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笨拙的防盗办法

南宋洪迈的《夷坚志》里记载了一则宋

人防盗的故事，令人啧啧称奇。 张循王家境

富裕，府中藏银两颇多，便日日担心窃贼盗

取，茶饭不香，后突然想到一妙法。 他把家

中所有的银子每千两熔成一个大银球。 这

银球重达半吨， 放在家中就算来了窃贼一

时也无法搬走，张循王得意地称之为“没奈

何”，从此高枕无忧。 张循王的防盗故事告

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 有时最笨的办法

却能产生最有效的结果。

最奇特的防盗方法

张循王的防盗手法与清朝重臣曾国藩

相比却相形见绌了。 据《曾国藩家书》自叙，

其在十多岁读私塾时便令老师头疼， 倒不

是因为他是个“问题少年”， 而是由于太过

愚笨， 背书能力极其低下， 常常被老师责

罚。 一次曾国藩因为白天未能完成背书任

务而压力过大， 便连夜苦读。 巧的是， 恰

值一梁上君子潜伏在房顶， 欲待夜深人静

时作行窃勾当， 见一小孩背书， 便欲候其

睡去再下手， 可没想到等了又等， 便又在

屋梁上睡了一觉， 醒来后发现曾国藩还在

翻来覆去背诵那篇课文。 在经历一夜精神

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下， 小偷终于崩溃了，

他愤然跳下房梁， 劈手夺过曾国藩手中课

本， 当着曾国藩的面流利地把那篇文章背

诵下来， 然后扬长而去。

最具真情的防盗方法

当然不是每人都具备曾国藩那样“过

人” 的天赋的， 对老百姓而言， 有时动用

真情也能打动盗贼， 起到意外的防盗效

果。

据清朝梁溪坐观老人的《清代野记》中

记载， 居住京城西河沿西头处有一户人

家， 仅寡妇孤女二人， 死去的丈夫为她们

留下一些积蓄， 正值女儿婚嫁， 母亲便倾

其所有为女儿备上丰厚的嫁妆， 结果被盗

贼获悉。 一夜， 一贼翻墙撬门， 母亲听到

动静， 情急之下故意大声对女儿喊：“莫非

你舅舅又来了？ 你舅舅总认为我们有钱，

不知寡妇孤儿的苦处， 今天既来了， 你把

嫁衣扔出一件给他， 让他做赌资吧。 ”母亲

随手从窗户扔出一件衣服。 贼不言语， 持

衣而去。

第二天母女又听到有人翻墙， 母亲惊

呼道：“这该怎么办呀，你舅舅又来了！ ”没

料到此贼在窗外答道：“你们不要惊慌，我

是来还账的。 前日冒犯，很是过意不去， 今

天我把衣物还你了。” 天亮后， 母女在台

阶上发现一纸包， 里面除了一件嫁衣外，

还裹着一封用红纸包着的银子， 上面写着

“花仪二两”， 没有署名。 这着实让母女惊

喜一番。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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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汉代， 这方面的知识日益丰

富，孕妇不仅要注意姿势、行动，也有饮

食禁忌。

除此之外，孕妇更要保持愉悦的心

情，文学家贾谊说：“独处不倨，虽怒不

骂，胎教之谓也。 ”因为在时人看来，母

亲心情的好坏直接影响孩子的聪慧程

度以及他们将来的善恶取向，“故妊子

之时，必慎所感。 感于善则善，感于恶则

恶。 ”既然胎儿对外界的东西有“所感”，

那么就应该让他（她）在妈妈肚子里听

纯正的声音，比如高雅的礼乐；不纯正

的“淫声”不能听。 或者可以给胎儿朗诵

诗歌、讲故事，这样才会才貌双全，“如

此，则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过人矣。 ”

这个结论也许并无多少科学依据，更多

美好愿望的成分，却反映出人们对胎教

的重视。 （据《半岛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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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

造假哥

”

不敢认父

近一时期， 造假事件层出

不穷， 充斥视听， 其中不乏社

会名流、 政界新锐， 他们或虚

报年龄， 或篡改学历， 或抄袭

论文， 用瞒天过海之术， 以速

求晋级资历。

其实我国古代也有不少

“造假哥”， 可是与现代“造假

哥”不同的是，有些古人的遭遇

让人同情， 让人悲愤， 比如魏

晋之际的文学家赵至便是一个

例子。 那么， 他“造假”有什么

难言之隐呢？

后来赵至官运亨通， 升至幽州从

事，并以“全国优秀公务员”的身份前去

洛阳接受表彰，这时他才了解到母亲早

已去世的消息， 这一残酷现实把他那

“以宦学立名，期于荣养”的美好愿望击

得粉碎，他感到“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悲

哀，悲愤于“父在不能相认，母死不能守

孝”的无奈，于是“号愤恸哭，欧血而

卒”，死时仅 37岁。

作为“兵家子”的赵至不惜造假只

是为了追求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这自

然不同于今天那些唯求名利“更快、更

高、更远”发展的现代“造假哥”们，但是

古今造假，都逃不出一个结局，那便是

假的终究真不了。

（据《河北青年报》）

“士伍”出身，永无仕进机会

《晋书》卷九二《文苑·赵至

传》介绍了“造假哥”赵至的悲剧

人生。赵至是“士伍”出身。“士伍”

即魏晋时的“士家”或“兵家子”。

“士家制度”是曹操建立的，所谓

的“士家”即世代当兵之家，曹操

建立这个制度的初衷是为了保证

国家兵源的稳定供应， 而把一部

分百姓集中在固定区域居住，另

立户籍以别其他编户齐民。“士

家”中的成年男子要服兵役，要在

公共土地上“屯田”，且一入“士

家”便世代列为贱籍，永无仕进机

会。

《世说新语·贤媛》上有一则

故事颇能说明士庶通婚的艰难。

“官二代” 王济看中了一个很有

才干的“兵家子”，想把妹妹嫁给他，可

是王济母亲通过实际观察，推测出这位

“兵家子”寿命不长，便以不长寿，即使

有才干也难以展现的理由拒绝了这门

亲事。 王济母亲所谓的“必不寿”无非是

借口，魏晋时代士庶不通婚的通则才是

问题的关键。 这又说明“兵家子”即便搭

上了攀龙附凤的“高铁”， 也不可能像

“官二代”那样凭父祖余荫官至高位，而

势必要从基层小吏做起，一步步艰难挪

腾，没有较长的寿命怎能位达高官？

赵至一门心思地想通过做官来转

变自己的人生轨迹，他信奉“学而优则

仕”，于是拜师受业、 刻苦读书， 而随

后发生的一件事更加坚定了他的想法。

一日上课时， 赵至突然听到窗外传来

父亲耕地时发出的叱牛声， 他放下书，

透过窗外看见父亲佝偻着身子， 奋力

耕作的情景， 不由低声抽泣起来。 老

师问他原因， 赵至悲痛地说， 我不能

光耀门楣让父亲免除耕劳之苦， 因此

哭泣。

14 岁时， 赵至来到洛阳太学游历，

遇见大名士嵇康， 便决定一生追随他。

不久赵至回到家乡，却遭到母亲的极力

挽留， 因为他已经到了服兵役的年龄，

如果逃避兵役，按晋朝律令，家人会受

到牵连的。 赵至不得已，只能通过装疯

卖傻的方式逃离家乡。

伪造档案当上“公务员”

为了把脑门上“兵家子”的烙印彻

底抹去， 赵至开始了自己的“造假”冒

险。 他首先把名字改为赵浚，然后远赴

辽西郡，利用边远地区户籍管理不严的

漏洞，伪造“档案”。

不久， 赵至因学识渊博被辽西地

区举荐为郡计吏， 正式踏入了“公务

员”序列。 郡计吏是郡府掌管人事、 户

口、 赋税等簿籍的小“公务员”，按规定

年末要到京师将有关文书呈送朝廷。

在洛阳， 赵至巧遇父亲， 当时赵母已

病故， 赵至的“失踪”让父母受到不小

的牵累， 这也可能是导致赵母早逝的

原因。 父子二人远远相望却不敢相认，

生怕让人发现赵至的“违纪行为”而影

响前途。

母死不能守孝悲愤而亡

我国古代也有胎教

胎教在现代来说很是流行，

可是你知道吗？ 我国古代就有胎

教的理论基础和要求。西周时期，

人们就总结出一套胎教知识，并

专门记录下来供后人参考。 汉代

时，这方面的知识日益丰富，孕妇

不仅要注意姿势、行动，也有饮食

禁忌。

据《大戴礼记》等书记载，胎教的历

史相当悠久。 远在西周，人们就总结出

一套胎教知识，并专门记录下来供后人

参考，“胎教之道，书之玉板，藏之金匮，

置之宗庙，以为后世戒。 ”这里说“置之

宗庙”， 表明当时的胎教还局限在贵族

阶层，并不普及。

战国时期，普通老百姓也开始注意

胎教， 孟子母亲当年怀孕， 就是如此。

《韩诗外传》 卷九记孟母说：“吾怀妊是

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 胎教之

也。 ”从孟母的话可以看出，那时的胎教

首先要求孕妇注意身体姿势、 日常行

动，要安心养胎；如果任意走动，受到惊

吓，孩子出生后可能会落下病根。 这是

胎教的生理环境，也是胎教的基础。

古人防盗怪招

盗窃之风，古已有之，天下无

贼只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 翻

阅古人笔记， 发现几则防盗故事

颇为有趣。

●侧重姿势、运动、饮食

●西周就有“胎教书”

装疯卖傻逃避服兵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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