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闹饥荒为啥不吃蝗虫？既灭了蝗虫，又可以充饥。
可事实上，哪有那么简单！

古代人大都迷信，不敢吃蝗虫。
那时候人们认为蝗虫很可怕，是“虫中之皇”，是

“神虫”。蝗灾发生，必定是当地官员失德，神虫才会来
犯。秦汉时期，人们认为蝗虫是天灾，是上天的惩罚，
只要统治者修行养德，蝗灾自会消失。到了后来，人们
大量修建蝗神庙，来祈求神灵，让蝗虫赶快离去，不要
再吃庄稼。

到了唐代，人们仍然很迷信。公元628年，唐太宗
还生吃了一只蝗虫呢，目的是祈求将灾难转移到自己
头上。这皇上，也真够拼的。

公元716年，山东爆发大面积的蝗灾，百姓一天
到晚烧香拜佛，就是不敢捕抓蝗虫。多亏了宰相姚崇
多次上书，坚持灭蝗，蝗灾才得到了控制。

古代人就算敢吃，也来不及吃。古代人还认为蝗虫
有毒，不敢吃。不过也不绝对，为了活命，粮食都被蝗虫
吃完了，连树皮都吃，大家怎么可能坐着等死，蝗虫也
会有人吃。关键是，古人多数时候为什么不吃蝗虫呢？

原因很简单，蝗虫祸害庄稼，一般就在几天之内，
吃完粮食立刻飞走，毫不含糊，人都还没来得及去抓
捕，蝗虫已经无影无踪了。蝗虫的飞行速度很快的，一
阵风似的，它不可能停留在原地，等着你去抓它。人抓
捕的速度，远远赶不上蝗虫转移的速度。

发蝗灾时，人们还不饿。一般来说，蝗虫祸害庄
稼，啃吃的多是农作物的幼苗。那个时候，人是不会饿
肚子的。真正饿肚子的时候，是蝗灾过后的第二年，那
个时候地里颗粒无收，存粮也没有多少了。蝗虫毁灭
的，是大家半年后的口粮。

没到饿不择食的时候，大家怎么会吃蝗虫呢？
另外，蝗虫当不了主食啊，就算侥幸抓到了，吃几

只罢了，也不能解决温饱，大家还是得挨饿。
夏季的蝗虫压根没肉，只有一层皮，秋季蝗虫最

肥美，但最多也只能当作零食吃。而且，古代没有冰
箱，蝗虫不好保存，所以犯不着花大力气，去捕捉根本
吃不饱的蝗虫。

看见没，古代闹蝗灾时，多数人不吃蝗虫的原因
就是以下几点：蝗虫是“神虫”，不能吃；蝗虫有毒，不
敢吃；蝗虫飞得太快，抓不住；家里有存粮，不急着吃；
蝗虫不是主食，填不饱肚子，没必要吃。（《玉林晚报》）

发蝗灾 古人为何不吃蝗虫？

□安频

笔者曾经看到过一个有趣的谜语，谜面是“我漂
洋过海来看你，你却把我切了流泪”，打一种蔬菜。
答案就是洋葱。

洋葱的老家在中亚或西亚。据考古资料记载，
在一块古埃及的石刻上，可以发现人们收获洋葱的
场景。此后，洋葱随着贸易的船队，传到了地中海沿
岸的一些国家。16世纪，它传入北美洲，17世纪从
北美洲传入日本。18世纪，一个欧洲人带着洋葱种
子来到中国澳门，送给了当地居民。从此，洋葱遍及
整个广东一带。洋葱在我国生根后，经过人们的培
育，有了很多品种。它真正被国人当成经济作物来
种植，是从民国初年开始的。

清人吴震方写有《岭南杂记》，其中提道：“洋葱
形似独颗蒜，而无肉，剥之如葱。澳门白鬼饷客，缕
切为丝，珑玜满盘，味极甘辛。”洋葱的吃法有很多
种，但这里的吃法，约莫是生吃。洋葱在世界各国吃
法各异，德国人在吃饭时，常常生嚼几根洋葱丝；俄
罗斯人会把洋葱丝炖成罗宋汤；还有一些国家的食
客，会把洋葱制成拌菜。

不少人切洋葱时都会流泪，这是因为洋葱被切
开时，其内部的半胱氨酸亚砜和蒜氨酸酶会化作混
合气体释放出来，引发化学反应：蒜氨酸酶能将半胱
氨酸亚砜变成次磺酸，次磺酸又分解为亚磺酸。而
亚磺酸正是让人流泪的“罪魁祸首”。

佚名氏《咏洋葱》云：“罗衣剥落露晶莹，嫩紫娇
红可养生。催泪无心因味激，入喉有意慰肠鸣。莫
言辛辣须拦堵，如遇香甜要验迎。西物也能随俗好，
素荤烹出九州情。”这首诗道出了洋葱的外貌、催泪
特征、制法、出处等信息，算得上同类型中的杰作了。

（《今晚报》）

洋葱：漂洋过海来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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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舟子

三顾茅庐的故事，可谓妇孺皆
知。

一直以来，这个故事的主题都被
解读为君主求贤若渴，最终以诚意感
动大贤。第一个讲这个故事的诸葛
亮，在他著名的《出师表》里是这样讲
述的：“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
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
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在
诸葛亮的叙述中，这个故事的情节、
主题都已经完全规定好了。随后的陈
寿，就是沿着诸葛亮的思路往下讲
的。陈寿说：“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
往，乃见。”陈寿还记录了刘备和诸葛
亮见面之后的谈话，就是著名的《隆
中对》，显示了诸葛亮确实是一位具
有战略眼光、高瞻远瞩的大贤，值得
刘备三顾茅庐。最后，再经过罗贯中
的加工、演义，赋予了这个故事以血
肉，给故事插上了翅膀，使刘备和诸
葛亮的关系成为历代知识分子最为
羡慕和向往的君臣关系。

诸葛亮需要考察刘备的诚意，
并观察刘备的抱负和志向，但是，以
诸葛亮的聪明睿智，完全可以通过
一次谈话来考察，根本没有必要一
次次避而不见。显然，他需要利用这

一段时间去做更为重要的工作。
诸葛亮要做的更为重要的工

作，第一步就是研究刘备。刘备的志
向、抱负、对自己的诚意当然是要研
究的，但更需要研究的是刘备的前
途。从我们后世的眼光看，刘备是杰
出的历史人物，具有很多优秀品质。
但是，在当时人的眼里，刘备在遇到
诸葛亮的时候，显然成就有限，算不
得一颗政治明星。虽然在此之前，知
人善任的曹操曾对刘备说过：“天下
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但刘备当时
的成就，还没有让更多的人认识到
这一点。当时没有新媒体、网络这样
发达的传播渠道，曹操只是群雄中
的一个，他随意的一句言论还不足
以以最高指示的形式向天下传达，
而且诸葛亮未必知道曹操这句话。
也许诸葛亮的好友徐元直曾经给诸
葛亮介绍过刘备的情况，但诸葛亮
必须通过自己的深入调研和精密分
析得出自己的结论，毕竟这是关乎
一生命运的大事。

诸葛亮的结论是：刘备是一位
仁义贤明的君主，他的事业前途远
大，值得用自己的一生去和他追求
一个伟大的理想。

那么，该如何追求这个伟大的
理想？在这个过程中，诸葛亮又能够
起到什么作用？

回答这个问题，要比回答第一个
问题难得多。丝毫不用怀疑诸葛亮这

个时候已经具备了杰出的政治、军事
才能，对于天下形势，一定已经在心
里分析过无数次。但是，他一定没有
站在刘备的立场上，分析过刘备集团
应该如何适应这个形势，并从中脱颖
而出。那时候，刘备的力量那么弱：
兵，不过数千；将，不过关、张；地盘那
么小，驻扎在新野这块弹丸之地，而
且还是以依附刘表为代价换来的。刘
备的经历是那么惨淡，先后依附过吕
布、曹操、袁绍，最后惶惶如丧家之
犬，不得不投奔刘表。对这样一个虽
有无限潜力现实却无比艰难的刘备
集团来说，路在哪里？该如何去开创
一个辉煌灿烂的大局面？

搜集情报，分析形势，预测未
来，寻求道路……渐渐地，一篇辉耀
古今的《隆中对》在诸葛亮的胸中形
成了。

刘备又来了。这一次诸葛亮再也
不用找什么借口避而不见了。他无比
自信地打开大门，对刘备和盘托出他
酝酿已久的伟大战略。这时候的诸葛
亮一定是闪闪发亮的，他的一席话让
刘备醍醐灌顶，如拨云见日。这时候
的刘备，一定是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的。随着诸葛亮鞭辟入里的分析，他
觉得自己的胸怀迅速开阔、境界不断
提升，眼前的道路也变得开阔、坚实。
于是，两双手，历史性地握在了一起；
两颗心，相印在同一个目标之中。历
史，将为此发生改变。（《汴梁晚报》）

诸葛亮“面试”

□魏仕俊

身处职场，我们工作时回复最
多的词大抵是“好的”“收到”，简单
明了之中也蕴含着万千思绪。胡思
乱想中不禁好奇，古代职场有没有
同类的“办公用语”呢？

古代职场的“唯唯诺诺”

按《史记》所载，太史公描写的
鸿门宴前戏，其中出现三次“诺”的应
答。第一次，刘邦对项伯解释时，项伯
的“诺”是对朋友的主公、与项王政治
地位对等的刘邦的回应，有尊“贵”之
意。而项伯给刘邦提示后，刘邦也称

“诺”，这是刘邦对恩人的回应，有尊
“重”之意。至于项伯回营后，项羽对
项伯所说的建议，表示“诺”，是对“季
父”叔叔的尊重。可见一个“诺”字，在
秦汉职场交涉里颇有深意。

而“唯”与“诺”也可各自叠加使
用表示“收到”。如卓文君的爱人司
马相如在其传世大作《子虚赋》里曾
写，楚国使者子虚出使齐国，期望问
他楚国的状况，子虚推脱一番，齐王
再次追问，“虽然，略以子之所闻见
而言之”。子虚就先回答“唯唯”，进
而展开介绍，这和职场上回复“好
的”有些相似，更有恭顺之意，故有

“唯唯连声”这一成语。《史记·商君
列传》里也有“千人之诺诺，不如一
士之谔谔”，此处的“诺诺”也是连连
称好的意思，也有成语叫“诺诺连
声”。因二者含义与态度相近，故而
它们也能排列组成“唯唯诺诺”。

职场应答里“诺”的礼仪化

“诺”的应答在古代“职场”的使

用时长超过千年，并在东晋发展成
一种唱喏之礼（编者注：“喏”通

“诺”）。“唱喏”，一般是下级接到上
级的指令时，弯腰鞠躬，双手做叉手
礼，口中唱喏，表示谦恭，逐渐成为
一种交际礼俗。

唐朝时期，唱喏仍是应答的流
行礼仪。这种“唱喏”的表现形式在
影视作品《长安十二时辰》里有所还
原。两宋直至明朝，“唱喏”虽然应用
得更为频繁，却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清代最常见的“嗻”

2001年春晚，冯巩、郭冬临主演
的《得寸进尺》讽刺的就是当时热播
的清宫剧。面对郭冬临一连串的“小

巩子”“背朕出宫”，冯巩不断回应
“嗻”，后面在冯巩的哄骗下，二人身
份对调，冯巩喊出“背朕出宫”时，郭
冬临反应过来说“我蜇死你”，惹得大
家捧腹大笑。这里面就蕴藏着“清代
职场应答”的必用话语——“嗻”。

“嗻”来自满语 je，表示仆人对
主子或宾客的应答之词，《清文鉴》
释之为“尊贵之人呼唤时的应答
声”，一般只有满族“包衣”能够使
用。而包衣不光用“嗻”来回应，对

“主子”作出应答时，也必须自称“奴
才”，以自降身份来抬高主人。“嗻”
的回应在许多影视作品里会误用成

“喳”。实际上，满语里的“喳”发音作
“ja”，其意思为“便宜，容易的”，与
“嗻”并不混同。

溥仪的内弟润麒曾说：“看到影
视剧里皇上吩咐完，太监大多回答

‘喳’，要是当年在宫里非挨打不可。
不能答应喳，否则皇上一定大怒：
喳？你扎谁呀？”根据这种现身说法
可见，“喳”字的确是不能用来应答
的。时光流转，“诺”或“嗻”已不再流
行于当今社会，但在信息爆炸的时
代，一声“收到”，无论是回应任务还
是表示尊重都必不可少。

（《国家人文历史》）

▲鸿门宴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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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打工人”的职场“回复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