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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统有“不时，不食”的说法。对于反季节蔬菜，
还是少买为妙，因为现在的反季节蔬菜存在很多不安全
因素。

第一，反季节蔬菜多生长在蔬菜大棚中，温差和热
量等条件都不如应季蔬菜，品质和口感也远远不及应季

蔬菜，而且棚内温度和湿度较高，不利于农药降解。第
二，要想把反季节蔬菜运输到各地又保证其外形不受
损，有些商贩在蔬菜八分熟的时候便进行采摘，进入市
场前再使用催熟剂催熟。催熟剂的主要成分是乙烯溶
液，对幼儿身体健康有很大影响。第三，反季节蔬菜在运
输过程中会造成一定的营养损失，一些抗癌物质和天然
酶也会遭到破坏。

然而，秋冬季节一些地方时令蔬菜较少，选择食用
反季节蔬菜不可避免。那么，怎样能挑选到营养价值高
且危害较小的反季节蔬菜？

经过催熟剂处理的蔬菜大多个头较大，颜色过于成
熟，因此尽量不要买形状和颜色奇怪的蔬菜。

尽量选取本地大棚生产的蔬菜这就能够避免长途
运输过程中蔬菜营养成分流失，同时也能保证不会购买
到大量使用催熟剂的蔬菜。

购买蔬菜时最好去正规超市或农贸市场，并且选择
有明确标志的无公害蔬菜。

另外，反季节蔬菜一定要清洗干净，能去皮的蔬菜
尽量去皮。最好把蔬菜放入清水或者淘米水中浸泡一二
十分钟，充分漂洗出其中的农药残余和有害物质。黄瓜
一类的带有棱角和刺毛的蔬菜，最好用刷子轻轻刷洗。

当时主张改刺史为牧的人是这样议论的：刺史的责
任在监察太守，可他们的官位比太守小，他们的资历也
比太守浅，政治上的秩序，是要使大官去治小官，不该使
小官去治大官，所以要把刺史改为牧，算是太守的上级
官员，让资深的人去做。其实这话是错的。监察和行政
是两个系统，监察一系的官吏可以监察行政官，乃其职
权如此，并非据其官位和所监察的官员的官位大小而
定。而在事实上，行政官宜用资历较深的人，监察官宜
用资历较浅的人，因为行政官有时候要有相当的手腕和
技术，而监察官则重在破除情面。行政官和当地的人不
能毫无联络，对于土豪劣绅等，有时虽明知其不好，也不
容易把他们尽情惩治，因为如此，他就要暗中和你为难，
有时为害甚大，就是平时的政务也不免受其牵掣。至于

监察官，则根本不办什么事情，不怕你掣肘，而且汉朝的
刺史，一任只有一年，到你要和他为难时，他早巳离开你
这地方了。所以汉朝刺史的制度，确有相当的价值。前
汉时主张改刺史为州牧的人，其议论实不得当。所以后
来行之而不好，就不得不将旧制恢复了。

但到东汉末年，此论复起。主张的人，便是刘璋的
父亲刘焉。他的理由是四方多乱，非资深望重的人不
能镇慑，而资深望重的人是不能使他为刺史而不改其
名为牧以示隆重的。于是，几个资深望重的人被派出
去做了州牧，其余不重要的去处，还是称为刺史。到
后来，一个人往往先做刺史，几年后资历渐深，名望渐
高，再升为州牧。论当时的情势，有实力的人，无论称
为刺史，或称为牧，都能霸占一个地方。但是有几个
人能霸占一个地方，是和州牧的制度有关。譬如刘
表，若非有州牧之制，他这种名望很高的人，就不会久
任一州的刺史。

把后汉末年的分裂过分归咎于州牧之制是不对的，
然而州牧之制确有相当的关系。据地自专，和中央政府
对抗，是要有相当大的地盘的。所以和鲁国差不多大小
的国，如宋国、卫国、郑国等，都不能和大国相抗衡。

柳宗元的《封建论》里有一句说：汉朝“有叛国而无
叛郡”。这就是因为汉时的郡只有后世一府这么大，而
汉初所封诸国都兼五六郡之地之故。后汉末年，割据的
人，大约都有一州或大于一州之地，也是为此。后汉的
十三州，大小是极不相等的，小的如青州、兖州，不过有
现在山东省的一半，大的如扬州、益州，都要包括现在的
好几省。这是因人口多则设治密，而当时的南方还未甚
开发之故。所以翻开历史地图来看，吴国的地方并不小
于魏，而实力却远不如魏，就是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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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蛛丝马迹”与“马”没关系

成语“蛛丝马迹”，很多人耳熟能详，其释义为：比喻
与事情根源有联系的不明显的线索。意思是说，从挂下
来的蜘蛛丝可以找到蜘蛛的所在，从灶马爬过留下的痕
迹可以查出灶马的去向。可是，有不少人望文生义，将

“马”误解为人们所骑之马，认为“马迹”是指马的蹄印，
甚至连1987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成语大辞
典》中，也称“马迹”为“马蹄的痕迹”。其实，“蛛丝马迹”
中的“马”，与拉车驾辕的“马”没有联系，而是指一种活
动于灶台上的小昆虫灶马。

灶马学名突灶螽，体粗短，长约20毫米，暗褐色或
污白色且有麻点暗纹，是屋内灶前常见的昆虫。灶马在
灶台上爬行之时，常会留下一丝不易察觉的痕迹，这种
痕迹便是“马迹”。又因它与细微的蜘蛛丝一样让人难
以辨识，于是人们便将二者联系起来，并称为“蛛丝马
迹”。

“蛛丝马迹”一词最早见于清代王家贲的《别雅序》
中：“大开通同转假之门，泛滥浩博，几疑天下无字不可
通用，而实则蛛丝马迹，原原本本，具在古书。”

“呆若木鸡”原指最“牛”斗鸡

“呆若木鸡”，常用来形容一个人呆头呆脑或痴痴发
愣的样子，呆即发傻，宛如木头做的鸡一样。按照庄子
的本意，这个成语其实是一个褒义词，它代表着一种最
高深的境界，因为在斗鸡中，目光凝聚、内蕴真气、纹丝
不动、貌似木头的鸡，才是最“牛”的斗鸡。

这个成语出自《庄子·达生》，说的是战国时期，热衷
于斗鸡的齐宣王为了能在斗鸡场上取胜，请了一个叫纪
渻（shěng）子的人专门负责训练斗鸡。纪渻子认为有些
呆头呆脑、不动声色、看上去就像木头做的一样的鸡最
厉害。果然，经他训练的这种呆头呆脑的鸡只要一进斗
鸡场，别的鸡掉头就逃。

由此可见，“呆若木鸡”并不是真呆，只是看着呆，实

际上却有很强的战斗力，貌似木头的斗鸡
根本不必出击，就能让其他斗鸡望风而逃。

“衣冠禽兽”曾指“文官武将”

衣冠禽兽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含有贬义的成语。在
很多成语词典里，都将其解释为“穿着衣服戴着帽子的
畜生。比喻道德败坏，行为像禽兽一样的人”。上海辞
书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辞海》中，解释更为直接：衣冠
禽兽，比喻品德败坏的人。但是，若溯其源，会发现衣冠
禽兽一词最早是个褒义词，它源于明代官员的服饰。

明代官员的服饰规定：文官的官服上绣飞禽，武将
的官服上绘走兽。“衣冠禽兽”在当时遂成为文官武将的
代名词，原本是代指“当官的”。

其实，古代有一个成语叫“衣冠枭獍”，专门比喻品
行败坏、忘恩负义的人，就像穿着衣服戴着帽子的禽
兽。相传枭是食母的恶鸟，獍是食母的恶兽。北宋孙光
宪《北梦琐言》卷十七里曾有“河朔人士，目苏楷为衣冠
枭獍”。

“铁石心肠”原非“无情无义”

成语铁石心肠亦作铁肠石心、铁打心肠或心如铁
石。如今，人们常将其作为贬义词，比喻心肠硬得像铁
和石头一样，冷酷无情或无情无义。其实，“心如铁石”
的原义为“心如铁石坚”，是一个褒义词。

这个成语出自苏武牧羊的故事。苏武羁留匈奴
19年后终于归国，史籍中的“心如铁石坚”正是赞颂他
的意志坚定，始终没向匈奴投降。此后，很多史籍中的

“铁石心肠”或“心如铁石”等词也都是推崇、褒扬之
义。《三国志·魏武帝纪》：“领长史王必，是吾披荆棘时
吏也，忠能勤事，心如铁石，国之良吏也。”翻译成白话
就是：领长史王必这个人是我艰难创业时的人，他忠
诚，有能力，勤于工作，意志坚定，是国家清廉贤能的官
员。这里的“心如铁石”是夸王必“意志如铁石般坚定
不移”。

由此可见，“铁石心肠”虽是比喻心肠像铁和石头那
样坚硬，却是用于褒义。因为，这个成语的侧重点在于
其“不为感情所动”，而不是指心肠硬得像冰冷的铁和石
头那样“无情无义”。

“狗屁不通”原为“狗皮不通”

“狗屁不通”的释义是“指责别人说话或文章极不通
顺”。清代石玉昆《三侠五义》第三十五回：“柳老赖婚狼
心难测，冯生联句狗屁不通。”但是，这个成语最初原本
与“屁”无关，而是“狗皮不通”。狗的表皮没有汗腺，炎
炎夏日，狗必须借助舌头来散发体内的燥热。狗身上的
这一特点，正是“狗皮不通”的由来。

由于“皮”与“屁”谐音，而屁又为污浊之物，对于文
理不通的诗文或不明事理的人，以屁贬之，意思更为鲜
明。所以，后来人们将错就错，约定俗成地将“狗皮不
通”变成了“狗屁不通”。

三个臭“皮匠”原来是“裨将”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是一句广为人知的民间
谚语，形容三个才能平庸的人，若能同心协力、集思广
益，也能提出比诸葛亮的想法还周到的计策，但谚语中
的“皮匠”原本是“裨将”，后来在流传过程中，经过长期
的演变才变成了“皮匠”。

裨将是古代最低一级的将军，也叫副将，通常由校
尉或都尉升迁。作为军事行动中辅助军中统帅的重要
幕僚，裨将往往都有权参与军中帐议。《汉书·项籍传》：

“梁，为会稽将，籍，为裨将。”颜师古注：“裨，助也，相副
助也。”《明史·杨璟传》：“永州久不下，令裨将分营诸门，
筑垒困之。”

可见，这个民间谚语原意是指三个副将的智慧合
起来能顶一个诸葛亮。流传中，人们将“裨将”说成了

“皮匠”。
（据《北京晚报》）

书 林 撷 英

《中国南少林》
林萌生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南少林，是指位于
中国南方的若干少林
寺，相传是中国南方武
术之发源地。南少林是
南派拳种的重要发祥
地，北少林善腿功，南
少林以拳法见长，故素
有“南拳北腿”之称。随
着旅游文化交流日益
加强，武术技艺的切磋
日益频繁，招徕了四海
宾朋，朝拜、观光、习武
者络绎不绝。“武以寺
名、寺因武显”，南少林
历史悠久，其弟子、传
人遍布全球，影响极其深远。

唐初李世民命令大将军率嵩山少林僧兵到沿海对付
海盗，平定海盗后，他们留在当地经营起南少林寺，辅助
正规军队。经考证，唐时全国共有九座少林寺（僧兵训练
场所，辅助邻近地方正规军队工作），至清时只余下嵩山
少林寺，已无僧兵制度。

关于火烧（南）少林寺的传说，出现于晚清时期，记录
在广东三合会的“会簿”中，将清军烧毁佛山的琼花会馆

（即“大成国”李文茂的发源地）之历史，改成了清廷火烧
（南）少林寺。

传说火烧（南）少林寺后（琼花会馆烧毁后），只有
南少林五祖（洪门领袖）即五枚至善等人逃出，分别逃
亡于中国南方各地，秘密招收门徒，从而使南方武术百
花齐放：广东洪、刘、蔡、李、莫，福建永春，佛山咏春，佛
山戏班红船等。真实的情况是，不论是有组织之洪门还
是成盘散沙的地方组织，他们的背景都是反清组织或
之后演变成反地区政府的社团，都是不合法的，他们的
领袖必须隐名或以假身份出现，因此导致南拳始祖之
神话多多。

一直以来，围绕南少林，有一系列扑朔迷离、争议较
大的问题，而本书乃是这一研究领域前所未有的集大成
之作：历史上是否有南少林寺，兴废于何时，位于闽中何
处……本书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论证，给出了有说服力
的看法。

本书厘清了南少林武术的传承脉络，尤其是分析了
南少林武术与明代抗倭斗争、天地会等会党“反清复明”
活动的关系，二者对于南少林技术风格、精神内核的形
成、定型至关重要。

此外，本书梳理了南少林武术各门派的源流、分布、
基本理论、风格特点、主要套路等，并对南、北少林进行比
较研究。

唐时少林寺有九座
有多少词语被“乌焉成马”

近来，电视上热播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汉字英雄》等节目，在吸引众多观众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
对“汉字危机”话题的广泛关注。其实，还有很多词语，历经岁月的更迭和时代的变迁，乌焉成马，与原来的
字词已有天差地别。

乌焉成马源自古语中的“字经三写，乌焉成马”，意即乌、焉、马三
字字形相近，文字经过多次转抄，很容易出错。比喻事经辗转，易出
讹谬。那么，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多少词语被“乌焉成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