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籍记载的名人奇葩吝啬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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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著名作家梁晓声再度发声，其
2014 年“终结性”之作《真历史在民间》
即将面世。此书是作家梁晓声第一本以
民间视角解读国家历史的著作，在讲述
历史的同时针砭当下，书中更是首次曝
光梁晓声若干“颇经坎坷”“不易见到”的
名篇。

“吐槽”的人很少承认自
己的毛病

《知青》《返城年代》相继被搬上荧
幕，以“知青文学”扬名文坛的梁晓声重
回大众视野。作为一个时代亲历者，梁
晓声经过了“无悔青春”到“底层关怀”

“现实关怀”的嬗变。评论指出：“大量而
丰富的故事和精准的分析，表明梁晓声
是测准了中国的现实的。”

关于中国当下的现实，梁晓声举例

说：中国人碰到一起，总不免首先“吐
槽”一通：先言自己的怀才不遇，接着
批评别人有眼无珠；先言自己的卓越
能力，接着感叹别人妒贤嫉能……却很
少有人承认，是由于自己身上的某些
毛病恰巧与社会的某些毛病发生了大
大小小的惯性撞击，才使自己陷于狼
狈之境。

面对“求新”，梁晓声的社会批判姿
态并没有文人式的“身段变化”，但珍贵
之处恰在于此，正如作家本人所说，真诚
的文字任何时代都是需要的。不能随意
将一个作家几十年来坚守的态度视为陈
旧冬烘，不能把梁晓声一以贯之的忧世
劝世情怀视为落伍。

梁晓声奉行“文学要使社会进步，使
人的心性提升”的主张，他曾笑谈：“人类
是地球上的高级动物，与普通动物相比，
如果心性不得到提升，人类甚至可能是

地球上最不好、最凶恶的动物。”而文学
的终极意义，梁晓声认为，正是使我们的
心性变得更豁达，更开朗，更善于自我化
解忧愁、化解烦闷。

首次将国民性考察放入
世界格局

梁晓声从六十多年的大历史中勾勒
出中国社会的“简史”，读者从他的作品
中常见的是国内存在的问题，例如《郁闷
的中国人》。而在《真历史在民间》一书
中，可以读出大量的惊喜。梁晓声近些
年出游美、日、德，从海外视角出发，在世
界范围内对国民性及历史进行思考，在
关注日本与美国社会问题的同时，从中
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

梁晓声的文学作品越来越温和。
对此，他笑称：“因为我逐渐发现，有些

是属于社会问题，那些社会问题不是写
一两篇文章就能解决的。当我成了政
协委员时，我就把那些社会问题带到政
协去大声谈。可能我在政协表达了之
后，再面对这些事情时强烈的情绪就温
和了很多，再写文章就可能是谈另外的
稍轻松的事情。”

（据《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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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个小时》

《第13个小时》是美国畅销悬疑小说家理查德·道许的代表作。
该书记述了一个宁静小镇发生坠机事件，212人不幸身亡。尼克的妻

子茱莉亚在最后一刻被神秘短信叫下飞机，却于当晚在家中被人枪杀。尼
克悲痛欲绝，却成为警方眼中最大的嫌疑人。凭借一名神秘男子送他的金
色怀表，他12次穿越到过去，试图查出妻子被害的原因，并且最终拯救了
她的性命。

★作者：理查德·道许（美）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练习一个人：当我开始爱自己》

这本书记录了作者离开熟悉的生活，肆意散漫独居的一年。一个人去了曾经计
划的双人游，才明白等待和依赖让自己错过多少美好。

放下光鲜安稳的身份，不再计算月薪年薪；安静地投入到喜爱的事物里，却比
任何时候更觉坦然。原来爱自己不必假于外物。孤独并不值得歌颂，该歌颂的是接
受人生这一真相的自己。练习一个人，发现等待和依靠徒有虚名。自此不会陷于厌
倦之中，也不再责怪生活的遗憾。

★作者：陶立夏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作家简介 梁晓声，原名
梁绍生。当代著名作家。1949年
9月22日出生于哈尔滨市。现居
北京，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人文
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曾创作出
版过大量有影响的小说、散文、随
笔及影视作品。他是中国当代代
表作家之一。

中国人为何变得
爱“吐槽”？

——请看梁晓声在新作《真历史在民间》里的解读

大千世界，无奇不
有。历史上，曾有过不
少既富且贵的吝啬之
徒，好多还是身居要职
的官场名人。现根据
古籍记载对历史上的
奇葩吝啬行为进行盘
点，选择出十大最吝啬
的古代官员供各位观
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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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日 连 载

对于陶寺都邑的贵族来说，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这
个“千禧年”带来的不是好运，而是大祸：大中原地区首屈
一指的陶寺都邑，居然泥腿子造反，发生了“暴力革命”！

“革命”一词，在中国古典文献中，本来指朝代更替，如
“汤武革命”（《易》）等，这里即社会政治变革。

何以排除外来族群的攻掠，可以推断这场“革命”是
陶寺社会底层对上层的暴力行动呢？数千年后的考古学
家，面对这样的场面也不寒而栗：

原来的宫殿区，这时已被从事石器和骨器加工的普
通手工业者所占据。

一条倾倒石器、骨器废料的大沟里，30多个人头骨
杂乱重叠，以青年男性为多。头骨多被砍切，有的只留面
部而形似面具，有的头骨下还连着好几段颈椎骨。散乱的
人骨有40个至50个个体，与兽骨混杂在一起。

壕沟里堆积着大量建筑垃圾，戳印精美图案或绘制
蓝彩的白灰墙皮等，暗示这一带曾存在过颇为讲究的建
筑。联系到曾高耸于地面的夯土城墙到这时已经废弃，多
处被陶寺晚期的遗存所叠压或打破，有理由推测这里曾发
生过大规模人为毁坏建筑的“群众运动”。

包括“王墓”在内的贵族大中型墓，往往都有这个时
期的“扰坑”直捣墓坑中央的棺室，“扰坑”内还有随意抛
弃的人头骨、碎骨和玉器等随葬品。这与安阳殷墟西北冈
王陵的遭遇颇为类似，而并不像后世的盗坑。两三座贵族墓

“扰坑”中出土的石磬残片，居然能拼合为一件完整器，说明这
些墓同时被掘又一并回填，毁墓行为属于“大兵团作战”。

显然，陶寺贵族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这场来
自群团内部的血雨腥风，摧毁了它的贵族秩序和精英文化。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大概就是从这类历史事
件中被我们的先人提炼出来的，而陶寺“革命”应当是迄今
所知最早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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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简单的笔画来表示“头”并不容易。在古汉字

中，代表头部的符号主要有 （口）、 （囟）、 （囟田）、

（首）、 （页）。以“ ”代表头的字有 （子）、

（呆）、 （辟）、 （黄）等。以“首”及“页”代表头，基本

上是以“鼻子”为特征所衍生的字。 （囟）及 （囟田）可

以代表人头、鬼头及动物的头，由于此两种符号都是代
表头，古字中也常加以混用，故本文将它们的衍生字合
并如下图。其中，代表人头的有“黑、思”，代表鬼头或面
具的有“鬼、异”，代表动物头的有“万、禺”，当作声符的

有“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 （囟）或 （囟田），到了

隶书，都被改成“田”，以至于后人误以为与田地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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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何以中国》是对最早的中国如何产生
的追问。本书为读者展开了一个时间长线，讲述了始于公
元前2000年，中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通过陶寺的兴衰、
嵩山地区文化的星罗棋布、新砦遗址的崛起等，最后辐辏
到二里头遗址——中国最早广域王权国家的横空出世上
来，进而解构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的诞生。

■作者简介 许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
员、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兼二里头工作队队长，中国社
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中国考古学会理事。

■曹洪

三国时期的曹洪，是曹操的堂弟，曾
数次舍命救过曹操，随曹操南征北战，屡
建大功，拜为都护将军。曹丕称帝后，任
曹洪为卫将军，再升骠骑将军，封野王
侯，后再转封都阳侯。

《魏略》中记载，魏文帝曹丕还在做
太子的时候，有一次找曹洪借一百匹绢。
曹洪不愿意借，结果惹恼了曹丕。曹丕即
位后，找了个由头把这位堂叔下到狱中，
准备处死他。后来幸得卞太后求情，曹洪
才免于一死，但被施以削官职、减爵位之
处罚。

■王戎

在《世说新语》中，有专门的一个章
节，是写“俭啬”的，一共有九个故事。其
中的四个，是有关官至司徒的大名士王
戎的。

王戎十分富有，《世说新语》上说他
“既贵且富，区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属，
洛下无比”。但吝啬成性的他一心想让钱
生钱，就是一根小小的牙签也要自己亲
手做。他的一个侄子结婚，作为伯父的王
戎当然要随个份子：一件单衣。但过后王

戎心疼不已，又跑去要了回来。就连对自
己的女儿，王戎也没有大方到哪里去。王
戎的女儿嫁给了裴家的公子，又从老爹
这里借了好几万的钱。女儿回娘家的时
候，忘了归还那几万钱，结果惹得自己的
亲爹很不高兴。王戎的女儿赶紧将钱还
上，此时王戎才“释然”。

■周札

周札，其父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曾
斩蛟伏虎的周处，他是周处的第三个儿
子。东晋年间，右将军周札一家五人封
侯，均身居要职。周氏势力的发展，遭到
权倾天下的王敦的猜忌。王敦悄悄联合
江南的沈氏士族共同讨伐周札。等周札
得到消息，已是兵临城下，仓促间准备率
领几百名部下出城迎敌。

在周札的库房中，存有一批打造精
良的兵器，手下都劝他赶紧拿出来装备
士兵。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周札竟然舍不
得，却将劣质兵器分发给士兵。见周札在
生死存亡的关头依然如此吝啬，士卒也
没有为他卖命的决心，结果周札被杀。

■萧纪

南北朝时的武陵王萧纪，是梁武帝
的第八子，少得父宠，按说不应该把钱财
当作一回事，可他偏偏极其吝啬。

萧纪颇有武略，本可以成其霸业，但
就因为这个吝啬的小毛病，使他“出师未
捷身先死”。

史载，萧纪曾率军攻打江陵。他熔金
成饼，100 个金饼一篮，装了 100 多篮，
高高挂起，而银子则是金子的五六倍之
多，还有各种绫罗绸缎，不计其数，以此
激励将士英勇杀敌。但这个吝啬鬼只不
过是让大家饱饱眼福而已，每战结束从
不论功行赏。后来军心大乱，叛逃者十之
八九。萧纪兵败如山倒，自己也在乱军中
死于非命。

■元宗逵

明·谢肇淛（zhào zhè）《五杂俎》记
载：唐朝时有个元宗逵，官为果州司马。
他家有个婢女死了，他就吩咐值班的管
家说：“我家的老婢女死了，她在我家听
使唤有年头了，应该为她找一口棺材入
殓出殡。我初来乍到，家里穷得很，买不
起新棺材，只要买到能用的就行。你也不
必说是我家要买的，就说是你们家要买
的就行了。”

管家出门把元宗逵的这番话说给大
家听，一州人都在笑话这名司马太小气，
都把他的这番话作为茶余饭后的笑料。

《大唐新语》对此事也有记载。

■郑仁凯

《朝野佥载》记载这个身为密州刺史
的郑仁凯惜钱如命，而且很搞笑：他家里
有个小厮，央求他给买一双鞋，郑仁凯
说：“这事好办，我为你找一双鞋来。”不
一会，门丁穿着鞋进来，郑仁凯故意支
使门丁爬到树上掏鸟窝。门丁脱了鞋爬
上树，郑仁凯就偷偷让小厮把门丁的鞋
穿走。等到门丁下了树，遍寻鞋子无着，
只得打赤脚走了。郑仁凯竟然为此非常
得意。

■韦庄

五代时期的大词人韦庄，名满天下。
而他的吝啬，也与他的词一样著名。

韦庄每次做饭，下多少米都有固定
的分量；做饭时烧的柴，也要事先称好；
若是吃烤肉，哪怕是少了一片他都会知
晓。韦庄有个儿子，八岁时夭折了，入葬
时，妻子为孩子穿上生前的衣服，却被韦
庄剥了下来，只是以孩子原来睡的旧草
席包裹着去埋葬，而且掩埋之后，韦庄还
把草席带了回来。

■张允

五代的后汉时期，吏部侍郎张允也
以吝啬出名。就算是自己的妻子，张允也
不会多给她一文钱。他害怕妻子偷偷地
拿他的钱用，就把各种钥匙都别在腰间，
走起路来叮叮当当乱响。

郭威兵变后，张允躲到一个破庙里
勉强逃了性命，却让兵丁把他的钥匙一
股脑儿全给抢了去，等他回到家里一看，
财物早已被抢劫一空。张允心如刀绞，狂
喷鲜血，不到半日，竟一命归阴。

■李越

宋·陈元靓《事林广记》记载：李越，
归明人，做蔡州上蔡县令。李越很是小
气。他们家一年到头很少吃肉，每到腊月
初八祭祀祖先的时候，就派采购人员到
肉行里借熟肉一斤回来放在盆中，再用
几个碟子盛钱数文，就这样来祭祀祖先，
并祷告说：“酒是我用做官的钱买来的，
清醇可爱；肉是我从肉行里借来的，清香
可吃；因为事忙没来得及买果子，就用钱
权当果子吧。”等祭祀完毕，他就拿着肉
招呼采购人员说：“快还到肉行里去吧。”

■汤斌

清代康熙年间，江苏巡抚汤斌被尊
为“理学名臣”，是当时程朱学派思想的
代表人物。汤斌一生以清苦的生活砥砺
名节，其为人之吝啬十分出名。据有关文
献记载，这位老先生有一天心血来潮，查
看家中账簿，发现上面开了一只鸡蛋，顿
时大怒：“我来到苏州还从来没有吃过鸡
蛋，到底是谁买的？”下人答说是“公子”。
他便把儿子叫来，罚跪在庭下，数落道：

“你以为苏州的鸡蛋与河南的是一样价
钱？你想吃鸡蛋，就回河南老家去……”

（据《深圳特区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