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曲江宴饮
从AA制到政府包办 官员带上家眷参加

刻碑记名
大雁塔下题写名字 后进者效仿成风俗

骑马游街
“探花郎”风光无限
可入名园采摘名花

车桥战役中，我军官兵在做伏击日军准备。（资料照片）

着眼全局，周密部署。1944
年，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
新四军和地方武装由反“扫荡”
为主的防御作战转为主动的进
攻作战。驻苏中的新四军第 1
师兼苏中军区遵照中共中央关
于集中力量打击日伪军、巩固与
扩大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同时为
改善苏中地区的斗争局面，也决
定 适 时 开 展 对 日 军 的 局 部 反
攻。2 月，在中共苏中区委第五
次扩大会议上，粟裕提出了发起
以夺取车桥为主要目标的攻势
作战的设想，以改变各个分区被
分割的被动局面，将苏中地区建
成牢固的后方基地。

车桥居淮安县城、泾口、泾
河、曹甸之间，系淮安东南重镇，
地理位置险要，是联系苏北、苏
中、淮北、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枢
纽，也是日伪控制淮安东南宝应
地区的重要据点之一。1943年 2
月，日军大举“扫荡”，占领并盘

踞车桥，加高围墙，扩宽外壕，编
设铁丝网，构筑坚固堡垒，建立
12 处据点，分割封锁我苏中、苏
北、淮北、淮南抗日根据地。同
时，它与沙沟、兴化城的日伪据
点相呼应，使苏中军区第 1、2 分
区联系困难。

会后，粟裕随即主持召开会
议，商讨具体作战方案，决定集
中 5 个多团的兵力，由副师长兼
副司令员叶飞担任前线指挥，采
取攻坚打援的战法，把参战部队
临时编为三个纵队：以第 7 团为
主的第二纵队，担任主攻车桥的
任务；以第 1 团为主的第一纵队
担任淮阴、淮安方向的打援任
务；以第 52 团为主的第三纵队，
担任曹甸、宝应方向的打援任
务；另以师教导团和第 4 军分区
的 2 个营组成预备队。此外，第
3师兼苏北军区部队在淮安东北
顺河集、凤谷村一线，保障部队
的北翼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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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忆人 典 故

还清本金还利息
章士钊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民主人士、学者、作

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青年时，章士钊赴武昌两湖
书院求学，结识了同学黄兴，后参与组织华兴会并辗转
多地开展反清革命。

1917年，章士钊应邀到北京大学担任教授。在他的
推荐下，李大钊、杨昌济也来到北大任教。1918年，刚从
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毛泽东来到北京，经杨昌济介绍任
北大图书馆馆员，并与章士钊相识。

1922年，受周恩来之托，章士钊将一部印刷机由法
国运到德国，支持周恩来在欧洲的革命活动。

1927年初，张作霖下令逮捕李大钊，由于李大钊当
时工作居住在北京东交民巷的苏联使馆，奉系军阀当局
暂没有动手。章士钊专门让夫人吴弱男去苏联使馆，劝
李大钊出国躲避风头。后来，张作霖派人冲进苏联大使
馆，逮捕了李大钊。得知这一消息后，章士钊立即找到
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称李大钊名闻中外、深得人心，
言辞恳切地奉劝奉系不要以一时之意气，杀戮国士而遗
千载恶名。杨宇霆闻之悚然，乃向张作霖进言，认为
李大钊为著名学者，建议保住李大钊性命。张作霖一度
对杀害李大钊动摇迟疑，但最终仍决定组成特别法庭，判
处李大钊绞刑。噩耗传来，章士钊悲痛不已，作诗悼念。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与国民党进行
和谈。双十协定签字后，毛泽东因事留在重庆。章士钊
深知蒋介石的阴险，在手心写一“走”字，提醒毛泽东走
为上策，劝其速离险境。

1949年 9月，章士钊应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担任了
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1960年，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心下，章士钊搬进
北京东城史家胡同 51号院。1963年，毛泽东和自己的
英文教师、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在闲谈中忽然说起
1920年向章士钊借款两万银元的事。他说：“你回去告
诉行老（章士钊字“行严”），我从现在开始要还他这笔
欠了近五十年的债，一年还两千元，10年还完两万。”没
过几天，毛泽东果然派人送来了两千元。

章士钊十分不安地对章含之说：“主席当真还债
了。你下次去主席那儿教英文，就说我不能收此厚赠，
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我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

当章含之把父亲的话带给毛泽东时，毛泽东笑了：
“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
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的
呢？你们那位老人家我知道，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散
钱去帮助那许多人。我要是明说给他补助，他是不会收
的，所以我说还债。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账
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酬中付的。”

1973年春节过后不久，章士钊因病住院，毛泽东问
章含之，2000元送到没有？章含之说，当年说 10年分期
偿还，去年是最后一年，主席当年借的两万元已经还清
了。毛泽东说，怪我没有说清楚，这个钱是我给你们那
位老人的补助，哪里能真的十年就停。从今年开始还
利息。五十年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多少。就这样还下
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就还下去。

（据统战新语）

车桥战役:揭开华中抗战反攻序幕
1944 年 3 月 5 日至 13 日，新四军第 1 师兼苏中军区部队在粟裕率领下，向盘踞在江苏淮安车桥地区的日伪军队发起车桥战役。这次

战役对日军重要设防据点实施攻城打援，打乱了日伪军“清乡”“屯垦”计划，打通了苏北、苏中、淮北、淮南地区之间的联系，揭开了华中地
区抗战战略大反攻的序幕，被陈毅等人誉为“首创了华中生俘日寇之新纪录”，成为新四军华中地区歼灭战的典型战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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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坚打援，夺取车桥。1944年 3月
5日凌晨 1时 50分，攻城部队按预定方
案出击，战斗打响。攻城部队避开外围
据点，采取远程奔袭方法，利用夜暗掩
护，从日伪军外围据点之间直插车桥，
以隐蔽迅猛动作，从南北两个方向同时
发起猛烈进攻，直取车桥两翼。突击队
员们越过外壕、架起云梯、攀上围墙，展
开攻击。不到一小时，我军便次第突破
围墙，攻下 10余座碉堡，占领镇内全部
街道，分割包围镇内各据点日伪守军。
随后，在师炮兵大队火力支援和掩护
下，新四军采取分散突击、各个击破的
战术，逐个攻克敌碉堡，消灭敌火力
点。我军突然攻击，使敌完全被动。经
过激烈战斗，当天中午全歼镇内一个伪
军大队，并将日军压缩在核心工事内。
下午 2时许，我军接着对日军驻守的土
圩及碉堡开展攻击，日军一个小队大部
被歼，残敌固守挣扎。

与此同时，新四军强攻车桥，出敌
意外，使淮阴、淮安、涟水等地日军极为
震惊，增援车桥。车桥西北的打援战斗
打响。5日下午 3时，当第一批援敌赶
到我芦家滩伏击阵地时，1旅第 1团预
伏部队猛烈开火，迎头痛击。后又在韩
庄附近闯入第 1团预设的地雷阵地，死
伤惨重，锐气大挫，被迫退守韩庄。接
着，第二、第三批援敌，先后进入韩庄，
与第一批残敌会合。第 1 团采取正面
打击和侧后方突击相结合的方法，再给
援敌以沉痛打击，迫使援敌猥集于韩
庄。晚 7时，援敌再次集中主力企图从
正面突破，但遭我军压制，未能得逞。
随后，第 1 团等部对韩庄日军发起总
攻，与敌白刃肉搏，歼其大部，残部向西
逃窜。其间，日伪军见我正面防御固若
金汤，遂纠集 200 余人，企图乘夜暗悄
悄从我狙击阵地右翼向东北进入草荡，
摆脱我军，继续增援车桥。我军早有预
料。第 1 团和泰州独立团立即予以堵
击，歼其一部，其残部逃向小马庄后也
被歼。

6日 2时，增援日军伤亡惨重，向韩
庄东北突围，在芦家边，被我切成三段，

大部就歼，少部在第四、第五批增援
日军的接应下，乘车逃窜。在围攻
车桥和芦家滩阻击战斗激烈进行之
时，宝应、曹甸等地日军百余人，企
图向北增援。当进至大施河时，敌
触发我预设地雷，同时遭到我阻援
部队迎头阻击，被迫原路撤回。 7 日
拂晓，敌援军大部被歼，残部乘隙狼
狈逃窜淮安。

乘胜追击，战斗告捷。车桥战役对
华中乃至全国抗战局势产生了重大影
响。敌驻淮阴地区之华北派遣军第 65
师团 72旅团 60独立步兵大队大队长三
泽战死，在敌军官兵中引起很大震动。
敌军有生力量大部被歼，因兵源不足和
战线太长，日军已无力予以补充，战斗
力大大削弱。从此，驻扎淮安、淮阴地
区的日军无力发起大的攻势行动。驻
车桥及其周边的日伪军如惊弓之鸟，龟
缩至淮阴、淮安、宝应和石塘、赵徐等城
市及周边据点困守。驻苏中、淮北、淮
南一带的敌军士气也一落千丈。我军
乘胜追击，扩大战果，以多路小部队挺
入车桥周边地区，至 13 日相继收复曹
甸、泾口、泾河等敌伪据点 10余处，使
淮安、宝应以东纵横 50 余公里的地区
全部解放。至此，车桥战役胜利结束。

车桥战役共消灭日军大佐以下
465 人（生俘 24 人）、伪军 480 人（生俘
168人），攻克车桥及周围据点 12处，摧
毁碉堡 50余座，并缴获大批武器弹药，
创造了华中新四军一次战役歼灭日军
人数最多的辉煌战绩，巩固和扩大了华
中抗日根据地，实现了苏中抗战形势的
根本好转，使华中敌后战场形势出现了
重大转折。

在车桥战役的鼓舞下，我新四军各
部相继对敌发起攻势，不断出击，捷报
频传。随着苏中根据地及其周边根据
地的巩固和扩大，苏中党、政、军领导机
关都移驻到车桥、曹甸地区，并组建苏
中区委党校。车桥也成为我军抗战反
攻的重要基地，也为新四军渡江南下，
开辟苏浙皖边新军区奠定了重要基础。

（据《学习时报》）

在古代，科举考试是学子们
改变人生的重要途径，他们一样
要经历考试后的焦急等待，经历
放榜日心情的忐忑不安。新科及
第的人，要参加谢恩、过堂、期集
等一系列活动。金榜题名之后相
聚宴饮，更是中国古代的传统。
让我们来看一下古人“高考”后是
怎么嗨的。

骑马游街采摘名花 雁塔题名曲江宴饮

古人“高考”放榜后都怎么庆祝

古代科举殿试后，要举行传胪大典。啥
叫传胪呢？就是唱名。殿试发榜的时候，分
大金榜和小金榜。小金榜存档，大金榜在皇
帝宣布进士及第的名次后，盖上玉玺，挂到
外面布告天下。

“进士在集英殿唱第日，皇帝临轩，宰
相进一甲三名卷子，读毕拆视姓名，则曰某
人，由是阁门承之以传胪。”（宋沈括《梦溪
笔谈》）

传胪之后，就是游街。由朝廷仪仗队一
路扈从，把新科进士送入一个指定的聚集地
点。这个聚集地点，唐朝时一般是在主考官
家附近临时租的一个大房子，称“期集院”。
到了北宋，则一般在太平兴国寺或大相国寺
（都是国家寺庙），南宋则一般在贡院内。从
出宫到集所，一路上人潮拥集，路人争相观
看，场面相当热闹。新科进士们骑着高头大
马，真正是风光无限。

在唐明，同榜进士还会推举两位年
纪最轻的当“探花使”，让他们进入全长
安的著名园林去采摘名花，亦称“探花
郎”。在这一天，长安城中所有的公私花
园都会向这二位探花使开放。唐代孟郊
在《登科后》写到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
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
看尽长安花。”孟郊登科时已经 46 岁了，
虽然当不上“探花郎”，恐怕也兴致勃勃
地游玩了一番。

开榜之后，还有一些庆祝的
仪式。比如进士们可以将自己的
名字刻在专门的石碑上，永远流传
后世。现存于孔庙和国子监博物
馆的，就有 198块进士题名碑。上
面刻录了元明清三朝的 51624 名
进士姓名。其中包括于谦、袁崇
焕、林则徐等文化名人。

在唐朝，就有了雁塔题名的
传统。雁塔题名的风俗大体起源
于唐代宗时期。传说代宗大历年
间的进士韦肇（另一说始于张莒），
在金榜题名后，偶然在大雁塔下题
写了自己的名字，引起后进者纷纷
效仿，于是新进士雁塔题名就演变
成一种风俗。从唐朝到明清，把自

己的名字刻在大雁塔的石碑上，成
为新进士甚至是读书人心中最骄
傲的事，被称为“天地间第一等人
第一等事”。在雁塔题名的人当
中，最出名的要算是白居易了，他
27 岁一举中第，按捺不住喜悦的
心情，写下了“慈恩塔下题名处，十
七人中最少年”的诗句。

开榜后新科进士们第一个大
规模宴会，往往在长安城皇家园林
的曲江池举行。“曲江宴”就设在岸
边的杏园内，因此也被称为“杏园
宴”，又因为正是杏花怒放时，所以
红杏又被称为“及第花”。长安城
的达官贵人会带上儿女家眷一同
参加，一来让儿女以进士为榜样，
二来结识未来的新同僚，再者也为
自家儿女挑选如意郎君创造机会。

这个宴会最初是半自发性质
的，由进士们凑份子钱进行庆祝，称

“醵钱”。虽然前三甲可能出钱要多

一些，但基本上，大家都是AA制。
随着活动影响不断扩大，政府开

始包办。从五代时周世宗柴荣开始，
政府正式派官员主持宴会。宋朝则
继承了下来，而且赐钱更多，有“诏复
增进士钱百万”，并赐“酒五百壶”的。

此外，还有相识宴和关宴。相
识宴是新进士高中后请当年的主
考官吃饭，感谢主考官的慧眼识
人，顺便为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铺
路，也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关宴是
新进士们庆祝活动的高潮，也是一
系列宴饮活动的总结。

与中举者出席各种酒会
宴席的风光相比，那些落榜的
文人们只能仰天长叹，收拾行
囊回乡以备下届再考了。

唐人言曰“三十老明经，
五十少进士”，可见科考之
难。然而，毕竟大多数人是落
第者。唐代进士杜羔早年落
第回家，其妻赵氏作诗《夫下
第》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
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
面，君若来时近夜来。”赵氏把
丈夫落第当作很羞愧的事情，
生怕人知道，可见人们对科举
中榜的期望之大。

晚唐著名诗人许浑写过
一首落第诗《送杨发东归》:“红
花半落燕于飞，同客长安今独
归。一纸乡书报兄弟，还家羞
著别时衣。”同乡杨发和他一
起参加科考，杨发金榜题名，
自己却名落孙山，于是连离家
时的衣服都无颜再穿，心情沮
丧又羞愧。

《贡院放榜图》记录了明清时期乡试放榜的情形:榜下的人摩
肩接踵，争相观看。

延伸阅读

进士杜羔早年落第
妻子作诗心情羞愧

开国上将李达特别注意培
养 子 女 艰 苦 朴 素 的 生 活 习 惯 ，
在 饮 食 上 极 为 节 俭 ，几 任 炊 事
员为此“抱怨”：“你们吃饭真简
单，在你们家练不出手。”在住
房 方 面 ，李 达 从 来 都 是 降 低 居
住 标 准 ，在 1955 年 初 进 京 任 职
期间，就让出了一套二进院，全
家挤在南长街附近胡同的一家
小 院 里 生 活 ，即 使 到 了 1973 年
房 屋 年 久 失 修 ，已 是 解 放 军 副
总参谋长的李达依然坚持住在
原 地 ，几 次 拒 绝 管 理 部 门 提 出
的按照标准重新给予分配住房

的建议、规划。
1983 年 ，房 管 部 门 决 定 全

面维修已成为危房的李达的卧
室，动工之前，派人来商量修房
的 方 案 。 此 刻 ，李 达 因 身 体 不
适 ，正 躺 在 卧 室 休 息 。 听 说 房
管 部 门 来 人 研 究 修 房 方 案 ，他
拄着拐杖来到办公室，高声说：

“ 我 的 意 见 是 ─ ─ 因 陋 就 简 ！
因 陋 就 简 ！”这 两 个“ 因 陋 就
简”，为这次修房定下了基调，
结果上级批下来的有限的修缮
经费，还节余了不少。

（据《天津日报》）

李达：主动降低居住标准

雪意
雪意凄其心惘然，
江南旧梦已如烟。
天寒沽酒长安市，
犹折梅花伴醉眠。

1932 年 12 月 7 日，瞿秋白将
这首七绝书赠鲁迅；其时，他因

“紧急情况”避难于鲁迅家，地
点在上海多伦多路旁的拉摩斯
公寓（今四川北路北川公寓）A
三楼四室。诗后自注：“此种颓
唐气息，今日思之，恍如隔世，
然作此诗时，正是青年时代，殆
所谓‘忏悔的贵族’心情也。录
呈鲁迅先生。”

《雪意》作于瞿秋白落脚北
京不久，大约在 1917 年底或 1918
年初。北国冬景自然与江南风
光迥异，雪意深厚，睹物思乡，原
是情理中事；而心生“惘然”，却
是由自身境况与遭际长出的“颓
唐气息”。自 1916 年 2 月 8 日（农
历正月初六）瞿母金衡玉因贫无
力还债而自杀弃世后，瞿秋白又
经历了武汉之行、流落北京、俄
罗斯采访等，流转迁荡，其情亦

哀！但他无暇流连于陈年旧事，
他 向 过 往 匆 匆 一 瞥 ，便 继 续 行
程。1923 年的瞿秋白是非常忙碌
的，他风尘仆仆地奔走在上海广
州之间，意气风发地投身于革命
事业。

1923 年 12 月，在给女友的信
中，他将自己喻为——“江南第
一燕”：

万郊怒绿斗寒潮，
检点新泥筑旧巢。
我是江南第一燕——
为衔春色上云梢。
对比 1917 年写就的《雪意》，

从“雪意凄其心惘然”到“万郊怒
绿斗寒潮”，从“江南旧梦已成烟”
到“我是江南第一燕”，心境从怅
惘转向热烈，诗境由凄婉转向旷
达。“人生的意义”，不再“昏昧极
了”，“避世”的人生观和“唯心的
厌世观”已为旧日心魂；这个“东
方稚儿”经受痛苦的切身体验，终
于寻得“一条光明的路”，他的个
体生命已经汇入民族和国家的艰
难行程中了。

（据《人民政协报》）

瞿秋白的两首诗

（据《厦门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