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2 02 3

年12

月9

日

星
期
六

责
任
编
辑
：
宋
志
芳

编
辑
：

唐
磊

E
-
m

ai l

：fx rb z m

＠16 3.c om

旧
闻

史
海
钩
沉

1947 年 8 月上旬，在榆林城郊的
沙丘上，彭德怀正在前沿勘察地形。
摄影记者认为这是个难得的机会，赶
忙端着摄影机走到他跟前。当时摄影
机还没有长镜头，拍摄近景必须靠近
才行，可是还没来得及把镜头对准，就
被彭德怀发觉了。他马上把脸扭向一
边，避开镜头，同时右手一扬说：“你不
要对着我。你到战士当中去，多拍战
斗场面，多拍其他领导同志。”

几天后，在山峦起伏的沙家店战
场，摄影记者又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他
面前。正待举机抢拍，彭德怀眼疾脚
快，一转身，就站到了一个不好拍的地
方，执意不让拍，还说：“不要老在我身
上打主意。”摄影师只好失望地走开
了。因为彭德怀一直“不合作”，反映
解放大西北历史的纪录片《红旗漫卷
西风》竟因缺少这位威名远扬的野战
军司令员的重要镜头而使电影制片厂
的领导和编辑人员大伤脑筋，直到后
来才补拍了两个镜头。

新中国成立后，彭德怀不愿照相
更是苦了很多报社。有一次，解放军
报要写关于彭德怀的文章，找到彭德
怀的警卫参谋景希珍，希望他利用闲
暇时间，抓拍几张彭德怀的日常照。
景希珍拿到一台胶片机，解放军报鼓
励他，胶卷管够，只管拍就是了。可由
于是个门外汉，本就不太会用胶片机，
再加上不知道彭德怀会不会批评他，
景希珍压力很大。他背着相机，出入
彭德怀的办公场所和住所。彭德怀看
到他多了一个物件，忍不住好奇，问他
哪来的，景希珍只好用报社教他的口
径说：“这是报社给的任务，照回去做
资料的。”听到警卫参谋的回答，彭德
怀松了一口气：“做资料可以，不要拿
出去登报，登报也不要登我，要多登一
登群众。”

彭德怀都发话了，解放军报被迫
作罢，景希珍拍摄的照片也只好自己
留作纪念了。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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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成立中央银
行与发行统一货币被摆上了议事日
程。即将诞生的中央银行及货币，应
该取个什么名字呢？有人提议，可称

“解放银行”或“联合银行”，发行的货
币就叫“解放币”或“联合币”；有人主
张，中国国产党的宗旨就是永远为人
民服务，不妨称“中国人民银行”，庄重
大气，又接地气，货币则顺而沿之叫

“人民币”……
时任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董必武

发电报给中央定夺。其时，毛泽东正
率领中央机关转战陕北，接到电报后
即会同周恩来、任弼时等人推敲商议，
很快予以回复。查考电文草稿资料，
最初有“至于银行名称，用中国解放银
行或中国人民银行均可”字样，正式复
电时改为“可以用中国人民银行”，足
见中央领导人是经过斟酌再三之后才
拍板敲定的。

筹备发行第一套人民币时，华北
财经办事处参照解放区部分“边币”票
面设计，将毛泽东头像印在人民币
上。正在陕北的毛泽东得知后当即反
对：票子是政府发行的，不是党发行
的，现在我是党的主席，不是政府主
席，怎么能把我的像印上去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出
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第一套人民币
的后续品种接踵而至，但毛泽东依然
没有松口：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是当上
了，但当上政府主席也不能印。

第二套人民币绘制时，央行设计
团队对票面作了匠心独运的设计，诸
如2角券“毛泽东号”火车头上绘有领
袖挂像，1 元券天安门城楼上悬挂毛
主席画像……送呈国务院审核时，这
些善意的“小动作”被周恩来一眼识
破，传达了毛主席不赞成票版图景上
出现个人画像的意见。这样，1955 年
3 月问世的第二套人民币和 1962 年 4
月问世的第三套人民币，均没有出现
毛泽东像。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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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是如何高效管理时间的？
古代的考试有多难？古代有哪些让
人羡慕的职业？想要回答这些略显

“冷门”的问题，可能需要了解一些先
贤之思、文化典籍、国宝文物，等等。

今天，我们一起来长知识。

●古人是如何高效管理时间的

如今，我们常常一打开手机就仿
佛掉进了时间的黑洞，等到回过神，
时间已经不知不觉过去了。不妨来
看看古人是如何管理时间的。

东汉末年的学者董遇，发明了
“三余读书法”：“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
余，阴雨者时之余也。”大意是：冬天，
是一年中较为闲暇时间；晚上，是一
天中较为闲暇时间；阴雨天，是四时
中较为闲暇时间，这些时间都可以用
来读书，做到自我提升。这与鲁迅先
生的“海绵读书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今天我们也可以把三余变成四
余，甚至五余、六余，为自己创造出更
多可支配的时间。

●古代科考有多难

至少在明清时期，一次完整的科
考需要经历四次考试，分别是——童
试、乡试、会试、殿试。

童试，是府、州、县一级的考试，
考过之后称之为“秀才”，当了秀才之
后才能参加乡试。

乡试，是省一级的考试，考中之
后叫“举人”，第一名称之为“解元”。江
南四大才子之首的唐伯虎，就在乡试
中一举夺魁，因此也被人称为唐解元。

中了举人之后就要进京赶考了，
参加会试。会试，是全国性的考试，
由礼部来主持，考中之后叫“贡士”，
第一名叫“会元”。宋代大文学家苏
东坡，就曾经在会试中考出全国第二
的成绩。

会试通过之后，就要参加最高等
级的考试——殿试。殿试，顾名思
义，就是要在皇宫的宫殿里面举行的
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考中之后称
为“进士”。“进士”的前三名就是大家
非常熟悉的——状元、榜眼、探花。著
名爱国诗人文天祥就曾经高中状元。

如果一个人能在乡试、会试、殿
试都考中第一，这就叫“连中三元”。

●古人有哪些“夜生活”

古代有宵禁制度，其实到了宋
代，相关政策就逐渐放宽了，宋代也
成为古代夜市里最繁荣的时期。欧
阳修就曾感叹：“去年元夜时，花市灯
如昼。”

但对古时的文人来说，读书，才
是度过漫漫长夜最好的方式。陆游
记录自己夜读的诗，就有 40 余首，无
论是春夏秋冬，都能找到他夜读的证
据。“不是爱书即欲死，任从人笑作书
颠”这一句就可见他爱书如命。

除了夜读，古人也会夜游，苏轼
就曾在晚上起床去承天寺找张怀民
夜游，写下了著名的《记承天寺夜游》。

●古代也有晚婚的人吗

古代也有晚婚的人。
《吴越春秋》中记载：“禹三十未

娶，行到涂山，恐时之暮，失其制度。”
当时已经 30 岁的单身青年大禹还没
有结婚，后来来到涂山“出差”的他，
娶了涂山氏，才结束了他的单身生活。

而30岁的单身女青年孟光，没有
年龄和容貌的焦虑，勇敢追求心中所
爱，说自己要嫁给像梁鸿一样贤的
人，“欲得贤如梁伯鸾者。”梁鸿听说
后，立马就派人去提亲了，就这样，30
岁的孟光嫁给了心上人，为后人留下
了“举案齐眉”的佳话。

●古代有哪些让人羡慕的职业

采诗官大概算一种。
在周朝，采诗官们巡游各地，采

集民间的诗歌、歌谣。《诗经》中的大
部分作品就由他们采集而来。工作
的同时，他们可以顺便了解各地的风
俗人情，看遍各地的好山好水，结交
五湖四海的朋友，确实让人羡慕。他
们可以说是古代的吟游诗人，既会作
词，又会作曲，用一身的才华，从事一
份颇为浪漫的工作，这样的人生也很
励志。 （据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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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西澄城，考古人员在刘家洼
芮国墓葬中，出土了目前发现的中国
最早男性面霜类化妆品。经分析鉴
定，其成分为月奶石和动物油脂，具有
增白效用。这件化妆品出土于男性墓
葬，展现了周代芮国人丰富的物质生
活的一角。据了解，芮国，周初受封，
姬姓，历经西周、春秋早期，后在诸侯
争霸中被秦国所灭。

（据人民网）

春
秋
时
就
有

男
性
面
霜

火锅在中国的历史非常悠久，早
在商周时期，人们就造出了现代火锅
的原型。比如出土于陕西宝鸡的西周

“有盘鼎”。这个鼎有个下盘，可以放
炭火加热，吃饭的时候方便将火源和
菜品一起端到桌上，类似今天的一人
食小火锅。

到了汉代，火锅的类型就多起来
了。比如西汉分格鼎，不仅为国内首
次出土，也是目前所出唯一一件西汉
分格铜鼎。以四块隔板与一件圆筒将
整个鼎内分为五块独立区域，比我们
现在的四宫格火锅还多一格。

商周时期，铜鼎一直被视为最为
重要的国家礼器。进入西汉后，铜鼎
又回归了最初受火煮食的功能。想吃
不同种类的肉，又不想让各种食材混
在一起，精致的西汉人就设计了这种
分格铜鼎，不同食材分格来煮，绝不串
味。主打就是一个：讲究！

古代不仅火锅类型丰富，吃的食
材也是五花八门。在汉代，大家用于
下火锅的肉类，有鹌鹑、雁肉、牛百叶、
野鸡，水产类有河豚、黑鱼、鳝鱼、甲鱼
等。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火锅食材的做
法、吃法都有着千年以上的历史。

古人吃火锅，关键词少不了：精
致。大锅分格煮，食材要吃得丰富；小
锅分餐制，一人食口味个性化。

同为汉代的这个三足鼎，据推测
是海昏侯的火锅（如图 2）。发现时不
仅有炭燃烧痕迹，锅内还有板栗残留
物。难道上一顿是板栗鸡锅底？

精致的美食家吃火锅，只讲究锅
是不够的，蘸料也必须完美。西汉人
保持蘸料美味的秘密武器是：染器，
即：可加热调料盘。

中国古代称调味品为染。在染器
的耳杯中放入调味品，下面的炉进行
加热，用来满足当时人们喜爱热食的
习惯。

一个现代吃货从来不乏选择，殊
不知 2000 多年前的汉代人也一样嘴
馋，不仅用五宫格吃火锅，撸起串来也
是不亦乐乎。比如临沂五里堡汉画像
石——《庖厨图》（如图4），这组汉画像
石生动记录了当时人们烧烤的场景。
西汉马王堆也发现了许多排列整齐的
烤串。

看来享受美食的快乐，从古至今
都一样。

（据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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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铜分格鼎
尺寸：鼎身口径400毫米
耳高160毫米

西汉青铜染器

海昏侯墓出土的青铜三足鼎（左）与现代
涮肉铜锅（右）相似

临沂五里堡汉画像石——《庖厨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