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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官员口臭被赐鸡舌香 还误以为是皇帝赐死

贰 古人用盐和浓茶漱口 宋代还出现“牙粉行”

读史忆人 典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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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成语和日常口语中都经
常使用“风靡一时”这个词，形容着
装、爱好等各种时尚在一个时期内
非常流行。“靡”的本义是散乱、倒
下，比如“望风披靡”是形容草木随
风倒伏之态，“风靡”即风行，也是形
容风吹倒草木的样子，引申而指竞
相效仿和倾慕。但是，鲜为人知的
是，“风靡”一词最初的用法却令人
大跌眼镜！

《韩非子·内储说下六微》记载
了晋平公的一个故事，不仅有趣，而
且含有古人关于疾病的独特禁忌。

“晋平公觞客，少庶子进炙而发
绕之。平公趣杀炮人，毋有反令。
炮人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死
而不自知乎！’平公曰：‘何谓也？’对
曰：‘臣刀之利，风靡骨断而发不断，
是臣之一死也；桑炭炙之，肉红白而
发不焦，是臣之二死也；炙熟又重睫
而视之，发绕炙而目不见，是臣之三
死也。意者堂下其有翳憎臣者乎？
杀臣不亦蚤乎！’”

少庶子，战国时对年轻家臣的
称谓；炙，烤肉；趣，通“促”，催促；炮
人，厨师；反令，赦免；桑炭，桑木所
烧的上等木炭；重睫，睫毛相重，形
容眯着眼仔细查看；翳憎，暗中憎

恨；蚤，通“早”。
这几个疑难字词解释清楚之

后，这个故事就非常好懂了。家臣
端来烤肉，上面却有缠绕的头发，晋
平公催促快去杀掉厨师，不得赦
免。厨师为自己辩解，说如此锋利
的厨刀能砍断骨头却砍不断头发，
桑炭能把肉烤得红红白白却烧不焦
头发，眯着眼仔细观察烤好的肉却
看不到头发，显然不合常理，而是有
人暗中憎恨我才陷害我的。

其中炮人所说的“臣刀之利”竟
至于“风靡骨断”，像一阵风吹过去，
骨头就砍断了。这里的“风靡”虽然
是形容词，但却由此可见炮人的这
把厨刀之锋利。

一根缠绕在烤肉上的头发就让
晋平公愤怒到要杀人的地步，如果
不了解古人关于头发和疾病的关
系，就会觉得非常费解。李时珍在
《本草纲目》中说：“发者血之余。埋
之土中，千年不朽，煎之至枯，复有
液出。误食入腹，变为症虫。煅治
服饵，令发不白。此正神化之应验
也。”晋平公之所以大动肝火，看似
因为小事，其实正是出于头发“误食
入腹，变为症虫”的认识所致。

（据《天津日报》）

“风靡”原是形容厨刀太锋利

上甘岭战役的胜利，首因是正
确的战略预判。10月 13日，战斗的
前一天，秦基伟认为敌人可能会选
择不注意的方向突然攻击，这种情
况必须警惕和准备。

按照常规战略判断，美韩军向
西方山进攻、夺取平康平原的可能
性极大。因此，志愿军在此部署了
精锐力量。然而，对手却先选易守
难攻的五圣山作为主攻方向，发动
疯狂轰击。战斗第一天，就向两个
仅有 3.7 平方公里的小山头，发射
炮弹 30 余万发，投掷炸弹 500 余
枚，平均每平方公里倾泻炮弹和炸
药达 45吨。

令美军没有想到的是，秦基伟
指挥西方山的 44师按兵不动、侧面
牵制，45 师在上甘岭顽强抵抗、牢
守阵地，最终彻底打破了美军声东
击西的企图。秦基伟晚年接受采
访时说道，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
里特“一只眼睛盯着五圣山，另一
只眼睛一定瞪得老大窥视西方山”

“只是我们在西方山死死按兵不
动，范弗里特才悻悻作罢。如果我
们因为上甘岭战事吃紧而动用西
方山的 44师，范弗里特很有可能回
马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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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经沙场的秦基伟曾感慨：上甘岭战役
是他一生中最残酷的战役。在前往朝鲜战场
前，秦基伟就喊出了“我的名字不书英雄
榜，便上烈士碑”的豪言壮语，请求带领 15
军入朝参战。上甘岭之战是范弗里特摊牌
计划的招式，如果能够占领五圣山，那么中
方不得不后撤 1250 码（合 1143 米），美军可
在谈判中取得优势。因此，他计划用炮火猛
攻速战速决，预计 6天内占领山头，而损失最
多不超过 200人。

秦基伟意识到此次战争的重要性，于是
下令，不惜一切代价，不怕任何牺牲，为了完
成掩护任务，15军准备打光最后一兵一卒。
在反复争夺高地的惨烈拉锯战中，双方伤亡
惨重。在我军最艰难的时刻，秦基伟给 45师
师长崔建功打电话说：现在整个朝鲜战场就
是上甘岭在打，这是 15军的光荣！15军已经

打出了很硬的作风，咬着牙再挺一挺，敌人
比不了这个硬劲……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往
往也是敌人更困难的时候，这就要与敌人较
量胆魄意志。上甘岭战斗要坚决打下去！我
们就是要和美国人比比这个狠劲凶劲！为了
全局的胜利，要娃娃婆娘一起上，我也要抬
着棺材上，15军打光了也在所不惜。

上甘岭战役之艰难空前绝后，可越是
战斗遇到瓶颈的时候，往往就是拼指挥员
意志决心和坚韧精神的时候。上甘岭一战
让全世界认识到新中国的实力，证明了中
国人民志愿军的骨头比美军的钢铁还要
硬，周恩来称之为军事史上的奇观。秦基
伟的英雄主义精神，始终贯穿着 15 军官兵
坚守上甘岭、激战上甘岭，最后赢得上甘岭
战役的全过程。

（据《学习时报》）

上甘岭战役的胜利，体现了秦基伟高超
的指挥艺术。他不拘一格的创新思维，不断
进行战略战术摸索、新装备技术研究、战法
指挥创新，历练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也
决定了战场上的成功。

“一意孤行”建设坑道。上甘岭战役能
够坚持到最后胜利，一个重要原因是秦基伟
力排众议修筑坑道工事，并摸索出了“打斜
眼、少装药、紧填塞、放群炮、快排烟”等先进
施工方法，改变了原先壕沟挖在山梁上的做
法，挖山洞把兵藏在大山腹部。秦基伟曾在
日记中写道：坑道战就是当敌人爬到我们的
身体上时，我们却像《西游记》中的孙悟空，
钻进了敌人的心脏里打。面对 6万多敌人、
3000 架飞机、170 多辆坦克、300 余门 105 毫
米以上口径的大炮，地面工事被全面摧毁的
情况下，志愿军有效保存了有生力量，及时
给予了回击。

发挥炮火威力，形成炮火优势。秦基伟
认为，充分发挥炮兵作用，不但是歼灭敌人
的需要，也是保护自己的需要。他深知，“喀
秋莎”火箭炮弹径大、弹群密集、发射速度
快、杀伤力强、机动性好，最适合用于对大面
积集群目标射击。然而，15军只有 24门“喀

秋莎”，与美军弹药量相比微不足道。秦基伟
命令“喀秋莎”秘密参战，停车便打，打完就
撤，“喀秋莎”先后发射 10次，毫发未损。上
甘岭战役期间，对敌炮战 16次，配合步兵反
击、阻击、袭击分别 43次、39次、6次，对空作
战 792次，共计 896次，歼敌 12800余人，占整
个战役歼敌人总数一半以上，击落击伤敌机
74架，击毁击伤敌人大口径火炮 61门、坦克
14辆。同年 12月，毛泽东肯定道，今年秋季
作战，我取得如此胜利，除由于官兵勇敢、工
事坚固、指挥得当、供应不缺外，炮火的猛烈
和射击的精准确实为制胜的要素。

创造步兵打飞机的奇迹。当时，联合
国军掌握制空权，时常低空飞行，扰乱我军
作战部署和行动速度。秦基伟大胆提出，
美国飞机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们即使打不
下来，也要把它撵到高空，让它不敢低飞。
1951 年 4 月 23 日、25 日两天时间里，第 15
军仅第 113 团就连续击落 5 架飞机，生俘多
名跳伞的美军飞行员，创造了志愿军步兵
团打敌机最高纪录。27 日，志愿军司令部
表彰该军：“22 日至 26 日，四天之内击落敌
机十一架，成绩很大，值得表扬。”由此，志
愿军各部队纷纷掀起步兵打飞机的热潮。

1952 年 10 月 14 日，上甘
岭战役打响了。这一仗举世
瞩目，美军盯上上甘岭，其
实 是 盯 上 了 上 甘 岭 身 后 的
五圣山——中部战场最高的
制 高 点 。 秦 基 伟 指 挥 的 志
愿军第 15 军生死搏杀整整
43 天，打退敌军进攻 900 多
次 ，最 终 赢 得 伟 大 胜 利 。
秦基伟一战成名。

红色记忆红色记忆

金岳霖先生虽然只是一介书
生，但却是一个不畏权势的学人。
有一回，金岳霖面见蒋介石，蒋介石
问他：“为什么不加入国民党？”金岳霖
竟然回答：“我从来对政治不感兴
趣。”噎得蒋介石说不出话来，这件事
足以看出金岳霖的个性。金岳霖对
蒋介石没有好感，通过另一件事也能
看出来：蒋介石派人给金岳霖送去了
一份国民党入党申请表，金岳霖随手
就把这张表格扔进了废纸篓里。

费孝通先生也是一个有傲骨的
学人，他也向来不买蒋介石的账，有
一回和蒋介石见面，蒋介石问他：

“费先生读什么书呀？”费孝通冷冷
地回答道：“我读我这一行的书。”

蒋介石趁机劝诱道：“你得学点中国
东西呀。”这是准备做思想工作了。
但费孝通却硬邦邦地回应道：“我中
国东西不通。”

张奚若不但有骨气，还特别有
胆量。1946 年，张奚若应西南联合
大学学生会邀请，在学校大草坪发
表了《政治协商会议应解决的问题》
的演讲，在演讲过程中，他慷慨陈
词：“如果我有机会见到蒋先生，我
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
话；说得不客气就是请他滚蛋！”

陈寅恪先生曾提倡“独立之精
神，自由之思想”，在上面几位学人
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这种最基本的
品质。 （据《联谊报》）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资料
中，一张黑白照片吸引了参观者
的目光。照片中，左起第二人戴
着一顶八角帽，圆圆的脸上架着
一副圆圆的眼镜，拄着双拐，身着
厚实军大衣——他就是民盟先
贤、知名民族学家潘光旦。

1956 年 5 月，时任全国政协
民族工作组组长潘光旦第一次进
入湘西开展对“土家”的调研。
1956年冬，潘光旦再次带队赴川
鄂一带调查访问。当时，大多数
县乡还不通公路，山高坡陡，沟壑
纵横，右腿残疾的潘光旦拄着双
拐，用 65天的时间完成了行程总

计 7000多公里的调查工作。在他
和同事的努力下，土家族被识别
为中国的一个单一民族，于 1957
年 1月得到中央政府正式确认。

改革开放后，民盟在教育建
设工作上持续发力。 1980 年 1
月，民盟中央成立“教育计划和教
育体制研究小组”，动员全盟开展
调查研究。7月，民盟中央向中共
中央提出《关于我国教育工作的
几点建议》，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
与肯定，其中一些意见被付诸实
施。此后，民盟一直将教育改革
发展作为参政议政的重要课目。

在围绕教育领域热点、难点
问题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
上，民盟每年都会召开教育研讨
会。这已成为民盟持续时间最长
的参政议政活动，是民盟取得成
果最多的参政议政平台之一。民
盟中央从 2007年就开始倡导实施
的“农村教育烛光行动”如今也取
得了不小的成就：在全国培训乡
镇农村中小学校长及一线骨干教
师 50万人次、援建了百余所烛光
学校、捐赠图书、捐赠款物价值超
亿元……为中国城乡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和城乡教育公平作出了重
要贡献。

（据统战新语）

独腿学者行走7000公里
开展民族调查

1956年，潘光旦（左二）在川鄂
边区开展为期一个多月的实地调查。

老辈学人的傲骨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黄河在
开封决口，拖了很久无法合龙，声称
缺少秸料。大学士刘统勋奉旨前往
视察，某夜微行至大堤上，见满载秸
秆的车辆数百，牛马杂沓，赶车人疲
惫不堪，有的低声饮泣，询问得知已
来多日，不少来自数百里外。再问为
何不赶紧上交，告以管事县丞借机勒

索，大家拿不出钱来，只能苦等。
刘统勋怒极，回去已是子夜，即

命巡抚将该丞拿来，要立斩此人。
后经同僚劝解，饶其一命，革职，枷
示决口处，百姓欢声雷动。只有半
日，两岸秸料车已称收完毕；又过二
日，决口得以合龙。

（据《天津日报》）

刘统勋：怒惩贪赃的县丞

古代也有“口香糖”苏东坡制牙粉漱口
古人清洁口腔招数多，三国时出现牙签，唐宋时很多人用上植毛牙刷

现代人都重视口腔
健康，可选择的洁齿方式
也多，那么，在古代，人
们是怎么清洁口腔的？
那会儿有“刷牙”这个概
念吗？

在古代，保持口腔
卫生，我们的祖先早已经
掌握了很多方法，如含漱
法，以盐水、浓茶、醋、酒
等为漱口剂。唐宋的时
候，许多人已经用上了植
毛牙刷。

敦煌莫高窟壁画僧人揩齿图。

一顿饭吃完了，如何保持
口腔清洁是个重要问题。很多
人可能以为，古代由于物质条
件不好，古人或许吃的挺清淡，
压根不用为牙齿清洁发愁，实
则不然。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
学院副教授李凯的讲述中，聪
明的古人有自己保持口气清新
的方法，比如，香料鸡舌香，那
就是古人的“口香糖”。

古代也有类似口香糖的东

西。有个故事是这么说的：相传
东汉恒帝年间，有位年纪挺大的
侍中，叫刁存。由于口臭比较严
重，他每次奏事，皇帝都很郁闷。

终于，忍无可忍的皇帝赐
给他一样东西，叫他吃掉。结
果刁老先生误会了，想起自己
以往的过错，越琢磨越害怕，觉
得这是皇帝赏赐的毒药，匆匆
赶回去跟家里人诀别。

朋友觉得不对劲，便拦住了

刁存，最终发现这就是个乌龙，皇
帝赏赐的是上好的香料鸡舌香。

有意思的是，由此诞生了
一个典故“含香”。南朝诗人庾
信在《哀江南赋》中说：“始含香
于建礼，仍矫翼于崇贤。”后代
以含香指尚书郎、侍中等皇帝
的近臣。

不过，古代条件简陋，舍得
用鸡舌香当口香糖的，大概率
不是一般平民。

后来，人们又找到了保持
口气清新的好方法，就是用茶水
漱口。在《红楼梦》中，林黛玉来
到贾府，上来先是用茶漱口，之
后捧上来的茶，才是喝的。

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人们
就开始用盐水洗漱口腔。但是这
种方法仅限于贵族阶层，因为在
先秦时期盐巴是一种非常珍贵的
日常必需品，只有贵族才会十分
奢侈地用抹盐的方法清洁口腔。

除了用盐水漱口，古人还
采用浓茶、酒为漱口剂含漱，唐
代孙思邈著《备急千金要方》:
每旦以一捻盐内口中，以暖水
含口齿牢密。《医说》中还记载:
刘几年七十余多，精神不衰，每
一饮酒辄一漱口，虽醉不忘也，
曰此可以无齿疾。

据说宋朝还有一种“含香
丸”，用鸡舌香、藿香、丁香、麝香十
五味药研成细末，加蜜炼制成甜甜

的丸药，听上去似乎比较好吃。
宋代出现了“牙粉行”的店

铺。大文豪苏东坡热爱美食，对
口腔卫生也很重视。据说他曾
自己动手做过牙粉，刷牙时舀一
勺做好的牙粉，放进嘴里，喝一
口水漱口，然后吐出来，再刷牙。

宋代一部官修医书《太平
圣惠方》中有一条类似牙膏的方
子：“柳枝、槐枝、桑枝煎水熬膏，
入姜汁、细辛等，每用擦牙。”

宋代市民日常生活中
牙刷已经成为日用品叁

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保存有唐宋
时期的 14幅刷牙图，被绘制在莫高窟第 14
个洞窟中。从这些刷牙图中，细心的人们
发现，根据刷牙的工具可分作两类:一类是
揩齿图，一类是齿木刷牙图。

中国最早的牙齿洁具是杨柳枝。首先把
杨柳枝泡在水里，刷牙的时候用牙齿咬开，杨
柳枝里面的纤维就会出来，像细小的木梳齿。

唐宋的时候，许多人已经用上了人工制
成植毛牙刷。1953年，考古学家从辽国附马
卫国王墓的陪葬品中，发现两把骨制刷柄。

根据考古报告的描述，骨柄长约 19.50
厘米，一端有 8个穿透的植毛孔，分为两排，
每排4孔，小孔有植毛痕迹，植毛面的孔径略
大于背面的孔径，骨柄呈长条状，植毛部则为
扁平长方体，“制法极似现代的标准牙刷”。

内蒙古巴林左旗滴水壶辽墓壁画中，
有一幅《梳妆侍奉图》，画了一名辽国女性
正在弯腰梳妆，在她面前的梳妆盘上，放着
木梳、粉盒，以及一根长柄的刷子。有人推
断，这应该也是一把牙刷。

1985年，考古人员在成都指挥街的唐
代灰坑中，发现了四把骨质牙刷柄，其中一
把现收藏于成都中医药传统文化博物馆。
这把牙刷头部略宽，有 12个植毛孔，分为
两排，刷柄从中后部逐渐缩窄、加厚。这把
唐代灰坑牙刷的发现，将中国人使用牙刷
的历史往前推到唐朝。

在宋代大都市中，牙刷已经作为日用
品进入市民的日常生活。据吴自牧《梦粱
录》中记载，“诸色杂货”罗列了诸多杭州市
井常见的日用小商品，其中有“铙子、木梳、
篦子、刷子、刷牙子……”“刷牙子”就是牙
刷，在南宋都城牙刷跟木梳、篦子一样，出
现在大众商品中，是寻常的生活用品。

中国牙刷博物馆馆藏的5支明代牙刷。

（据《厦门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