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捕蝉 老 人 的 秘 诀
姜云　王 英

《 历 代文 选 》中 ，有篇文章讲 了这样一个故
事：

孔子在楚地林中 看到一 位驼背老人，用 长竹
竿粘树上的 蝉 ，就象用 手抓取一样 自 如。孔子对
此大 为惊奇 ，便 向 他请教。老人说：“虽天地之
大，万物之多 ，而 唯蜩 翼之知。吾不反 不侧 ，不
以万物易 蜩 之翼 ，何 为而 不得！”意思 是说 ，尽管

天地如此辽阔 ，广生万
物，但我心 目 之中只知
道有蝉翼存在。我毫不
动摇 ，一心捕蝉 ，不因

为有万物的存在和干 扰而改变我对蝉的专注 ，怎
么能练不出 过硬的本领呢！

好个 “唯蜩翼 之知”！一句话说 出 了从古至今
一切有作为、有成 就的人奋学致成 的 秘 诀 。你
看，无产阶级革命导师 马克思，为 了揭示人类社
会发展的规律 ，给无产阶级指 明斗争的方 向 ，花
费了 四 十年的心血 ，才写出 了 《资 本论》；著名
的医药学家李时珍，历 尽艰辛 ，踏遍千山万水 ，
呕心沥血二十七年之后 ，举世闻 名的《本草纲 目 》
始得面世；数学家 陈景 润 为 了攻克 “哥 德 巴 赫
猜想”，几年如一 日 ，殚思极虑 ，埋头演算 ，才
取得 了杰出 的 成 就……事实证 明 ，大凡想在学 习
和工作中 做出 突 出 的 成 绩和贡献 ，就非得盯 准一
个目 标，苦心孤诣地经过一番 长期的 艰苦顽强的
奋斗 不 可 。 名人治学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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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 记 历 史 年 代
对照法 ：将重大事

件对照 着书忆。如1864
年太平天 国 失败 ，而 马
克思 恩格斯 在这一年创
立第一 国 际 。

间隔 法 ：利 用 历史
事件 的 自 然 间隔 ，从已
知到 未 知 。如1921年中
国共产 党 成 立 ，向 前 推
二十 年，1901年 签 订
《 辛 丑 条 约 》；向 后
推十 年，1931年 发 生过
九•一八事变 ；再 向 后
推十 年，1941年 发生过
皖南 事变 。

联想法 ：由 甲 事件
联想到 乙 事件 。如1917
年卜 月 革命发生；1918
年第一次世 界 大 战 结
束；1919年 “五 ·四 ”
运动 爆发 。

抓特征 ：抓住数字

特征 ，可加深 记忆 。如
1234年蒙古灭金；1616
年努 尔哈赤建立后金 。

顺序法 ：按照 时 间
先后 顺序排列 记忆。如
中国共产党成 立初期 ，
三年开过三 次全 国 代表
大会：这 便是1921年的

“一 大 ”，1922年 的
“二 大 ”，1923年 的
“三大”。

排同 尾法 ：将尾数
相同 的大事年代排列到
一起 ，联系 着 书 记忆 。
如，1662年郑成功收复
台湾；1762清政 府设 伊
犁将军 。

制大事年表：将 已
学过但 又未牢 固 掌握 的
重大事件分 门 别 类编 制
年表 。

陈剑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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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农 不 稳　无 粮 则 乱
——读 贾 谊 的 《论 积 贮 疏 》

鹿谞慧

贾谊 ，西汉著 名 的政论家和文
学家 。他的 文章被鲁迅称为：“西
汉鸿文 ，沾溉后人 ，其泽甚远”。

《 论积贮疏 》是贾谊针对当 时
人们 争 相从事工 商 业 ，而放弃农业
生产 ，引 起粮食 储 备严重不足的 状
况，向 汉文帝 提 出 的一篇奏疏。这个
奏议 在今 天 ，对于 我们进一步搞好
农业生产 ，仍有 其 借鉴的 作用 ，

贾谊 在文章 里指 出 ：只有人 民
富足 了 ，国 家才能得到 治理 。由 于
人们 “背本而 趋末”，西汉虽 然建
立四 十多 年 ，却一直未能解决粮食
问题 ，无论 是 农 民还 是 国 家 ，都没
有积 贮 。尚 若 “失时不雨”，百姓
就惶惶 不安 ，一 但遇到 坏年成 ，赋
税减少 ，朝 廷 就 卖 爵 位 ，百 姓就 卖
儿女。这样 ，国 家怎 能 不危 险呢 ？

所以 ，贾谊主张 国 家 要重视农
业生产 ，增加粮食 储 备。“夫 积
者，天下 之大 命 （命 脉、命 运 ）

也，苟 （如果 ）粟多 而财有余，何为
而不成？以 攻则取，以 守则 固 ，以 战
则胜。”

为了增 加粮食储备 ，贾 谊 主 张
“驱 民而归 之农 ，皆著 （著 ：音zhuo，
着。归 宿，依附 ）于 本”，使 那 些
商人 、手工 业者 和不务 正 业 的 人 ，
都要转到 农业生产上去 ，使 “畜积足
而人乐 其所”。在这里 ，贾谊 为 了发展
农业生产 ，增 加粮食储备而 彻底否定
工商业 ，虽有其片面 性 ，但他敦 促汉文
帝重视 农业生产的思 想还是可取的 。

在封建 社会 ，农业无产 ，粮食储
备关 系 着 国 家的 安危 存亡。在今天 ，
也是如此。我 们 不能 因 为人 民吃粮 问
题解决 了 ，便放松 了粮食的生产 和储
备。当 前我国还 是

“ 无农不稳”，“无
粮则乱”，“对于粮
食生产 ，我们还是
要抓 紧 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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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 道 吗 ？

我国 从 事 自 然 科 学
的高 级 专 家 ，十人 中 有
一人 是 妇 女 ，全 国 共 有
女正 、副 教 授 ，女 正 、

副研 究 员 ，女 正 、副 主 任
医师 ，女 高 级 工 程 师 和
女高 级 农 艺 师 六 千五 百
八十 九 人 。据 统 计 ，女

专家 中 从 事 医 学 研 究 的
人最 多 ，达 两 千 六 百 六
十人 ；其 次 是 教 育 部
门，全 国 共 有 女 正 、副
教授 两 千 四 百 零 九 人

全国 有 女 高 级 工 程 师 ＃

百八 十 二 人 。

（ 秦 阳　辑 ）

语妙 对巧 情长
郭守 义

对联 和诗 、词 相 比 ，虽不 曾 登大
雅之堂 ，一 向被看做是 文人们的雕
虫小技 ，但她着墨不 多 ，落 笔成趣 ，
或抒怀 言志 ，或叙事绘 景 ，或 臧否人
物，都能随处而用 ，做到 雅俗共 赏。

千余年来 ，历 代都给我们 留下
了大量的佳联巧对。如 明 代才华横
溢的 联语能手解缙 ，在 一 次 廷 宴
上，有 个权贵想 当 众刺他一下 ，遂
出了 ：

二猿断木深 山 里 ，小猴子也 能
对锯 （句 ）；

解缙一听 ，随 答曰——
一马 陷足污 泥 中 ，老畜牲怎能

出蹄 （题 ）。
传说 ，宋 代著 名 文人苏 东坡 ，

在一次饮 酒 时 ，其妹苏小妹偶 出 一
联：

哥哥 爱喝冰 冷酒 ，一点 两点三
点；

苏东坡一时无言可对 ，时 隔逾
年，他 看见小妹头上插朵花儿 ，遂
日：

妹妹喜戴丁香花 ，百头千头万
头。

清未某地 乡 试，其主考 和考生
名字 相 同 ，主考忌讳 ，就 出 了 ：

蔺相如 ，司 马相如 ，名 相如 ，
实不相如：考生思考片 刻 ，遂对：

女无忌 ，长孙无忌 ，你无忌 ，

我亦无忌 。主 考笑了 笑 ，录取 了 。
象这样 妙语巧对的联 句还 可 再举

两副 ：

沙印 虎 蹄梅花五 ；
雪映鸡爪竹叶三 。
冻雨洒 窗 ，东两点 ，西三点 ，点

点有 意 ；
切瓜分片 ，上七刀 ，下八刀 ，刀

刀无情 。
这些对联，叫人读 后 ，既丰富 了

生活 ，又增 添 了知识 ，谁能不爱呢。

探索 （国画 ）　林 哲

司马 迁 为 商 人 立 传
丁尚 文

商业 ，曾 经 为 人类社会的 发展作 出 了 积极贡
献。但是 ，在我 国历史上 商业却往往受到 人们的
轻视 ，甚至于 鄙视 ，如孟子 “重义轻利”；商鞅

“ 重耕 战”；“商贾工巧之人无繁”；韩非子 骂 商
人为 “五蠢”之一。秦代 “尚 农除末”把 商人 当
罪犯一样看 待 。西汉时规定 “贾人不 得 衣 丝 乘
车”，并 “重租税 以 困 辱 之”，至 于 “仕 宦 为
吏”，那就更没 商人的份 了 。

然而 ，在轻 商思想 占 统治地位的 时候 ，司 马
迁首却极力推崇 商业 ，充分肯定 了 商人的作用 。他
首先否定了 老子所设想 的 “鸡犬之声相闻 ，老死
不相往 来”的 社会 ，指 出：“农不 出则乏其食 ，
工不 出则乏其 事 ，商不 出 则 三宝绝 ，虞不 出 则 财
匮少”，把农 、工 、商、虞 列 为 “民所 衣食”的
四大来源 。他认 为 由 穷 到 富，“农 不 如 工 ，工
不如 商”。并且通过齐 国本来是 “地 渴 热 ，人 民
寡”，但 由 于 重视 商 品 流 通 ，结 果 由 弱 变 强 ，
伐戎 抑 楚 “九合诸候”的 实 例 ，充 分
肯定 了 商 品 经济的 重要 作用 ，这 在当
时都是很有 见地的 。

司马迁突破 了 “重本抑末”的 观
念，开了 史书 上记 载经济 活 动 的 先
河，为古代二十 多 位工 商业者 立传 ，
充分 赞扬 了 他 们 。如 说 范蟊 “十九年
中三致千金 ，再分散 与 贫 交 、疏 昆
弟。此所 谓 富好行其 德者也”；赞扬
孔子弟 子子贡 由 于有经商本领 ，才使

“ 孔子名 布天下”。他还 列举 了 当 时
一些著名 的 商入，如 “铁山 鼓铸”的
蜀单 民，“独窖仓粟”的 宣 曲 任 氏

等，司 马迁认为 这些 “布衣 匹夫 之 人 ，不 害 于
政，不伤百姓，取与 以 时而 息 财 富”，因 而 ，理
应受到 人们的 重视 ，并说 明 他 为这些人 列传的 目
的，正是 “令后 世得 以 择焉”。司 马 迁 在 两 千
多年 前 的 封建 社会 ，就把商 人象名 臣 贤 相一样地
对待 ，确是难能可贵的 ，难怪过去流 传 着这 么一
句商谚：“财 贸 不流通 ，请 教太史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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