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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故

“新郎官”指新科进士

“目的”源于比武娶亲

古人眼睛为“目”，箭靶中心
目标为“的”。这两个字如何组合
成了“目的”呢？

公元581年，隋高祖杨坚篡夺
北周政权，北周高官窦毅结束了
官宦生涯。窦毅的女儿悲愤中骂
道：“可惜我不是男子汉，不然，
我必挺身解救国难！”窦毅十分
赞赏女儿的胆识，于是出榜招
婿，条件是射中自己画于屏风上
的孔雀眼睛。

角逐之下，满城王公贵胄纷
纷落选。这时，青年李渊到窦府，
连发两箭分别射中孔雀两眼，窦
毅于是将女儿嫁给了李渊。这李
渊夫妇正是后来唐太宗的父母。
而“目的”的起源则是把孔雀的
眼睛当靶子。

据趣历史

吃茶，即喝茶。在华东一带
盛产品质好的茶叶，所以华东地
区的人们喝茶时，不小心把茶叶
喝到嘴里，是不会吐出来的，而
是把茶叶嚼碎，吞入腹中。吃茶
即喝茶一义由此而来。在婚俗
中，“吃茶”意味着许婚，即旧时
女子受聘于男家。

明人郎瑛的《七修类稿》中
提到，茶籽种下后就不能再移
植，否则就不能活，“故女子受聘
谓之吃茶”，用来形容女子的忠
贞，民间也因此有“一家女不吃
两家茶”的谚语。古时女子受聘，
就有“三茶”的仪式，一般认为

“三茶”指订婚时的下茶，结婚时
的定茶，同房时的合茶，或指举
行婚礼时的三道茶仪式。

据《快乐老年报》

“吃茶”原指女子受聘

“百姓”原本是指官员

“百姓”今天的意思是相对
于官员而言的普通人，但它最早
却是指官员。

在周朝之前，只有贵族才有
姓，普通老百姓是没有姓的。因
此那时的“百姓”是指贵族和官
员，“百”是概数，言其多，所以众
多的贵族和官员合称“百姓”。

《尚书·尧典》篇中说：“九族既
睦，平章百姓。”这句话的意思
是：九族既已和睦，接下来就彰
明百官的职责了。

春秋后期诸侯间征战不休，
“百姓”开始失去贵族的意义。战
国之后，“百姓”开始泛指平民。

据《广州日报》

如今“新郎官”是指举行婚
礼时的男子。但在古代，“新郎
官”却是指新科进士，而“郎”在
古代是指年青的男子，从汉朝开
始，“郎”成了一般官员的代名
词。到唐代，六品以下官员统统
称为郎，身居“郎”职的人称“郎
君”或“郎官”。

实行科举考试后，男子中
了进士，就有了做官的资格，
新录取的进士往往被分配到
中央官署里任校书郎等“郎”
职，所以，人们把新科进士称
为“新郎官”。

据凤凰历史

大诗人王维的状元是抢来的
有“诗佛”之称的盛唐大诗人王维是唐玄宗开元九年辛酉科的

状元。这一科共录取进士25人。主考官叫裴明复。但是，王维的这顶
状元桂冠却不是考来的，而是从别人手里夺来的。

取仕陋习：权贵举荐

在大唐朝，别说考状元，即
便考个进士也是“难于上青天”。
一是因为，录取率太低。

据可考历史记载，大唐朝近
三百年，进士开科264次，录取进
士不足7000人，平均每科仅录取
进士26人。录取进士最多的是唐
玄宗天宝十二年，也只有56人。
最少的是唐代宗大历十二年，仅
录取进士12人。整个大唐朝的进
士还没有我们今天一所大学的
学生多。

二是考生要有政要权贵的
举荐。在唐朝，取仕虽然是以科
举制为主，但举荐的陋习还存
在。主考官要优先考虑权势者
的举荐之人，有时甚至还要按
照举荐人身份的高低来排列考
生的录取顺序。

如此说来，你书读得再熟、
诗写得再好，如果无人举荐也
是枉然。由于这种科场的腐败，
唐朝的学子士人当中衍生出一
种彻底颠覆士人尊严的行为，
叫做“干谒”。所谓“干谒”，就是
带着自己的诗作去拜访权贵，
问他们“我的诗写得好吗？”以
期得到权贵者的举荐。

无人举荐：部试落第

“诗佛”王维是唐玄宗开元
九年辛酉科的状元。这一科共
录取进士25人。主考官叫裴明
复。但是，王维的这顶状元桂冠
却不是考来的，而是从别人手
里夺来的。

王维是山西祁县人，少年
时随父宦居汾阳（其父是汾州
司马）。少年王维多才多艺，书
画俱佳，尤其擅长音乐，弹得一
手好琵琶。15岁时，王维离家南
下，游历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
在唐朝，王公贵族喜好附庸风
雅，延揽文士艺人。才貌双全的
王维得以出入侯门，常从岐王、
宁王等宴游，赋诗弹琴以助雅
兴。

开元七年，王维即夺得京兆
府解元（府试第一名）的好成绩。
京兆府解元非同一般，凡是京兆
府贡送的举子十有七八都能登
科，而头名解元自不待说，有唐
一朝三百年落第者只有九人。王
维想，在来年的部试中得中进士
是十拿九稳的事情。

开元八年二月，王维却在
部试中落第，成为京兆府屈指
可数的几名落第解元之一。以
王维的才气，以京兆府解元的
身份，不说高中状元，考中进士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意外的落
榜使王维认识到，根本原因是

自己的“靠山”不硬。

干谒权贵：献艺公主

开元九年，二十岁的王维再
次参加部试。这一回他谨记前车
之鉴，一出考场就通过岐王李范
拜谒权倾一时的玉真公主。

岐王李范是玄宗皇帝的异
母弟，而玉真公主则是玄宗皇帝
的同母小妹。在玄宗朝，玉真公
主地位至尊。

来到玉真公主的府邸，聪明
的王维并不急于献诗，而是充分
发挥自己的专长，准确把握玉真
公主的嗜好，先为玉真公主搞了
一个琵琶独奏专场。据说，王维
为玉真公主弹奏的曲子名为《郁
轮袍》，那悲凄哀切的曲调，令闻
者无不动容。“此曲只应天上有，
人间难得几回闻”，就在玉真公
主身心俱悦的时候，岐王不失时
机地向她介绍，说这个风流倜傥
的小伙子不仅仅只是琴弹得好，
诗写得更好。王维这才趁机献上
诗作：

洞中开日月，窗里发云霞。
庭养冲天鹤，溪流上汉查。
种田生白玉，泥灶化丹砂。
这首诗把玉真公主的修道

生活吹得天花乱坠。这两招都实
实在在地挠到了玉真公主的痒
处。玉真公主当即表态要为王维
的部试“尽力为之”。事后，玉真
公主果然发话，考官裴明复惟命
是从。

本来这一科的状元是张九
龄的弟弟名士张九皋，结果被
王维半路杀出，夺走了状元桂
冠。

张九龄是武后长安二年癸
卯科的状元。开元二十一年十二
月，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
事，是玄宗朝的宰相。但开元九
年，张九龄还只是一个中书舍人
内供奉。他弟弟张九皋被定为状
元，除了文才出众外，肯定也是
有过硬的“靠山”的。只是，再过
硬的靠山碰到玉真公主也就成
了太阳底下的冰山。

据看历史

历史上，20世纪以来最负
盛名的师徒——— 康有为和梁启
超也曾由亲密走向反目。戊戌
变法失败之后、流亡日本之际，
二人的师生关系陡然直下。

康有为手捧自称是光绪
皇帝缝在衣服里的所谓“诏
书”，继续宣传他的保皇主张。
梁启超的政见却发生了显著
变化，从保皇转向革命。

武昌起义爆发后，康梁的
矛盾越来越大。在致康有为的
信中，梁启超说，“数月来，和您
议论起时事，总是出现矛盾，很
难领会您的意思，最后只能在
表面上答应，回到家后，头痛目
眩……”

1912年元旦，民国成立。康
有为加快了让溥仪复辟的步
伐。与康有为积极复辟相反，
梁启超坚决维护民主共和。张
勋复辟一发生，梁启超立即随
段祺瑞誓师马厂，参加武力讨
伐。他不仅代段祺瑞起草了讨
逆宣言，而且以个人名义发表
反对通电，斥责康有为是“大
言不惭的书生，对政局丝毫不
清楚”。据说通电写好之后，有
人担心会破坏师生友谊，梁启
超却理直气壮地回答道：“师
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
异，我不能与老师共为国家罪
人！”

康有为在张勋复辟失败
后，不仅不反省自己的过失，
反而将怨气发泄在梁启超身
上，咒骂他为“梁贼启超”，还
写诗将他比喻为专食父母的
枭獍。

康梁公开辩难及交恶之
后，刘海粟等人积极从中斡旋，
二人关系有所缓和。1927年3月
31日，康有为逝世于青岛。4月17
日，梁启超联合康门弟子，在北
京设灵公祭，含泪宣读悼文。在
这篇情深义浓的悼文里，梁启
超肯定了康有为早年的历史
贡献，但也委婉地批评了他在
复辟帝制上的错误。

综合《文史天地》、《文汇报》

康有为梁启超
政见不合分道扬镳

┬洪振快

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顾炎
武曾经感叹“自古百官俸禄之
薄，未有如此者”。顾炎武的这一
观点影响很大，后世几乎所有研
究明史的人都有类似的观点：
明代官员很穷，贪污是低薪制
导致的。

工资标准的另一种算法

事实上，明代的俸禄是洪武
二十五年（1392年）朱元璋定下来
的，后来成为有明一代的定例。
朱元璋在制定工资标准的时候，
难道会不给他手下的官员基本
的生活费？这既不合情理，显然
也不可能。

洪武二十五年八月，朱元璋
颁布了一份反腐教材，叫做《醒
贪简要录》。这份教材详细记载
了朱元璋制定官吏工资标准的
理论依据。明代正一品官员的俸

禄是每月支米87石，一年1044石。
明代的一石米大约是现在的155
市斤，按现在一斤米值2元钱算，
年薪大概是32万元。在明代，正
一品官员相当于现在的总理副
总理一级，一个大国总理，年薪
32万元不能算高。

但是，《醒贪简要录》的算法
却让我们震惊，让我们感觉到这
份工资其实并不低：米来自稻
谷，加工1044石米需要2620石稻
谷。而要生产2620石的稻谷，则需
要用田873亩。种田需要耕牛，按
一头牛耕地50亩计算，需用牛17
头。田间劳作方面的人力花费，
按一个人种田15亩计算，需要57
个人耕种。

收割之后，农夫挑一担未脱
粒的稻禾只能出4斗稻谷，所以
1044石米需要6550挑。如果从田里
把稻禾挑到打谷场是一里路，再
回去挑也要走一里路，来回就是2
里，这样算下来为了挑担就得走

13100里。因此，正一品官员俸禄
每月87石米看起来似乎不多，但
为了这份俸禄，老百姓却不知要
花费多少劳力和辛苦。光是挑担
就是一个万里长征的路程，你能
说这份工资少吗？

以七品县令的工资标准而
论，月薪是7 . 5石大米，年薪只有
9 0石，与一品官员的月薪差许
多。但按照《醒贪简要录》的算
法，也需要70多亩地、5个农民专
门为之生产，所以，很难说这个
工资标准低得让人无法接受。

穷的根源在于家庭结构

但是，明代官员生活拮据似
乎又是事实。这里面的原因到底
在哪里？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
俸禄标准执行不到位、物价上涨
等等，但最根本的还在于中国古
代的家庭制度，特别是妻妾制度。

以海瑞为例。海瑞任淳安县
令一职的时候，工资经七折八

扣，实际领到的是 1 2石大米、
27 . 49两银子和360贯钞。钞很不
值钱，可以忽略不计。仅以12石
大米、27 . 49两银子来计算，它完
全能使一个五口之家过上相对
来说还过得去的日子。

那么，为什么海瑞连两斤肉
都买不起呢？原因主要在于：海
瑞家人口多，与老百姓一家五口
没法比。

海瑞在淳安的时候，除了老
母、妻子之外，还有两三个女儿、
两个儿子，加上家仆、婢女，可能
还有奶妈，总共有十来口人。

明清时代官员工资显得低
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娶妾制度。海
瑞75岁去世的时候，身边有两个
小妾。明清时代纳一个小妾不会
少于百两银子。这大概也是海瑞
身居二品官员（都察院右都御
史）而死时没有多少银子的原
因，否则凭工资和他相对节俭的
生活，是不应该如此的。

明朝一品官员年薪约合 32 万

王维的诗词和琵琶演奏成为后人画作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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