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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是汉语中经过长期使用、锤
炼而形成的固定短语，从古至今，记录
流传下来的约有 5 万多条，其中，96%
为四字格式。那么，在庞杂的成语体系
中，有哪些看起来不像成语的成语呢？

药店飞龙：比喻人瘦骨嶙峋。出自
南朝宋乐府《读曲歌》：“自从别郎后，
卧宿头不举，飞龙落药店，骨出只为
汝。”唐·李商隐《垂柳》诗：“旧作琴台
凤，今为药店龙。”

博士买驴：博士（古时官名）买了
一头驴子，写了三张纸的契约，却没有

一个“驴”字。比喻行文啰唆，废话连
篇，不得要领。讥讽写文章长篇累牍而
说不到点子上。出自北齐·颜之推《颜
氏家训·勉学》：“邺下谚曰：博士买驴，
书券三纸，未有驴字。”

冬日可爱：比喻人态度温和慈爱，
使人愿意接近。出自《左传·文公七
年》：“赵衰，冬日之日也；赵盾，夏日之
日也。”杜预注：“冬日可爱，夏日可
畏”。

惨绿少年：原指穿浅绿衣服的少
年，后指讲究装饰的青年男子。出自

唐·张固《幽闲鼓吹》：“皆尔之俦也，不
足忧矣！末座惨绿少年何人也。”

摇鹅毛扇：传说诸葛亮常手执羽
扇指挥作战，后世舞台上出现的一些
军师也多执羽扇。以之比喻出谋划策
的人。出自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大家都说他是一个摇鹅毛扇的，是一
个唱傀儡戏的提线的人。”

又弱一个：又少了一个，表示哀悼
人去世。出自《左传·昭公三年》：“二惠
竞爽犹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北方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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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骁雄

身为大儒，朱熹善于通过诗来阐述学
习的方法。春日的一天，雨过风和，草木清
新可人。朱熹一手持书，一边观赏乡村景
色，写下《观书有感二首》。其一云：“半亩方
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
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诗自有一番素雅洁
净之美，状的是眼前物，诉的却是心底悟，
流水则清，死水则浊，思想不也是如此么？
时时汲取新知识，才能不断提升。其二云：

“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
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此诗论

“船”与“水”的辩证关系，没有学习的积淀，
就难有灵感的迸发，岂能做到对文章的驾
驭自如呢？水到渠成的背后，是勤读多思的
积累。这两首诗将无形的哲理隐藏于有形
的比喻之中，富有理趣，读来回味无穷。

（《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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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

道光帝时，为防范舞弊现象，每到秋天
考试时，在各省的乡试试场上，官府就派出
几十名乃至上百名兵勇，列坐于能俯视号
房（即考场）的高楼上监考。然而，有的举人
自穿号褂，进入被监视的号房写文章，有的
则利用兵勇能畅通无阻出入号房的特殊身
份，专门传递别人代写的文章。

于是，当时朝中的主考官想出一个绝
招——凭“票据”和“座位便览”（即准考
证），验明正身，方可入号房。

一位收藏家曾展示一张在民间并不多
见的清代科举考试准考证。这张准考证上
不仅写有应试者的曾祖、祖父、父亲、老师
及邻居的名字，还需要两位保人画押，以备
在领取考卷时查验考生真实身份。看来，在
科技落后的古代，要查验考生身份，做到不
出差错，还真是不容易。 （《科教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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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宗奇

不论是先有晋阳书院，还是先有
河汾书院，在书院里筑三贤堂，而后
叫做三立书院，看来这一点有所共
识。据道光《阳曲县志》载：万历初年，
山西按察司副使……增建号舍，筑三
贤堂，祀奉讲学河汾的三位先贤——
王通、司马光、薛瑄，作为士子学习的
榜样。

中国有祀奉先贤的传统，各地都
有祭祀他们的祠堂庙宇，有的先贤尚
且活在人世，就有给他们建立生祠
的。从前哪里没有孔庙、关帝庙、城隍
庙？城隍爷是谁，不就是生前守护城
池的文武好官，死后被封为城隍爷，
继续剪恶除凶、护城保邦，旱时降雨、
涝时放晴，祈求谷丰民安。还有一个
特别有意思的先贤崔府君，姓崔名
珏，字子玉，山西昔阳人。据传他当公
仆时，“昼理阳事”“夜断阴府”，死后
封神，是汉族全民信仰的神仙之一，
全国各地都有崔府君庙。那么，书院
所在，敬奉本地的文脉先贤，修个三
贤堂之类，不但正常，而且应该。可能
有人疑惑：太原的三贤堂，为什么要
祀奉三个河东人？司马光夏县的，王
通、薛瑄万荣的，太原难道没先贤？这
可就有点说道了。

司马光，高雅到《资治通鉴》，通
俗到“司马光砸缸”，名满天下，妇孺
皆知。这国字号超级大儒，外地各处
都敬奉不迭，太原人能排斥他？限于
篇幅，其中奥义就从略了。得重点介
绍一下大众比较陌生的王通和薛瑄。

听说过吗？有个偏正式成语叫
“河汾门下”，就是因隋末大儒王通而
生！他在黄河、汾水之间设馆教学，远
近求学者达一千余人。大名人房玄
龄、魏徵、李靖、杜如晦等，都是他的
学生，时称“河汾门下”。

听说过王绩吗？王绩，字无功，号
东皋子，初唐诗人，王通的亲弟弟。其
诗近而不浅，质而不俗，真率疏放。王
绩著有《五斗先生传》《酒经》《酒谱》
等，被后世公认为五言律诗的奠基
人，扭转齐梁余风，开创唐诗新局，在
中国诗歌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总该听说过“初唐四杰”之首的
王勃吧？其代表作《滕王阁序》中有句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
色”，天下绝唱啊！王勃又是谁？王通
的亲孙子！

想往上追吗？王通八世祖王玄
则，在南朝宋历任太仆、国子博士等，
时称“王先生”，著有《时变论》六篇。
七世祖王涣，撰《五经决录》五篇。六
世祖王虬，在北魏为并州刺史，号晋
阳穆公，撰有《政大论》八篇。五世祖
王彦，撰有《政小论》八篇。四世祖王
一，在北周为济州刺史，撰《皇极谠
义》九篇。曾祖王隆，在隋朝历任昌
乐、猗氏、铜川等县令，撰《兴衰要
论》。

这样的“龙门三王”，这样的家学
传承，这样的“河汾门下”，这样雄奇
敦厚的人文背景，背后得有多大的学
问作为支撑？这位道号“文中子”的王
通，到底有多大学问，学术成果有多
大？《三字经》把他列为诸子百家的五
子之一，“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
及老、庄。”他著有《续书》《续诗》《元
经》《礼经》《乐经》《赞易》；传世的《中
说》以王道、天地、事君、周公、问易、
礼乐、述史、魏相、立命、关朗10篇行
世；他提出的“三教合一”思想，以气、
形、识分别作为天、地、人的特点，对
后世影响甚巨，流传的版本有“子书
百家”本、“明世德堂”本。宋代阮逸作

《文中子中说注》，也有“四部丛刊”本
和“续古逸丛书”本。太原人不以他为
先贤，只怕说不过去。

最后来看薛瑄，他是万荣里望
人，西距王通故里通化镇不足 10 公
里。起始笔者也奇怪，王通、司马光都
是前朝先贤，盖棺论定的超级大儒，
而薛瑄是活在本朝景泰天顺间的人
物。建三贤堂时，距他谢世也不过六
七十年，怎么就认定他也是先贤大儒
呢？好，得先了解一下“河东学派”再
说。

要知道，“河东学派”的代表人物
就是薛瑄。在宋明之交，学术发达，名

儒林立，能开宗立派者，绝非一般学
者。薛瑄恪守周敦颐和二程之学，尤
推崇朱熹，谓“朱子之功，不在孟子
下”（《读书录》）。认为“自考亭以还，
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

（《明史·薛瑄传》）。其与王守仁姚江
学派相对峙。他修正朱熹“理先气后”
说，认为“理只在气中，决不分先后”

“天下无无气之理，亦无无理之气”
（《读书录》）。又认为“气有聚散，理无
聚散”（同上）。在家乡讲学十余年，弟
子甚多，对后世有相当影响。门人阎
禹锡、张鼎、张杰，传播师说，皆名重
一时。该派主要人物还有段坚、王鸿
儒、周蕙、吕潜、杨应诏等，余脉至明
末未绝。

除了开宗立派这一条，还用追访
他教育世家的出身吗？还在乎他六七
岁时便能对《小学》、四书倒背如流，
十一二岁就会写诗作赋的神童往事
吗？还要回忆他为政有声，与把持朝
政的司礼太监王振硬碰硬，“为政以
爱人为本”的模范官德吗？不需要了。
说起来那是一部大书，作家宁志荣写
有《薛瑄传》。这里只说他的开宗立
派、创立实学就足够了。“实学”这个
概念，就是薛瑄提出来的，而且赋予
了丰富的内涵。他说：“人于‘实’之一
字，当念念不忘，随时随处省察于言
行居处应事接物之间，心使一念一事
皆出于实，斯有进德之地。”又说：“为
学不在多言，亦顾务行如何耳！”他也
肯定了“知”对“行”的指导作用，“知
理而行者，如白昼观路分明而行，自
无差错；不知理而行者，如昏夜无所
见而冥行，虽或偶有与路适合者，终
未免有差也”。你说这样一位被誉为

“实践之儒”的人物，还不应该作为先
贤被请进三贤堂吗？

（《太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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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阳书院里的河东先贤

□钟晓谢

现在的消费维权问题，有专门的市场
监管部门监管。那么在古代又是如何帮消
费者打假维权的？

周朝是我国古代最早向假货“宣战”的
朝代。为保证食品安全，周朝严禁未成熟果
实进入市场，以防止引起食物中毒。

《礼记》：“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粥于
市。”

周代的食品交易大多都是直接采摘、
捕捞的初级农产品，主要就是看成熟度。这
一规定大概是史上最早的关于食品药品安
全管理的记录。

同样，法律的“触手”还伸到了屠宰业。
为了杜绝因牟利滥杀生物的情况出现，不
在法律规定的季节，禁止私自屠宰，更不允
许在市场上售卖。

周朝规定：“禽兽鱼鳖不中杀，不粥于
市”。 （《上海法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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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瑄 （资料图）▲司马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