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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静

看见“鸡娃”这个词，银发族都不陌生，小鸡崽子
嘛。

虽然字典里“鸡娃”只有这一个意思，但现实生
活已赋予它新的含义，指父母“给孩子打鸡血”的教
育方式：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逼迫孩子大
量补习，“努力拼搏”。

自古以来，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们，没少
花心思鸡娃。历史上，有人鸡娃很成功！

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称帝，国号“魏”，定都洛
阳，亦称“曹魏”。

曹丕成才，离不开他爹曹操的努力鸡娃。曹丕当
魏太子时，写过一部《典论》，讲到这段往事——

曹丕五岁时，曹操认为时下兵荒马乱，儿子有必
要早日习武，于是教曹丕射箭。曹丕这个小孩哥还不
赖，第二年就学会了射箭。

曹丕六岁时，射箭已不在话下，曹操开始教他骑
马。到了八岁，这个小孩哥就能一边骑马一边射箭了。

曹操不光让儿子学技术，还安排他参与社会实
践，连打仗这么危险的事儿，也要带着儿子。

公元197年，曹操讨伐割据宛城的张绣，张绣降
而复叛。曹操遭到伏击，坐骑绝影被杀，长子曹昂为
救父亲让出自己的战马，结果曹操骑马逃脱，曹昂遇
害。当时年仅十岁的曹丕“乘马得脱”——看这段历
史，真让人替这小子捏一把汗。

对父亲如此冒险鸡娃，曹丕非但没有怨言，反而
颇感受益，自称在军中长大，年少就爱弓马，长大依
旧喜欢，追逐猎物，一追就是十里，骑马射箭，往往百
步穿杨，日积月累，身强体健，从不厌倦。

不过，曹丕写这文章，明显有讨好曹操的嫌疑，
所以他是不是真的没有怨言，还真不好说。

（《洛阳晚报》）

曹操带十岁曹丕上战场
□曾伟

清代山西大部分地区的煤炭资
源得以普遍开采。山西煤炭贸易，依
靠陆路交通和内河航道实现煤炭的
贩运，运输方式包括牲畜驮运和水
运两种。贸易的形式包括日常性的
短距离贸易与季节性的长距离贸
易。农民利用秋冬或冬春农闲时段
的长途贩运，节约了煤炭运输成本，
扩大了煤炭运销范围和运输半径，
并形成地区性的煤炭供销市场。就
煤炭市场内部而言，通过规约规范
煤炭交易，依靠互通有无的贸易，实
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保证本省及周
边地区的煤炭供应。

一

就开采的规模而言，通过对清
代方志和碑刻资料的梳理，发现清
代山西境内的采煤州县达70处，占
山西全部州县的三分之二。

清代山西境内除解州与蒲州府
没有煤炭开发之外，其他府州均有
煤炭开发的记录。采煤州县必为产
煤之区，而非采煤州县并非全无煤
藏，只是未进行开发，或曾有开采后
来停止。如解州平陆县境内的砥柱
山麓“煤炭素称富有”。平阳府的吉
州、大同府山阴县和绛州稷山县在
明代就有煤炭开采的记录。完全的
采煤府州为泽州府、平定州、保德
州、代州、霍州与沁州。传统的煤炭
开发方式为土法，从开采、运输和销
售均需大量的劳动力，民间有“窑膳
千口”，即一口窑可以养活千口人的
说法。关于煤炭开采的情形，根据同
治《河曲县志》的记载：

河曲近塞，苦寒而山产石炭，穴
而入之谓之炭窑，窑口仅容人行，其
中阔狭浅深，则因人力为之。砍炭者
持斧入窑，伐以猛力，铁石相击之
声，日夜不绝。置炭于箩，负担者伛
偻而行，出诸窑外。窑初入甚浅，后
乃渐深，极深可至数里，结伴而入，
分坎而伐，日久则面目黧黑，见者呼
为窑黑子，盖力作之苦，未有甚于此
者也。

二

关于跨省长距离贸易，在康熙
朝末期，山西煤炭已“车推舟载，日
贩于秦”。说明晋煤入陕，采取了水
陆联运的形式，陆运和水运也是煤
炭运输的两种基本模式。至雍乾时
期，泽州府输入中州的煤炭“日不绝
于途”。就界邻省份而言，陕西府谷
之煤，来自山西河曲。河南林县西乡
的煤炭即来自山西境内。对于煤炭
运输来说，原煤的利润普遍偏低。改
善煤质的主要办法就是将煤屑加工
烧制成蓝炭。蓝炭即民间俗称的兰
炭或岚炭。极品的蓝炭——“蓝花
香”炭甚至出口英国、荷兰、日本等
国，成为皇室壁炉专用炭。如在汾阳
县有《永禁煤、蓝炭、木炭、草斤碑》，
这也意味着就大部分区域而言，煤
炭并非唯一燃料，往往需要与木炭、
干草等其他燃料竞争，无形中压缩
了利润空间。煤炭的加工，既提高了
附加值，也提升了竞争优势，运销距
离也得以延长。

长距离贸易煤炭中，商人亦能
从中获利。杜纲《娱目醒心编》中就
记载了山西商人押运十几船煤到北
京贩运，获利十余万两。这种跨境长

途贩运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省
外市场巨大的用煤需求，既包括界
邻省区的需求，也包括超远区域的
需求。传教士弗朗西斯·H.尼科尔斯

（Francis H.Nichols）的观察则显
示，获鹿和北京市场之煤来自山西。

从获鹿开始，就进入丘陵地带
了。获鹿是华北的一处矿业产业中
心。……路上常遇到一长串的驴队，
它们的背上装着两大筐无烟煤；这
些煤在北京出售，每吨所值相当于
12美元。煤在山西北部很多地方作
为燃料，我听说那里的农民往往从
他田地的山边挖煤。

从传教士的记录来看，山西的
煤甚至运销到北京。从煤的出厂价
格来看，据1908年美国探险家克拉
克的考察，太原市场每吨煤价格是
2500文，折合８先令即0.4英镑。以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1907 年银钱
比价来看，1 两银兑钱 1600 文，即
每吨折银1.56两。根据1908年的汇
率，1 海关两兑 0.3 英镑，约合 0.65
美元。由此推算煤在太原交易价格
为每吨１美元。至此我们可以知道
煤炭从山西运往北京，价格上涨10
倍以上，足见突破省内贸易，实现跨
境煤炭的长途远销，会有巨大的利
润。对于山西商人来说，将煤炭运往
北京似乎并非难事。早在乾隆年间，
山西在京商人，就多从事铜、铁、锡、
炭等货物的生意。有这样的业缘优
势，加之邻近京城的地利之便，晋煤
入京不难实现。除了陆运之外，在跨
境贸易中，水运有其独特的优势。如
乡宁之煤，正因借黄河水运，得以供
应陕西、河南二省。

煤为乡宁特产，晋、陕、豫三省
皆倚赖之。煤窑西乡为巨，东乡次
之，南乡又次之。西乡先有三大窑，
一在寨沟，二在师家滩，其大百倍于
东、南乡，又与河近，销路畅而易。

乡宁之煤能畅销陕、豫，很大程
度上得益于水运的便利。不过晚清
山西的大部分县域，均无很好的交
通条件。传统运输的落后，使得山西
煤商逐渐失去一些省外市场，如山
东博山，山西人曾垄断这里的煤炭
市场，但胶济铁路通车以后，随着外
煤的进入，山西人的势力便退出了
博山。晚清时代政府积极开发矿务，
山西巡抚岑春煊在奏折中强调“富
国之本，路矿为先，矿为生利之源，
路乃通利之具”，以此突出路矿的重
要性。可以说改善交通运输条件和
引进先进的开采技术，已经成为晚
清山西的当务之急和官绅的共识，
而光绪三十三年正太铁路的通车无
疑是标志性的事件，亦成为近代晋
煤大规模外运的开端与先河。

三

煤炭开采的动力，来自需求的
扩大。然而需求的扩大，并不完全能
通过降低价格来实现。宽松的矿业
政策，加速了煤炭开发的进程，使得
有清一代山西开采的区域达到三分
之二以上。煤炭业吸收了秋冬和冬
春时节农闲的大量劳动力，借助于
水陆交通的改善，为煤炭贸易的发
展提供了必要条件。煤炭贸易的运
输方式包括牲畜驮运和水运两种，
基本模式是日常性的短距离贸易，
与秋冬或冬春时季节性的长距离贩
运相结合。民众利用农闲时段的长
途贩运，节约了煤炭运输成本，扩大
了煤炭运销范围和运输半径，由此
形成区域性的煤炭市场。而在市场
内部，通过规约规范煤炭交易，依靠
互通有无的贸易，保证本省及周边
地区的煤炭供应。

晚清民国以来正太、京绥、同蒲
等铁路的修建，对于晋煤的外运有
重要作用。平定和大同地区成为近
代山西煤炭开发的集中区域。而在
煤炭企业中，既有机械化程度较高
的现代企业，也存在大量使用原始
方法开采的小煤矿。这大致是山西
近代煤炭开发与运销的基本面貌。
但是，机械的使用一方面带来了煤
矿的现代化，提高了工作效率，另一
方面也巩固了传统的煤炭贸易市
场，扩大了内需。如襄垣县原本依靠
人力采煤，但是在购置起重机械后，
起运便捷，煤质也良好，“销售邻境
各县，甚形畅旺”。在日常生活中，随
着物价的上涨、生活成本的提高，用
煤的经济优势得以凸显，激发了民
众开发煤矿的积极性。如翼城县北
撒村民就集资在该村南海子沟探采
煤矿，出产甚旺并行销邻村。列强主
导的铁路建设，使晋煤外运的利益
多被外人所夺。晋人也开始积极主
动进行道路建设，改善煤炭外运的
交通条件。如平陆县产煤丰富，因为
交通迟滞，而陷于低谷。最后在知县
主持下，修通了大路，不但使本县燃
料得到更好的供应，同时“更畅销
豫、晋两省邻封各县，为利之溥，亘
古未有”。可以说，晋人通过对近代
采煤技术的吸收与引进、积极改善
对外交通，使得传统的煤炭贸易市
场得以巩固和扩展。不过即使如此，
煤炭的开采与运销依旧受到巨大制
约，以至于全汉昇先生不得不慨叹：

“中国煤矿资源之所以不能大量开
发，占全国储量约三分之二的山西
煤矿之没有大规模的开采，要负一
大部分责任。” （《社会史研究》）

□安频

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十几年后带回很多物种，其
中就包括胡瓜种子。但胡瓜到了后赵时期（五胡十六
国之一），被石勒下令改为“黄瓜”。据《晋书》记载，当
时的中原民众将北方的外族，一律统称为“胡人”。后
赵政权的建立者石勒是羯族人，很忌讳当地老百姓
称他为“胡人”，为此他下了一道圣旨：天下臣民，不
管是说话还是作文，不准出现“胡”字，违者斩首。当
时的襄国郡守樊坦，为了不惹上大祸，就把“胡瓜”改
称为“玉盘黄瓜”。此后，“黄瓜”这个词语就传开了，
一直沿用到现在。

物种学者研究认为，黄瓜最早在古印度北部和
锡金等地生长。大约在3000年前，古印度已经开始
培育黄瓜了。黄瓜从印度分两路进入我国：一路，由
云南边界传入内地，形成了南方系的黄瓜；另一路，
就是文章开头说的，由张骞带回来的。

黄瓜颜色翠绿，清脆甘甜，是男女老少的最爱。野
史记载，宋代名臣吕蒙正，年轻时非常穷。一日他正要
赴京赶考，却晕倒在桥下。原来他因没钱吃饭，饿得昏
过去了。他醒来后看到一根很大的黄瓜从桥上滚了下
来。饥饿中的吕蒙正顾不得面子，掰断黄瓜吃了半根，
另外半根带在身上，准备路上吃。到了京城，吕蒙正通
过科举考试中了进士。十几年后，发达的他重新来到
这座桥边，出钱修了桥，还把这座桥改为“落瓜桥”。当
然，此事无从考证，各位看官，姑妄听之。

黄瓜不仅出现在民间故事中，也曾经走进古诗
词。譬如苏轼写的《浣溪沙》，其中说：“簌簌衣巾落枣
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酒困路长惟
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在夏日慵
懒的午后，黄瓜散发着独有的田园风情。诗人陆游写
过一首《种菜》，其中说：“白苣黄瓜上市稀，盘中顿觉
有光辉。时清闾里俱安业，殊胜周人咏采薇。”

北方人过夏天，左手端一碗调了麻酱的面条，右
手抓一根顶花带刺的黄瓜，坐在树荫下，先吃面，再
啃黄瓜，那心情绝对舒坦。诗人顾城曾在《思乡曲》中
回忆说：“旧时蒜，已结瓣，拿大碗，吃早饭，甜面酱，
葱来蘸，拍黄瓜，炒鸡蛋……”这些接地气的句子，准
确地勾勒出了一股人间烟火气。 （《今晚报》）

清脆甘甜的“黄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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