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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晖

“上当”是指中了别人
的奸计而受骗吃亏，尽人
皆知，但是为什么把受骗
吃亏叫做“上当”，就没有
人能说得清了。

关于这个日常俗语的
权威解释来自清人徐珂编
撰的《清稗类钞》，归入“讥
讽类”的“自上当”一条讲
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清
河富室王氏设质库于邑
城，累世矣。代远，子姓繁，
有仍拥巨赀者，有仰此自
给者，营业之事，则择一人
主之。”

江苏清河王氏乃属盐
业起家的世家大族，同时
也经营“质库”。“质库”指
把钱借给典押物品的人，
以收取利息的店铺，俗称

“当铺”。
王锡祺，字寿萱，光绪

年间著名的编辑家，曾捐
过一个刑部候补郎中，故
尊称“观察”。王锡祺最有
名的著作就是研究世界地
理 的《小 方 壶 斋 舆 地 丛
钞》，这样一位学者，可想
而知花费在当铺经营上的

精力十分有限。
王氏家族的人认为王

锡祺主持当铺多年，一定
收益良多，才会有更多的
金钱用在刻书、藏书的事
情上，就很嫉妒他。这些股
东想了一个馊主意，把家
里多余的东西都拿到当铺
里去典当，预先估算的价
格一定高于实际价值。当
铺的伙计哪里敢驳回股东
们自己定的高价呢，只好
如数给付，一来二去，当铺
的资本渐渐地被抽空。

“架本不足，寿萱则以
假贷资挹注，久之，遂破
产。时人为之语曰：‘清河
王，自上当。’盖质库一曰
典当，俗谓质物曰‘当’，为
人所欺曰‘上当’。王氏之
当，非寿萱一人所设，族众
亦主人，而各以己物往质，
故为‘自上当’也。”

由此可见，清代民间
早已把典当物品给当铺而
被当铺所欺或者当铺被典
当者所欺称为“上当”，不
过，王锡祺的“上当”却属
于被自己家族所欺的“自
上当”，可谓异数。

（《天津日报》）

□叶志强

马于农耕，名列“六畜”，替
人劳作，亦供坐骑。马性刚烈，驰
骋征战。老马识途，为人引路。古
人喜马，《诗经》中就有21首诗中
含有“马”。

马自古就是奋发威猛的象
征。汉武帝得到乌孙马和大宛汗
血马后，非常兴奋，挥笔写下了
两首气势浩荡的《天马歌》。唐太
宗李世民，为了追念征战四方的
战马，刻写了“昭陵六骏”。“六
骏”工笔线描的技法影响深远，
深深影响了后世画坛。

在文学作品中，宝马往往配
英雄。《三国演义》中，以义勇著
称的关羽，骑的是千里赤兔马；
勇冠三军的张飞，骑的是乌龙踏
雪马；单身救主的赵云，骑的是
照夜玉狮子。

马画盛于汉代，我们可以从
汉画像石、画像砖、铜塑、石雕、
壁画、漆画等文物中，窥见汉代
马画盛况之一斑。及至魏晋南北
朝，有不少名家画马，如晋之史
道硕、戴逵，南朝宋之陆探微，南
朝齐之毛惠远，北朝的杨子华。
到了唐朝，爱马蔚为风气，画马
高手如林，曹霸、韩干二公就像
唐诗中的李杜一样。他们都是画
马高手。杜甫赞扬曹霸画马是

“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
马空”。苏轼赞扬韩干画马，专门
写了一篇《韩干画马赞》，说他画
的马像“贤大夫”“贵公子”，高超
脱俗，昂首傲世，闲适自得，自成
一格。

古今马画，布局各异，形态
有别。画面布局有独骏画、二马
图、三骏图、四骏图、五马图、十
骏图和百骏图等。马之形态，或
动或静，或卧或立，或驰骋原野，
或饮水溪边，或翻滚嬉戏，或仰
天呼啸。画马不只讲究形似，更
讲究马画的“象外之象”“画外之
音”，有所寄托，有所寓意。

宋代是中国文人画的鼎盛
期。“白描大师”李公麟就是北宋
的大画家，出身书香门第，博学
多识。他的代表作《五马图》受到

苏轼、黄庭坚、米芾等文人书画
家的推崇，对中国马画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画面是五名从西域而
来的奚官，各牵引一匹名马，向
大宋朝廷进贡。画法很别致，五
匹鞍马都是用线条勾勒的，马体
用莼菜条勾勒，蓬松散乱的马毛
用“高古游丝”工描，加之着色淡
墨晕染，晕处色块显出了结构
性，染处色斑体现了层次性，线
条与敷色的巧妙结合，使马栩栩
如生。李公麟的这种技法被称为

“白描”，后世称他是“白描第一
人”。《五马图》因开白描之先河，
给后人提供了鞍马画的范本，被
后人称为“宋画第一”。白描技法
传承至今，成为当今中国画学习
者的必修科目。

元代虽不足百年，但是文人
画依然有所发展，画史往往宋元
并举。但元有别于宋，画家的地
位低下，内心抑郁，常常托马言
志，借画喻情，画马“非以遣兴，
即以写愁而寄恨”。现藏于故宫
的元画《二马图》就是一例。此画
作者任仁发是元代书画家，他书
学李邕，画学李公麟。他用隐喻
的手法画了一肥一瘦两匹马，两
相对比，寓意深刻。左边一匹马
骨瘦如柴，低着头，步履蹒跚，疲
惫不堪；右边一匹马膘肥体壮，
昂首挺胸，神采奕奕，轻快前行，

洋洋得意。作者在画的题跋中感
叹“廉滥不同，而肥瘠系焉”。他
将画中的肥马比喻成为贪官，吸
食民脂民膏，故而肥壮；将画中
的瘦马比喻为廉明勤政的清官，
因忙于政务而累得皮毛剥落，骨
瘦如柴。作者为元代终生不得志
的士大夫鸣不平，借以表达自己
刚正不阿的心态。此类以画喻人
的画风，在宋元乃至明清的画中
是屡见不鲜的。

近代以降，出了一位马画的
集大成者徐悲鸿。他学贯中西，集
世界绘画艺术之精粹，大胆探索
中西合璧的画马艺术。早在1925
年，康有为就这样评价他的马画：

“精神华妙，隐秀雄奇；独步中国，
无以为偶。”其马画最大特点是物
我合一，以马写我。徐悲鸿出身贫
寒，自幼随父学画，年未弱冠就挑
起了养活七口之家的生活重担。
只身去上海复旦大学半工半读，
每天仅以一个糍粑充饥。为了寻
求画技的突破，他怀揣改革画学
的使命，背负辞旧求新的担当，远
去法国留学。崇高的追求涵养了
他的爱国情怀；生活的磨难，砥砺
了他的刻苦精神。他笔下之马大
都是自由驰骋的野马，其实是他
自我人生的写照。他以哀伤孤寂
之马，抒写凝望前路、孤独寂寞之
我；以远眺前程之马，抒写怀才不
遇、壮志难酬之我；以奔腾不息之
马，抒写精神抖擞、豪气勃发之
我。

1941 年，46 岁的徐悲鸿画
了一幅《奔马图》，时值抗日战争
时期第二次长沙会战。徐悲鸿忧
愤挥笔，以一匹扬鬃奋蹄、一往
直前、腾空狂飞之马，表达忧心
如焚之情。他把中国的笔墨写意
与西方的据实造型结合起来；他
把国画的写意渲染与书法的用
笔流畅结合起来。一扫“荒寒野
逸”画马旧习，顿开雄奇刚劲凌
厉之审美新风。他以他的刚劲画
风振作国民精神。可以说，徐悲
鸿马画是中国马画的里程碑。他
的马画理论与实践，大大拓宽了
中国马画，乃至世界马画的审美
空间。 （《光明日报》）

中国马画之审美中国马画之审美
运城晚报讯（记 者

刘亚）4月13日上午，稷山
县文物保护中心联合县消
防救援大队在蔡村乡开展
文物安全培训及应急演练
活动。同时，为基层文保
员发放“文物撑伞人”守护
包。

在山西省文物局的支
持下，中华思源工程基金
会和哔哩哔哩网站等社会
力量，共同发起“文物撑伞
人守护计划”，为基层文保
员捐赠冲锋衣、强光手电
筒、帽子、手套等日常巡逻
必备物资，以及创可贴、消
毒棉棒等卫生用品。

稷山县文保中心相关
负责人与该县消防救援大
队商议，将各乡镇“文物撑
伞人”守护包发放仪式、文
物安全培训及应急演练活
动同时举办。

稷山县文保中心与该

县消防救援大队计划先
后前往蔡村乡、稷峰镇等
7 个乡镇开展相关活动。
预计在 4 月 22 日前，完成
全县7个乡镇基层文保员
的文物安全培训与“文物
撑 伞 人 ”守 护 包 发 放 工
作。

培训现场，蔡村乡政
府相关负责人和各村文保
员、大学生村官观看了文
物古建筑场所消防安全指
导影片。稷山县消防救援
大队宣传员周伟对文物古
建筑场所消防安全隐患特
点进行了详细讲解。随
后，周伟现场演示了灭火
器的使用方法，并指导参
训人员进行消防器材实操
演练。

稷山县文保中心相关
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的
举办，为筑牢文物安全“防
火墙”奠定了坚实基础。

稷山县文保中心

安全培训、应急演练同发力

□李开周

1927 年冬天，学生放寒假，
广州学生联合会向省政府提交
了一份申请，大意是说学生们组
织了一个宣传队，成员共有三四
百人，计划趁寒假期间分赴广东
各地宣讲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
义和建国大纲，请省政府通知有
关部门为他们免费办理护照。
这些学生又不需要出国，为什么
要求有关部门给他们免费办护
照呢？

其实在清朝末年和民国前
期，“护照”这个词并不仅仅是出
国时的护照，还包括在国内旅行
时所用的通行证，学生们办的是
后一种护照。

如果我们穿越到民国前期，

哪怕不出国，只是在国内或者省
内来回走走也必须办理一大堆
护照，否则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
麻烦，例如警察盘查、卫兵搜身、
旅店老板不敢接待之类。

在民国前期，中国虽然在名
义上是一个统一国家，实际上山
头林立、群雄割据，一国被人为
割裂，所以在国内旅行也需要护
照。直到1931年1月，立法院颁
布了一部《护照条例》，取消了以
前那些五花八门的国内护照，从
此“护照”一词才真正具备了现
代意义。

按《护照条例》规定，普通国
民如需出国，须向当地政府申领
护照。申领时填写一份《请领护
照事项表》，一份《请领出国护照
保结书》，交三张四英寸的半身

照，并缴纳护照费和印花税若
干。少则四五天，多则十余天，
就可以拿到护照了。当时护照
是三联式，一联给使用人，一联
存当地政府，另一联交外交部备
案。

《护照条例》上说，护照费是
两块大洋（学生与工人半价），印
花税也是两块大洋，但学生减
半，劳工则只收三角。该条例还
明确规定：“发照机关不得于此
等费用外另收他费。”

两块大洋的护照费，两块大
洋的印花税，加起来总共四块大
洋。如果按 1931 年大洋在广州
市区的购买力估算，四块大洋相
当于现在人民币两百多元，跟今
天的收费标准差不多。

（《湛江晚报》）

民国时在国内旅行也需办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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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俗语“上当”的权威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