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军伍

有书细列了全国各地的名糕名点，多达四百
种以上，最多的省份是四川省 30 种，江苏 28 种、
广东25种、北京23种、陕西20种。

我发现其中的一个特点，名称中带“八”字的不
少，如北京的京八件、天津的津八件、陕西的秦八
件，江苏和浙江均有的八珍糕，四川的八宝油糕等。

京八件，是京式糕点中最具特色的糕点，清代
一直是皇室、王族的祭祀用品。京八件最初并非糕
点名称，由于当初是将刻有福、寿、禄、喜、事事如
意等吉语的糕点摆成各式图案，然后置于八只盘
子里，所以称为京八件。京八件又分为酥皮大八
件、酒皮细八件、奶皮小八件等，它们都是带馅的
点心。北京稻香村等店生产的京八件，在北京乃至
全国各地均可买到。

津八件，天津的传统名点，已有 200 多年历
史，因每斤有八块外形各异的点心而得名。津八件
又可细分为大八件、小八件、细八件等，但统称津
八件。

秦八件，陕西传统糕点，每盒八块，每块印有
福禄寿喜、金鱼、麦穗、石榴等图案。糕点分红白黄
绿四种颜色，象征一年四季吉祥如意。秦八件曾是
宴宾、祝寿、贺喜的贵重礼品。遗憾的是，秦八件目
前已失传。

浙江的八珍糕，糕点内有八种不同药材，因而
得名。明代即有，一直延续至今。而江苏八珍糕的
做法与浙江基本相同，以苏州生产的八珍糕最为
有名。

四川的八宝油糕，因糕点内有八种原料而得
名，是四川中江的传统名点。八宝油糕，其实就是一
种中式蛋糕，其特点为状似梅花、色泽黄褐、光滑油
润、清香细软、营养丰富，很受当地人的喜欢。

（《西安晚报》）

中国传统糕点青睐“八”

□陈鲁民

一次，苏东坡与朋友张鹗小聚，酒过三巡，话
就多了。张鹗问：苏兄咋能有这么好的精神头儿？
东坡神秘一笑说：我有古人流传的养生秘方，一直
坚持在用，受益匪浅。张鹗一时来了兴趣，问他索
取。东坡也不推辞，提笔写下四句话：“无事以当
贵，早寝以当富，安步以当车，晚食以当肉。”然后
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这就是我的“四味药”，也是
一辈子的养生心得。张兄不妨一试，很灵的。

“无事以当贵”。人生在世，平安无事就是最大
的幸福，一家老小安安全全，平平顺顺，没有什么
比这更重要的。等真有了事，或身患恶疾，破财受
灾，或遇到事故，遭到意外，到那时候或许才能真
正体会到东坡这句话的意义。所以，身上无事，心
里无事，家人无事，没什么比这更珍贵的，做人一
定要惜福啊！

“早寝以当富”。古人云“睡食二者为养生之要
务”，早睡早起身体好，这是人尽皆知的道理。早
睡，又能睡得着，睡得香，不做噩梦；起床后精神百
倍，浑身是劲儿，吃嘛嘛香，干啥啥行。这该是多大
的福分，比获得任何财富都重要，就是搬来金山银
山也不换。

“安步以当车”。养生家华佗早就提倡人应多
活动：“人体欲得劳动……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
流涌，病不得生。”并模仿动物创建了“五禽戏”
来锻炼身体。生命在于运动，人要想健康长寿，就
要多活动筋骨，锻炼肌肉，平时能站着就不坐着，
能走路就不坐车，坚持恒久，必能强身健体、益寿
延年。

“晚食以当肉”。现代医学研究表明，许多病都
是吃出来的，甘脆肥浓，大鱼大肉，吃多了就如同
毒药。因而，饮食要有节制，平时吃个七八分饱就
够了，万不可暴饮暴食。还要荤素搭配，不能无肉
不欢，其实饿了再吃，粗茶淡饭味道也像吃肉一样
可口。 （《天津日报》）

东坡的“四味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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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太学讲学场景

□纪习尚

中国历来重视教育。汉代，汉武
帝在长安建立太学，这是中国古代
官办高等学府的开始，此后太学一
直延续了两千多年。

汉代时太学生的人数，最高时
一度达到 3 万多人。汉代“天之骄
子”的学习和生活状况是怎样的？

初期只收50名正式学生

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举贤
良对策》中建议汉武帝兴建太学，并
以此作为教化天下、提高吏治水平
的基础。他还在《天人三策》中提出，

“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
下之士。”

董仲舒的建议得到了汉武帝的
赞同。元朔五年，汉武帝正式命丞相
公孙弘等人，在长安兴建太学，延揽
天下优秀人才。

太学设立后，教师称博士，其主
要职责是“掌教弟子”。太学主要教
授五经，即《诗》《书》《礼》《易》《春
秋》，每一经都设有博士。

太学设立之初，招生人数很少，
只有特别优秀的人才能入选。当时
入太学的学生分为两类，一是“博士
弟子”，只招收50人，由朝廷直接遴
选；二是“如弟子”，由地方推荐、朝
廷审核确定。

“博士弟子”的要求是“年十八
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标
准看似简单，但这只是起步条件。没
有两把刷子的考生，根本入不了朝
廷大儒们的法眼。

《汉书·儒林传》记载了一次面
试过程：多位博士担任考官，两名学
生提着衣襟走进考场，态度非常恭
敬。博士们考了两项内容，一是经文
背诵，二是议题论说。好在两人都提
前做了充分的准备，题目回答得很
顺利，两人也幸运地成为太学生。

“如弟子”由地方政府推荐，标
准更高：“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
顺乡里，出入不悖。”这要求既要有
较高的知识水平，还要有高尚的道
德。选拔过程很严格，先由地方官挑
选出候选考生，推荐给上级的“二千
石”官员；“二千石”官员考察后，选
出符合要求的考生并带到长安，由
中央主管官员做最后的定夺。

当时由太常负责太学的选拔工
作。因为名额少，事关重大，绝不允
许掺杂私情，一旦发现徇私舞弊，处
罚相当严格。就在太学开设的第一
年，负责选拔的张当居就因为不按
实情考选学生而被武帝治重罪，将
他的侯国“山阳国”废除。这件事记
载在《史记》中：“元朔五年，侯当居
身为太常，程博士（刘宋时期的学者
徐广在《集解》中认为‘程’为‘泽’）
弟子故不以实罪，国除。”

贫困学子多想到太学读书

如果能成为太学的正式学生，
则会有一些待遇，比如享受免除力
役、杂役、军役等徭役及赋税。他们
的开支由朝廷负担，并且还能享受
一定的补贴。

当时有不少贫困且学有所成的
学子，都想方设法到太学读书，甚至
不惜给别人“打工”。比如，后来当了
丞相的匡衡，出身布衣，“从博士受
诗，家贫，佣作以给食饮”，他在读太

学期间，靠给别人打短工赚取“伙食
费”。《后汉书·吴祐传》记载了这样一
个故事，一位叫公沙穆的学子，到太学
求学，因为交不起学费和伙食费，只能
在吴祐家里做舂米的雇工。吴祐与他
交谈后，见其谈吐非凡，大吃一惊，就
与他在舂米的地方结交为好友，并资
助他求学。这也是成语“杵臼之交”的
由来。

太学初建时，要求学生年满十八
岁，后来这项规定取消，只要学识达到
一定程度，不论长幼，都可以到太学读
书。西汉和东汉的太学里，有不少十二
三岁的学子。

西汉成帝时期的丞相翟方进，十
二三岁时，因为父亲去世，家里贫穷，
开始在当地做小吏，但他有志于到长
安求学。母亲怜其年幼，随他到长安，
靠制作鞋子赚钱供儿子读书。后来，翟
方进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在京师诸儒
中极有名望。

东汉时，谢廉、赵远两位童子，在
十二岁时就已经掌握了一门经书，他
们被举荐到太学，到太学深造后，他们
都当上了郎中。

有些年龄小的学生，因为学识过
人，还被称为“圣童”。比如，南阳人任
延，“年十二，为诸生，学于长安，明

《诗》《易》《春秋》，显名太学，学中号为
‘任圣童’。”十二岁就掌握了三门经
学，是当之无愧的“神童”。

“学而优则仕”

在太学，学生主要学习儒家经典，
即《诗》《书》《礼》《易》《春秋》五经，每
人选择一门作为“专业”，跟随对应的
博士学习。一年后，太学组织考试，对
学习情况进行考核。按照考核成绩，划
分不同的等级，优秀的可以任命为朝
廷官员，也就是“学而优则仕”。

考试的时间，没有明确的记载，很
可能在夏秋季节。《后汉书》记载，阳嘉
元年“秋七月，试明经下第者补弟子，
增甲、乙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九十
人补郎、舍人。”可见，这一年的农历七
月，进行了考试、录取、选拔等工作。也
有一些例外，比如《后汉书》记载，汉灵
帝时，“十二月，试太学生年六十以上
百余人”，也就是在年底时对六十岁以
上的学生进行考试。

成书于东汉中期的《四民月令》提
道：“正月，农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大
学，学《五经》。”从侧面说明太学的开
学可能是从正月开始。

汉代的太学，经师讲学是主要的
教学形式。博士有专门的讲堂，给学子
们授课。随着太学的发展，学生数量的
增长，仅靠博士讲学很难满足学生求
学的要求，于是太学采取了弟子相传
的授课模式，即学有所成的学生教新

学生的形式，以弥补教师短缺的不足。
当时，太学还有一种重要的形式，即集
会辩难。集会辩难是汉代太学教学的重
要方式，有时在太学进行，有时还会在
朝廷中进行。东汉光武帝刘秀就曾多次
召集公卿、博士和名流讨论经义，公开
辩论学术得失。

汉灵帝时，为进一步统一经学标
准，蔡邕等人奉命评定五经及《春秋公
羊传》和《论语》的文字。评定完后，还将
这些经书刻在石碑上，立在太学门外，
作为太学的统一教材，这就是著名的

“熹平石经”。熹平石经刊刻之后影响极
大，据《后汉书·蔡邕传》记载：“于是后
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
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

除了学习研究五经，太学的学生在
休息时，还有一些简单的娱乐。比如《三
辅黄图》记载，西汉平帝时的太学，“仓
之北为会市，但列槐树数百行为隧，无
墙屋，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
货物及经书传记、笙磬乐器，相与买卖。
邕邕揖让，或论议槐下。”太学生们在每
月的朔望之际，到“会市”交流二手商
品，与同学闲谈聊天，非常热闹。

光武帝刘秀也是太学生

太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大多数需要
住校。《文献通考》记载，西汉在太学成
立之前，博士在“黉（hóng）舍”里授
徒。汉武帝设立太学后，来长安求学的
学生增加，原有黉舍不够使用，汉武帝
在老校舍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建，这应该
是太学最初的校园。

西汉末期太学达到万人规模。太学
的校舍也有了一定规模。据记载，西汉
末，王莽曾上奏，请求建“明堂、辟雍、灵
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万区”虽然有夸
张的成分，但也说明当时太学教育的盛
况。

值得一提的是，东汉的创建者、光
武帝刘秀也曾是太学的一名学生。《后
汉书》记载：“天凤中，（刘秀）乃之长安，
受《尚书》，略通大义。”可见刘秀青年时
代，曾入长安太学，修读《尚书》，但他的
志向似乎不在读书，只是“略通大义”。

刘秀虽然算不上是成绩优秀的太
学生，但他建立东汉后，非常重视太学
的建设。建武五年，在官员、学生、百姓
的义务帮助下，太学在洛阳重新建成。
这年的十月，刘秀到山东鲁国故地视
察，委派大司空祭拜了孔子。返回后，他
还专门访问了太学，并向太学的老师和
学生们赠送了礼物。

东汉的太学，设于“洛阳城故开阳
门外，去宫八里。讲堂长十丈，广三丈。”
讲堂长约23米、宽约7米，可以容纳数
百名学生。东汉顺帝时，太学还扩建校
园，建成房舍240房，1850室。

两汉时期，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太
学涌现出了布衣丞相匡衡、翟方进，御
史大夫倪宽，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著
名数学家崔瑗，杰出科学家张衡及经学
大师郑玄等人才。

另外，这些太学生们在朝夕相处
中，也发生了诸多故事。

有一个遵守诺言的故事，代代相
传。山阳金张人范式在太学求学时，和
汝南人张邵友好。一次，两人告假归乡，
范式说：“我两年后回来，到时候到你家
拜访。”张邵把这件事记在心里，满两年
的日子，他让母亲准备酒菜。母亲不相
信，说：“两年前的约定，相隔千里，他怎
么可能来？”没想到，范式竟如约而至，
两人的故事传为美谈。

（《北京晚报》）

汉代太学欲养天下之士汉代太学欲养天下之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