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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这样具有深厚农耕
传统的文明古国来说，种植业无疑
关乎国运民生之根本。古人对风调
雨顺、五谷丰登的祈愿可浓缩成一
个短小的词——社稷。“社”在先秦
时期代表着土地神，亦指祭祀土地
神的场所；“稷”是由后稷发现的一
种可食用的谷物，位列五谷之首，
是当时祭祀先祖的主要作物。“社
稷”代表着一种祈祷丰收的原始的
农耕崇拜，也是关于“国家”的最初
概念。中国是宗法意识浓厚的国
家，周礼约定只有周天子才有权力
祭天，得到分封的诸侯获得的第一
项特权就是建立“社稷”，此后诸侯
们才能进行合法的祭祀活动。中国
最早的统治者集军事、行政、祭祀
等大权于一身，他们存在的最重要
的职能就是确保百姓能安居乐业、
社会秩序井然。

大禹因治水之便掌握了惊人
的人力、物力，成了部落联盟首领，
他的后人也因此得益，建立起了夏
王朝。后稷则是因其发现了重要的
谷物——稷，并完善了稷的种植方
法，而成了周人的部落首领。稷的
发现无疑影响深远：有了可种植的
农作物，部族就有了稳定的食物来
源和繁衍的基础。后稷据说还是大
豆和麻的发现者，按照当时男子32
岁的平均寿命，后稷还真是位人生
赢家。后稷在农业领域的重大贡献
使他赢得了当时部落联盟的一致
认可，并获得了自己的姓氏——
姬。后来，他的后人公刘在自己的
出生地——彬县建立了村镇，并形
成了最早的周部落。最早的周部落
在甘肃陕西一带不断迁徙，直到公
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周人才得
以一统天下。紧接着，周天子推行
了分封制和井田制两项改革。

春秋战国时期，为了养活更多
的佃农和士兵，获得更多的土地，
各诸侯国无时无刻不在算计自己
的邻居。在这段硝烟四起的历史
里，粮草充当着战争燃料的角色。

秦晋之间的韩原之战就是一
个这样的例子。春秋早期的晋国统
治集团几乎都是实用主义者，晋惠
公在姐夫秦穆公的帮助下当上了
晋国国君，却赖掉了许给姐夫的五
座河西城市。有次晋国连续数年遭
遇重大的粮食灾害，晋惠公向姐夫
求援，仁厚的秦穆公二话没说，秦
国的小米就上了船。这次运粮全程
八百里，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大规模
船运粮食的纪录。次年，秦国也遭
遇了灾荒，秦穆公满怀希望地派人
到晋国借粮。没想到，晋惠公非但
不借，还做好了战争准备。无奈之
下，秦穆公只得搜罗存粮，拼死一
战。韩原之战以晋惠公被俘而告
终，最后还是姐姐出面求情，晋惠
公才获释。灾荒之年的秦国也无力
吞并晋国，这场战争只是让秦穆公
出口恶气罢了。

秦穆公可算是“春秋五霸”中
的厚道人，若要论起“厚黑”，非勾
践莫属。早年在战胜越国后，夫差
曾自信自己的战术才能，挥兵北
上。虽百战百捷，却并未能获取足
够的土地和人口来填补损失。北上
争霸消耗了吴国大量的国力和物
资，加上夫差生活奢侈，只好打起

了越国的主意。为了保证来年的战
备物资，夫差向越国讨要种子，勾
践等越国君臣竟毫不犹豫地将大
量蒸熟的种子混入良种之中上缴
给吴国——这可算最早的无差别
生物战了。秦穆公当然知道自己小
舅子的人品有多差，他为晋国提供
粮食是为了救济晋国的百姓；勾践
为了复仇，却丝毫不顾吴国普通百
姓的死活，“厚黑”程度可见一斑。
越国提供的“伪劣”种子加重了吴
国的困难，此时夫差仍被虚荣迷住
双眼，渐渐地，吴国走向灭亡。

连年的征战使得百姓无法安
心生产，粮草便成了乱世的硬通
货，也是买凶杀人、挑拨敌人、内部
反水的最佳武器。

吕布在徐州的所作所为就是
最好的例子。长安之乱后，吕布就
离开关中四处流浪。兖州争夺战败
给了曹操后，吕布决定去徐州碰碰
运气。刚刚得到徐州的刘备实在无
法拒绝这位诛杀了董卓的英雄，只
好将吕布安置到自己原先的地盘：
豫州小沛。此时刘备的情况并不怎
么妙：夺下徐州令自视甚高的袁术
非常不满，自己的人马和徐州本地
的旧势力间也存有矛盾。袁术鲜有
军事才能，但他非常善于收买和瓦
解对手。袁术和刘备在徐州对阵数
日，见无法取胜，只好拉拢吕布。

袁术写信大骂刘备，还在信中
谈及了吕布对自己家族的恩惠，希
望吕布再帮自己一把，信末还特意
附上了酬劳——20 万斛（hú）粮
食。这20万斛粮食可不算小数目，
东汉的一斛可容27斤左右的粮食，
20万斛约540万斤，东汉太平年间
三公的月薪是300斛粮食，也就是
说 20 万斛粮食相当于三公级别高
官55年的工资。这些粮食当然不是
送给吕布一个人的，吕布手下还有
万余将士，在那样一个兵荒马乱的
年代，这笔酬劳无疑是诱惑力巨大
的财富。为了得到这20万斛粮食，
吕布立刻背叛了刘备。偏偏驻守下
邳的张飞又激化了和陶谦旧部丹
扬军的矛盾，吕布轻而易举地夺取
了下邳，正在前线奋战的刘备很快
陷入了困境。没了后方运来的粮
食，刘备的部下甚至出现了人吃人
的现象，好在糜竺送来了大批粮食
才勉强保证人马不散伙。但糜竺的
粮食供应也非常困难，只要吕布和
袁术继续猛攻，刘备就极有可能失
败。真正救了刘备的是袁术，袁术
虽然许诺给吕布20万斛粮食，但其
实自己根本拿不出这么多。最后还
是吕布成了徐州的主人，又收容了
刘备，把袁术踢出了徐州。面对缺
粮的现实，刘备也只好低了头，和
吕布尴尬地相处了一段时间。

同时期开始成熟起来的屯田
制也算极富中国文化特色的耕战
立国现象的一个缩影。

屯田制萌芽于战国时期的魏
秦两国，汉武帝收复河西后曾在该
地大规模应用。到了三国时期，曹
操可算是最重要的推行人，实行屯
田的地点西北起河西，东南达淮
南，东北自幽燕，西南至荆襄，基本
上覆盖了整个统治区域，和过去在
边疆地区实施屯田有所不同。曹操
最早推行的是“民屯”，想法源于枣
祗（zhī）的建议。枣祗认为可利用
耕牛和流民实行屯田，屯田的农夫
不但可以分到一定数量的土地，还
可以得到曹操军事集团的保护，所
获谷物再按规定比例进行分成：用
官牛者，官六私四；不用官牛者，官
私对分。除此之外，农夫们还要在农
闲时组织军事训练，是曹操军事集
团的补充力量。这套方案非常具有
操作性，对于流民来说也是可接受
的方案。在实施屯田当年，枣祗就为
曹操带来了300万斛粮食的收益，
这个数量抵上了公孙瓒在易京积攒
粮食的总数，足够收买吕布15回了。

到了曹魏后期，司马懿又开创
了“军屯”。军屯和民屯的区别在于
屯田的主体是士兵而不是农民，并
且军屯的粮食出产要全部上缴当
作军粮。整个司马懿家族在关注屯
田政策的过程中收获极大，灭亡蜀
汉的名将邓艾就是司马懿在听取
屯田官员的汇报时发现的。邓艾出
身不好，早年是曹魏屯田民，长得
又比较抱歉，还有点口吃，成语“期
期艾艾”中的“艾艾”就有点调笑邓
艾的意思。在中国古代官场，口吃
无疑是升迁的死穴，但邓艾的实干
能力非凡，最终在屯田的官员中脱
颖而出，后来成了负责屯田事务的
官吏。

（本文摘自吉林文史出版社
《舌尖上的战争：食物、战争、历史
的奇妙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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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山县稷王文化广场“稷王”雕像
记者 刘亚 摄

□金陵小岱

在宋代，当考完试，放榜之时，皇帝居然亲自宣
读考试成绩，即“唱名”，考中的进士们能被皇帝亲
自念名字，那自然是无上的荣耀，大概能兴奋一辈
子。每到唱名放榜日，除了跟考试相关的考试官等
人要在殿门祗候以外，还有皇亲、管军臣僚、使相、
节度使等一众宗室及朝廷要员也一同参加或观摩，
可见这唱名赐第仪式的规格是多么高。只是到后
来，进士的人数变多了，皇帝念完，大概要喘死，于
是就只念前三名状元、榜眼和探花的名字，剩下的
就由官员代为宣布名次，即“传胪”。

唱名的场面极为热闹，也极为刺激。谁能想到
刚考完试，考中了就能迅速脱单，被人榜下捉婿？这
堪称是宋代考试后的一大奇观。每到唱名之时，就
有很多达官显贵围观择婿，对此王安石有诗云：“却
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

据宋人彭乘《墨客挥犀》卷一《脔婿》载，有一进
士初次及第，人长得也是相貌堂堂，谈吐不凡，这就
被一个贵族人家看上了。这家人派了十多个壮丁将
进士簇拥至其家中，并对他说道：“我有一个女儿，
相貌不丑，你可愿娶其为妻？”这位进士说道：“那我
要回家跟我的妻子商量一下。”这句话一说出来，惹
得吃瓜群众大笑不止，贵族人家只好作罢。

而北宋富弼的女婿冯京也是在榜下被捉去的女
婿，他可是宋仁宗皇祐元年的状元，年轻未婚，一表
人才。最开始，捉他去当女婿的不是富弼，而是仁宗
张皇后的伯父张尧佐，这位老兄居然假传圣旨：“欲
妻以女。拥至其家，束之以金带曰：此上意也。顷之，
宫中持酒肴来，直出奁具目示之。京笑不视，力辞。”
说这是皇帝的意思，当然冯京拒绝了。后来他又被张
耆看上了，张耆也让十来个壮汉家丁将他簇拥至家，
冯京也不同意。最后，冯京成了宰相富弼的女婿。

当然，宋代人榜下捉婿是要花大价钱的，女方
必须给男方“系捉钱”，以供未来进士女婿在京城的
吃穿用度。为了能捉到进士女婿，有的人家甚至成
倍付“系捉钱”，可见进士在当时是多么吃香。而作
为考生来说，若是金榜题名与洞房花烛同时发生，
还有一笔可观的“系捉钱”拿，这考完试的日子得多
么潇洒，日日都能狂欢！ （《海峡都市报》）

宋代人榜下捉婿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教育他的孩子们，从小就要
重视动手劳动，不要做少爷、小姐，养成做人上人的
毛病。他外出不在家写信时还要在信上叮嘱他的长
子陶宏、次子陶晓光：“桃红、小桃在家，自己的事要
自己干。衣服要学洗，破了要学缝。烧菜弄饭都要
学，还要扫地抹桌，有益的事都要做。”

及长一些，陶行知就要求孩子们向自助助人的
方向去做。陶行知觉得社会上对小孩的教育普遍只
有两个阶段：一是全然依赖；二是忽然自立。这中间
缺少明确渐进的桥梁。他在“儿子教学做之四个阶
段”的诗里这样写道：

三餐喂得饱，个个喊宝宝。（一）
小事认真干，零用自己赚。（二）
全部衣食住，不靠别人助。（三）
自活有余力，帮助人自立。（四）
陶晓光13岁时，陶行知就教他一面自学，一面

写小稿子投稿；一面学英文，一面编译小的科普文
章，这都可以赚些零用钱。 （《天津日报》）

陶行知：循序渐进培养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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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军屯守边士兵雕像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