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6 年的一天，周恩来总理主
持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钱学森
等我国著名的核科学家都参加了此
次会议。周总理首先做了一些背景
介绍。当时，我国虽然研制出了核
弹，但有的国家却攻击我们“有弹无
枪”，意即我国虽然有了核弹，却没
有相配套的运载工具。这次会议的
目的，便是请钱学森等科学家探讨
解决所谓的“有弹无枪”问题。

会上，科学家们集思广益，并与
周总理进行了详尽的讨论。周总理
听取了科学家们的意见建议后，打
电话向毛主席请示。放下电话，周
总理说：“毛主席同意我们的方案，
并赠给大家十六字指示：严肃认真，
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听

到周总理传达的指示，在场的科学
家陡然觉得肩上的担子十分沉重。

周总理敏锐地察觉到了科学家
们的面部表情以及心理变化，他的一
席话令在场的科学家们如释重负，思
想负担一扫而空。周总理解释说：

“什么叫万无一失？把想到的、发现
的，都认真解决了，就叫万无一失。
没发现的、解决不了的，是吃一堑长
一智的问题。打枪还有卡壳的时候
呢，别说导弹了。放心吧，只要认真
做了，出了问题，领导来负责，我周恩
来负责。”就这样，周总理以敏锐的观
察能力，捕捉到了科学家们的心理变
化，于是他巧妙地解释了“万无一失”
的含义，成功化解了科学家们的压
力，堪称又一次经典之语。

周恩来：妙语巧释科学家压力

1907年，清政府任王士珍以陆军
部侍郎衔外放江北提督，执掌军政，统
辖诸镇，兼理盐漕事务。王士珍到任
后，有某道员想在其帐下谋得一个差
事，于是给王士珍的一个亲信 1000银
元作为引荐经费。王士珍得知后，立
即将受贿的亲信抓起来，打了 100军
棍，并从此立下一条规矩张贴在军
营里：“后有受贿者，即以此为例，凡
受贿十元，即打军棍一下。”

那名被打的亲信，是穷人家庭
出身，由于文笔很好，深得王士珍的
信任，在被打了 100军棍后，觉得没
脸见人，于是收拾行囊，连夜不辞而
别。王士珍见他走了，也觉可惜，但
没有把他找回来，而是经常给这个亲
信写信，问寒问暖，并在信中告诉亲
信：“当日之责罚者，国家之法律也，
今日之存问者，私人之交谊也，吾不
敢以私废公。”（均据《天津日报》）

王士珍：“不敢以私废公”

1814 年，工业革命后的英国诞
生了铁路和蒸汽机车。

1865年，一个叫杜兰德的英国商
人，在北京的宣武门外，沿着护城河，
修建了一条一里长、用于展览的小铁
路。它是中国土地上出现的第一条小
铁路。这件“展品”展出以后，引来了
不少观众。因为新奇，所以人们想看
个究竟。不久，清朝统治者便以“观者
骇怪”为由，勒令将它拆除了。

中国第一条通车并投入运营的
铁路，应当是 1876年 7月 3日（闰五
月十二日）诞生在上海的吴淞铁路。

早在 1866年，英国公使威妥玛
就向清政府提出：吴淞至上海之间
河道淤塞，疏通困难，大吨位轮船无
法停靠上海港，请求修筑从吴淞到
上海的铁路，以便大吨位轮船停泊
吴淞后，能和上海办理联运。这时
的清政府对修建铁路心存疑虑，没
有批准威妥玛的请求。

大约到 1874年，上海英商怡和
洋行耍了个花招，声称修筑一条吴
淞至上海的“马路”，组织了吴淞道
路公司，得到清政府当局同意后，征
购了从上海租界以北到吴淞一带的
土地。随后，“沿路一带，两边皆挖
深沟，以泥筑成车路，约高三尺，盖
以备接铁条也”。

至于施工的工人，基本上“就地
取材”，聘用的“村内工人甚多，有时
殆至二千之数。每人不大不小支结
每日工钱约二百文（等同于后来吴
淞铁路通车时一张下等车厢车票的
价格）”。因为不知实情，以至“乡人
皆踊跃从事，毫无怨嫌”。

眼看这条从租界以北向吴淞延
伸、高高隆起的“马路”修得差不多
了，1875年底，英商的吴淞道路公司，
又以欺骗的手段，以“供车路之用的
铁器”的名义，运进钢轨和机车。

也有察觉到内情的人。宝山县
的冯明府偶然发现，协助英商公司用

船只装运填路石子的承运人，竟然是
英国领事。于是他将此事上报，希望
总理衙门核实，要求停工。英国领事
听说“停工之议”，照样我行我素，而且
坚不允从，“所以此路仍照常工筑
也”。宝山县冯明府的请求，在软弱无
力的清朝政府那里只能是石沉大海。

到 1876 年 2 月初，此时铁轨已
经铺到当时的徐家花园附近了。由
于铁路施工的特殊性，不要说以后
在铁轨上运行的火车了，在铁轨上
运行的施工车（运输枕木与石子的
小火车），就已经引起了人们极大的
好奇心。据当时《申报》记载，不但
本埠人喜欢看，就连几十里甚至百
里以外的人也喜欢看。

至于吴淞铁路（上海到江湾那
段）正式通车的盛况，用现在时髦的
话来讲，那可是“相当可观”。《申报》
1876 年 7 月 4 日于吴淞铁路正式通
车第二天报道：“到下午一点钟，男
女老幼，纷至沓来，大半皆愿坐上中
两等之车，顷刻之间，车厢已无虚
位，仅有买得上中之票仍坐下等车
者。迨车已开行，而来人尚如潮涌
至，盖皆以从未目睹，欲亲身试之
耳。”总而言之，那时候，“游铁路”成
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然而，中国第一条铁路终究没
能逃脱“昙花一现”的命运。

1877年 10月 20日，吴淞铁路列
车停止开行。10月 21日，也就是中
英双方协议中一年期满的日子，吴
淞铁路正式归属中国所有。时任两
江总督的沈葆桢下令拆毁铁轨、铲
平路基、推倒车站，将吴淞铁路全线
拆除。福建巡抚兼台湾学政丁日昌
将铁轨、车辆运至台湾，拟修台南、
台北间铁路，后因经费无着作罢。

直到 21 年后，中国政府才完
全依靠自己的财力，在原来吴淞
铁路的位置上，建造了后来的淞
沪铁路。 （据《文摘报》）

我国第一条投入运营的铁路

中 国 第 一
条 铁 路 —— 吴
淞铁路，火车穿
过弄堂。相关阅读

除了节日庆典和礼俗仪式
外，古人的师生情谊也常体现在诗
词文学之中。

如今人们往往借助古时的诗
词或谚语来表达对师长的感激之
情。最为家喻户晓的便是李商隐
的那首《无题》：“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常被后人用来
形容教师为学生操劳、为教学奉献
的高尚品德。白居易在《奉和令公

绿野堂种花》也写道：“令公桃李满
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是说裴令
公的桃李学生遍布天下，哪里用得
着再在门前屋后种花。杜甫的《春
夜喜雨》又云：“好雨知时节，当春
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
声。”以拟人手法描述雨水对大地
默默的滋润，也常被当代人用来赞
美教师对莘莘学子的培育。

还有很多诗词歌赋以隐喻或转

喻的形式表达了对老师的赞美与敬
重。例如李白曾作《寻雍尊师隐
居》：“群峭碧摩天，逍遥不记年。拨
云寻古道，倚石听流泉。花暖青牛
卧，松高白鹤眠。语来江色暮，独自
下寒烟。”倾诉了对雍尊师的仰慕之
意以及寻访不遇的惆怅之情。唐代
罗隐的《蜂》中写道：“采得百花成蜜
后，为谁辛苦为谁甜”，也常被用来
作为对老师们辛勤教书育人的赞

美。又如清代郑燮在《新竹》中描写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
持”，寓意学子需要在老师的扶持教
育之下茁壮成长、青出于蓝，从而表
达对教师们的赞美。

可见，自古至今，教师作为传
道授业者，始终影响着国家的兴衰
与社会的发展，在泱泱中华历史文
化中，人们对教师的敬重与热爱早
已传承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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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师重道”一说最早源自于南朝范晔的
《后汉书·孔僖传》，“臣闻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
道。”其实，早在西周时期，《太公家教》便有“弟
子事师，敬同于父”的思想，而《礼记·学记》中也
有云：“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
尊然后民知敬学。”

古代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在数千
年的文明历史中，“尊师重道”也形成了各种各
样的规范礼仪。今天，让我们回顾古代中国的
尊师敬学传统，体味千百年来的师生情谊……

在唐代，拜师礼进入国家官方礼仪典制之中。唐代
的《通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其中卷
六七的“礼典”中记载着“天子拜敬保傅”，而卷一一七的
《开元礼类籑·皇太子束脩》又详细记录了皇太子拜师的
情况。到了清代，《大清会典·礼部·师生礼》中明确规
定，国子监学生初见老师时，学生要“自东阶升堂”，这是
因为在古礼中，东阶为下为卑、西阶为上为尊，并且，学
生还需对老师行“三揖礼”。

除了通常的开学礼或拜师礼，古人在日常的学习中
也有着很多尊师敬师的礼数。春秋战国时期的《弟子职》
就详细描述了弟子事师、受业、馔馈、洒扫、执烛坐作、进
退之礼等。例如：“受业之纪，必由长始……若有所疑，奉
手问之。师出皆起。”在如今的课堂上，老师提问时，学生
通常都会起立作答，古人自然也是如此。并且，古人每天
入学堂和出学堂时都要对老师作揖行礼；若要去私宅拜
见老师，需要在门外通名等候；若与老师在路途相遇，需
恭敬地立于道旁，待老师通过后自己再继续前行。

可见，在古代，教师一直是备受尊重的身份。《荀
子·修身》曰：“君子隆师而亲友。”《吕氏春秋·劝学》中
说，“疾学在于尊师”，“尊师则不论其贵贱贫富矣”，“事
师之犹事父也”，其中“事师如事父”或是继承自西周《太
公家教》中“弟子事师，敬同于父”，也使得民间有“一日
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流传千古。

古代的君王名侯中也不乏尊师重礼的贤士。例如
汉武帝到东郡巡视时，就曾顺便去看望自己做太子时的
老师，据《通鉴·汉纪三十九》记载，“丙辰，帝东巡，幸东
郡，引及门生并郡县掾史并会庭中。帝先备弟子之仪，
使讲《尚书》一篇，然后修君臣之礼。”

在古代，无论是学生的入学仪式还是日常教学活动
中的尊师礼则，都是在通过仪式感去表达学生对师长的
尊敬与热爱。

古时候的“教师节”可以追
溯至汉代。据《汉书·平帝纪》，
当时的教学体制是“郡国曰学，
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
师”，经师也即教师。而黄宗羲
的《与陈乾初论学书》中记载着，
汉代时，在每年的孔子诞辰日，
也就是农历八月二十七日这一
天，皇帝会率领文武百官祭拜孔
庙，场面秩序井然、鼓乐喧天、礼
节隆重。不仅如此，在祭孔典礼
之后，皇帝还会邀请国子学、太
学的经师入宫，“为饮食之客，席
间词赋其娱”。后来，各地方民
众也纷纷效仿帝王的祭孔敬师
之礼。虽然汉代时并没有将孔
子诞辰确立为“教师节”之名，但
教师们已经在这一日开始享有
休息、会餐等礼遇。

从汉代之后，每年的农历八
月二十七日几乎都被视为了尊
师敬师的节日。举例来说，唐代
尊孔子为先圣、尊颜回为先师，
唐代社会的文化发达、经济殷
实，对先师先圣的祭典也就更为

隆重。唐宋时期依旧沿袭了汉
代“祭祀孔子”的礼俗，除此之
外，朝廷还会在孔子诞辰日对通
过审核考察的“优秀教师”进行
奖赏激励。

到了清代，当朝廷定都北京
后，便以京师国子监为太学，立
文庙，将孔子称为“大成至圣文
宣先师”。《上元县志》中记载：

“……其二月十八日至圣升遐、
八月二十七日至圣诞辰两祭，皆
本邑绅士经理之。国初以来吾
乡吴君哲邻集同人捐资，首创此
举，至今几百年矣。”又据《帝京
岁时纪胜》载，每年八月的先师
诞时，北京民间“禁止屠宰，祭文
庙，各书室设供，师生瞻拜”。可
见彼时的“教师节”几乎与上元、
七夕、中元、冬至等节日同样重
要。不仅皇都京城如此，其他地
方也都将“祀至圣”视为了重要
节庆礼俗。例如在山西的《晋祠
志》中就记载着：“士大夫陈设脯
醴致祭于文昌宫。其各馆师弟
均于是日祀之。”

清代焦秉贞绘《孔子圣迹图》。

师生相处须有“仪式感”拜师有礼
尊师有道

古诗词里的敬师之道百花成蜜
润物无声

古人也过“教师节”休息会餐
奖赏激励

“程门立雪”这一成语家喻
户晓。它出自北宋著名理学家杨
时求学的故事。

杨时，将乐县人，4 岁入村
学学习，7岁就能写诗，8岁就能
作赋，人称神童。他 15 岁时攻
读经史，熙宁九年登进士榜。有
一年，杨时赴浏阳县令途中，不

辞劳苦，绕道洛阳，拜著名理学
家、教育家程颐为师。时值冬季
的一天，杨时因与学友游酢在对
某问题有不同看法，为求正解而
一起到老师家请教。他们顶着
凛冽寒风来到程颐家时，适逢先
生坐在炉旁打坐养神。杨时二
人不敢惊动打扰老师，就恭恭敬
敬侍立在门外，等候先生醒来。
过了良久，程颐一觉醒来，从窗
口发现侍立在风雪中的杨时和
游酢，只见他们通身披雪，脚下
的积雪已一尺多厚了，赶忙起身
迎他俩进屋。此后，“程门立
雪”的故事就成为尊师重道的千
古美谈。

理学家杨时：
程门立雪尊师典范

古人尊师重道的故事

汉明帝刘庄，东汉第二位皇
帝。明帝在位期间，吏治非常清
明，境内安定团结。

博士桓荣是汉明帝做太子
时的老师，而明帝对老师一向非
常的尊敬，后来他继位做了皇帝

“犹尊桓荣以师礼”。有一次，明
帝到太常府去，在那里放了老师
的桌椅，就请老师桓荣坐在东边
的方位，又将文武百官都叫来，当
场行师生之礼。桓荣生病，明帝
就派人专程慰问，甚至亲自登门
看望，每次探望老师，明帝都是一
进街口便下车步行前往，以表尊
敬。桓荣去世时，明帝还换了衣
服，亲自临丧送葬，并将其子女作
了妥善安排。明帝能放下自己九
尊之躯的至高身份来恭敬老师，
可见他的用心与风范，值得大家
学习。

唐太宗李世民，唐朝第二位皇
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少有的明君，
开创了“贞观之治”唐朝盛世。李世民
懂得国家要兴望发达，长治久安，搞
好子女教育非常重要，认为教诫太
子诸王是“当今日之急”。因此，他
给几个儿子选择老师都是德高望
重，学问渊博的人。而且，一再告诫
子女一定要尊重老师。

一次，太子的老师李纲因患

脚疾，不能行走。怎么办呢？在
封建社会里面，后宫森严，除了皇
帝和他的后妃、子女可以坐轿后，
其他官员不要说坐轿，就是出入
也是诚惶诚恐的。唐太宗知道后
竟特许李纲坐轿进宫讲学，并诏
令皇太子亲自迎老师。

后来，唐太宗又叫礼部尚书
王圭当他第 4 个儿子魏王的老
师。有一天，他听到有人反映魏王
对老师不尊敬。唐太宗十分生
气，他当着王圭的面批评儿子说：

“以后你每次见到王圭，如同见到
我一样，应当尊敬，不得有半点放
松。”从此，魏王见到老师王圭，总
是好好恭迎，听课也认真了。

由于唐太宗家教很严，他的
几个儿子对老师都很尊敬，从不
失礼。唐太宗教子尊师也被后人
传为佳话。

唐太宗李世民：
教子尊师传为佳话

东汉末年，有一位名叫魏昭
的人，当他还在童年求学的时候，
看到郭林宗，心想这是一位难得
的好老师，便对人说：“教念经书
的老师是很容易请到的，但是要
请到一位能教人成为老师的人，
就不容易找到了。”而郭林宗汗牛
充栋，熟读各家典籍，乃是远近闻
名的大儒。后来，魏昭到京城洛
阳任官，毅然决定拜远在南阳的
郭林宗为师，并派奴婢侍奉老
师。但是郭林宗体弱多病，有一
次他要魏昭亲自熬药给他吃。当

魏昭端着煮好的药进来的时候，
郭林宗便呵责他熬的药太烫，而
魏昭就再熬一次，送上后郭林宗
又说药太苦。这样一连三次，到
了第 4 次，当魏昭再端重新熬的
药而又没有不好的脸色时，郭林宗
才笑着说：“我以前只看到你的
外表，今天终于看到你的真心
啦！”于是大喜，将毕生所学的都
全部教给了魏昭，而魏昭也终成
大器，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儒
家学者。
（综合《北京晚报》、中国新闻网）

儒家学者魏昭：
尊师重道终成大器

汉明帝刘庄：
放下九尊之躯尊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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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望道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成
员，是第一个把《共产党宣言》翻译
成中文的人，曾担任复旦大学校长
等职务。谁能想到这样一位革命家
和学者，他的武术和拳法同样让人
赞叹不已。

1891年 1月，陈望道出生在浙江
义乌的一个小山村。作为长子的陈
望道，自幼就广泛拜师习武学拳。他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学了一身本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时，
陈望道就担任复旦大学校长，时间
长达 25年之久，他坚持给学生讲授

修辞学、逻辑学等课程。陈望道严
格治学，关爱师生，起初大伙儿都尊
称他“陈望老”，时间久了送他谐音
雅号“城隍老”。一天，陈望道正在
给学生授课。讲着讲着，忽然看到
学生们都朝着窗外张望，这是怎么
回事？他走到窗前一看，原来是有
人在外面打拳。陈望道一时兴起，
顾不上讲课，也忘了自己的身份，立
即走到教室外给人家指点起来，说
这招应该这样打，那招应如何，并亲
自打了一套拳做示范。这一切让学
生们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陈望道：习武震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