公室，悬挂
赵佶同志的画像，日日观瞻，以纪念吾国
足球运动的推动者和开拓性导师。

唐朝：交通违规要打屁股
●何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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