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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叩其两端 执两用中

避免“过”和“不及”

孔子的弟子曾参小时候跟父亲到田里干
活，不小心将一棵瓜秧铲断了，他的父亲脾气非
常暴躁，看到后大怒，拿起一根大棒就朝他劈头
盖脸打去。曾参经常听孔子讲孝，怕父亲打不
到会更生气，就站着不动，等着挨打，结果一棒
子下来，被打昏了过去。

孔子听说了这件事，很不高兴，曾参过来向
老师解释，您不是教导我们为人子女要懂得孝
吗？孔子说：你知道舜帝的故事吧？舜的父亲叫
瞽叟，眼睛是瞎的。舜非常孝顺他的父亲，父亲
要使唤他，他总是在旁边；但父亲想杀掉他时，他
却每次都会想办法逃掉。父亲用小棍子打他，他
就默默忍受，但用大棍子打他，他就会逃走。舜
这样做的结果，使瞽叟没有犯下不行父道的罪
责，而舜也没有丧失孝道。可你呢，父亲大发雷
霆时，你宁死也不躲避，表面上像是尽了孝道，但
万一你被打死了怎么办？不仅会给你父亲留下
一辈子的痛苦和歉疚，而且会让父亲陷于杀子的
不义之中。有哪一种行为比这更不孝呢？

孔子不认为曾参在父亲打他时不躲避是一
种孝，而是愚蠢，原因就在于他的行为不符合中
庸之道。在孔子眼中，中庸的标准和要求是什
么呢？
《论语·子路》里有一段有趣的记载：有一位

叶公对孔子说，我的家乡有个正直的人，他的父
亲偷了人家的羊，他告发了父亲。孔子回答说，
我家乡正直的人跟你讲的正直不一样，父亲为
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就在其中了。
在孔子看来，偷盗行为固然不对，但儿子揭发父
亲同样有害，因为他伤及的是伦常大义，是血缘
亲情，一个社会倘若因为大义灭亲而使亲情荡
然无存，那是比违法更可怕的事。大义灭亲在
今天也被视为一种美德，但孔子既没有肯定叶
公的说法，也没否定他的说法，而是提出了另外
一个视角。这里就体现了孔子中庸的思维方
法：“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
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在面对问题时，
首先让自己置于空洞无知的境地，即消解一己
之偏、先入为主等影响，而尽可能向不同的场
景、对象和观念保持开放的思维状态，从正反两
个方面进行思考，并最终结合具体语境来做出
“当是当非”的判断。所以中庸是一种无过、无
不及的状态，践行它的关键，就在于“执两用
中”，善于从事情的两端叩问得失，反对执一端、
走异端，这样才能洞悉问题的全貌，找出解决问
题的最佳办法。

◎ 与时偕行 君子时中

贵在应时而动

在历史上，叔孙通饱受争议，原因是他的善
变。叔孙通来投奔刘邦时，穿着一套儒生的服
装，信奉马上得天下的刘邦素来讨厌儒生，甚至
还曾扯下儒生的帽子往里撒尿。叔孙通见状立
刻脱下了儒服，改穿短衣，一副楚人的打扮。叔

孙通给刘邦推荐了不少人才，但都是一些勇武
的土匪强盗，而跟随他的一百多儒家弟子却一
个也没受到推荐，这些人免不了在背后骂他。
叔孙通听说后对他们说：“汉王现在正冒着枪林
箭雨打天下，你们能去打仗吗？所以我现在只
有先给他推荐那些能够冲锋陷阵、斩将拔旗的
勇士。你们要等一等，我是不会忘了你们的。”

刘邦称帝后，叔孙通被任命为博士，赐号为
稷嗣君，负责制定礼仪。叔孙通到曲阜找了三
十多个儒生参与此事，有两个儒生拒绝参加，还
骂他说：“你所侍奉过的主子差不多有十个了
吧，你都是靠着拍马屁博得主子的宠爱，现在天
下才刚刚安宁，死的还没有埋葬，伤的还没有恢
复，你就又闹着制订什么礼乐。礼乐制度的建
立那是行善积德百年以后才能考虑的事情，你
的行为不合于古人，你自己去吧，别玷污了我
们！”叔孙通笑道：“你们真是鄙陋的儒生啊，一
点也不懂时世的变化。”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
年），朝廷按照叔孙通所制定的礼仪举行朝会，
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人敢喧哗失礼，刘邦惊喜地
说：“今天我才真正体会到了做皇帝的尊贵。”封
叔孙通为太常，赐黄金五百斤。叔孙通借机推
荐了那些跟随他的弟子，使这些人都当上了郎
官。儒生们都高兴地说：“叔孙通可真是个圣
人，能把握住形势的需要。”

司马迁称赞叔孙通：“大直若诎，道固委蛇，
盖谓是乎？”意思是说，最正直的人外表反似委
曲随和，事理本来就是曲折向前的。孔子认为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
小人而无忌惮也。”即是说，君子不违反中庸之
道，时常将事情做得恰到好处，而小人则相反。
“时”是孔子中庸思想的重要内容，时间是不断
流逝的，而世间万物随着时间的流逝也是不断
变化的，这就要求我们处世也不能拘泥于原地，

而应该像中庸所要求的那样做到“时中”，即随
时以处中、与时偕行。
孔子针对君子人格的修养过程还提出过“三

戒”说：“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
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
在得。”之所以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提出不同的修
养重点，是由人在不同阶段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决
定的，是应时的结果，也是最符合客观实际的。
而一个人参政与否也是一样，要根据当时的政治
环境，即“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
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换句
话说，孔子既非毫无原则地参与政治生活，即所
谓的“知其不可而为之”，也绝无厌世离俗的超脱
之想，而只是讲究应时而变、无可无不可。

孟子对孔子的“时中”思想极为推崇，他说：
“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
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意思说，伯夷
之所以为圣人，在于他的为人清廉，气节清高；
伊尹之所以为圣人，在于他胜任工作，负责担
当；柳下惠之所以为圣人，在于他随和平易，与
任何人相处都不会受不良的影响；孔子之所以
为圣人，是在于他能审时度势，顺应时势。古语
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正是一种中庸思想的反
映，它要求我们做事不拘泥，能根据时势的变化
而变通，这对我们更好地适应社会、并相机积极
参与和改造社会是十分有借鉴意义的。

◎ 通权达变 灵活执中

力戒食古不化

阳货在鲁国专权，想拉拢孔子出来做官，可
孔子认为阳货是“乱臣贼子”，是不相与谋的人，

所以一直避而不见。阳货便趁孔子不在家，给
他送去了一头烤乳猪。按当时的礼制，“大夫有
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士收了大
夫的礼，要去人家回礼。孔子是礼制的倡导者
和维护者，这个礼是不能不回的，不过他也令弟
子打听到阳货不在家时，才动身去拜访。然而
很不幸，在回家的路上，恰巧遇到了阳货。阳货
坐在车上，傲慢地招呼孔子说：“过来，我有话要
对你说。”孔子没办法，只好近前。阳货问道：
“把自己的才华隐藏起来，不为国家所用，这可
以称是仁吗？”孔子说：“不能。”阳货又问：“想做
大事却总是不去把握机遇，能叫做明智吗？”孔
子说：“不能。”阳货说：“时光一天一天地消逝，
岁月不等人啊。”孔子说：“好吧，我将要去做官
了。”答应了阳货的要求，孔子才得以脱身。然
而孔子虽然答应出来做官，却没说什么时候出
来做官，所以他施展了“拖”字诀，直到阳货逃亡
晋国，他才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出仕做官，并且
当上了鲁国的最高司法长官——大司寇。

这就是有名的“孔子见阳货”的故事，充分
体现了中庸里的“经权”思想。不与政见不同的
人合作，不助纣为虐是“经”，即原则，趁阳货不
在家去回礼、在路上被截住也恭敬应答、答应了
出来做官却玩起了时间差，这些则是“权”。孔
子教育弟子“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但又说“言
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不讲条件的“言
必信，行必果”是浅薄固执的小人行径。

孟子也很重视中庸里“权”的思想，认为
“权，然后知轻重”，强调“执中无权，犹执一
也”。他举例说：“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
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面对
溺水的嫂子，还一味地死守礼制，就是“执中无
权”，不知权变，就是食古不化的教条主义。中
庸主张执中，就是提倡权变，即不故步自封、固

执己见、自以为是，而是依据时空、事情、对象的
不同灵活权变，不拘泥于原则，不墨守教条，合
情合理地处理问题。执中的本质要求，就是将
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权变”思维，它是儒
家中庸思想的主宰和灵魂。

◎ 唯义是从 适度适中

做到和而不同

周襄王二十四年(公元前628年)，秦穆公命
孟明视为主帅，带领军队偷袭郑国。郑国商人
弦高、蹇他经常到东周首都洛邑（今河南洛阳）
贩牛，有一次在路上碰到了秦军。弦高和蹇他
商量说：“看秦军的势头，八成是打算袭击我们
郑国。凡是要偷袭别人，一定是趁人没有防
备。如果我们表示知道了他们的意图，他们一
定不敢前进。”于是弦高一边派人快马加鞭回
国送信，一边迎上秦军，献上4张熟牛皮和12
头肥牛，假托奉了郑国国君的命令来慰问。弦
高走后，孟明视对他手下说：“郑国有了准备，
偷袭没有成功的希望，我们还是回国吧。”郑国
国君闻知此事后，以保全国家的大功重赏弦
高，不料弦高却拒绝说：“因为欺骗而得到赏
赐，郑国的信誉就会受损；要是国家没有了信
誉，风气就败坏了。为了奖赏一个人而败坏国
家的风气，讲仁德的人不会这样做；由于违背
信誉而被奖励，重道义的人不会接受。”说完，
弦高便举家迁居到东方边远地区，终生都没有
回来。

弦高因智退秦军而受到奖励时，面临两难
的选择，最终他拒绝了利益而选择了道义。孔
子讲中庸，提倡权变，但他反对无原则的变通，
因此提出了变通所应依据的标准，那就是义。
什么是义？《中庸》讲：“义者，宜也。”所谓

义，就是适宜。朱熹解释为：“义者，心之制，事
之宜也。”就是做事遵循内心的道德约束，去做
应该做的，就是“义”。所以，“义”作为一种价值
范畴，就成为人们处事时的取舍标准，才有了
“见得思义”“义然后取”“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
浮云”，能达到这样标准的人，就可以称得上高
尚的人。

孟子也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惟义所在。”也就是说，只有外在的“礼”以内在
的“义”为根本，事情才可达到适宜的最佳状态
或程度。与义的标准相对应，孔子最反感的就
是“乡愿”，认为“乡愿，德之贼也”。乡愿就是貌
似忠厚的老好人，他们无原则、无观点、无是非，
阿世媚俗，曲意奉承，沽名钓誉，看似忠信，行似
廉洁，实际上是道德的破坏者。总之，中庸强调
“君子和而不同”，即与人和睦地相处，但不随便
附和。只有明礼知义、坚持标准、紧守原则，才
能真正把握好分寸，做到适中、适度，凡事恰到
好处。

中庸思想既是道德理念，也是修养方法。
它所提出的用中、时中、执中、和中等方法论，以
“中”为基础，以“和”为目标，对于我们处理人与
自身、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方
面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中庸无论作为一种价值
理念、道德情操，还是作为一种处世方法、思维
方式，对于我们修身养德、提升素质，无疑都具
有重要的作用。

黄瓜是我国夏季的主要菜蔬之一。夏季天
气炎热，黄瓜的含水量非常高，吃黄瓜可以帮助
消暑除热，补充水分。现代人喜欢吃黄瓜，古人
也一样。

关于黄瓜的“谜案”

黄瓜的原产地是在印度，西汉时期张骞出
使西域时将黄瓜引入了中原，所以，它最早的名
字便叫做“胡瓜”。至于胡瓜因何变为了“黄
瓜”，便众说纷纭了。
《贞观政要》里提到：“隋炀帝性好猜防，专

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谓胡床为交床，胡瓜为
黄瓜，筑长城以避胡。”隋炀帝本身有鲜卑血统，
统一全国之后，便很忌讳“胡”字，也很避讳胡
人，所以将“胡瓜”更名为“黄瓜”。

唐朝人孟显在《食疗本草》里又记录过另外
一个说法：“胡瓜，北人亦呼黄瓜，为石勒讳，因
而改。”说的是后赵的开国皇帝石勒本身是少数
民族，非常不喜欢底下的人说“胡”字，于是将胡
瓜改作了黄瓜。

其实在隋唐之前的一些故事里也可以看到
“黄瓜”这个词。

比如北魏大臣郭祚，被皇帝任命为太子少
师，负责指导太子的学业。《魏书》上记载过，郭
祚有一次跟着北魏宣武帝去东宫，当时的太子
年纪还小，郭祚特意在怀中装着一根黄瓜带给
太子当零食吃，后来人家知道了，就嘲笑他是
“黄瓜少师”。这个故事发生在隋朝之前的南北
朝时期，当时的人吃的黄瓜是不是现在我们说
的黄瓜，暂不能下定论，但可见当时就有“黄瓜”
的称呼了，至少“胡瓜”和“黄瓜”在当时是并用
的，后来隋炀帝大力推广了“黄瓜”的叫法倒是
很有可能的。

其实一直到唐朝，“胡瓜”一词还经常被人
们提及。中唐时的唐德宗立志削藩，结果激起
了叛乱。建中四年（783）京城长安沦陷，唐德宗
逃亡奉天（今陕西乾县），一路上狼狈不堪，但沿
途老百姓特别热情，进献了很多瓜果，于是唐德
宗欣慰地表示：“累路百姓进献果子胡瓜等，虽
甚微细，且有此心，今拟各与散试官，卿宜商量

可否者。”沿途老百姓忠心为君，给我们这么多
果子胡瓜，众位爱卿说要不要给这些百姓赏个
小官当当？这里的胡瓜估计也是黄瓜，因为常
见，价格也不贵，如果是什么新品种或者珍贵的
瓜，估计老百姓也拿不出，拿得出也不可能大规
模的支援流亡的朝廷。

当时的翰林学士陆贽听到唐德宗这么说，
赶紧上疏反对：官爵是天下公器，只有有功勋才
德的人才能获得。若是送些果子黄瓜就能得到
官职，那便遗祸无穷啊。老百姓忠心为君，可以
赏赐金钱，就当是从百姓这儿买来了黄瓜，这样
不就两全其美了吗？

黄瓜的花样吃法

古人喜欢吃黄瓜。古代的黄瓜是常见且亲
民的，苏轼在徐州做太守时记录过自己的所见
所闻，其中就有“牛衣古柳卖黄瓜”之场景，古老
的柳树底下有一个身穿粗布衣的农民在叫卖黄
瓜。元朝诗人王冕也在诗中记录过类似场景：
“山童分紫笋，野老卖黄瓜。”

黄瓜吃法多样，比如直接入嘴开嚼，不仅清
脆而且解腻。当然了，人们也喜欢用黄瓜当做
配菜，《新唐书》里提到当时的地方政权南诏国
境内有一道名菜叫做“鹅阙”，但这菜似乎与
“鹅”无关，而是拌制的生鱼片：“切鱼寸长，用黄
瓜、胡椒、茱萸调和。”拌的时候就得加入黄瓜。

元朝的《饮膳正要》有一道叫做“围像”的
菜，即以羊肉和羊尾子煮熟切细后再加入五个
黄瓜以及其余配菜烹制而成的药膳。元明时期
的美食专著中将面条称作“水滑面”，即以上等
细白面制作成面条，吃的时候加入一些浇头，黄
瓜丝也是常用的。

黄瓜的吃法多样，要说古人最喜欢哪一种，
我觉得众口难调，但腌黄瓜一定是热门候选之
一。宋代的《中馈录》里记载过一道“蒜瓜”，这
是腌黄瓜的一种，将小黄瓜用白灰、白矾水焯过
后，把水控干，用半两盐腌上一晚上。之后再用
半两盐、三两瓣大蒜捣成泥和黄瓜拌匀，再倒进
腌水中，用熬好的酒、醋浸泡。

记录过腌黄瓜的美食专著很多。清代的吃

货袁枚就喜欢吃腌制的酱黄瓜，他在《随园食
单》里提到：“王瓜初生时，择细者腌之入酱，脆
而鲜。”这里的“王瓜”就是黄瓜，虽然现在也有
另外一种“王瓜”，但以药用为主，口感上也谈不
上“脆”。

清代的《进小菜底档》里记载过乾隆皇帝常
吃的一些小菜，其中有酱姜、酱杏仁、酱豆角等，
当然还有袁枚也爱吃的酱王瓜。

反季节的黄瓜

黄瓜是夏季的果蔬，古人的诗词中多有体
现。南宋诗人叶适一年端午之后野行归来说
道：“日昏停棹各自归，黄瓜苦菜夸甘肥。”黄瓜
和苦菜甜美的季节正是端午前后。

黄瓜解暑消渴，深受人们的喜爱，明末清初
的诗人梁佩兰写道：“后园黄瓜味甘脆，可惜熟
时食难继。”黄瓜熟了很快就会被一扫而光，吃
货们可犹豫不得。

南宋诗人陆游很爱吃黄瓜，而且爱赶新鲜，
黄瓜刚上市的时候就得尝鲜，“黄瓜翠苣最相
宜，上市登盘四月时”。农历的四月对应的正好
是阳历五六月的初夏天气，此时黄瓜已上市，但
数量不多，“白苣黄瓜上市稀，盘中顿觉有光
辉”，吃着刚刚上市的新鲜黄瓜，顿时觉得桌上
的盘子都闪闪发光了。
《鹿鼎记》里，韦小宝担任尚膳监的总管时，

承值太监给他传授“经验”：“太后和皇上的菜肴，
一切时鲜果菜，都是不能供奉的。”有些一年中只
有一两月才有的果菜，倘若皇上吃得入味，夏天
要冬笋，冬天要黄瓜，大伙儿“只好上吊了”。

其实这是小说里的桥段，事实上并没有如
此夸张。很多古代食谱里就提到过取染坊沥过
淡灰色的布，晒干后用来包藏生黄瓜和茄子，到
冬月便可食用。或者是腌制过的黄瓜，也可以
经得起储藏。

就是皇帝真想要吃新鲜黄瓜，公公们也大可
不必上吊，因为古人也有种植反季黄瓜的技术。
早在唐代，就有一种用“温汤水”来培植反季蔬菜
的技术，唐朝诗人王建记录过：“内园分得温汤
水，二月中旬已进瓜。”明朝的沈德符在《万历野
获编》里特意强调了一下：“京师极重非时之物，
如严冬之白扁豆、生黄瓜，一蒂至数环。”

明人王世懋在《学圃杂蔬》中还提到过当时
流行的培植反季黄瓜的技术：“王瓜，出燕京者
最佳，其地人种之火室中，逼生花叶，二月初即
结小实，中官取以上供。”其实便是一种温室培
植方法，这也使得人们在还比较寒冷的农历二
月初便能吃到黄瓜了。

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庸是儒家所追求与秉持的一种臻至完美的

道德标准或行为规范。何谓中庸？《中庸》里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

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即是说喜怒哀乐四种情

绪没有表现出来就是中，表现出来而能恰如其分就是和，中是天下之根本，和是万物运

行的规律。我们与他人交往，经常会出现喜怒哀乐等情绪，这是人之常情，这些情绪既

不能任由自己过度宣泄，完全不顾他人的感受；也不能委曲求全，将情绪完全隐藏起

来。这需要掌握一个“度”，让自己的情绪有节制地表现出来，使之符合社会伦理规范

和生活习俗，从而达到“和”的美好状态。“致中和”体现了自我监督、自我控制的目标，

这也是自律的一种体现。所以中庸在道德修养上，强调的就是适度原则，要求人们为

人处世始终保持不偏不倚、执中协同的态度和方法，避免“过”和“不及”。

修身养德的中正之道
王硕新

夏日炎无尽 黄瓜最相宜
善俊 周恩来：保持光荣传统

1955年，周恩来的侄子周尔均初进西花厅
时，对有着长廊、假山和海棠盛开的庭院印象颇

为美好。可当他们来到住房，一眼看到的却是

嘎吱作响的房门、裂缝漏风的窗扇、漆痕剥落的

梁柱、苔痕斑驳的砖地。洗手间也很简陋，架子

上挂的毛巾中间有破洞，用布缝上还在用。周

尔均非常惊讶，国家总理的住房、设施，怎么如

此寒酸呢？周恩来和邓颖超说：“这就不错了。

不要忘了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的光荣传统，我

们都要保持。”

皮定均：善于总结经验
开国中将皮定均善于总结战斗经验。1945

年，皮定均写成一本关于攻击城寨战斗的教材，

全文两万余字，这套教材对战前准备、战斗手段

等一系列问题都提出了一套具体办法。该书印

发部队，成为豫西抗日先遣支队的战术教材。

皮定均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也不例外，在他

的笔记本里，有一本专门记录小部队活动战例，

共 19则，5万余字，大部分都绘有活动要图，用
红蓝黑三色标明界址、村庄、战场、山脉等，虽然

是在战争间隙匆匆记录，但仍然勾勒出敌我态

势、战前策划、战术运用、经验教训等方面的情

况，为我们深入了解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了鲜活

的资料。

高莽：成就斐然谦虚豁达
高莽不仅是我国著名的作家、画家，还是俄

语翻译界的泰斗级人物，曾任《世界文学》主

编。在担任《世界文学》主编之前，有许多人认

为高莽就是一个画画的，所以在他当了《世界文

学》主编后，有不少人给《世界文学》的主管部门

写信责问：“偌大的一个中国，居然找不出一个

搞文学翻译的人来当主编，为什么要找一个画

画的来滥竽充数呢？”高莽得知此事后，微微一

笑道：“不能怪他们，有时候我也以为自己就是

一个画画的，谁让自己平时喜欢涂抹几笔呢。”

其实，无论在翻译上，还是在写作上，或是

在绘画上，高莽的成就都很斐然。高莽的译著

从来不署他的本名，而是署乌兰汗（红色的汉子

之意）、何焉、雪客、肖儿、竹马、野婴之类的笔

名，为此还闹出过一个大笑话。1949年初，俄
罗斯文学翻译家戈宝权赴苏联途经哈尔滨，想

和几位俄文翻译家开个座谈会，于是便列了五

六个翻译家的名单，然后一一发出邀请，结果到

会的只有高莽一个人。这让戈宝权感到很奇

怪，对高莽说道：“其他几个人怎么迟迟不到会

呢？”高莽不好意思地说：“您名单上列的几个

人，其实都是我。”戈宝权很惊讶，弄清原委后，

不由得笑弯了腰。

林则徐：心思缜密效率高
清代名臣林则徐心思缜密，他将常用的 4

本花名册命名为《千古江山》。凡是姓氏第一笔

为撇的，入“千”字簿；第一笔为横的，入“古”字

簿；第一笔为点的，入“江”字簿；第一笔为竖的，

入“山”字簿。每个人名下面都有籍贯、年龄等

个人信息，翻阅起来极为方便，这也极大地提高

了他的工作效率。

溥杰：偷运文物练眼力
溥仪的弟弟溥杰厌倦紫禁城的刻板生活，

一心想出国，无奈囊中羞涩，于是他开始偷宫里

的东西。溥杰每天上午进宫伴读，下午回家就

顺走一包东西，别人以为是皇帝赏赐也不便多

问。如此偷了一年多，一共拿到书画精品 400
多件，“皆属琳琅秘籍，缥缃精品”。溥杰后来谈

到他鉴别文物的能力，“就是通过这一阶段偷运

文物的活动养成的”。

古代学子：如何欢度“毕业季”
古代的学子们并没有明确的毕业时间。所

以，学子们的“毕业”时间其实也就是金榜题名之

时。金榜题名者会以什么方式来庆祝“毕业”呢？

从乡里到朝里，各种庆祝活动是少不了

的。除此之外，就是举行“毕业旅行团”。能参加

这个旅行团的，当然都是榜上有名的新科进

士。旅行的内容，一是赏春。正值人生春风得

意之际，且放榜又多是在春季，欣赏一番大好春

光，自然是少不了的。二来，就是各种酒宴。借

着各种酒宴应酬，联络感情拉关系。最后一点，

古代的“毕业旅行团”相当程度上也是“相亲旅行

团”。各级官员，甚至皇帝，只要家中有待嫁闺女

的，都很难忽视新科进士这一年轻有为的群体。

拾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