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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究

曾国荃比曾国藩小十三岁，
在曾氏兄弟中排行第四，因从小
书读得好、人也懂事，曾家上下
都对他比较看重。道光二十年年
初，曾国藩从湖南赴京为官。翰
林院公务无多，所以安顿下来
后，曾国藩就和父母商量，趁父
亲护送他的妻儿来京的机会，带
曾国荃进京读书。

道光二十一年新年刚过，正
月初七那天晚上，曾国藩就正式
开课，为曾国荃讲解诗文。为了
让弟弟能广益多师，曾国藩还
经常带着弟弟拜访朋友，让他
们向弟弟介绍作文之道。这一
年春天，曾麟书启程回家。不料
父亲走后半年，兄弟关系出现
了波折。

曾国藩不明所以寝食难安

曾麟书走后，兄弟两个的教
与学仍如前状。然而到了八月
底，曾国荃的表现突然出现异
常：他提出要回老家，并且不肯
在上房与兄嫂共同吃饭。

曾国藩百般询问弟弟到底
发生了什么事，但曾国荃就是不
说。从表面上看，曾国荃对待兄
嫂态度如常，欧阳夫人也辩解说

她并没有什么地方惹得弟弟不
高兴。但曾国藩担心这样下去，
会让“堂上大人”“疑兄弟或有嫌
隙”，所以心理压力极大。他为此
请父亲专门写信一封，教训九
弟。哥哥的话不听，父亲的教导
你总要听吧？

见曾国藩如此大动干戈，曾
国荃这才回心转意。冷战持续了
一个多月后，十月十一日，曾国
藩三十岁生日，曾国藩在家书中
高兴地汇报：“十一日，男三十初
度，弟具酒食、肃衣冠，为男祝
贺。嗣是复在上房四人共饭，和

好无猜。”一切恢复原状。

一杯茶惹的祸

曾国荃为什么要打这场冷
战，一直是《曾国藩家书》的读者
们心头共同的谜团。直到后来，
在曾国荃的曾孙曾宝慈的一篇
文章才找到原因。

他在文章中说，是因为吃茶
这样一件小事，曾国荃对嫂子有
了意见：忠襄公少年时喜吃浓一
点的茶，茶叶要放得多些，就是
较多于常人，饭后必须另泡一杯
新茶，原来饭前所泡一杯必须换
去，如果就原来的一杯加开水的
话，忠襄就不吃，此一习惯，固然
不一定对，但亦不伤大雅。某次
欧阳太夫人以为忠襄杯中之茶
尚浓，应该可以将就冲一点开水
就吃。此举对忠襄来说，也并不
是苛刻，谁知忠襄大不高兴，就
此不到上房和长嫂一同进餐，并
且要回家。忠襄在表面并不露一
点痕迹，文正与欧阳夫人亦无法
知道此一原由。

曾国荃性格就是如此之倔，
以致曾国藩到死也不知道此次
冷战的缘由。

据《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2》

现代汉语中，“荤菜”代指
肉类食品，俗有和尚不吃“荤”
的说法。其实，在古代不但和
尚和道士不吃荤，连士大夫也
不吃“荤”。但这种“荤”，并不
是指肉类。“荤”的偏旁是草字
头，是一种植物。在周礼中，

“荤”是特指那些类似于大蒜、
葱、韭菜和香菜这样的特殊的
蔬菜，因为它们吃到嘴里，会
产生异味，十分不雅，所以不
被士大夫所喜爱和接受。

后来，礼崩乐坏，士的地
位下降了，成为信奉儒教的知
识分子的代称，因此不食“荤”
也成了士人主张的一种君子
之好。

“荤”最初不是肉

按祖制帝王无权改史

受鲁迅的言论的影响，很
多人认为古代的正史都是被
当朝的帝王将相篡改过的，其
实不然。

古代的史官，最早设立于
夏朝，到了商代，成为一个重
要的职业，最早的历史记录是
指奴隶制王朝对祭祀大事和
国王出行的记录，比如甲骨
文、春秋时秦襄公的石鼓文。

因为它是记录性质的东
西，所以都是据实书写记录。
封建王朝建立后，尤其是汉武
帝设立刺史一职加强封建王
朝的监察工作后，史书成为了
监察上至帝王下至百官的重
要工具。

祖制中，皇帝也不能要求
史官在自己去世之前公布对
自己当朝时期的历史记载，否
则会被定下违反祖制的罪过，
不能入太庙。

其中，最为典型的，莫过
于齐太史前赴后继的故事。

“太史书曰：‘崔抒弑其君。’崔
子(抒)殺之。其弟嗣书，而死者
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
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
既书矣，乃还。”

拿刀叉吃饭并不是西餐
的专利,在古代中国人就已经
拿刀叉吃过饭。在河南安阳阴
虚以及陕西、河北的很多历史
遗存中，出土了一套叫“匕”的
青铜器。“匕”是一种贵族用的
食器，外形像今天的刀叉，是
用来将釜(锅)中的肉切碎，然
后插入自己的容器里食用的，
这也正是刀叉的雏形。

据北京头条网

刀叉非西餐专利

鼎并不是做饭锅

教科书曾有篇课文，里面
注释说鼎相当于现在的锅，并
且一般拿来煮肉。但其实并不
是这么回事。鼎，在商周的青
铜文化鼎盛时期是重要的礼
器。在祭祀活动中，祭司们会
把事先就煮熟的肉，放入鼎
中，然后在鼎下加放置添了香
料的柴火，持续加热，以帮助
碎肉保持温度，让祖先和天神
可以吃到热乎乎的碎肉，保佑
国家的风调雨顺。所以鼎主要
是用来祭祀的礼器，不能把它
跟普通的做饭锅相提并论。

兄弟冷战，曾国藩至死不知原因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八月末的一天傍晚，北京绳匠胡
同，十八岁的曾国荃黑着脸向曾国藩宣布，以后不到上房来和
兄嫂一起吃饭了，兄弟各吃各的，过两天他就卷包袱回湖南。
时任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为此还质问夫人欧阳氏，到底哪里
得罪了弟弟。

慈禧为何称为“老佛爷”
“老佛爷”应是对古代男性

皇帝的称呼，清朝历代皇帝都特
称“老佛爷”。然而，1881年，慈安
太后去世，慈禧独掌大权后，便
让人称其“老佛爷”。纠其原因，
大概有四种说法：

一、拜佛坐禅说

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
“孝钦后政暇，曾作观音妆，以内
监李莲英为善财，李姊为龙女，
用西法照一极大相，悬于寝殿。
宫中均呼以老佛爷。”意思是慈
禧曾扮观音照过一张很大的相
片，悬挂在寝宫之中，因而宫中
上下才皆称呼她为“老佛爷”。

二、有人加号说

据说“老佛爷”这个称号是
李莲英首先对她的称呼。慈禧对
佛祖十分虔诚，念经供佛从不间
断，即便是御驾出巡时也必如此。

有一年北京少雨干旱，华北
地区五谷受害。依照习俗，凡遇
此情形，慈禧与朝廷官员便要每
日向如来佛祖求雨，一直求到雨
来为止。这一次只求告三天雨就
来了，李莲英很兴奋，便趁机恭
维慈禧，说太后真是了不得，差

不多就好象是佛爷一样。
这番恭维的话使慈禧很是

高兴。自此，慈禧就变成了李莲
英的“老佛爷”，每次奏话的时
候，就这么称呼。不久后，“老佛
爷”这个称号不胫而走，传遍宫
廷内外、乃至北京，以及全国。

三、沿蒙古习俗说

曾参与创办《神州日报》工
作的清初民末的著名文人王无
生在《述庵秘史》中说：“宫中称
老佛爷，沿蒙古俗也”。

四、自加徽号说

近代著名文人蔡东藩在《慈
禧太后演义》中说，在慈禧六十大
寿时，“自加徽号，令承值人员等称
他作老佛爷，或称他作老祖宗。”

其实历朝历代的帝王除了
各自的庙号、谥号、尊号外，有些
朝代的皇帝还有特称，而清朝是
女真族建立的王朝，而女真族首
领的最早特称为“满柱”，而“满
柱”是佛爷“晏珠”的转音，是佛
爷“吉祥”之意。当清朝建立后，
朝廷就将满语的“满柱”译为“佛
爷”，成为清朝历代皇帝的特称。

据《文史月刊》

现代间谍为了窃取和传递
情报，身携许多高科技装备，比
如微型照相机、密码锁等。古代
人为了加密公文或者信件，会
采取什么方式呢？

拆字法

拆字法是利用汉字由偏旁
部首相互组合而成的特点，通
过分合增减，将要表达的意思
或想要说的话寓意其中。

公元683年，唐中宗即位。随
后，武则天废唐中宗，立第四子
李旦为皇帝，但朝政大事均由
自己专断。裴炎、徐敬业和骆
宾王等人对此非常不满。徐敬
业聚兵十万，在江苏扬州起
兵。裴炎做内应，欲以拆字手段
为其传递秘密信息。未发出的
密信落到武则天手中，这封密
信上只有“青鹅”二字。

武则天正是用拆字法破解
了“青鹅”的秘密：“青”字拆开来
就是“十二月”，而“鹅”字拆开
来就是“我自与”。密信的意思
是让徐敬业、骆宾王等率兵于
十二月进发，裴炎在内部接应。

“青鹅”破译后，裴炎被杀，并派
兵击败了徐敬业和骆宾王。

代码法

北宋时期，中国出现了用
于军事保密通信的代码。《武
经总要》记载，北宋进士曾公
亮曾搜集了 4 0个常用军事短
语。军队出征前，指挥机关将
用上述短语编码的密码本发
给将领，并约定用一首不含重
复文字的40字五言律诗与密码
相对应。

假设双方以唐代王勃的
《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作为解码
密钥：“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
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
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如果军队
需要补充粮食，前方将领就从密
码本中查出“请粮料”的编码（第
九），《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中的
第九字是“五”，将领便把“五”字
写到一件普通公文中，并在字上
加盖印章。

指挥机关接到这件公文
后，查出盖印章的“五”字，在临
时约好的诗中列第九，再对照
密码本上的顺序，就知道前方
缺粮草。

据《老人报》

古代人如何发“密件”

太平天国为“避讳”疯狂改名
封建时代各朝都有“避讳”，

帝王的名字不可以随便用于其
他场合，如果是双名，一般规定
不能连用。太平天国对避讳的爱
好，到了让人不可思议的地步，
天父天兄的名字，洪秀全父子和
东西南北翼五王的名字要避讳，
一些不好的字眼，如丑、亥（和

“害”同音）等要避讳，甚至有些
常用字，如师（只许用于军师、先
师、后师等）、龙（只许说“宝贝
龙”而不许用于取名）等也不能
用，“王”、“主”等看上去比较“威

风”的字同样不允许用。这样一
来，许多姓都不得不改，王是中
国排名前三的大姓，洪秀全表哥
家也姓王，可因为王这个字不许
用，王姓都被迫改姓汪或者黄，
太平天国境内因此连一家姓王
的都找不到。

许多朝代的皇帝都喜欢赐
名、赐姓，洪秀全也很喜欢这一
套，陈丕成改名陈玉成，李寿成
改名李秀成。特别是李秀成，这
个“秀”是洪秀全自己名字里的
一个字，本来除了杨秀清谁也没

资格用，特意赐给李秀成，是为
了告诉天下人，他对李秀成是一
千个看重，一万个看重的。

太平天国早期禁止结婚，已
婚男女也要分别居住，许多深感
寂寞的将士就到处搜罗孩童，当
做义弟或养子，而有些养子、义
弟连同姓都不是，比如比王钱桂
仁的义弟钱寿仁，本名周寿昌，
那是连名带姓一起改了的。

当年王莽认为双名不雅，下
令全国都改成单名，没想到千百
年过去，太平天国认为双名才是

正理，曾参加过三元里抗英的天
地会老将周春，归附太平天国后
就给改名叫“周春之”，捻军大首
领龚得、张龙，也被太平天国写
作“龚得树”、“张元隆”。

高级将领如此，小兵底层就
更委屈了，避讳什么的样样跑不
了。有个太平军小卒叫“李世
贤”，和侍王李世贤同名同姓，尽
管李世贤的名字不在法定避讳
清单里，但惟恐“殿下不高兴”的
顶头上司仍然大惊失色，勒令整
改，这位小卒大约不过嘟囔了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之类几句
废话，就被“斩首不留”了。

据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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