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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的学校（府、州、县学，潮
人称“学宫”，因外墙按规定须涂成
红色，亦称“红学”），是科举的始发
点，能入学者，称为生员（俗称秀
才）。学宫“大成门”前都有一个半
圆形的水池，叫做“泮水”，上有桥
称“泮桥”，故新入学的生员亦称

“入泮”。《诗·鲁颂·泮水》说：“思乐
泮水，薄采其芹。”所以入学的新生
又称“采芹”。考中生员，意味着科
名之路已经开通，可按规定穿戴雀
顶蓝袍（俗称“秀才袍”），齐集于官
署中簪花入宴，并由府、县官率领
到文庙拜谒孔子，再到明伦堂拜见
学官，算是正式入学。未曾取得生
员资格的士子，不论年岁多大，哪
怕你两鬓斑白、老态龙钟，都称为
儒童或“童生”。因为要考个生员，
得通过县试、府试、院试，而且名额
有限（府学四十名，县学二十名，且
三年一科，年均分别为 13.4 与 6.7
名）,难度可想而知。所以很多人
虽皓首穷经,依然无法“入泮、采
芹”，徒遭世俗人之诟笑。据京剧
大师梅兰芳的文学老师齐如山先
生《回忆录》所载：清末科场中常流
传着这样的对子：

行年七十尚称童，可云寿考；
到老五经犹未熟，不愧书生。
联语所讥笑的，就是终生考不

上秀才的“老童生”，虽然诙谐有
趣，但语气未免过于刻薄点。老童
生的命运，固然是科举制度结下的
苦果，但他们身上那股坚韧不拔的
毅力，倒也令人于叹息之余，平添
几分敬佩之情。

生员入学之后,须学习三年左

右,直到下一科新生入学才能毕
业。学业亦颇繁重,月有月课,季有
季考,特别是学政“按临”时举行的
岁试和科试,更要按“六等黜陟升
降法”进行奖惩：三等的不赏不罚，
三等以下的受罚（自挨板子至发还
社学、黜为民即取消生员资格），
一、二等的方为“科举生员”，可参
加乡试考举人。

乡试共考三场，每场三天。“进
场时两名士兵搜查一名考生，如同
对付囚犯一般，摘帽、脱鞋，解衣，散
发，衣服被褥、一切用具统统抖开，
毡毯无里，皮衣无面，笔管镂空，板
凳单层，蜡台不能过高，砚池不能过
厚，点心饽饽都要切开……搜查后，
考生科头跣足，手挽考篮，像叫花子
一样领卷进场，对号入房，号门一
锁，不得出入。”（参见谭家健主编

《中国文化史概要》）号房高六尺、深
四尺、宽三尺，无门。两边墙壁各砌
有上、下两道凸出的砖托、上面搁置
两块“号板”，白天将板分开，上层是
桌，下层是凳；晚上把上板移至下
层，便成卧榻。考试期间，考生的一
切活动，包括吃喝拉撒睡（巷尾有厕
所），都在这狭窄的小天地里进行。
夜间须像狗一样蜷缩着睡且不说，
白天考试时碰到内急，上厕前应将
答卷交给监考者，监考则在卷上盖
上一个蘸黑印泥的印记。凡是有此
印记的卷子，考官往往会以“涉嫌作
弊”为由而弃置不用。后来，考生都
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称这个黑印
章为“屎戳子”。答卷时内急忍不
住，也宁可脱下靴子就地解决，以免
卷子盖上“屎戳子”而耽误了前程。

以致贡院内臭烘烘的，污秽不堪。
（据齐如山先生《回忆录》）

乡试定在子、卯、午、酉年的八
月，翌年三月举行会试。好不容易
才考中的新科举人，在经过“磨勘、
复试”（即由礼部对将参加会试者
的资格、身份进行严格审查、复核）
后，即使侥幸通过会试和殿试而成
为进士，但不能马上授官，尚须参
加最后的考试：朝考。（对进士身份
毫无影响）因为，名列一甲赐进士
及第的只有三名，按惯例，金殿传
胪以后，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
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官位已定，故
二、三甲进士任职前还须按会试、
殿试、朝考的等次总分来决定相应
职务。总分越低越有利，如：会试
一等、殿试二甲，朝考一等，总分是
四；而前两项相同，朝考二等者，总
分是五，排名当然要靠后。朝考分
三等，由阅卷大臣进呈名单，前十
名 由 皇 帝 圈 定（第 一 名 称“ 朝
元”）。吏部则按名次分别授予新
进士不同的官职：翰林院庶吉士，
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博士，推
官，知州，知县等。

清制，凡举人会试三科不中试
者准予铨补知县，一科不中（本人
无意再参加会试）者改就教职，以
州学正、县教谕录用，称为“拣
选”。乾隆以后又定制：三科以上
会试不中的举人，挑取其中一等的
以知县用，二等的以教职用，六年
举行一次，意在使举人出身的有较
宽的出路，名为“大挑”。但到了清
代后期，逐渐流于形式，不是以真
才实学而是多以形貌为标准，相传

有“同田贯日气甲由申”的八字诀，
以文字表示相貌气度。意思是：面
形长方型的，就是“同”，四方型的
为“田”；身材高大的为“贯”，匀称
的为“日”。气质体型方面，给人以

“上短下长”感觉的为“甲”，上长下
短的为“由”，上下左右适中的为

“申”。大概在主考官的心目中，参
加大挑的都是有身份的举人，与其
在才质方面细加计较，还不如以形
貌定高低来得简便且易行。于是
历代相沿，使本来十分严肃的“大
挑”渐渐变味。据齐如山先生《回
忆录》所载：某年正逢大挑、主考是
一位王爷，由于应挑选者人多，故
按十人分组，依次登场“亮相”。内
容也极简单：一看形貌，二听应试
者自报姓名，籍贯、何时中举，辨别
声音洪亮程度，口齿是否清楚，如
此而已。轮到某一组了，其中有个

“帅哥”见同组竞争者相貌平平，以
为自己必胜无疑。但结果却是谁
也想不到，挑中的竟是最丑的一
位。散场以后，忿忿不平的“帅哥”
特意在官轿旁等候，等到王爷来了
便上前质问他：“某人长得那么难
看，主考凭什么偏偏选中他？”王爷
从容地说：“是啊，他是长得难看，
可是长那么难看还敢来参加大挑，
我真服了，我选中的就是他的胆。”
这真是官大了，咋说咋有理，还真
叫人一时难于驳倒他。可这“有
理”的背后，不正说明了晚清“大
挑”的实质，已是毫无标准可言，变
成类似走过场的游戏了吗？当年
乾隆爷“玉尺量才”的初衷，早已变
得面目全非了。

老童生、“屎戳子”、朝考与大挑

汉语博大精深，譬如楼，很简单的一
个字，就能组成许多奇妙的词汇。

红楼。看到红楼，中国人会立马想到
《红楼梦》。然而，红楼不单单是这本古典
名著的简称，它最早指的就是红色的楼，泛
指华美的楼房。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
寺塔记上》说：“长乐坊安国寺红楼，睿宗在
藩时舞榭。”红楼还衍生出富贵人家女子的
住房之意，白居易《秦中吟》诗云：“红楼富
家女，金缕绣罗襦。”曹雪芹以《红楼梦》为
题，应该也有此意。

青楼。同为有颜色的楼，青楼的档次
直线下跌。青楼原指青漆涂饰的豪华精
致的楼房，古代有时作为豪门高户的代
称。南朝到唐代，青楼渐成妓院的代名
词。譬如杜牧名诗《遣怀》曰：“十年一觉扬
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玉楼。玉在古代地位崇高，玉楼自然
是华丽之楼的代称，也成了传说中天帝或
仙人的居所。李商隐为李贺作小传讲，李
贺将死，白天见一绯衣人来访，说天帝建成
了白玉楼，特召他上天作文纪之。

琼楼。琼楼亦作璚楼，原指传说中月
宫宫殿，后形容华美的建筑物。苏东坡《水
调歌头》吟道：“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
宇，高处不胜寒。”东坡想做太空飞人，去月
亮上游玩呢。

银楼。银楼是指旧时生产金银首饰
器皿并从事交易的商店，类似于今天的首
饰店。有趣的是这种楼不叫金楼，而叫银
楼，大概是古代中国黄金量少，交易远逊于
白银吧。

小楼。自唐末到宋代，诗人们十分偏
爱小楼这个意象。像“独上小楼春欲暮”
（韦庄）、“小楼昨夜又东风”（李煜）、“小楼
一夜听春雨”（陆游），小楼撩动了多少诗人
的心弦啊。

大楼。有小楼，自然也有大楼。古人
一般不称高大房子为大楼，而称为大厦。
古文里的大楼一般指一种城楼。《墨子·备
城门》里说：“守堂下为大楼。”

樊楼。樊楼为北宋东京七十二家酒
楼之首，风流皇帝宋徽宗与京都名妓李师
师常在此相会，小说《水浒传》、三言对此楼
也多有描写。

云楼。耸入云霄的高楼谓之云楼。李
贺《梦天》诗言：“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楼半开
壁斜白。”此外，云楼有时也指海市蜃楼。

唐楼。唐楼乃中国华南地区、香港及
澳门，甚至东南亚一带于19世纪中后期至
1960年代的建筑风格。唐楼不少混合了
中式及西式建筑风格。华南地区的唐楼
也称骑楼。

十二楼。十二楼原指神话传说中的
神仙居处，《史记》、《汉书》里都有记载。后
来十二楼也泛指高层楼阁，王昌龄曾有诗
云：“南渡洛阳津，西望十二楼。”有意思的
是，清代戏曲家李渔将其小说集命名为《十
二楼》，还别具匠心地在十二卷里都设置了
一座楼阁。

趣话古今
汉语里的楼

□ 张天野

▲ 知识的海洋 余庆煜 摄

第一次随父亲去捕鱼，看着父亲一网又一
网地朝河里撒网，我原本以为，每一网都会有沉
甸甸的收获，可事与愿违，父亲每次拉上来的都
是空网。我有点泄气，对父亲说：爸，我们回家
吧，这样子不是白白浪费力气么。父亲说，捕鱼
就得勤撒网，撒在哪里，收获就在哪里。就像人
生，心中有梦想的人，为了追梦，走过许多艰辛
的路途，受过许多难言的痛楚，尝过许多酸涩的
辛苦，但是，无论结果是什么，终有一天会发现
追梦的意义，收获恰恰就在路上，并不在结局。
就在父亲说话的时候，收起的网里竟然是一网
满满的活蹦乱跳的鱼。父亲指着渔网里的鱼
说，你看，总有一网要有收获！

父亲的话，使我很容易想起了曾国藩“但问
耕耘，莫问收获”的名言来，在生命的长河里，勤
撒网是一种精神，一种专心于事业、不问荣利的
高尚情操。做等渔利的生活碌碌无为，庸人自
怨，黯淡无光。勤撒网的生活才会多姿多彩，只
有勤撒网的人，才会有机会获得成功。人生的
长河我们一路走来，我们一路撒网，我们选择了
自己的生活，只要我们勤劳努力继续奋斗下去，
我们的生活就会有更多的收获。爱迪生拥有了
这种精神，促进了人类科技的进步。李时珍拥
有了这种精神，所以完成了流传千古的《本草纲
目》。袁隆平拥有了这种精神，成就水稻之父。
而今，勤撒网是每一位公民都应该具备的精神，
其必定会促使社会更加高速发展。

人生需要勤撒网，你的人生才会有追求，才
会去奋斗，空虚的心灵也才会有依靠。否则，人
的意志会在灯红酒绿中渐渐被消磨殆尽，人的
性情也会在浮躁和繁华里慢慢被变质扭曲。勤
撒网是有意义的人生的一个中心轴，没有了它，

人生之厦就会像是多米诺骨牌似的在瞬间轰然
倒塌，人的一生，有哭有笑，有浪尖有低谷，勤撒
网不仅是人生的动力，也是生活快乐的源泉。

“若非一番寒彻骨，那得梅花扑鼻香。”是的，只
要人生勤撒网，未来的道路可能就会少点坎坷，
多点平坦，多条笔直的大道。

人生需要勤撒网，在撒网的道路上，可能
会汗流浃背，可能会血流不止，也可能会创伤
不停。但只要善于总结每一次的辛劳，反思
每一次的挫折，心脉搏动起来，人生行动起
来，也许，在每一次的撒网中，会让你如沐春
风般轻盈飘逸，找到自己的闪光点，收获到自
己的亮点，发出自己的光芒，让自己的人生更
富有意义。

人生需要勤撒网，我们埋头苦干，我们兢兢
业业，我们脚踏实地，我们不好高骛远。驰心旁
骛者行不多远，见异思迁者难成大事，支撑人生
的精神支柱是坚定的撒网，维系生命的希望之
路是不懈的追求。我们要开足撒网的马力，以
自强不息的秉性，铸就无悔的人生。用“春光可
惜莫轻抛，时代堪喜须勤奋。”的箴言，时刻击响
心灵，震荡我们的思想，敲打人生前进的灵魂，
让人生刻下流传后世的丰碑。

人生需要勤撒网，勤撒网是人生最宝贵的
财富，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由我们勤撒
网得到的，只要我们有信心勇敢地去撒网，那么
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一切，如果我们在
物质生活中消磨了自己的撒网勇气，那么我们
终将不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只要我们拥有一颗
勤撒网的心，一颗敢撒网的心，我们就能为了理
想去不懈追求，不懈奋斗。我坚信，敢于撒网的
人生，才是最靓丽的人生。

人生需要勤撒网
□ 庄文勤

我小时候，在潮州每年春节之
前，家家户户都做一些潮州小食来
丰富新年的菜谱，其中的“菜头粿”
肯定是有的，可能大家以为这个“菜
头粿”十分好吃，大家舍不得不做。
但原因却是相反的，“菜头粿”并不
是很好吃，而是因为做“菜头粿”的
成本太低了，即使最穷的家庭都做
得出来。

和其他小食相比，“菜头粿”真
是太低贱，你看，就是用萝卜和米粉
拌起来蒸熟，就叫“菜头粿”，未免太
寒酸了。不过“菜头粿”对养生确实
大有裨益！

一、“菜头粿”的做法
（1）选择比较有水分的嫩萝卜。
（2）将萝卜刮去粗皮。
（3）将萝卜刨成丝。
（4）下鼎锅炒软直接拌入大米

粉及其他配料以水调匀。
（5）以水调匀再入蒸笼蒸熟。
（6）食用时将菜头粿切块。
（7）下平底锅用油煎至呈金黄

色即成。
（8）菜头粿外酥内嫩，味道清香

而不甜腻。

二、养生特点
“菜头粿”的主要食材除米粉

外，就是萝卜了。这也是由于萝卜
有很好的养生作用。

萝卜性味凉，甘、辛。功用清热
生津，凉血止血。萝卜的主要成分
有蛋白质、糖类、B族维生素和大量
的维生素 C，以及铁、钙、磷和纤
维、芥子油和淀粉酶。据测定，萝
卜的维生素C含量比苹果、梨等水
果高近10倍。萝卜性凉，味辛、甘，
具有消积滞、化痰清热、下气宽中、
解毒之功效。萝卜是地道的保健食
品，能促进新陈代谢、增进食欲、帮
助消化，可以化积滞，用于食积胀
满、痰咳失音、吐血、消渴、痢疾、
头痛、排尿不利等；常吃萝卜可降
低血脂、软化血管、稳定血压，可
预防冠心病、动脉硬化、胆石症等
疾病。

萝卜的营养比较丰富。据分
析，每100克可食部分，含碳水化合
物6克、蛋白质0.6克、钙49毫克、磷

34毫克、铁0.5毫克、无机盐0.8克、
维生素C30毫克。萝卜及秧苗和种
子，在预防和治疗流行脑炎、煤气中
毒、暑热、痢疾、腹泻、热咳带血等病
方面，有较好的药效。

医昭物语：以前物质紧张时期，
并不觉得“菜头粿”很好吃，大家更
没有什么养生的想法。现在随着生
活条件的改善，大家吃大鱼大肉惯
了，吃起“菜头粿”倒是觉得很合胃
口，又养生，故现在的潮州“菜头粿”
又风靡起来了。但现在的“菜头粿”
却不正宗，从选材、制作、蒸煮都没
有符合要求。

记得小时候，奶奶做“菜头粿”
时，总要先挑选比较嫩的萝卜（多
汁，做出来的“菜头粿”就甜），刨丝后
入锅煮半熟后加入一定量的米粉
（注意：米粉不能放太多，多了就掩
盖了萝卜的天然甜味），蒸“菜头粿”
时用大灶大鼎，还要用树叶或树枝
来烧火（注：我老厝有一棵奶奶种的
百年龙眼树，每年秋天爸爸就把掉
下来的树叶树枝留起来春节前蒸粿
用）。“菜头粿一般我们都是留着到
晚上最后蒸，要蒸三个小时以上，熄
火后不能揭开鼎盖，到了第二天早
上才揭开鼎盖，把慢慢退热了的“菜
头粿”拿出来切成一块一块的。你
看，现在的商家有这么讲究吗？所
以我说他们做出来的“菜头粿”不正
宗就是这道理！

“菜头粿”能否再改进呢？可
以！因为以前没有多少食材，大家
为了填饱肚子，就没有加什么好食
材，我想其实可以在萝卜基础上加
一点香菇、大蒜、芹菜、芫荽，米粉可
以拌少量的莲子、薏仁、淮山粉。这
样就更加完善养生食材在这些“菜
头粿”里面。为什么呢？在冬春季
节，细菌病毒容易对人体造成影响，
大蒜、芹菜、芫荽可以杀菌消毒；而
香菇可以提高人体免疫力。潮州地
处南方，春节前后也湿气比较重，米
粉中加入淮山和薏仁粉有健脾祛湿
作用；由于春节大家都忙于交朋访
友，经常熬夜，小孩可能玩鞭炮等，
大家都心情浮躁，莲子有养心安神
作用，故加入莲子粉也有调理作
用。故这些意见只是作为潮州小食
的师傅参考。（2）

潮州小食隐藏养生密码
□陈伟钊

1891 年正月，12 岁的鲁迅入
三味书屋，跟随绍兴城中“极方
正，质朴，博学的人”寿镜吾先生
学习。多年后，鲁迅先生在《从百
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这样写
道：“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
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
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
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
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
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
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
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
第二次算是拜先生。第二次行礼
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
三味书屋上悬“三味书屋”匾额。
那么，三味书屋的“三味”究竟是
指哪“三味”呢？对此历来解释不
一，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说“三味书屋”原题“三余
书屋”，典出《三国志·董遇传》：

“为学当以三余，冬者岁之余，夜
者日之余，阴者晴之余。”意在勉
励人们利用一切空余时间勤奋读
书。古时读书人多以此典自勉，
苏轼对此也颇为赞赏，曾用“此生
有味在三余”抒写自己利用空余
时间读书的乐趣。据说，鲁迅的
老师寿镜吾先生的祖父寿峰岚老
先生借引苏轼的诗句，将“余”字
改为“味”字。

第二种说法最为普遍，认为
“三味”属于典故：古人有“读经味
如稻粱，读史味如肴馔，读诸子百
家，味如醯醢（xī hǎi）”。醯，指
醋。醢，指鱼肉做成的酱。醯醢
泛指佐餐的调料。这句话反映了
古人对经、史以及诸子百家在文
化构成中的等级、地位、功能、品
位的界定。

第三种说法是“三味”出自宋代
李淑《邯郸书目》：“诗书，味之太羹，
史为折俎，子为醯醢，是为三味。”“诗
书，味之太羹”，意思是说经书像食物
里的太羹。太羹是指不加作料的原
汁肉汤，是古代祭祀时用的食物。
因为经书最早、最为古朴，也最为重
要，故比之为太羹。“史为折俎”，意思
是说史书是食物里的折俎。折俎，
即大块肉。有以史正道、以史见道
的意思。“子为醯醢”，是将诸子百家
的书比喻为食物里的醯醢。醯醢，
味道诱人，风格多样，是个人性情的
自由表达。简而言之，这三句话意
思是把诗书、子、史等书籍比作佳肴
美味，是很好的精神食粮。

第四种解释是寿镜吾先生自
己说，“三味”是指：“布衣暖，菜根
香，读书滋味长”。“布衣暖”就是
甘当老百姓，“菜根香”就是满足
于粗茶淡饭，“读书滋味长”就是
诗书的内涵意味无穷。据说，这
是寿镜吾先生的父亲寿韵樵亲手
拟定的，要子孙认真体会，身体力
行。寿镜吾先生的儿子寿洙邻，
曾与其父一同任教于三味书屋。
他对三味书屋这样解释道：“三味
是以三种味道来形象地比喻读诗
书、诸子百家等古籍的滋味。幼
时听父兄言，读经味如稻粱，读史
味如肴馔，读诸子百家味如醯
醢。但此典出于何处，已难查
找。”按说，这种解释应该是“盖棺
定论”了。但寿镜吾先生唯一的
孙子寿宇却不认同叔父这样的解
释。他说：“这样的解释淡化了祖
先对清王朝的反叛精神。”

寿宇曾投书《绍兴鲁迅研究专
刊》，详述了自己在“三味书屋”里
接受启蒙教育以来，耳濡目染所了
解的一切，并明确指出三味书屋之

“三味”的本义。据他讲，当年其高
曾祖父峰岚公创办学堂时，由于深
谙官场腐败，宦海险恶，因此立下
规章，在三味书屋里只教授《四书》

《五经》《诸子百家》等古人留下的
文学古籍，不准教授试帖诗、八股
文一类考取科举功名所需的知识
内容。寿宇说，寿镜吾先生生前曾
对他说：“这三味的含义不能对外
人说，也不能见诸文字，这是祖先
韵樵公定的一个家规，因为‘三味’
精神有明显的反清倾向，一旦传出
去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按照这种
说法，三味书屋的办学宗旨就是不
是为清朝培养当官人才而设。这
种不合作精神在当时江南的士子
中确实存在。国学大师章太炎幼
时也曾受过祖父辈类似影响。

由此可见，峰岚公授意儿子
购房时将原有的“三余书屋”匾上
的“余”字改为“味”字时，就已经
阐明了三味书屋的“三味”之意：

“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
他不仅要将这三句话作为三味书
屋的办学宗旨，而且要以此为祖
训家规，告诫后世子孙要继承孔
子“为己之学”的传统，不以入仕
为官为目的。三味书屋的这一精
神传统为日后鲁迅先生以学问立
身、追求人格独立思想的形成和
发展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三味书屋”是哪“三味”
□ 史飞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