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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7版晚情 ▲

C08版书坊▲

C06版网事

【娜说河洛】

【河洛典故】

市总工会免费电影周周看

带上《河洛》版 全家一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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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 不了情【河图洛影】

“如厕那些事”之

拜托，请说人话（下）
□记者 张丽娜

因祸得福
□记者 寇玺

孔乙己这样的人，说话不是
为了让你懂的，而是为了显示自
己有学问：你知道茴香豆的“茴”
字有几种写法吗？

你不知道？好，我知道，所以
我比你有学问。

孔乙己是鲁迅小说里的人
物。现实中的某些人，比孔乙己
更能转文，比如上厕所不说上厕
所，而说出恭甚至更衣。

此“更衣”非彼“更衣”

洛阳的服装店里大都有更衣
室，为的是让人试衣裳。一般人
不会在厕所里更衣，更不会有人
在更衣室里方便。

可是在1000多年前，有人就
在厕所里更衣，这个人是石崇。

石崇乃西晋时洛阳城首富，
钱多得花不完，把蜡烛当柴火烧，
绞尽脑汁地“作”。相传，他家的
厕所比别人家的卧室还华丽，天
天熏香。就这他还嫌有臭味儿，
每去一回厕所，就换一套衣服。

不光自己换，客人借用他家厕所，
他还逼着客人换，搞得大家上厕
所像进澡堂子，浑身不自在。

可石崇是超级富豪，他的生
活习惯，是有钱人的“风向标”。
他在厕所里更衣，有钱人就纷纷
效仿，更衣就成了上厕所的代
名词。

以更衣指代上厕所，雅是雅，
但太矫情——穷小子蹲臭茅坑，
非说更衣，没准儿会被听不惯的
人踹到茅坑里去。所以平民基本
不用这个词。

原来是“出恭”

出恭比更衣的使用频率稍
高。读过一些书的人，或是常看
古装电视剧的人，多半知道此词
的含义。

我跟洛阳文史爱好者韩亚
汝、老郭等人探讨过这个问题，众
人都觉得古人礼貌到家了——

据史料记载，元、明两代，科
举考场纪律严格，考生内急的时

候，必得先领一块牌子才能上厕
所。牌子上写着“出恭入敬”，意
思是出入都要遵守纪律、礼貌恭
敬，不要打扰到他人。

由于领牌子的目的是方便，
大家便取“出恭入敬”的前两个
字，作为上厕所的代称。后人引
申其意，大便、小便是“大恭”“小
恭”，放屁是“虚恭”，马桶自然是

“恭桶”了。

一颗红心两手准备

“如”有“到、往”的意思，如厕
就是到厕所去，至于去厕所是方
便还是替人递卫生纸，悉听尊便。

《左传》里有如厕的早期记
载：“（晋景公）如厕，陷而卒。”晋
景公上厕所，掉进粪坑死了。

说话不分对象，满口之乎者
也，弄得旁人听不懂，有被骂为
神经病的风险。所以，聪明人都
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对着雅
人，说上洗手间；对着俗人，就说
解大便。

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当遇到不
顺心的事时，别灰心，得努力奋斗才
行。成语“因祸得福”说的就是这个
道理。

“因祸得福”或“因祸为福”，说
的是苏秦由失败到成功的故事。苏
秦生于东周时期，是洛阳偃师人，出
身于农家，胸怀大志。他曾经游说
秦王统一中国，结果没有成功，还花
完了身上的盘缠。他穿着破旧的衣
服回到家，妻子不理他，嫂子看不起
他，并不停地奚落他。受到这般冷
遇，苏秦立志发奋读书，做出一番大
事业。“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您一
定听说过，其中“锥刺股”的主角就
是苏秦。

书读得越多，思路越开阔。后
来，苏秦改变策略，游说六国合纵抗
秦，并任六国宰相，衣锦还乡。再见
面时，他的嫂子和妻子都跪在地上，
羞愧得不敢抬头看他。

这就是成语“因祸得福”的故
事，出自《史记·苏秦列传》：“智者举
事，因祸为福，转败为功。”指遭遇灾
祸后处理得当，因而转祸为福。

现在的人在生活中常用“因祸
得福”，来形容自己刚丢了一件喜欢
的东西，又得到另外一件好东西
等。我认为这往往是庆幸自己没有
倒霉到底，并非成语的本意。遇到
不顺心的事，乐观面对确实重要，但
苏秦后来所得到的福，所取得的成
功，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得到的。
敢于用锥子刺自己的大腿，敢于承
受这种疼痛，代表着苏秦上进的决
心和毅力。只有经过努力获得成
功，才称得上“因祸得福”。

本周六公益电影为《忠烈杨家
将》，周四、周五凭工会会员证或本
人身份证可领电影票两张，凭《河
洛》版可加领一张。

领票时间：8：30至12：00
14：30至18：00

领票地点：市工人俱乐部售
票处

放映时间：8月30日19：30

旧貌换新颜

■投稿邮箱：wbheluo19@163.com ■电话：0379-65233686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科技
日新月异的发展，不经意间，城市
变样了，乡村也变样了，旧的房屋
渐渐被崭新的高楼取代，人们的
居住环境越来越好。你看，现在
的洛龙区龙门镇徐屯村哪儿还有
旧时的影子？

苟华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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