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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太学
□记者 陈旭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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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案件要处死那么多人
我怎么能不谨慎呢

洛洛河河 学 堂

河南博物院里有一支骨头制的笛子，它被摆放在展厅进门处的角落里，标签上没有特别推介，乍一看
很不起眼儿，若非央视《国家宝藏》重磅推荐，注意到它的人大概不会特别多。

音乐系的学生见到它，则会生出众里寻他千百度的亲切感：“啊，这就是贾湖骨笛呀！”
是的，它便是贾湖骨笛！
它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吹奏乐器，是学习中国音乐史绕不开的宝物。
它是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院之宝”之一。

女仆从富户家逃走
不知道去了哪里

我秘密派人四处寻找女仆
现在终于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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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钱若水来到知州的办公室，让知州屏退左右，

上前说道：“大人，我之所以迟迟不判决，是因为要找到逃走
的女仆。我秘密派人四处寻找，现在终于找到了。”

知州大吃一惊，问：“人不是已经被杀了吗？怎么还活
着？人现在在哪里？”

钱若水秘密派人将女仆带到州衙，知州将女仆藏在屋
里，垂下门帘，然后叫来女仆的父母，问：“如果你们见到女
儿，还认识她吗？”女仆的父母流泪道：“我们当然认识了。”

女仆从屋中走出，她的父母失声痛哭：“这就是我们的
女儿啊！”

富户被带到大堂，当场去掉刑具，无罪释放，但他迟迟
不肯离去，对着知州叩头拜谢：“要是没有大老爷明察神断，
我就要被灭族了！”

知州脸红道：“要谢你就谢钱推官吧，这不是我的功劳。”

洛洛河河 旭 事

在《赃物没起获，怎么能结案
呢》（1月3日《河洛》版）一文中，咱
们讲了北宋的向敏中破案的神奇故
事，故事记载于司马光的笔记体小
说《涑水记闻》里。

司马光在这本书里还讲了另一
个破案故事，故事相当曲折，故事中
的“神探”名叫钱若水，河南新安人，

《宋史》称其“美风神，有器识，能断
大事”。

北宋雍熙年间，考中进士的钱若水被
任命为同州观察推官。

北宋时的同州，就是现在陕西省渭南
市的大荔县，著名的大荔西瓜就产自这里。

观察推官是个啥官？知州的幕僚，掌
推勾狱讼之事。

同州有个乡民，因为家里穷，将女儿送
到一富户家当奴仆。有一天，这个女仆从
富户家逃走了，也没有回自己家，不知道去
了哪里。

乡民问富户要女儿不得，便一纸诉状
将其告到了同州州衙，知州下令录事参军
（州府低级官员，掌管文书）审理此案。

这个录事参军，以前曾开口向富户借
钱，但富户没借给他，因此一直怀恨在心。
今日见富户终于落到自己手中，录事参军
不由得一阵高兴：“叫你当初不借给我钱，
看我现在咋收拾你！”

急于报复的录事参军对案子粗粗一
审，就认定富户父子伙同他人杀了女仆，而
后将尸体扔进河中，致使尸体随波漂流，无
影无踪。然后，他又“坐实”案件的主谋是
谁、帮凶是谁，他认定的涉案人员一一都给
安了罪名，而且罪都该杀。

罪名定下，得有富户的供状，录事参军
下令严刑拷打，“富户不胜捶楚，自诬服”。

案件“审结”，报送知州，知州和众官
员复审，都没发现什么异常，都觉得此
案已成铁案，唯独钱若水总觉得哪里不
对头。

钱若水将案件扣下，迟迟不判决。录
事参军害怕夜长梦多，闯进钱若水的办公
室质问：“你是不是拿了富户的钱财，准备
替人家开脱？”

钱若水微微一笑，说：“这个案件要处
死那么多人，我怎么能不谨慎呢？”

10天过后，连知州都等得不耐烦了，
屡屡派人催促钱若水结案，钱若水不听。
州衙上下都觉得钱若水莫名其妙，在猜他

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我只求断案公正
同州没有冤死之人4

知道了事情的前前后后，富户来到钱若水的办公室，要
当场表达谢意。钱若水紧闭房门，坚决不开，并撂下一句
话：“知州派人找到你家的女仆，此案才得以大白，跟我有什
么关系呢？”

富户求见不得，绕墙而哭。回家后，他“倾家资饭僧，为
若水祈福”。

因为钱若水屡屡拨乱反正，救了数十个即将冤死之人，
知州准备上报朝廷为他请功，钱若水推辞道：“我只求断案
公正，同州没有冤死之人，论功行赏不是我的本心。况且，
如果朝廷因为这事儿奖赏我，那置录事参军于何地？”

录事参军闻听此言，惭愧地来到钱若水的办公室向他
表示感谢，钱若水好言相劝：“案子情况复杂，偶有过失再正
常不过，没有什么值得感谢的。”

这件事传开后，“远近翕然称之”，到最后连宋太宗都听
说了，赞叹之余，下旨连升钱若水的官职，“自幕职半岁中为
知制诰，二年中为枢密副使”。

作为学生尤其是高中生，很多人都有
一个北大梦或清华梦，因为它们是当今中
国的最高学府。如果在东汉，学生们最想
上的是太学，因为太学是当时国家的最高
学府。东汉太学就设在洛阳。

讲东汉太学之前，先普及一下有关太
学的常识。

太学这个称谓早在西周就有了，但真
正成为教育机构是在西汉，汉武帝听取董
仲舒的建议，在长安设立太学。到了东
汉，刘秀在洛阳称帝，太学也跟着搬到了
洛阳。

东汉以降，曹魏、西晋、北魏，太学一
直是洛阳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隋唐时期，太学与国子学、四门学等混
杂在一起，已不再享有最高学府的盛誉。

到了元、明、清，最高学府改称国子
监，但人们习惯上仍称其为太学。

话题回到东汉太学上。它位于洛阳
城南开阳门外御道东，就在如今的伊滨区
佃庄镇太学村附近。

东汉太学始建于公元29年，后来屡屡
扩建，到了公元51年，建造的太学讲堂“长
十丈，宽三丈”。公元131年，汉顺帝下诏
扩建太学，“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
五十室”。

再说学生人数。西汉太学刚创立时，
据说只有教师5人、学生50人，到了东汉，
太学最盛时学生有3万多人。

太学教师称作博士，都是国家级儒学
大师，平时除了教学生《诗》《书》《礼》《易》
《春秋》等经典，“国有疑事”时，他们还充
当皇帝的顾问。

太学学生被称为诸生、太学生、博士
子弟、游士等。

太学学生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中央
选拔，一种是地方保送。不论是哪种，都
要求生源“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
里，出入不悖所闻”。

太学规定，学生入学年龄不低于18
岁，但对于成绩特别优秀的条件可以放
宽，据说招收的学生最小者只有12岁。

（资料图片）

“请叫我‘神探’”之钱若水

我找到了失踪的女仆
□记者 陈旭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