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代端午斗草
在古代，斗草之风可谓风靡民间，

达官显贵子孙亦游乐其中。虽不比古
代斗茶风雅显贵，斗草之娱却自有妙
趣及深厚的文化内涵。

斗草，又称斗百草，乃古代民间流
行的一种游戏，本属端午民俗。古时，
每年端午节，人们去郊外采药取草，插
艾门上，以解溽暑毒疫，此习俗慢慢衍
成定俗。端午古人收获诸草之余，遂以
草自娱，往往把草作为比赛对象，群居
一起举行斗草比赛。或对花草名，狗尾
草、鸡冠花等百草皆属比赛之列；或以
草的品种多寡参斗，多则胜，少者败。
儿童或以叶柄相勾，捏住相拽，断者为
输，然后换一叶草相斗。古代起初的斗
草虽简，却也极具生活性和娱乐之趣。

斗草起源已久，明·罗颀《物原》
云：“（斗草）始于汉武。”先秦时期的斗
草，最初只是简单的游戏，用植物枝茎
互相比拼，分出胜负。魏晋南北朝时
期，这种简易的斗草在我国南方已演
变为端午风俗，时称“踏百草”。踏百草
游戏之所以相沿成俗，并受人们喜爱，
是因为古俗认为五月为恶月、毒月，必
须采集百草来解厄，以渡过难关。而在
我国南方，五月之初，时为仲夏，多雨
潮湿，细菌繁殖快，易于染病，悬艾叶、
菖蒲于门前，可借助它们挥发的气味，
驱除邪气，消解病毒，于是人们就到郊
野采集百草。采集百草过程中，娱乐式
的斗草游戏，自然便发生并流行起来。
探究事物原始之属的史料《事物纪
原》，记载了古代斗草之娱的起因与形
成。《事物纪原》说：“竞采百药，谓百草
以蠲除毒气，故世有斗草之戏。”

到了唐代，斗草游戏称“斗草”，或
“斗百草”。不仅仅是妇女儿童的最爱，
成年男子也对此颇好。此时文人墨客
亦走进斗草之列，他们不再单单比赛
草的韧性，还比谁认识的植物更多。外
出春游时，随口就能说出百草名字的，
即可获胜，便受人尊敬。后来演变成不

但要说出名字，还要讲得出名字由来、
历史掌故。再后来，则演变成以这些植
物为题，吟诗作对，遂将斗草变成了诗
文盛会和风雅的游园竞赛。这种早期
将植物互相拉扯分出胜负的斗草，叫

“武斗”。而文人之间，比拼知识和文采
的斗草，则称为“文斗”。具体说来，唐
人的“武斗”，是斗草者各执一草在手，
以草茎相互交叉成十字状，并各自用
力向后拉扯，断者为负。另一种是“文
斗”，小孩童自然也参与其中。他们将
采来的百草，以对仗形式互报草名。谁
采的草种类多，谁对仗水平高，并坚持
到最后，谁就获胜。唐代诗人李商隐，
曾赋斗草诗《代应二首》，描述了当时
的斗草之事。诗句曰：“昨夜双沟败，今
朝百草输。关西狂小吏，唯喝绕床声。”
到了宋代，斗草之风盛行，除在端午节
外，春社及清明也有斗草比赛。北宋词
人晏殊作词《破阵子》，也记述了斗草
之乐。《破阵子》云：“燕子来时新社，梨
花落后清明。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
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巧笑东邻女
伴，采桑径里相迎。疑怪昨宵春梦好，
元是今朝斗草赢，笑从双脸生。”

有不少关于斗草的历史典故。五代
时，南汉主刘钺在皇宫后苑遍植奇花异
草，每值春深花繁时节，就组织宫女斗草
取乐。早晨打开后苑大门，刘钺一声令
下，宫女们蜂拥而入，随意采摘，规定时
间一到便锁上大门。然后宫女们集中起
来，在大殿中比胜负，谁采的种类多谁就
取胜，负者要献出银子。最后这些银子集
中起来，作为宴会的费用。五代时的斗草
形式，尚未发展为后来风雅的“文斗”，但
宫女们以品种多寡的斗草之法，亦反映
了古代人们对斗草的广泛喜爱。

古代斗草已难觅踪影，但少数地
区儿童仍偶有斗草游戏之“武斗”之
娱。斗草，在古人的生活生根，并一步
步长成具有民间特色文化的绿苗，体
现了我国历史民俗的深厚和广博。

⊙卜庆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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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阳 明 的 应 试 之 方
⊙张山梁 文/供图

人们常说“路要一步
一步地走，饭要一口一口
地吃”。但闽南俗语“吃紧
弄破碗”（又一说“吃紧咬
破碗”），说的是有人可能
因饿得不行，端起饭碗就
急着吃饭，因狼吞虎咽把
盛饭的碗也弄（咬）破
了，结果饥肠没有及时
填饱，碗里的饭食也洒
落满地。对于此类现象，
我们的先哲已创造出许
多 成 语 加 以 表 述 ，如

“急于求成”“操之过急”
“急功近利”“欲速则不
达”等等，只不过是闽南
人用“吃紧弄破碗”这种
比较形象而通俗的语言
进行表达而已。

世间万物的成长都
有其发展的规律，都有
一个渐进的过程。“吃紧
弄破碗”，说明不论办什
么事如果操之过急，或
急于求成，往往会适得
其反。寓言故事《揠苗助
长》，描绘春秋时期宋国
有个农夫，见田里的秧
苗老是长不高，因急于
求成，便自作聪明把它
一一拔高，结果所有秧苗都枯萎
死去。还有一个故事说有个兴趣
者很喜欢研究生物，有一天他从

野外发现一只蛹，便把
它带回家想观察它如何
破茧成蝶。他通过蛹的
裂缝看到里面的蝴蝶开
始挣扎想破蛹而出。为
了帮助蝴蝶早点飞出，
他 便 拿 剪 刀 将 蛹 皮 剪
开，结果那只飞出的蝴
蝶成为“早产儿”，因翅
膀 发 育 不 全 不 久 后 死
去。兴趣者为自己好心
办坏事而后悔不已。

“吃紧弄破碗”的要
害是心急求快。但世间
有许多事是急不得也快
不得的。那位“吃紧弄破
碗”的人如果让他烧饭，
他也可能因“吃紧”求快
而大上猛火，结果是碗
虽没弄破，却很容易把
饭烧糊烧焦，同样达不
到填饱饥肠的目的。由
于 现 实 生 活 中 有 许 多

“吃紧弄破碗”的教训，
所 以 在 民 间 才 会 出 现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吃热番薯要看势面”等
民间俗语，告诫人们不
要因心急而盲目求快。
那些不靠主观努力循序

渐进、厚积薄发，而幻想靠“一日
千里”“一步登天”“一夜成名”“一
夜暴富”的想法，理当休矣！

抖音已经成为当下最大的
非遗传播平台之一。数据显示，
2021 年，1557 项国家级非遗项
目 在 抖 音 的 覆 盖 率 达 到 了
99.42%，相关视频数量同比增长
149%。2022年，抖音上国家级非
遗项目相关视频播放总数达
3726亿，获赞总数为94亿；非遗
创作者平均每天直播 1617 场，
受到了青少年的喜爱，促进了非
遗文化的传播。

让非遗以“孩
子喜欢的方式”走
进生活，是传承非
遗文化的好方式。
再好的非遗文化不
走进生活、融入生
活，都会失去光彩。
说到让非遗以“孩
子喜欢的方式”走
进生活，这里还有
一个例子。据《中国
旅游报》报道：“通
过解谜游戏认识了
好几本古籍，非常
棒”……近期，国家
典籍博物馆沉浸式
互动解谜游戏“故
纸修复师·碎丹青”
受到文博爱好者热
捧。国家典籍博物
馆工作人员表示，
该活动将持续至 6
月底。沉浸式互动
解谜游戏“故纸修
复师·碎丹青”是国
家典籍博物馆依托

“同心护珍宝 聚力
续华章——‘字节
跳动古籍保护专项
基金’成果展”推出
的体验活动。

青少年玩家以
“古籍修复工作者”
的身份，通过沉浸式互动体验，
通过推理“修复古籍”，让沉浸式
互动体验“古籍文化”充满趣味，
了解了古籍背后的历史，学习了
古籍的修复知识。让“专业的古
籍保护”成为“公众的积极参
与”。如此“古籍保护”让“古籍”
不再“孤寂”。

6 月 10 日，2023 年“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如约而至。设立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体现了党和国
家对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高
度重视，目的是提高全社会对文
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意识，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沉浸式互动
解谜游戏“故纸修复师·碎丹青”
正切合了这种精神倡导，让文化
遗存的“古籍保护”“古籍修复”

“古籍利用”“古籍探索”走进普

通百姓的生活。
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

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
传承下去。“古籍保护”也罢，“古
籍修复”也罢，“古籍传承”也罢，
说到底，所有的非遗文化都不能
只是“博物馆的事情”，不能只是

“专业人士的事情”。必须借助更
多社会资源、社会力量、传播平
台传播出去，让其融入生活的空
间里，尤其是需要“以孩子喜欢
的方式”走进青少年的心里。

数字化技术正让古籍等非
遗文化得以“解封”，让古籍等非

遗文化以更鲜活的
方式走进大众。例
如，字节跳动通过
与国家图书馆在古
籍修复与保护以及
数字化等领域展开
合作，将传统技术
与现代科技有效结
合，让《永乐大典》
等 书 籍 得 以“ 复
活”。而广大读者依
然是摸不到，看不
着，读不懂。这就需
要我们让这些古籍
得到很好利用，在
保护的基础上，使
用现代科技手段，
让古籍“活”起来。
让 古 籍“ 活 化 利
用”。如今，借助现
代载体推出的“全
民晒书”“寻找古籍
守护人”等网络线
上活动，激发了人
们“热爱古籍”“探
寻古籍”的热情，更
获得了青少年的认
可。就拿字节跳动
推出的“识典古籍”
数字化平台来说，
其依托文字识别、
自然语言处理、知
识图谱等智能技

术，助力中华典籍数字化整理，并
向全社会免费开放。目前，识典古
籍平台已上线1200余部古籍。

我们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
加强古籍典藏的保护修复和综合
利用，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
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
规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需要找到
传统文化与公众之间的“交融点”

“碰撞点”，让“文化之魂”以百姓
“喜闻乐见”的形态融入“生活空
间”，只有产生了精神共鸣，才能
让古籍文献真正得以传承利用。

让非遗以“孩子喜欢的方
式”走进生活，老祖宗留下的老
物件不能“待在深闺”，保护文化
遗存需要“活化利用”，让“古董”
不再“孤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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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是检验莘莘学子读书一纪成效的直接
测量仪，也是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渠道之一，更是
个人实现社会价值的便捷之径，我国自古就有通
过考试选拔人才的相关科举制度。隋炀帝大业二
年，以始建“进士科”为标志的科举制正式创立，之
后唐承隋制，逐渐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制度，为后
代科举奠定了基础。此后科举制历经宋、元、明、
清，历代相袭，直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
止。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推行了 1300年之久的
科举制度，为中华民族选育了众多人才，其功不可
没也。当然，在这其中，也演绎了诸如“范进中举”
之类的滑稽故事，让人叹息不已。尽管今天的高考
制度与古代的科举制度不可同日而语，但其应对
之方，多少还是可以借鉴。

早在 500多年前的明正德二年（1507年），一
代大儒王阳明在经历仕途重大挫折、被贬谪贵州
龙场驿丞之后，得知徐爱（1487—1518，明代哲学
家，字曰仁，号横山，浙江省余姚马堰人，王阳明最
早入室弟子之一，也是其妹夫）要赶赴京师备考，
参加次年春季由礼部主持的会试，出于关爱之情，
特地为其修书一封：

君子穷达，一听于天，但既业举子，便须入场，
亦人事宜尔。若期在必得，以自窘辱，则大惑矣。入
场之日，切勿以得失横在胸中，令人气馁志分，非
徒无益，而又害之。场中作文，先须大开心目，见得
题意，大概了了，即放胆下笔。纵昧出处，词气亦条
畅。今人入场，有志气局促不舒展者，是得失之念
为之病也。

夫心无二用。一念在得，一念在失，一念在文
字，是三用矣。所事宁有成耶？只此便是执事不敬，
便是人事有未尽处，虽或幸成，君子有所不贵也。
将进场十日前，便须练习调养。盖寻常不曾起早得
惯，忽然当之，其日必精神恍惚，作文岂有佳思？须
每日鸡初鸣即起，盥栉整衣端坐，抖数精神，勿使
昏惰。日日习之，临期不自觉辛苦矣。今之调养者，
多是厚食浓味，剧酣谑浪，或竟日偃卧。如此，是挠
气昏神，长傲而召疾也，岂摄养精神之谓哉！务须
绝饮食，薄滋味，则气自清；寡思虑，屏嗜欲，则精
自明；定心气，少眠睡，则神自澄。

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能致力于学问者，兹特以

科场一事而言之耳。每日或倦甚思休，少偃即起，
勿使昏睡；既晚即睡，勿使久坐。进场前两日，即不
得翻阅书史，杂乱心目，每日止可看文字一篇以自
娱。若心劳气耗，莫如勿看。务在怡神适趣。忽充然
滚滚，若有所得，勿便气轻意满，益加含蓄酝酿，若
江河之浸，泓衍泛滥，骤然决之，一泻千里矣。每日
闲坐时，众方嚣然，我独渊默，中心融融，自有真
乐。盖出乎尘垢之外，而与造物者游。非吾子概尝
闻之，宜未足以与此也。

信中，王阳明对徐爱指出：既然踏实科举之
路，就应该以心怀坦然、从容应对的心态走进考
场，这是人生应尽的责任，千万不可拘泥于得失成
败之间。如果惟成功以待，而使自己受窘受辱，那
是徒增烦恼，被功名迷了心窍，自己给自己找麻
烦。若是心中挂碍着得失一念，患得患失，一进考
场，就会双眉紧锁愁苦，心里局促不安。这是应试
的大忌。今日的考生，虽没有“一考定终身”的压

力，但考前如若过多盘算得失，一会儿算计着考好
了怎么风光，一会儿盘算考砸了就无脸见人，那怎
么能考好呢？

王阳明在信中还悉心叮咛徐爱，要注意考前
的生活作息、学习方式的调节。考前十天，要调理
作息和注意饮食。鸡鸣就得起床、洗脸、梳头、着
衣，之后端正静坐片刻，驱除昏昧松懈的睡意，
养足饱满的精神状态。如此这般练习，到了赶考
那天，起个大早，也就不觉得辛苦了。同时，饮食
要调养、节制，以清淡为主，抛弃嗜欲，切忌大鱼
大肉地滋补和毫无节制的狂欢，做到气定神闲，
心神澄明。考前两天，就不要再翻看浏览书本，
这个时候看书，只会让心思变得杂乱。建议每天
只看一篇文章，目的是让自己的心情舒畅。对于
今日的考生，保证有足够的睡眠时间，注意以清
淡爽口的饮食为主，不暴食暴饮，不吃烧烤、油腻
的食物，始终以饱满、昂扬的精气神投入考试，依
然是十分重要的。

苍天不负有心人。徐爱终于次年（1508 年）
“举进士，任职就列”，先后担任祁州知州，南京兵
部员外郎，南京工部郎中等职务。

其实，王阳明在科举考试中，也非一帆风顺。
只是他善于调整心态，始终以积极乐观的态度看
待科举考试而已。弘治六年（1493年），22岁的王
阳明第一次参加会试，结果下第不中。到了弘治九
年（1496年），王阳明二度参加会试，依然名落孙
山。此时，有一名与王阳明同舍的考生，认为会试
不第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阳明先生却安慰他：

“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直到弘
治十二年（1499年），28岁的阳明先生再一次步入
春闱考场，终于以“南宫第二人，赐二甲进士出身
第七人”的佳绩，“举进士出身”。其间“以不得第动
心为耻”的豁达、坦荡心态，至今仍然成为后世诸
生学习的楷模和学界经久传颂的美谈。

尽管时过境迁，科举制度早已废除100多年。
然而“考试”二字，依旧与我们现代生活息息相关。
阳明先生信中所提及的应试“入场之日，切勿以得
失横在胸中；将进场十日前，便须练习调养；进场
前两日，即不得翻阅书史，杂乱心目”的考前准备、
心境调养之方法，仍具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意义。

王阳明

于右任是我国近现代著名政治
家、书法家、教育家，长期担任国民
党政府监察院院长一职，尽管这个
职位级别很高，实权却很小。他一生
清廉正直，布衣粗食，不讲排场，不
积家财，尽己所能为民请命，在以奢
靡腐败著称的国民党政府官员中，
显得格外特立独行，广受时人称道，
是毛泽东敬重的“国民党大才子”。

于右任的书法造诣极高，被誉
为“近代书圣”“千古草圣”。他本人
也以练字为乐，对求字者大都欣然
应允，分文不取，一
生为人题字无数，
上至张大千等文化
名人，下至同僚下
属、学生、商贩、士
兵、农民等，范围极
为广泛，但对于口
碑不好的人，就是
另一番情形了。有
一次，财政部长宋
子文花重金买了一
把 极 为 奢 华 的 扇
面，自己越看越得
意不说，还想沾沾
风雅气，托人备了
一份厚礼，请于佑
任题写墨宝，但他
一 口 就
回绝了，
还 规 劝
道 ：“ 这
把 扇 面
够 十 来
户 农 民
一 年 的
开销了。
宋 先 生
贵 居 国
府要职，
倘 能 将
精 力 多
用 在 民
生上，则
百姓幸甚！国家幸甚！”宋子文自讨
没趣，听到后只有苦笑的份。

1941 年 9 月，于右任巡视甘肃
河西走廊地区。行至张掖南关，路
遇几名回族老人头顶诉状跪于车
前，声泪俱下地控诉军阀马步芳
部将、100 师师长韩起功的种种罪
行。原来韩起功 1931 年驻守张掖
后，在当地横征暴敛，盘剥百姓，
经常借口军饷不足，向农工商各
界强行摊派“借饷”，并独霸祁连
山金矿，连年滥伐变卖祁连山林
木，大肆掠夺农民的牦牛、骆驼、

马匹贩运鸦片，而且还向文物下
手，疯狂洗劫、盗挖当地古寺以及汉
墓群中的珍宝古玩，成为臭名昭著
的“张掖王”。

于右任下车将访民们扶起，和
蔼地接过状纸，耐心听完诉说，便安
排下属在张掖做进一步调查。韩起
功很清楚于右任在朝野的声望，闻
知此事后颇为担心，带着从黑水国
遗址中盗挖出的两只古陶罐，并在
罐中装满砂金，用红布封住罐口，想
以此贿赂他。他在驿馆见到于右任

后故作谦恭地说：
“晚生是个行伍粗
人，在张掖多有小
过，恳乞老先生高
抬贵手，给个改正的
机会。感念大恩，无
以为报，久闻先生雅
量高致，特呈上这两
个物件……”于右任
大手一挥，以杖磕
地，掷地有声地说：

“你在张掖所为，岂
是区区小过所能概
括？若非一贯怙恶
不悛，欺压百姓，何
至 于 行 此 龌 龊 之
举？！”言罢拂袖而

去 。韩 起
功行贿被
拒 ，面 红
耳 赤 而
退 ，自 此
胆 战 心
惊 ，惶 惶
不 可 终
日。

他 回
到 重 庆
后 ，据 实
历陈韩起
功 罪 状 ，
力主依法
严 办 ，引

起了政府高层的重视。加之当时国
民政府已在甘肃站稳脚跟，正欲寻
机加强对马家军的控制，以巩固统
治地位，遂严令追查。韩起功先是
被调至青海，紧接着又被革除军
职，遣返循化（今青海省循化撒拉
族自治县）老家为民，百姓终于少
了一大祸害。

于右任为民请命的两则轶事，
体现了他不媚权、不畏势、正道直
行、清廉奉公的可贵品格。这种品格
中所透射出的清风正气，今天看来，
仍令人肃然起敬！

于右任的清风正气
⊙胡茂芹 文 弘 艺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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