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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聚餐趣谈”之

跟“皇老板”一起吃饭
□记者 张丽娜

寿星是个直肠子
□记者 何奕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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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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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期的洛阳人孟光活到
了90多岁，这在医疗水平落后的东
汉可是不多见的。他博览群书，为
人心直口快，常与意见不合者当场
辩论，丝毫不给对方留情面。

东汉灵帝执政末年，孟光在老
家洛阳为官，董卓叛乱，为了保命，
孟光弃官仓皇逃往蜀地，蜀地的掌
权者刘焉父子对他相当客气。等刘
备平定了益州，孟才子又做了官。

孟光为了回报刘家的恩德拼命
工作，政绩相当不错。蜀汉后主刘禅
即位后，孟光升官的步伐加快了，后
来成了国家的财政长官。

虽然孟光的官不小，但他的群
众基础不怎么好，因为他说话从不
给人留面子。公元246年，蜀国宣
布大赦天下，孟光听后，在大庭广众
之下指着辅政大臣、大将军费祎呵
斥：“你以为大赦就能衬托君主的英
明吗？这是国家遇到紧急情况时不
得已做的事。现在奸邪小人高兴
了，百姓又得遭殃了。”

众目睽睽之下，孟光说得激情
澎湃。费祎虽然嘴上说孟光教训
得对，但在心里早骂了他一百遍。

《三国志》中记载，有一次，孟
光遇到掌管经籍的秘书郎，便拉着
他问：“太子的学习情况怎么样？”秘
书郎对太子好一通褒奖，孟光听后却
冷冷一笑，说：“这都是常人应该做
的，我是问你太子殿下的智慧怎么
样？”秘书郎尴尬了，道：“太子是潜
力股，只是还没有机会发挥。至于
他有无权谋智慧，俺可看不出来。”

看着秘书郎为难，孟光也不刁
难他，道：“我说话是难听，可现在
三国鼎立，需要一个有智谋的天
子。智谋虽靠天生，但后天积累也
很重要，你得抓紧时间增加太子的
知识量。”秘书郎一听，觉得还挺有
道理，连忙答谢。

因为说话不讲情面，孟光得罪
了不少人，最后因受牵连获罪而被
免官，可他心宽，免官后倒也过得
自在，活到90多岁。

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收藏的
这幅壁画长0.6米、高0.55 米，出土
于一座金代墓葬。壁画采用阴线
刻的手法在青石上雕刻而成，共
描绘了三个人：最左之人端坐桌
前，目视桌面；中间之人头戴无翅
官帽，坐在桌后，双手正在操作着
什么；最右之人立于桌侧，亦专注
于桌面。桌子正中有一炭盆，上
有壶等。

北宋时期，中原地区饮茶之风

甚盛。北宋灭亡后，中原大地虽尽
归金朝统治，但人们的饮茶习俗并
未受到影响，最流行的饮茶方式为
点茶（又称分茶）。这幅壁画表现
的就是烹茶的场景，同时从壁画中
亦可看出民族融合的情景。

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是
南北古茶路的重要地带，但目前发
现的表现这一方面的文物极为稀
少，故这幅壁画对研究古茶路极为
重要。 （吴迪）

本周放映的公益电影为《命中注定》，周五凭本人身份证可领电影票两
张，凭工会会员证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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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9日9：00
咨询电话：63345207

请吃饭吃出了人命

请人吃饭这事儿，做得到位，能吃
出交情；做得不到位，能吃成冤家。

中国人好热闹，动不动就呼朋唤
友喝酒、撸串儿，酒劲儿上来，要么哥
儿俩好，要么翻脸不认人，饭桌上的恩
怨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写到，傻
小子郭靖初入江湖，遇到乞丐装扮的
黄蓉，心生好感，请她吃饭。黄蓉点了
一桌子山珍海味，郭靖眼都不眨地买
单。吃罢，黄蓉芳心暗许——一顿饭
吃出个娇滴滴的女朋友。

战国时期的“交友达人”孟尝君，
天天请人吃饭，门客三千，几乎都是吃
饭吃出来的友谊。

据《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某侠
客投奔孟尝君，孟老板请他吃饭。席
上，有人挡住了光亮，侠客小心眼儿，
忖摸着自己盘里的饭菜比别人的差，
愤而离席，孟尝君赶紧端起自己的饭
菜给他看。他见老板吃的跟自个儿吃
的一样，羞愧不已，自刎倒地——这一
顿饭吃掉了一条人命。

吃得比“皇老板”还讲究

吃出人命的饭局太极端，在生活
中不太常见，吃掉好感甚至吃掉“饭
碗”的饭局，倒是屡见不鲜。

西晋时期，京都洛阳有一个富豪，
名叫王济。他娶了晋文帝司马昭的闺
女当老婆，有钱又有权，生活极其腐败。

据说，当时洛阳地价极高，王济在
城中买了一大块地，不铺砖铺钱，号称

“金沟”。
有一次，王济在家设宴，邀请大舅

子晋武帝司马炎来吃饭。皇帝陛下对
一道蒸乳猪赞不绝口，王济趁机炫耀了

一番：“您知道这乳猪肉为啥恁好吃
吗？因为这乳猪是用人奶喂大、用人
奶蒸制的。”

皇帝听完很不爽，饭没吃完就走
了。后来，王济因有违圣意而被贬官，
搬到了北邙山下。虽然他丢官的罪名
跟蒸乳猪无关，但吃饭吃得比皇帝还
讲究，想必会在“皇老板”心中留下不
良印象。

司马光瞧不起伪忠臣

西晋宰相何曾，跟王济有一拼。
史载，何曾吃饭相当挑剔，一天一

万钱伙食费，山珍海味满桌，还老抱怨
饭菜不好。

皇帝请他到皇宫赴宴，他居然嫌
皇家饭菜无法下咽，非要自带美食。

这简直是打“皇老板”的脸！用咱
洛阳话说，这人作（zuō）哩不轻，欠
摆治！

西晋洛阳城的男女老少大概也是
这么想的，所以才会有人三天两头弹
劾何曾，状告他奢侈无度、败坏风气。

有意思的是，何曾不但没丢“饭
碗”，还得到了司马炎的力挺。

这是为何？
在洛阳编纂《资治通鉴》的北宋史

学家司马光，揭开了谜底：何曾会讨老
板欢心。

他曾私底下议论晋武帝没有远
见、处事不当，天下必将大乱，但当着
皇帝的面，他只歌功颂德，扮演忠臣的
角色。

“身为宰相，知其君之过，不以告
而私语于家，非忠臣也。”这是司马光
对何曾的评价。

吃着朝廷的饭，明知皇帝犯错却
不提醒，不是忠臣。

拿了工资不好好干活，不是好
员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