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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泉

赵苞尽忠而舍亲

履

刘跃

为国家尽忠，为父母尽孝，是立人之本。

但有时会是一个两难的抉择，所以自古以来

就有“忠孝难两全”的说法。当两者发生严重

冲突的时候， 许多人选择了为国家尽忠，而

舍弃了为父母尽孝。东汉时的赵苞就是一位

这样的人。

赵苞，字威豪，甘陵东武城（今河北故城

县）人。东汉末年，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轮

流把持朝政，任用亲信，诛杀异己，正直的官

员受到排挤陷害，导致政治腐朽不堪，社会

混乱，人民遭殃。他的叔伯哥哥赵忠是宦官，

为十常侍之一， 他以家族有宦官为奇耻大

辱，不与赵忠来往。他最初在州郡做官，察举

为孝廉，调任广陵县令，任职三年就使当地

政治教化清明。郡上表朝廷，陈说他的行为

和政绩，赵苞于是升任辽西郡太守，行事雷

厉风行，名声著于边地。

赵苞尽忠而舍亲的悲壮事迹就发生在

他任职辽西郡太守期间。 据 《资治通鉴》

卷第五十七记载： 177年， 汉灵帝熹平六

年， 辽西郡太守赵苞到任之后， 派人迎接

母亲和妻子、 孩子， 快到辽西郡城时， 经

过柳城， 正遇着鲜卑一万余人侵入边塞劫

掠， 赵苞的母亲和妻子、 子女全被劫持作

为人质， 鲜卑人用车载着她们来攻打辽西

郡城。 赵苞率领骑兵两万人布阵迎战， 鲜

卑人在阵前推出赵苞的母亲给赵苞看， 赵

苞悲痛号哭， 对母亲说： “当儿子的罪恶

实在不可名状， 本来打算用微薄的俸禄早

晚在您身边供养， 想不到反而为您招来大

祸。 过去我是您的儿子， 现在我是朝廷的

大臣， 大义不能顾及私恩， 自毁忠节， 只

有拼死一战， 否则没有别的办法来弥补我

的罪恶。” 母亲远望着嘱咐他说：“威豪，各

人生死有命， 怎能为了顾及我而亏损忠义？

你应该尽力去做。” 于是赵苞立即下令出

击， 鲜卑人队伍被摧毁攻破， 可是他的母

亲和妻子都被杀害。 赵苞上奏朝廷， 请求

护送母亲和妻子的棺柩回故乡安葬。 汉灵

帝派遣使节前往吊丧和慰问， 封赵苞为鄃

侯。 赵苞将母亲和妻子安葬已毕， 对他家

乡的人们说：“食朝廷的俸禄而逃避灾难，

不是忠臣； 杀了母亲而保全忠义， 不是孝

子。 如此， 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人世？” 便

吐血而死。

赵苞面对忠孝不能两全的关键时刻，

毅然决然地舍亲而尽忠， 其后又毫不犹豫

舍命而全孝。 他的行为令人唏嘘不已， 扼

腕长叹， 倍加钦佩。 赵母深明大义， 宁死

不屈， 支持儿子尽忠为国， 胆识非凡， 可

谓女中豪杰， 同样值得称赞。

公恩勿私谢

履

王永清

史载， 西晋开国元勋羊祜， 有一个习

惯， 凡是他为谋划军国大事而写的底稿，

他都一律焚毁。 这样既可保密， 又不致炫

耀自己。 他推荐了许多贤能之士入朝， 却

从不标榜自己的举荐之功， 竟至连被举荐

者都不知是谁荐举的。 何故如此？ 用他的

话说： “拜爵公朝， 谢恩私门， 吾所不取

也。” 意思是说： 选贤任能是国家的事情，

不能让被选者感激私人。 从此， “公恩不

私谢” 成了一句名言， 也成了中国官场上

有识之士的一种美德。

无独有偶， 和羊祜相似的还有明朝薛

瑄。 薛瑄清廉律己， 为官正直。 他从山东

提学佥事提升为朝廷的大理寺少卿时， 曾

得到权势显赫的大太监王振一臂之力。 可

薛瑄升官后， 对王振毫无谢恩的表示。 大

臣杨士奇提醒他去拜访下王振， 毕竟是王

振在皇帝面前起了关键作用， 薛瑄才得到

重用。 薛瑄正色道： “拜爵公朝， 谢恩私

室， 吾不为也。” 不仅如此， 众官议事，

王振一出现， 公卿纷纷下拜， 独有薛瑄挺

直了腰杆不屑奉承。

当然， 历史上也不乏“公恩私谢” 的

现象。 范雎是魏国人， 曾在魏国受到魏相

魏齐迫害， 后来在好友郑安平和秦国使者

王稽的帮助下， 才逃到秦国。 范雎受秦昭

王的重用后， 出于“还人情” 的心理， 在

他精心安排下， 王稽被任命为河东太守，

郑安平被任命为将军。 可惜这两个人都不

争气， 郑安平在邯郸之战中兵败， 率兵投

降了赵国。 王稽因私通诸侯被判弃市重

刑。 范雎接连涉嫌， 秦昭王念其功大， 并

未深究， 然范雎心中自不是滋味， 不得不

称病辞去相位， 黯然退出政治舞台。 范雎

的腐败， 关键在于， 在干部的使用上不是

以国家利益为重， 而是出于一己私利， 犯

下了严重的错误。

时至今日， “谢恩私门” 的现象依然

存在。 有少数领导干部思想作风不正， 在

选人用人过程中， 把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

力看成手中的“私权”， 以办公事便利，

兜售私恩， 谁近就提拔谁， 谁对自己有利

就提拔谁。 私谢之人也很容易形成感情上

的依附关系， 搞关系、 套近乎、 抱大腿，

助推“靠组织不如靠个人， 有本事不如有

靠山” 等潜规则大行其道。 这样做的结

果， 势必会滋长拉帮结派、 结党营私， 以

及搞权钱交易， 严重败坏党风和社会风

气， 腐蚀人的灵魂。

公恩无须私谢。 因为， 公权是人民给

的， 不论谁来做具体执行人， 代表的都是

公家， 不是哪个人的恩赐， 倘若把自己进

步的功劳记在某一个领导身上， 显然是感

谢错了对象。

当然， 有些领导干部在党员成长进步

的道路上确实给予了一些关心和帮助。 但

要知道， 这只是党组织赋予他的责任， 是

其分内之事和应尽义务， 不是其个人的私

恩施舍。 若真要感谢的话， 就把党的培养

和温暖转化为干事创业的不竭动力， 以优

异的工作业绩来报答党和人民的关怀和信

任， 这才是真正的“感恩”。

闻一多挂牌治印刻“叛徒”

履

程应峰

1941年，闻一多全家老少八口搬到司家

营时，经济状况已是捉襟见肘了。目睹闻一

多一家的生活困境，一位好友对他说：“云南

出产象牙，昆明又盛行牙章，你懂艺术，又会

刻图章，为什么不利用这门手艺呢？”

朋友的话提醒了他。 他早年就喜欢篆

刻，还因此专门研究过古文字、甲骨文、金文

等，他擅长楷书、隶书，小篆也别具风韵。不

久，他购置了刀具和材料，回到家里，笑意盈

盈地对夫人高真说：“我还有一双手，别的劳

动不会，刻图章的力气还是有的。”高真点了

点头：“你可以试试。”就这样，他开始了刻牙

章的尝试。在刻第一方牙章时，他刻了整整

一天，手指磨破了，却丝毫没有放弃的念头。

1943年，闻一多开始挂牌治印。那年秋

天，闻一多先生的书桌上，新添了一本自编

的印谱。封面左侧端正地题了“匡斋印存”四

个字，下署民国三二年九月———闻一多开始

挂牌治印的时间。同事浦江清在《闻一多教

授金石润例》 一文中赞道：“浠水闻一多先

生，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

人知己；谈风雅之源始，海内推崇……黄济

叔之长髯飘洒，今见其人；程瑶田之铁笔恬

愉，世尊其学。”浦江清认为：黄济叔是明代

刻印名家，长髯飘洒，可喻闻先生之风度。程

瑶田是清代经学名家，兼长篆刻，拟闻先生

最为恰当。

因对古文字有深厚研究， 又专攻过美

术，能从艺术的角度构思，颇具匠心，闻一多

刻出的图章迥然不同于俗笔。加上他是极有

名望的文学名家与大学教授，挂牌治印一些

时日后，慕名求印的接踵而来。闻一多本来

教务繁忙，这样一来，更是忙得不可开交。深

夜，孩子们睡了，他听着孩子们均匀的鼾声，

奋力刻印。白天，与朋友说事，他往往也要拿

着牙章刻几个字。这样的时候，他风趣地说：

“我是个教书匠兼手工业劳动者。”从1944年

4月到1946年7月三年间，闻一多在印谱上留

下1400方印。就这个数目而言，已近每天一

方。事实上，他还有不少印章没留在印谱上。

闻一多治印虽是为了谋生， 然操守极

严。1945年“12·1”惨案以后，镇压昆明学生

运动的祸首李宗黄，为附庸风雅，居然送一

方玉石来，请闻一多刻印，限两天刻好，答应

润例优厚。闻一多根本没放在心上，将玉石

原样退回。为此，李宗黄对闻一多恨之入骨，

令特务将商店中代闻一多收件的吊牌一一

砸烂。

也是在那一年，民盟云南支部组织有了

发展，为方便开展工作，防止国民党特务破

坏，各种文件都以个人名义传送。一天晚上，

民盟云南支部召开会议，议定用“田省三印”

代表民盟云南支部、用“刘宓之印”代表秘书

处、用“祖范之印”代表组织部、用“杨亦萱

印”代表宣传部。刻印的事，闻一多主动担当

起来了。第二天清晨，他拿了这四方印章交

给楚图南。楚图南“望着一多布满血丝的眼

睛，接过了四枚图章，深深地为一多的忘我

精神所感动”（楚图南《纪念战友闻一多》）。

同年10月，西南联大成立时代评论社，出版

《时代评论》周刊。作为创始人之一，闻一多

在评论社成立的当晚，刻了一方“时代评论

社章”隶书印章。椐说，闻一多刻的隶书印

章，只留下这一方了。

闻一多给自己刻过几方印章，其中有一

方“叛徒”印章，是他题词时常用的。他说：

“为什么叫‘叛徒’呢？因为我要做一个旧世

界的叛徒！”

当时身为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的闻一

多先生，学问造诣精深到何种程度，自是我

辈无法推知。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在经济

状况不甚理想之际， 能心态平和地自谋生

计，而且丝毫无怨言。此等胸襟，此等气度，

让我们看到了这位全国知名学者、民主战士

的另一面。再反观我们自身，有些人在暂时

失落之际不能迅速走出阴影，只是一味徘徊

在自责与抱怨之间不能自拔，想想真是教人

汗颜。

古代“高考”中的成语出处

履

汪志

从古至今， 科举和高考是国之重事、家

之大事，还有几天时间，又是一年高考季。此

刻，让我想起了中国古代通过设立各种科目

公开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由于那个年代采

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

创始于隋，形成于唐，完备于宋，强化于明，

至清趋向衰落。那么，你知道古代科举衍生

出的“十年寒窗”“金榜题名”等成语的来源

吗？

十年寒窗

元代高明在《琵琶记》中说，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他以

“头悬梁、锥刺股”的苦读精神，来激励读书

人追求功名。“十年寒窗” 意指要通过艰辛

的努力， 十年并非实数。 古文中的“十年

寒窗” 有元高明 《琵琶记》： “十年寒窗无

人问， 一举成名天下知。” 元朝石子章 《竹

坞听琴》第三折：“十载寒窗积雪余，读得人

间万卷书。”

金榜题名

“金榜”是科举考试中殿试

的排名榜，因书写在黄纸上，也称黄榜。登上

金榜，就意味着做官的开始，从此就能步步

高升，大富大贵。后来人们把殿试的录取榜

上有自己的名字称为“金榜题名”，后泛指考

试被录取。古文中的“金榜题名”有清朝李渔

《凤求凰·闻捷》：“正在洞房花烛， 又遇金榜

题名。”宋洪迈《容斋四笔·得意失意诗》：“洞

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连中三元

科举考试时乡试（由各省在

省城主持的考试，考中的称为“举人”）第一

名称解元，会试（由礼部在京城主持，考中的

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会元，殿试（在皇宫由

皇帝主持的最高级别的考试， 考中的称为

“进士”）第一名称为状元（也称殿元）。一个

人在乡试、 会试、 殿试中都获得第一名，称

“连中三元”。现用来比喻在一项考试或比赛

中接连取得三科或三次优异成绩，或在三次

考试或比赛中连续获得优胜。古文中的“连

中三元”有《二刻拍案惊奇》卷一：“（王曾）后

来连中三元，官封沂国公。”《白雪遗音·小郎

儿·冬》：“龙门高跳， 鳌鱼头儿哟， 连中三

元。”

独占鳌头

鳌头：宫殿门前台阶上的鳌

鱼浮雕， 科举进士发榜时状元站此迎榜。科

举时代指点状元。 比喻占首位或第一名。古

文中的“独占鳌头”有元朝无名氏《陈州粜

米》：“殿前曾献升平策， 独占鳌头第一名。”

元朝大食惟寅《燕引雏》：“气横秋，心驰八表

快神游。词林谁出先生右？独占鳌头。”

名落孙山

据宋朝范公《过庭录》记载：

有个叫孙山的人参加乡试， 考中最后一名。

回乡后，一位老人向他打听自己的儿子考中

了没有，孙山委婉地回答说：“解名尽处是孙

山，贤郎更在孙山外。”意思是：我是榜上最

后一名，你的儿子还在我的后面，言下之意

是说他落选了。后来就用“名落孙山”作为没

有考取的委婉说法。古文中的“名落孙山”有

清朝袁枚《新齐谐·韩宗琦》：“揭榜后，名落

孙山。”《再生缘》 第十四回：“乡场不中还犹

可，名落孙山怎处分。”欧阳予倩《人面桃花》

第一场：“小生在这试官之中无有亲戚朋友，

又无钱打点，便名落孙山之外。”

屡试不爽

现代的“爽”和古代的“爽”

是有差异的。现代人说的“爽”有“过瘾”“带

劲”“有趣”的意思。而屡试不爽的“爽”是差

错、失败的意思。因此，过去讲屡试不爽是指

反复试验都没出过差错、没失败、没出问题。

古文中的“屡试不爽”有清蒲松龄《聊斋志

异·冷生》：“言未已，驴已蹶然伏道上，屡试

不爽。”

这些耳熟能详的古代经典科举成语，虽

然已过去数百年，但对现在的考生也有着积

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