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冠伟

颜回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有一次，他在街市上遇
到了一场纠纷，买布的和卖布的争吵不休。买布的大
声喊道：“三八就是二十三，你为什么要我二十四个
钱？”颜回见状，好心地走到买布的面前，施礼道：“这
位大哥，三八就是二十四，怎么可能是二十三呢？你
算错了，请不要争吵了。”

谁知，买布的根本不服气，反而指着颜回的鼻子
说：“谁请你出来评理的？如果要评理，只有找孔夫
子，错与不错只有他说了算。”说着拉起颜回便走。颜
回说：“如果孔夫子评定你错了，你怎么办？”买布的
说：“如果评定我错了，我就把我的头给你。那你呢？”
颜回说：“如果评定我错了，我就把我的冠给你。”

孔子听说了事情的经过，对颜回笑笑说：“三八就
是二十三啊，颜回，你输了，快把冠取下来给他吧！”颜
回从来不和老师争辩，听到孔子说他错了，便老老实
实地摘下帽子，交给了买布的人。对于孔子的评判，颜
回表面上绝对服从，但心里却有些不解。孔子看出了
颜回的心思，干脆讲清了道理，他说：“颜回啊，这世上
可能就刚才这个人不知道三八二十四，你仍然与其硬
杠，这不说明你也是他那样的糊涂人了吗？”

颜回听老师这么一讲，瞬间醍醐灌顶，他意识
到，让步于人，并不是退缩，也不是懦弱，而是一种尊
重，一种人格，一种胸襟，一种修养。 （《文摘报》）

颜回让步

□程醉

“盐枭”是指古代贩卖私盐的人，在一些影视作
品中都有他们的身影。盐枭的历史背景大致可以追
溯到春秋时期管仲提出的“官山海”政策。

管仲在回答齐桓公应该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时，
说：“唯官山海为可耳。”随后他解释何谓“官山海”时
又说：“海王之国，谨正盐筴。”意思是靠大海资源成王
业的国家，要注意征税于盐的政策。简单地说，管仲时
期的“官山海”主要是指盐、铁两项国家专营。

到了汉武帝时期，数十年东征西伐导致他最缺
的就是庞大的军费。于是，汉武帝听从了大冶铁商孔
仅和大盐商东郭咸阳的建议，在桑弘羊的主持下实
行了“笼盐铁”，也就是将盐、铁和酒的经营收归官
府，实行专卖。

盐铁专营不但为西汉王朝奠定了坚实的财政基
础，同时也抑制了地方诸侯、豪强、巨贾的势力。但
是，盐铁专营同样也给农业生产、工商业以及百姓生
活带来了不便。于是，在公元前81年，大将军霍光便
以朝廷的名义，召集贤良文学（贤良是已经取得功名
的儒生，文学是在某种学问上有一定成就的名士）60
多人到京城与以桑弘羊为首的政府官员讨论民生问
题，史称“盐铁会议”。

会上贤良文学以儒家思想为武器，认为盐铁专营
“与民争利”违背了“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的信条。
双方经过5个多月的大讨论、大辩论，会议最终决定废
除全国的酒类专卖以及关内的铁官。多年以后，桓宽整
理双方论辩之辞，撰述成著名的《盐铁论》一书。

到安史之乱爆发之前，唐朝跟隋朝一样，实行食
盐无税或低税制度。但是平乱打仗需要钱。于是公元
758 年，唐肃宗李亨任命陕西人第五琦为盐铁使开
始盐税改革。他的盐税政策大致就是官方垄断产业
链上的收购、运输、销售这3个环节，同时将制盐的
工人隶属于盐铁使管辖，免除其徭役。

到了唐德宗时期，刘晏将第五琦的盐税政策改
为“民制、官收、官卖、商运、商销”。于是乎，在中国古
代历史上呼风唤雨的盐商、盐枭便从此粉墨登场。

《唐会要》记载“天宝、至德间，盐每斗十钱”，天
宝是唐玄宗的号，至德是唐肃宗的号，就是说安史之
乱初期盐每斗要10文钱。到了第五琦盐税改革的那
一年，《唐会要》记载一斗盐“为钱一百一十”。而到了
唐德宗时，一斗盐“岁钱三百一十，其后复增六十”。

在唐朝中后期，政府职能趋弱加上畸高的盐价，
必然催生出私盐的泛滥成灾。在当时的一些地方，官
商勾结贩卖私盐者有之，整村整坊贩集体走私者有
之，团伙化、武装化贩盐者亦有之。 （《今晚报》）

古代“盐枭”来自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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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2日，有一大批考研学子
走出了考场，在日与夜的奋斗中，终
于完成了这场大考。

曾有人说现在考试考这么多门
科目真累，还是穿越到古代科举好，
就考一门写作文，多简单！

其实，想要参加科举考试远没
有我们想象中容易，说比今天难上
十倍，一点不假。

科举考试前，需要准备什么？

正式科举考试之前，考生必须
先通过资格考试。这种资格考试被
称为“童试”，童试之后才有资格参
加科举考试的“正试”。童试要经过
三个级别的考试，分别是“县试”“府
试”和“院试”。县试是古代读书人参
加的第一次官方考试，考试地点为
其所在县，一般由知县（相当于县
长）主持。县试一般在每年的农历二
月举行。考前一个月，县衙会公告具
体考试日期。考生需要提前报名，报
名时要提交三份证明材料：“亲供”

“互结”和“具结”。
亲供相当于今天的考生基本信

息表，包含祖上三代信息，即本人姓
名、年龄、籍贯、体格、容貌特征和曾
祖父母、祖父母、父母三代姓名履
历，以确保你家是良民世家。

所谓互结，是指考生要找一同
参考的五位考生写一份承诺书，承
诺如一人作弊则五人连坐，这是古
代科举防止作弊的无奈手段。

所谓具结，是请本县廪生（优等
秀才）提供的“认保”材料，证明考生
不冒籍、不匿丧、不替身、不假名，而
且出身清白，不是娼优或皂吏的子
孙，本人也未从事过戏子之类的

“贱业”。这一环节类似今天的政审。
县试一般考五场，分别考八股

文、试帖诗、经论、律赋等。鲁迅就曾
经参加过晚清的县试。据鲁迅弟弟
周作人日记记载，鲁迅当年在 500
多名考生中排名第 137 名，但在县
试后没再参加府试，而是去了南京
矿务铁路学堂改读新式学校。

县试合格者将参加第二级资格
考试，叫作府试。府试一般在每年的
农历四月举行，考试地点在府城，相
当于今天的市。府试一般由知府主
持，连续考三场。府试又合格的考
生，被称为“童生”。尽管童生这个名
字看着很年轻，但很多读书人一辈
子连童生都很难考过。年纪小的童
生可能十二三岁，年纪大的，六七十
岁的童生也不少，甚至在有些家里，
爷爷和孙子可能都是童生。

府试合格的童生，接下来要参
加最后一级的考试——“院试”。

院试每三年举行两次，每次连
续考两场。院试的主持者是每省的
学政。学政是每省主管官学和院试
的官员，其职能相当于省教育厅长。
但与一般省官不同，学政由皇帝直
接从中央委派到地方，其性质类似
钦差大臣，级别和地位都很高。学政
任期三年，任期内依次到每省下辖
的府或州主持院试。

院试通过了，考生的身份就不
再是童生了，而是“生员”，俗称“秀
才”。秀才的社会地位比普通百姓
高，并享有一些特权。比如见了知县
不用下跪，还不需要服国家的差役
和徭役。另外，秀才还有资格进入官
学上学，成绩最好的被称为“廪生”，
还可以按月获得国家发放的粮米。

考中秀才已经很不容易，比例不高
于8%。按照鲁迅参加的那次县试的
人数计算，500 余名考生最后录取
了40名秀才。

打赢了资格赛，入围赛才开始

那秀才如何变成举人呢？答案
是接着考。考中秀才之后，考生就有
资格参加科举考试的正试了。正试
也分三个级别，分别是乡试、会试、
殿试。乡试三年举行一次，一般在天
干地支纪年中的子、卯、午、酉年举
行。由于考试时间多在农历八月，正
值秋季，所以乡试又称“秋闱”。

主考官一般由进士出身的在京
翰林或部院官员担任。考试地一般
在省城，有专门的考场，叫作贡院。
乡试共考三场，初九、十二、十五日
各一场，每场考一天。发榜在九月，
正值桂花开放，所以又称为“桂榜”。
通过乡试后，考生的身份就从秀才
变成举人。成为举人之后，就意味着
脱离了民众阶层，正式进入了“士”
这个阶层，可以做官了。

举人不光免役，而且还免税，所
以，很多拥有土地的人宁愿将自己
的土地放在举人的名下来逃避国家
税收。另外，地方官府不能对举人用
刑，即使犯了重罪，也得上报朝廷革
去举人资格后才能用刑。当然，举人
的考取率也是很低的。曾有人计算
过：明朝应天府的乡试录取率为
7.26%；清朝人口剧增，乡试的录取
率更是低到了1.68%。

考中了举人，考生还不能忙着高
兴，得马上准备乡试之后的会试。会试
一般在乡试之后第二年的农历三月举
行，时值春季，所以又叫“春闱”。会试
由礼部主持，主考官由皇帝钦定。会试
的考试地点在北京的礼部贡院，大多
数举人的生活地距北京路途遥远，一
般乡试考完的当年腊月就要启程出
发，开始真正的“进京赶考”。路上需要
的费用，国家会替他们准备好。

那到了北京，举人们住在哪里？有
亲友的投靠亲友，没亲友的可以住在
客栈，更多的则住进了“会馆”。所谓会
馆，就是各省驻京的办事处，主要用来
招待老家来京公干的官员或赶考的举
人。大部分举人一进京就直奔本省会
馆，这里既安全又方便，伙食也合家乡
口味。因为会馆里经常住一些来京候
命的地方官员，所以会馆还是举人们
了解官场、结交人脉的地方。在会馆居
住复习一段时间后，就要迎来礼部会
试了。会试分三场举行，一场考三天，
需要自备饭食和油灯。

考试的时候，一人一考棚，一个

考棚只能容下一张桌子，其空间类
似今天厕所一个蹲位那么大。会试
的过程是非常辛苦熬人的。参加会
试的举人，都已经是各省读书人中
的佼佼者、大浪淘沙后的胜利者了，
但会试这关仍要残酷地淘汰掉大多
数人。以明朝万历五年的会试为例：
4500余人参加考试，最终仅录取了
300 人。会试后的录取者被称为贡
士，从字面理解，是贡给天子的士。
成为贡士后的一个月，考生就要参
加科举考试的终极考试——殿试。

决赛打响，离梦想仅一步之遥

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清朝殿试
的考场在紫禁城的太和殿，后改为保
和殿。殿试只考一天，考完后由皇帝
钦点的阅卷官阅卷。阅卷时，每名阅
卷官要阅览全部试卷，并在试卷上画
代表等第的五种符号，最高等第的符
号是圈圈。最后，选出十张画圈最多
的试卷，交由皇帝亲自审阅并选出前
三名。最后就是放榜公布成绩了。所
有考生按照成绩高低分为三等，分别
为“一甲”“二甲”和“三甲”。

一甲就三个人，是皇帝软点的，第
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
探花。二甲一百多人，三甲也是一百多
人。看到这里，大家也看出来了，殿试
是没有淘汰机制的，只是一个排位赛。
也就是说，所有参加殿试的贡士都会
通过考试成为进士。区别仅在于进士
的级别不同，一甲叫作“进士及第”，二
甲叫作“进士出身”，三甲叫作“同进士
出身”，其实都是进士。

考中进士后，仕途之路便正式
开始了。明清两朝，考中进士后的出
路一般有三种。最优出路是进翰林
院，翰林院里高官云集，也是高官的
培养地。状元一般授官翰林院修撰，
榜眼和探花授官翰林院编修，分别
为从六品和正七品，相当于今天的
处级干部。二甲中一些成绩好的，也
会进翰林院，担任庶吉士。庶吉士并
非正式官职，相当于实习生，在翰林
院跟高官学习为官之道。进士的次
优出路是留在北京到朝廷各部门做
官，即做京官。

明清时期官场有个说法：“人中
进士，上者期翰林，次期给事，次期御
史，又次期主事。”翰林是最佳选择，
去不了翰林院也要到中央各部任职。
进士最差的出路就是到地方任职，一
般从知县这个级别做起。也就是说，
考中了进士，最差也能当个县长。

以上均以明清为例，我们走完
了科举考试的全套流程。

（《海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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