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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修贡举革新

宋初文风沿五代余习，刻意雕琢，追求华丽
辞藻，讲究骈偶。当时的士子喜欢创作险怪、奇
涩之文，堆砌辞藻、典故，没有核心思想，片面追
求文章华丽，表现出文化贵族的倾向。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提倡
平实文风，大力反对浮靡的时文，以文章负一代
盛名，名列“唐宋八大家”和“千古文章四大家”
之中。

庆历三年（1043），在杜衍、范仲淹主持庆历
新政的背景下，欧阳修上《论更改贡举事件札
子》，提出按先策、次论、最后诗赋考试的顺序，
依次淘汰。虽然欧阳修等人的提议改革最终淹
没于党派之争上，但是朝廷对贡试的态度发生
了变化，对策论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有所加强。

嘉祐二年正月，欧阳修知礼部贡举，以翰林
学士的身份主持省试，副考官为韩绛、王珪、范
镇和梅挚，梅尧臣为点检试卷官，这些都是怀揣
着改革科举愿望的同道。欧阳修大举改革，一
改以往一次考试定输赢的做法，改为四场考试
取综合得分，这样可以更加全面地考核考生的
综合实力。在这场考试中，欧阳修为了文体改
革，录取了大量文风平易近人的举子。

贡举改革，适应了宋朝当时尊儒重德的社
会风气和政治需求，在欧阳修的努力下，科举考
场上纪律严明，扫除了作弊的风气，而审卷官也
能秉公改卷。但是这次革新也得罪了一些权
贵，当时有很多擅长写“太学体”的名人都没有
考中，他们落榜后愤而揭榜，聚众闹事，甚至在
欧阳修上朝的路上对其围堵谩骂。最为过分的
是，有人还写祭文，绑在石头上，扔到欧阳修的
院子里诅咒他。

在权力和外部威胁的压迫下，欧阳修没有
屈服，继续和同道并肩战斗，为扭转文坛积弊而
顶住逆流。宋仁宗很信任欧阳修，他觉得选上
来的全都是人才，从此决定，中了省试的举子，
朝廷全部录用。

梅尧臣为诗坛宿将，他的诗歌与欧阳修的
古文、蔡襄的书法代表了庆历、嘉祐年间文学艺
术的最高成就。梅尧臣与苏舜钦齐名，时号“苏
梅”，又与欧阳修并称“欧梅”，其诗风格“闲肆平
淡，涵演深远”，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思想性。
北宋诗文革新时期，梅尧臣、欧阳修是运动领
袖，以革除晚唐五代以来诗风之弊为契机，借儒
学复兴之大潮，以复古求新变，对宋代诗风转变
影响很大，初步确立了宋诗的面貌。因此有“宋
诗开山祖师”之誉。

在欧阳修的大力举荐下，性格倔强、仕途坎
坷的梅尧臣被任命为屯田员外郎，充任《唐书》编
修官及国子监直讲，后又升任尚书都官员外郎。

◆ 三文豪
苏轼、苏辙、曾巩

这次科举考试有3位后来成为北宋时期的
散文大家，被后人列入“唐宋八大家”之中，这就
是苏轼、苏辙、曾巩。

嘉祐元年年初，苏洵带着21岁的苏轼、19岁
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于五月
到达汴梁城，寄宿于僧庙，等待秋季的考试。因
为苏轼兄弟没有参加老家益州的解试，必须通

过汴京的解试才能获得参加省试的资格。在由
眉州来京的45个考生中，最后获得省试资格的
有13人，苏轼、苏辙二兄弟名列其中。

苏家兄弟忙着备考，苏洵却穿梭于社交活
动，积极结交社会知名人士。苏洵谒见翰林学
士欧阳修，呈上自己的著作。欧阳修很赞赏他
的《衡论》《权书》《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刘向、
贾谊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苏洵。公卿士大
夫争相传诵苏洵的文章。苏洵虽然没有中进
士，却因为这一次考试扬名天下，也成为“唐宋
八大家”之一。苏氏兄弟二人都以优等高中进
士，成为北宋著名文学家，与父亲一起并称为
“三苏”。

曾巩，建昌军南丰（今属江西）人，幼年能
文，语已惊人，未冠而名闻天下。曾巩18岁时随
父赴京，以文相识王安石，结成挚友。入太学
后，曾巩上书欧阳修并献《时务策》。欧阳修对
曾巩的才华欣赏有加，悉心指导和提携，有师生
之谊。曾巩还与杜衍、范仲淹等人有书信来往，
投献文章，议论时政，陈述为人处世的态度，名
闻天下。但因其擅长策论，轻于应举时文，之前
屡试不第。

这次科举考试，欧阳修还闹出一段“乌龙”
佳话。考试的文章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
苏轼的文章写得简短精练，全文600余字。他以
忠厚立论，紧扣主题，从赏善惩恶两个方面加以
说明。在赏与罚的范畴和方式上，苏轼剖析得
细致入微、张弛有度、收放自如，全篇文章说理
透辟严谨，结构紧密完整。

梅尧臣在阅读此卷时，被其清新洒脱的文
风、酣畅淋漓的论辩所吸引，认为有“孟轲之
风”，评了满分后推荐给欧阳修，说此文可评第
一。欧阳修看后，不禁击掌赞叹，认为梅尧臣的
评判是恰当的，同意其意见。可是作为主考官

的欧阳修心想世上能写出此文者非曾巩莫属，
选自己的弟子当第一，难免会引起风言风语，甚
至遭到言官的弹劾，于是忍痛割爱，将此文改评
为第二。欧阳修气节高雅、严于律己之风可窥
一斑。

可是当拿来原卷，拆开弥封对照后，欧阳修
却大吃一惊，此文竟不是曾巩所作，而是苏轼所
写。欧阳修在给梅尧臣的信中对苏轼大为称
赞，说：“读（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
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其惜才、爱才之情
溢于言表。

◆ 二理学家
程颢、张载

程颢，河南洛阳人，嘉祐二年中进士后，历
任鄠县主簿、上元县主簿、泽州晋城令、太子
中允、监察御史、监汝州酒税、镇宁军节度判
官等职。

宋神宗年间，程颢任御史，因与王安石政见
不合，不受重用，遂潜心于学术，与弟程颐开创
“洛学”，奠定了理学基础。他先后在嵩阳、扶沟
等地设学庠，并潜心教育研究，论著颇巨，形成
一套教育思想体系。

程颢认为教育的最高目的是使受教育者循
天理，仁民而爱物，谨守封建伦常，且强调教育
必须以儒家经典为教材，以儒家伦理为教育之
基本内容。程颢是北宋理学的奠基者、“洛学”
代表人物，其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张载也是北宋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他是陕
西眉县人，生于官僚家庭，少年时就喜欢读书。
除了儒家经典，还阅读了大量的佛教和道教书

籍。嘉祐二年中进士后，历任祁州司法参军、丹
州云岩县令、著作佐郎、崇文院校书等职。

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在其弟张戬上书批
评王安石而被贬官之后，张载辞职归乡。随后，
他创建了横渠书院，边授徒边著书，渐渐创立了
代表自己思想体系的“关学”学派。

张载认为生在世上，就要尊顺天意，立天、
立地、立人，做到诚意、正心、格物、致知、明理、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努力达到圣贤境界。
关于其讲学的主旨，集中地体现在“横渠四句”
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张载一生大部分时间和精力
用于著书立说和教书育人上，他继承和发挥了
孔子的教育思想，在关中兴教，使“关学”大盛，
学者辈出。他以德育人，关中民风为之一变。

程颢的洛学、张载的关学、朱熹的闽学共同
构成了宋代理学的主流。

◆ 一名将
王韶

王韶，江西德安县人，嘉祐二年及第后初任
新安县簿，继为建昌军司理参军。宋神宗熙宁
元年（1068），上《平戎策》三篇，正确分析了熙河
地区各方势力的状况，提出“收复河湟，招抚羌
族，孤立西夏”的方略，与宋神宗、王安石等变法
派“改易更革”的政治主张相一致，因此得到北
宋朝廷的高度重视和采纳，王韶被任命为秦凤
路经略司机宜文字之职，主持开拓熙河之事
务。王韶从此以一介书生的身份出掌边疆军
事，担负起了收复河湟的任务。

王韶足智多谋，富于韬略，在开拓熙河的过

程中，他采取招抚、征讨、屯田、兴商、办学相结
合的战略方针，取得了“凿空开边”的重大胜利。

在此期间，王韶“用兵有机略”“每战必
捷”。熙河之役，拓边两千余里，收复熙、河、洮、
岷、叠、宕六州，恢复了安史之乱前由中原王朝
控制这一地区的局面，并生擒青海东部吐蕃首
领木征，将其送往京师。

熙河之役的胜利，对于饱受外患的北宋是
极大的鼓舞，使宋对西夏形成了包围之势，达到
了使西夏“有腹背受敌之忧”的战略目标。可以
说，熙河之役是北宋王朝在结束了十国割据局
面之后，八十年来所取得的一次意义重大的军
事胜利。

王韶因战功赫赫一路升迁，累进观文殿学
士、礼部侍郎、枢密副使等职，他本人也以“奇
计、奇捷、奇赏”著称，被时人称为“三奇副使”。

◆ 九宰执
林希、章惇、吕惠卿等

嘉祐二年的进士榜上，后来有9人官至宰执
位置，即林希、章惇、吕惠卿、曾布、张璪、梁焘、
郑雍、蒋之奇、苏辙。

福建人林希，在省试中已名列第一，有望在
殿试中夺魁，但是其文章《民监赋》开头第一句
便有“天监不远，民心可知”一句，宋仁宗认为是
在批评自己，很不高兴。而他看到章衡的文章
破题写道：“运启元圣，天临兆民。监行事以为
戒，纳斯民于至纯。”心里就十分受用，但嘴上却
谦虚道：“此祖宗之事，朕何足以当之？”当即钦
点章衡为状元。

林希尽管痛失状元，但走入仕途后得到章
惇的赏识，举荐他为中书舍人，参与修撰《神宗
实录》。后又迁礼部、吏部尚书，翰林学士，同知
枢密院事，相当于宰相。后来，由于被曾布陷
害，致其背叛章惇，林希因此获罪，被罢到亳州、
杭州任知府。在杭州任上因题“苏公堤”三字，
苏堤由此得名而流传千古。

上面提到的章惇为章衡族叔，才智出众，学
问广博精深，善写文章，且性格豪爽、真率，相貌
俊美，举止文雅洒脱。嘉祐二年，章惇进士及
第，但他耻于在其族侄章衡之下，拒不受敕，扔
掉诰敕回家。嘉祐四年，章惇再次参加科举考
试，名列第一甲第五名，开封府试第一名。

章惇最高官居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作
为北宋中后期的政治家、改革家，章惇一生致力
恢复熙宁新法，修正弊端，使新法得以完善发
展，是熙宁变法的主要推动者；他还主持重修
《神宗实录》；其经略湖北、湖南时，发展当地经
济，协调朝廷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后征战西夏，
为宋廷的开疆扩土作出了贡献。

吕惠卿中进士后，因与王安石政治理念相
合而得到器重，并深得宋神宗的信任，成为王
安石变法中的二号人物。王安石第一次被罢
相后，吕惠卿出任参知政事（副宰相），为继续
推动变法作出了许多贡献。他大半生都被卷
入新旧党争中，宦途起伏不定，后半生一直在
朝外辗转。

曾巩的弟弟曾布，苏轼的弟弟苏辙，文名均
比哥哥略逊一筹，但后来的官职都位列宰执。

嘉祐二年的科举考试，人才喷出，群星璀
璨，有24人在《宋史》中列传，在文学、政治、经
济、经学领域都有领军人物，对北宋政治、经济、
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影响巨大，也因此被誉为“千
年科举第一榜”。

刘伯承：不称自己是军事家

20世纪50年代初期，苏联编写《大百科全

书》，在“刘伯承”条目下这样写道：“刘伯承，

四川开县人，革命军事家……”当有关部门拿

着初稿去征询刘伯承的意见时，他拿起笔，毫

不犹豫地把“革命军事家”改成“革命军人”。

刘伯承说：“不要说自己是军事家，我们都是

在毛主席军事思想指导之下，才打了胜仗的，

是靠了许多革命军人英勇奋斗才取得胜利

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革命军人。”

蔡智堪：智取情报

蔡智堪1888年生于中国台湾苗栗县，11

岁时随父旅日，早年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毕

业后，蔡智堪开设洋行，1905年加入同盟会。

此后，他以做生意为掩护，广泛结交日本政界

高层人士。张学良的外事秘书王家桢与其熟

识后，便嘱其搜集日本高层情报。

一日，蔡智堪收到王家桢的密信，其中写

道：“英美方面传说，田中首相奏章，对我颇有

利害，宜速图谋入手，用费多少不计。”

蔡智堪觉得，采用金钱收买最高机密这

种方法难以奏效，不如利用日本政客间的

矛盾，智取奏折。蔡智堪打探到，《田中奏

折》出笼后，遭到日本保皇派和民政党的抵

制。于是，蔡智堪秘密会晤了民政党顾问牧

野伸显。正巧，牧野伸显的妻弟山下勇在

日本皇宫内担任书库管理员，有机会接触

到高层公文。

1928年7月19日，蔡智堪随身携带着牧

野伸显赠送的金盾形“皇居临时通行牌（第72

号）”，在山下勇的带领下，以日本皇宫图书修

裱师的名义于凌晨潜入皇家书库。经过一番

查找，蔡智堪在天皇神龛里搜到了一封密封

文件，打开一看，“田中奏折”四字映入眼帘。

在连续两个夜晚的描摹后，蔡智堪终于顺利

获得了《田中奏折》的全本内容。

汪曾祺：去得最多的图书馆

1939年夏天，汪曾祺来到云南昆明，寄住

在青莲街同济中学的宿舍里。他以第一志愿

考取了西南联大中文系。在学校发了榜还没

有开学的日子里，他除了骑马、坐船游玩之外，

几乎每天都去昆明的翠湖图书馆看书。图书

馆不大，形制有点像道观，非常安静整洁。有

一个侧院，院里种了好多盆白茶花，安静而欣

然地开着。

图书馆管理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没有

准确的上下班时间，也从不言语。他来了，开

了门，把壁上不走的挂钟时针“喀拉拉”一拨，

拨到8点，这就上班了，开始借书。图书馆的藏

书在楼上，楼板挖出一个长方形的洞，从洞里用

绳子吊下一个长方形的木盘。借书人开好借书

单，管理员把这书单按当时昆明人的叫法叫作

“飞子”放在木盘里，一拽旁边的铃铛，“哨啷哨

啷”，木盘就沿着滑车吊上去了。不一会儿，上

面拽一下铃铛，木盘就装着借书人要的书下来

了。这种古老而有趣的借书方法汪曾祺以后再

也没有见到过。

这个小图书馆藏书不少，而且有些善本能

够满足汪曾祺的需要。过了两三个小时，那位

干瘦而沉默的图书馆管理员站起来，把壁上不

走的挂钟时针又“喀拉拉”一拨，拨到12点：下

班。读者们似乎对这种以意为之的计时方法

完全没有意见，因为他们没有一定要看完的

书，在此看书是没有目的的，逮着什么看什么，

到这里来主要是享受特有的一份悠闲和恬

静。翠湖图书馆是汪曾祺一生中去过次数最

多的图书馆，那个性独特的图书馆管理员，独

特的图书借阅方式，让他久久难以忘怀。

察必：勤俭有节变废为宝

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在我国古代也

有不少环保达人，忽必烈的皇后察必就是其

中一位。

这位皇后出自弘吉剌部，是地地道道蒙

古大草原哺育的姑娘。她最大的美德便是继

承了草原人民勤劳朴实的优点，勤俭为本，非

常懂得过日子。在后宫，她亲自率领宫女，展

开了轰轰烈烈的“废物回收利用”环保活动，

大力提倡“节约型”皇宫生活。她让宫女收集

用旧用坏的弓弦，继而煮制，织成绸帛，然后

做成衣服，竟然非常坚韧密实。察必皇后亲

煮弓弦、自织丝帛的壮举，被朝臣传为佳话。

还有一次，察必皇后来到专为皇宫造酒

的宣徽院，竟在库房里发现许多废弃的羊臑

皮，被搁置了好多年。察必命人搬到后宫，与

宫人们将其洗晒干净，裁剪妥当，然后细细缝

合，做成地毯再次利用起来。

解惑：
清代士子请客吃饭为何叫“吃梦”
清同治十年（1871），王闿运（晚清经学

家、文学家）进京会试。他的朋友多，朋友的

朋友更多。因此，在办正事之余参加的吃请

也很多。据《湘绮楼日记》记载，在此期间，几

乎宴饮无虚日。

这年6月27日，许振祎发帖子请王闿运赴

宴，与宴者共计8人，其中，以王闿运等3人为

“梦神”，以许振祎、谭继洵等5人为“展梦”。这

次宴会就叫“吃梦”。吃饭就吃饭，为什么叫

“吃梦”？不管吃什么都要买单，依常理，许氏

招客，自应由他买单。“梦神”二字，或可猜测为

贵宾，即王闿运等3人无需掏钱；而许氏与其他

4人具有“展梦”的资格，那么，饭费难道是由

“展梦”者分摊不成？

后来，读到吴仰贤《小匏庵诗话》，才算解

开这个谜团。其书云，参加会试的士子们，在

发榜之前，每有聚餐，与会者都不用带钱包，

带上嘴就行（“不携杖头钱”），胡吃海喝完毕，

拍屁股走人。买单的事谁负责？待到发榜，

由中了举人、进士的与宴者负责。因为在吃

的过程中大家都不知道这是“吃”谁的请，而

大家又都“梦”想这桌能由自己买单，所以，这

就叫“吃梦”。

由于当时个人信用体系的建设不够完

善，不免有上了榜却逃单的人，于是，大家在

与宴者中挑出一或几个不参加本科考试的

人，让他们作“酒监”，此即所谓“梦神”。一

般情况下，“梦神”不用买单，故“咸乐为

之”。只是，倘若手气不好，坐到一桌名落孙

山的席上，则出钱人人有份，“虽梦神不得免

焉”。故又有诗云：“莫羡监筵作梦神，梦神

也是梦中身”。

清朝一代廉吏戴敦元，史称他清廉寡欲，
不拘小节，“数十载一布被”，始终清正廉明、
节俭朴实，为人称道。

戴敦元学识渊厚，作风务实，善于躬身实
践，深入田间地头调研。嘉庆二十四年
（1819），戴敦元赴广东任高廉兵备道。这是
戴敦元第一次出京外任，他担心自己不了解
当地实情而影响施政，特意选择先去粤商云
集的苏州南濠，借此机会了解广东的风土人
情和施政利弊。他以客商的身份与粤商同
寓，获取了许多第一手的资料，为接下来在广
东开展工作做了充分的准备。虽然在任时间
不长，但戴敦元秉持“报国无才勤补拙，安民
有愿尽除冤”的宗旨，做了许多深得民心的
事，被当地百姓称为“神公”。

戴敦元后来改任山西布政使，他前往赴
任时不事声张、不搞排场，不解衣，不下车，每
天五更就催车夫上路，饮食不过是六枚麦饼，
且全在车上解决，从不劳烦沿途州县，以致戴
敦元“独行数千里，而舆夫馆人莫知其为新任
藩使者”。当时官场上有一个陋习，凡是上官
过境，沿途州县都要劳师动众迎来送往，不仅
大摆筵席，临走前还要给上官准备礼品。戴
敦元不为官场恶俗和潜规则侵蚀，更不为钱
财折腰，他兴利除弊、革故鼎新，坚决将这些
陋习革除，大大净化了官场风气。

道光十二年（1832），戴敦元任刑部尚
书。在京任职期间，他每天办完公事就回
家，谢绝宾客，“同僚非公事不得见”，拒绝私
下上门拉关系。居京师十年，戴敦元专治刑
狱，所治狱无纵无滥。清代达官显宦盛行八
抬大轿，而他作为一部尚书，着粗衣，坐敝
车，生活俭朴，上下班经常步行，在衣食住行
诸方面崇尚节俭，律己甚严。

有一年冬天，天降大雪，戴敦元身披雨
罩，手抱文书，步行到街上，叫了一辆驴车去
上班。到了刑部衙门，“隶役呵殿而入”，戴敦
元脱去雨罩露出官帽上的珊瑚顶戴。在清

朝，珊瑚顶戴是二品官员才可佩戴的。车夫
见后大吃一惊，没想到这么大的官居然坐自
己的车，吓得要弃车而逃，戴敦元却“强留与
之钱而去”。因为这段美谈，人们赞其清廉，
称之为“驴车尚书”。一个“驴车尚书”的雅
号，把一个清官的形象生动地刻画出来，令人
肃然起敬。
戴敦元的廉洁节俭并非故作姿态的表现，

而是发自内心的自律。他生活俭朴不讲究排
场，饮食起居简单随意，从来没有过高的要
求。一次，他从刑部尚书任上请假回浙，当地
官府官员是其故交，特意设宴为他接风。那天
下雨，戴敦元就穿了一双木屐前往。散席后，
官员陪同戴敦元出来，此时鼓号齐鸣、官署大
门开启，陪同人大声呼唤戴公的轿马。戴敦元
微微一笑，拿过雨伞“自执之，扬扬出门去”。戴
敦元执伞走时那种“扬扬”之态，正是他严格自
律、清廉自守的可贵风范。

在清朝“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官
场上，贪腐之风盛行。“驴车尚书”戴敦元能在
这样的环境中“出淤泥而不染”，始终洁身自
好，不同流合污，留得清白在人间，其根源毋
庸置疑是他内心深处对清廉的坚守和信仰。

道光十四年，戴敦元卒于任所，“敝衣露
肘，布衾一袭”，人们看到他衣衫破烂，连手肘
都露在外面，身上盖着一床布棉被，都感叹
“其俭德为不可及云”。至于家产，史载其“任
官四十年，逝世仅遗几架书籍，几幅画，几间
旧房，数亩薄田而已”。戴敦元去世后，道光
皇帝感慨他的清廉自律，对他作出了“清介自
持，克尽职守”的评价，追谥为简恪。
“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这正是“驴

车尚书”戴敦元清清白白做人、堂堂正正为官
的真实写照。一个人、一个官员，应经得起考
验、耐得住清贫、抵得住诱惑，在面对是与非、
得与失、名与利时，要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
己之心，如此才能守住底线，成为百姓尊重、
爱戴、怀念的好人、好官。

《明人考试图横轴》，故宫博物院藏

戴敦元 清介自持养廉德
王厚明

拾遗

“紫案焚香暖吹轻，广庭

清晓席群英。无哗战士衔枚

勇，下笔春蚕食叶声。乡里献

贤先德行，朝廷列爵待公卿。

自惭衰病心神耗，赖有群公鉴

裁精。”欧阳修的这首《礼部贡

院阅进士就试》，描写了他主

持礼部考试时的情景——贡

院考场幽雅寂静，考生们奋笔

疾书。看到英才济济，欧阳修

由衷地感到高兴，表达了惜才

爱才的真挚感情和为朝廷选

出栋梁之材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

欧阳修主持的科举考试，388

人金榜题名，后来从中涌现出

三文豪、二理学、一名将、九宰

执，可谓人才云集，被称为“最

牛”的一次科考。

嘉祐二年 群星璀璨
贾传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