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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高考”那些事儿

状元的悲喜人生 河洛典故

与现在的高考相比，古
代科举考试的评卷很不科
学、很不严谨。

如今高考科目多，试题大
都有标准答案，对了得分，错了
扣分，没啥说的。

古代的“高考”，主要考
命题作文，主考官的个人偏
好及文学水准几乎决定了考
生的“生死”。

万一主考官间接性“失
明”，你就是状元苗子也白搭。

公元 796 年那届的进士
科考试，就发生过一个考官
改错卷子，才子含恨落榜的
悲惨故事。

人生总是充满意外，这个
故事后来有了神转折。

一木难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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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比谁的心机深▶▶你让杨大人的脸
往哪儿搁

一根木头难以支撑起整座大
楼，比喻一个人的力量有限，难以
支撑大局。

“一木难支”牵涉的主要人物有
三个：任恺、贾充、和峤，他们都是
西晋大臣。

公元 265 年，司马炎篡位称
帝，史称晋武帝，任恺被任命为侍
中。《晋书》曰：“恺有经国之干，
万机大小多管综之。性忠正，以
社稷为己任，帝器而昵之，政事多
谘焉。”

与任恺同时受到晋武帝器重
的还有车骑将军贾充，《资治通鉴》
称其“为人巧佞……朝野恶之”。

任恺就想将贾充排挤出京城
洛阳。公元271年，河西少数民族
发动叛乱，骚扰秦、雍之地，晋武
帝忧虑，任恺建议派一位有威望、
有谋略的大臣前去安抚，并称贾充
是最佳人选。晋武帝便下令让贾
充统领秦州、凉州各地军事，即日
赴任。

接到命令，贾充愁死了，因为
他知道，一离开京城，就离开了权
力中心，想再回来就难了。

贾充无奈出发，众大臣在夕阳
亭为他送行。抱着一丝希望，贾充
问荀勖有什么办法让自己留在洛
阳，荀勖献计“和皇帝结亲家”。

在荀勖等人的运作下，贾充
的女儿贾南风成功上位，成为太
子司马衷的妃子，贾充也如愿留
在了洛阳。

贾充和任恺的梁子就此结
下了。他瞅准机会，以其人之道还
治其人之身，向晋武帝推荐任恺做
吏部尚书。

做了吏部尚书的任恺从此没
了随从皇帝的机会。贾充和荀勖
步步紧逼，向晋武帝进谗言，说任
恺生活奢靡，并且私藏御用食器。
谗言进多了，晋武帝就信了，不再
重用任恺，只让他做一名散官。

在任恺失势的时候，有人问他
的好友、中书令和峤：“你为什么
眼看着任恺遭人诬陷而不出手相
救？”和峤回答：“元裒（任恺的字，
bāo）如北夏门，拉攞（ luó）自
欲坏，非一木所能支。”任恺的处
境就像洛阳的北夏门一样，眼看
就要崩塌，不是一根木头能支撑得
了的。

□记者 陈旭照

李程“高考”过关，官运亨通，后
来也当过东都留守，管辖过东都洛
阳，但这个人有个毛病：懒散。

史书里说，他好睡懒觉，任翰林
院学士时，“常视日影为候”，“日过
八砖”才上班，比大姑娘出门还磨
蹭，人送绰号“八砖学士”。

所谓“日过八砖”，意思是太阳
照到翰林院台阶的第八块砖。其他
学士可是太阳照到第五块砖时就上
班了。而且，李程“不修仪检，滑稽

好戏”，没正形。
有一年，他听说有个叫浩虚舟

的才子参加考试，考题跟他当年考
过的一样。他怕人家写的赋超过自
己，专门派人调出浩虚舟的试卷看，
启封时忐忑不安，好像自己应考一
样。直到阅罢答卷，他方才心安：

“这个人还是不如我水平高！”
对好胜心强的人来说，人生处

处是考场，永远都在拼名次、拼分
数，着实难轻松啊！

□记者 张丽娜

故事的男二号（是的，你没看错，
不是男一号，而是男二号），乃“高考
落榜生”李程。

故事的男一号，是扭转“落榜生”
命运的“路人”杨于陵。

杨于陵素质过硬，十八九岁就中
了进士，入朝后当过京兆尹、吏部尚
书，有手段，有原则。

唐代著名“牛党”领袖牛僧孺，就
是老杨提拔的。

牛僧孺是唐代著名政治家、文学
家，一生精彩，叱咤风云，进为宰相，
退为东都留守，喜欢在洛阳的别墅中
与白居易一起玩石头，人如其姓，牛
气得很。

能发现这种人才的杨于陵，自然
也很牛。

话说唐德宗贞元十二年，也就是
公元 796年，李程同学参加进士科

“命题作文”考试，写了一篇《日五色
赋》，自我感觉发挥良好。

出了考场，正碰上杨于陵下班。
杨大人拉住李同学的手，亲切地问：

“这位同学，今年考题难不难呀？你
考得咋样？”

李同学激动地掏出草稿给杨大
人看。

杨大人边看边点头：“嗯，不错，
此文主题突出、文辞优美，乃上乘之
作！李同学，今年的状元非你莫属！”

然后，杨大人就被现实打脸了：
他相中的状元人选，居然落榜了！

杨于陵越想越气：这么优秀的
人才都不录取，主考官是吃闲饭的
吗？可是“高考”不归他管，要是直
接骂主考官，会自讨没趣。

咋办呢？老杨眉头一皱，计上
心来。

他在往年的科考试题集里偷偷
添上李程的文章，但没署名，然后拿
着去见主考官，故意找碴儿：“你为
何要出旧试题？”

主考官蒙了：“不是吧，我记得
以前没出过这道题呀……”

老杨拿出旧试题集：“看见没？
这就是证据！早有人写过这篇赋
啦，韵脚都一样。”

主考官吓得脸都白了，出错试
题可是要出大事儿的呀，怎么办？

怎么办？
老杨乘胜追击：“今年要是有人

写出这样的赋，你给打多少分？”
主考官直擦汗：“没有就算了，

要是有，必须让这人当状元呀！”
话已至此，老杨明白，可以收

套了。
老杨拍拍主考官的肩，和蔼地

批评对方：“不是我说你，你这个考
官今年当得失职，错失人才了！刚
才我是逗你玩的，这篇赋其实是今
年的考生李程写的。”

主考官翻出李程的卷子一比
照，果然一字不差，羞愧是羞愧，却
也松了一口气，赶紧填写“录取通知
书”，重新发榜，公布李程为“全国高
考”第一名。

▶▶人生处处是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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