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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人的高考

对于高考，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但有一
件事可以确定，考试永远很艰难，就连老舍也曾
吐槽，考而不死是为神。不过相比今天的高考，
古代人的科考考的不仅仅是基本功，更是心性和
意志。

赶考路途漫长

说到古代“高考”，第一关难的不是试卷，
而是赶考路。相对古代考生，现在的学生已经很
幸福了，考场基本都在家门口。而古代考生如果
是参加会试或者殿试，必须到当时的京城。为
此，他们需要计算好时间提前启程，否则就会错
过考试时间，而且赶考的路途十分艰辛。

例如北宋的京城在开封，位于整个国土中
央，位置比较优越。不过对南方考生来说，在长
安在洛阳没啥区别，都得跋山涉水，划船渡江千
里迢迢来考试。而到了南宋，由于金兵入侵，京
城就搬到了杭州 （临安）。政治中心首次南移，
这对生活在浙江、福建、江西、江苏的考生非常
友好。但河南考生就要跨越淮河、长江去南方赶
考，四川的考生们出了蜀道基本一路漂流而下。

赶考路一般走上两三个月都算正常的，拿清
朝考生左宗棠来说，他当时在湖南湘阴，就是今
天的岳阳。史料记载，两次落榜的左宗棠，第三
次进京赶考的时间为道光十七年 （1837 年） 十二
月初，到北京的时间是道光十八年 （1838 年） 二
月。因此，他花费在路上的时间是两到三个月，
还算可以。

像云南考生就更惨啦，他们得先到贵阳，再
到湖南，经湖南到湖北，一路北上到北京。之所
以这么走是因为这条线路上有很多驿站，交通食
宿比较便利。

舟车劳顿只是古代考生面临的诸多挑战之
一，此外，在途中还要应对各种安全风险以及个
人的身体状况等。像清人龚炜在进京赶考时，路
上既中暑又晕船，折腾到最后干脆不考了，半路

返 回 ， 甚 至 为 此 怀 疑 人
生，不再想当官。

考场环境险恶

如果顺利抵达京师，
先恭喜这部分考生，因为
已 经 筛 掉 一 部 分 竞 争 者
了，接下来就是进场考试
了。因为科考事关仕途官
运，作弊就成了科考挥之
不去的阴影。为了防止作
弊，考生们必须排队，一
个个脱光衣服验身，仔细
检查有没有带小纸条。

进去之后，是一间间
不到两平米的小黑屋，叫

“号舍”，长的跟牢房差不太多，有的在室内，有
的在露天。古代江南的乡试一般在秋初举行，此
时天气非常炎热，经常有考生因中暑生病、食物
中毒导致意外死亡，还有的是被藏在号舍屋檐等
犄角旮旯的毒蛇咬死，总之考试环境的恶劣程度
已超出今人的想象。

古代乡试、会试都是连考三场，每场三天，
考生带着笔墨蜡烛和干粮进去，一坐就是一天，
吃喝拉撒全在号舍里面。

据记载，康熙三十六年 （1697 年） 的状元李
蟠家境贫寒，而他身材高大又特别能吃，当时带
了36个馒头进考场。最后因为写字太慢，监考官
又多发给他几支蜡烛，一直考到深夜，馒头也全
吃光了。康熙皇帝知道这件事后，不但没有怪罪
他，反而认为他是一个难得的苦学之士，最后破
例让他做了头名状元，一时“饽饽状元”李蟠传
遍士林。

坚持高中成考神

古代“高考”难度比
今天艰难多了，能坚持下
来的绝对不是一般人，下
面看看古代的考神都是怎
么考过来的。

一号考神韩愈：韩愈
19 岁参加进士考试，连考
三次，次次不中，到第四
次才考中。千万别以为这
下光明了，要想成为政府
官 员 ， 吏 部 那 还 要 考 一
次，韩愈又连考三次，还
是都不中。于是韩愈就给
宰相写信，连续三封石沉
大 海 。 后 来 又 登 门 拜 访 ，
三 次 上 门 ， 次 次 被 轰 回
来，后门走不通就回来接

着考。功夫不负有心人，32 岁时，韩愈终于考上
了。

二号考神欧阳修：欧阳修国考那天，有个姓
李的考生生病，趴在桌子上哼哼。欧阳修见状一
把拽起李考生，一顿精神鼓励，还把自己的试卷
给他参考。李考生参考了欧阳修试卷的一半，结
果和欧阳修一起考中。成为官员后，李考生还专
门找人雕造了欧阳修的塑像，放在家里天天供
着。

三号考神刘凤诰：清代乾隆年间，有个江西
书生叫刘凤诰，勤奋好学，乡试、会试连连及
第。可惜他相貌丑陋，只有一只眼睛。按当时规
定，五官不全者不能及第入仕。好在当时会试的
主考官是个爱才之人，硬着头皮禀报了乾隆。乾
隆不想背“以貌取人”的锅，只好亲自上阵考验
一下这位南方丑儒。

殿试当日，乾隆帝高坐龙椅之上，一见刘凤
诰的长相，心里不免有一些轻视。他一摆折扇，
念出一句上联：“独眼不登龙虎榜。”在场的人一
听，知道皇上在暗讽刘凤诰独眼，大家都替他捏
了把汗。 岂料刘凤诰不仅没被吓到，还挺胸昂首
对出下联：“半月依旧照乾坤！”乾隆帝见他如此
气魄，顿时刮目相看。沉吟一会，又出上句：

“东启明，西长庚，南箕北斗，朕乃摘星汉！”
刘凤诰不卑不亢，马上接招：“春牡丹，夏

芍药，秋菊冬梅，臣是探花郎！”乾隆帝大喜，
当场钦点刘凤诰为殿试探花，登上金榜，欢喜归
家。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从古至
今，考试路途和过程都没有那么简单容易。而今
天的高考本质上其实是对多年来努力学习的总
结。相信不论考试有多难，只要怀有一颗坚韧的
心，坚持最后，势必会取得好的结果。

（据《搜狐网》）

近日，由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和中华世纪坛艺术馆主办的“三国
志·文化主题特展”已线下开展近一个月，吸引了大量文博爱好者一
睹风采。

“这场展览精选 170 余件珍贵历史文物，重现了真实的历史风
貌，从多方面展示了东汉、三国、西晋等时期文物考古研究的新成
果。”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展览处副处长李天凯说。

古代的“修正液”
如果写字写错了，你会用什么擦除？铅笔字可以用橡皮，圆珠笔

或者钢笔写的字可以用修正液。古人写错了，他们会怎么改正呢？
由辽宁博物馆馆藏的汉代金马书刀给出了答案。造纸术发明之

前，简牍是主要的书写材料。如果在书写过程中遇到笔误，就会使用
书刀将错字削去。汉代的书刀兼具实用性与装饰性，其中工艺最精湛
的就属金马书刀了。金马书刀装饰精美，汉代甚至掀起过佩戴书刀的
风尚。

另外，《梦溪笔谈·卷一》 上记载：“馆阁新书净本有误书处，以
雌黄涂之。尝校改字之法：刮洗则伤纸，纸贴之又易脱，粉涂则字不
没，涂数遍方能漫灭。唯雌黄一慢则灭，仍久而不脱。古人谓之铅
黄，盖用之有素矣。”意思是沈括在朝廷馆阁新抄写时，一旦出现错
误之处，即以雌黄涂抹、改之。而且我们从这段史料中还可以得出

“雌黄”比现代修正液可能还要厉害，它厉害之处是把它涂在字上
后，“一漫即灭，仍久而不脱”。

古代的“桌游”
平时，你和小伙伴玩什么游戏？
由洛阳博物馆馆藏的陶制六博案在洛阳嵩县吴村出土，乍一看，就是一块普通的正方

形板砖。不过在汉代，这是一项名为“六博”的古老棋戏的棋盘。
“六博”在汉代十分盛行，因投六箸以行棋而得名，大约于春秋时期出现。《后汉

书·梁统列传》中曾记载权臣梁冀就会“六博”，《史记·滑稽列传》中也有“若乃州闾之
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的描述，“六博”在汉代是雅俗共赏的娱乐活动。

曹操的书法
魏国是三国时期割据政权之一，后世史家多称曹魏，是三国之中最强大的国家。曹魏

虽以军力起家，但曹氏一族在文学上具有相当成就，如曹操和其子曹丕、曹植都擅长写
诗。

由汉中博物馆馆藏的摩崖石刻拓片上书写的隶书“衮雪”二字，字形浑圆流动，有澎
湃之势，传为曹操手书。相传建安二十四年，曹操驻兵汉中褒谷口运筹国事，见褒河流水
汹涌而下，撞石飞花，犹如雪浪翻滚，便挥笔题写“衮雪”两字。随从人员不解“衮”为
何缺三点水，曹操笑答：“一河流水，岂缺水乎！”这一“文字游戏”遂成千古美谈。

清代学者罗秀书在 《褒谷古迹辑略》 中感慨道：“昔人比魏武 （曹操） 为狮子，言其
性之好动也。今见其书如此，如见其人矣！”

古代的印章
蜀国即蜀汉、又称季汉，是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西南方的一个政权。长期来看，蜀汉

政权对南中地区的管理，为我国西南地区的开发起到了积极作用，更为中华民族融入了优
秀基因。

由云南省博物馆馆藏的“孟腾子母印”在云南昭通市二坪寨梁堆墓出土。这枚子母印
由大小两枚印章组成，大印印文为“孟腾之印”；小印印文为“孟腾”。小印可以嵌入大印
中，故称为子母印。

相传“孟腾子母印”与诸葛亮征讨西南“七擒孟获”有关。孟姓曾是东汉魏晋时期云
南、贵州和川南一带的“南中大姓”，可以左右南中政局。刘备去世后，南中大姓造反，
丞相诸葛亮南征，七擒孟获，平定动乱。史籍中关于孟腾的信息不多，历史学家认为与孟
获来自同一豪族，代表了当时的地方势力。“孟腾子母印”是以南中孟姓为代表的西南人
群逐渐融入中华民族的有力证据。

古代的“手工”作品
吴国是三国之一，也称“孙吴”。由于与曹魏、蜀汉呈鼎立之势，所统治地区又居于

三国之东，故亦称“东吴”。
在孙吴政权的艺术发展方面，陶瓷是最为突出的。青瓷俑在三国孙吴墓葬中多有出

土，这些俑主要是生前服务于墓主人的侍卫和奴仆，包括持刀而立的武士俑、烹饪美食的
庖厨俑、侍奉文事的文书俑、击鼓吹奏的伎乐俑等，俑的身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等级和社
会分工，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写照。

展览中的青瓷羊高 25 厘米，长 30.5 厘米，造型生动，挺胸昂首，口部微微张开，四
肢蜷曲，头生弯角，肩部有双翼，带有宗教意味。青瓷羊整体施绿釉，晶莹无暇。羊头顶
部开一圆孔，推测其原为烛台或酒樽。 （据《新华网》）

带你看一千多年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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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心态 自信面对
红叶

从古自今，高考绝对不是考生一个人在战
斗，而是一家人在决战。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 届高三
考生遭遇了开学延迟、网上授课、高考延迟等
多重变化，不确定因素的叠加会扰乱人的情
绪，有些考生为此焦躁不安、忧心忡忡。如何
利用好最后这段备考时间，稳定情绪、提高效
率，踢好临门一脚，是此时考生和家长最关心
的事情。

学会科学用脑提高备考效率。人的身心所
能承受的刺激是有限的，心理学研究表明，人
的情绪如果过度紧张，容易出现“超限抑制”，
通俗地讲，人的身心会自动暂停工作。所以，
要引导学生提高备考效率，就要让他们学会尊

重身心规律。有研究表明，大脑不喜欢高压力
状态，因此考生学习的环境不能太逼仄，要给
大脑留有空间；大脑需要休息，所以要劳逸结
合；大脑需要氧气，所以在备考之余要保持适
度户外运动等。

规律生活，保持愉悦情绪。规律生活、定
期取悦自己是保持愉悦情绪的有效策略。面对
不确定的外部环境，让自己保持良好情绪和状
态的方法，就是努力保持局部的确定性。作为
老师，要引导学生将自己能做的事尽力做好，
建立动静结合、相对稳定的生活节奏，定时做
一些让自己愉悦的事。考前两周内，建议考生
对照高考时间表调整好生物钟，根据高考时间
表进行日常作息，做模拟试卷，以提高自己对

高考的适应性，让自己更从容地迎接高考。
营造积极、乐观、温馨的外部环境。心理

学研究表明，积极、乐观、温馨的外在环境能
增进人的幸福感，充满信任和友爱的人际关系
能增进人与人的亲密度和信任感。学校环境的
和谐温馨、老师的悉心指导和关爱、同伴的互
相勉励支持、家人的关心与照顾，都能增加考
生应对困难和挑战的力量和勇气。

大考在即，愿所有考生以最饱满的热情、
最昂扬的斗志、最刻苦的精神、最坚韧的毅
力，全力以赴，坚持到底，满怀信心地去迎接
高考，争取优异的成绩。

第三章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规划、国土整治和资源环境保护的要求、土地供给能力以及
各项建设对土地的需求，组织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规划期限由国务院规定。
第十六条 下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依据上一级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编制。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编制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的建设用

地总量不得超过上一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控制指标，
耕地保有量不得低于上一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控制指
标。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编制的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应当确保本行政区域内耕地总量不减少。

第十七条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按照下列原则编制：
（一） 落实国土空间开发保护要求，严格土地用途管

制；
（二） 严格保护永久基本农田，严格控制非农业建设占

用农用地；
（三） 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四） 统筹安排城乡生产、生活、生态用地，满足乡村

产业和基础设施用地合理需求，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五） 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保障土地的可持续利用；
（六） 占用耕地与开发复垦耕地数量平衡、质量相当。
第十八条 国家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编制国土空间

规划应当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可持续发展，科学有序统筹

安排生态、农业、城镇等功能空间，优化国土空间结构和布
局，提升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质量和效率。

经依法批准的国土空间规划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
动的基本依据。已经编制国土空间规划的，不再编制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

第十九条 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划分土地利用
区，明确土地用途。

乡 （镇）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划分土地利用区，根据
土地使用条件，确定每一块土地的用途，并予以公告。

第二十条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行分级审批。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报国务院批

准。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人口在一百万以上的

城市以及国务院指定的城市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经省、自
治区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报国务院批准。

本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以外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逐
级上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其中，乡 （镇）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可以由省级人民政府授权的设区的市、自
治州人民政府批准。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一经批准，必须严格执行。
第二十一条 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标

准，充分利用现有建设用地，不占或者尽量少占农用地。
城市总体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应当与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相衔接，城市总体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中建设用地规
模不得超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和村庄、集镇建设
用地规模。

在城市规划区内、村庄和集镇规划区内，城市和村庄、
集镇建设用地应当符合城市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

第二十二条 江河、湖泊综合治理和开发利用规划，应
当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在江河、湖泊、水库的管理
和保护范围以及蓄洪滞洪区内，土地利用应当符合江河、湖
泊综合治理和开发利用规划，符合河道、湖泊行洪、蓄洪和
输水的要求。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土地利用计划管
理，实行建设用地总量控制。

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
家产业政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及建设用地和土地利用的
实际状况编制。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应当对本法第六十三条规
定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作出合理安排。土地利用年度计划
的编制审批程序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审批程序相同，
一经审批下达，必须严格执行。

第二十四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将土地
利用年度计划的执行情况列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的内容，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报告。

第二十五条 经批准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修改，须经
原批准机关批准；未经批准，不得改变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
定的土地用途。

经国务院批准的大型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
用地，需要改变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根据国务院的批准文
件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的能源、交通、水
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用地，需要改变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属

于省级人民政府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批准权限内的，根据省级
人民政府的批准文件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第二十六条 国家建立土地调查制度。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

进行土地调查。土地所有者或者使用者应当配合调查，并提
供有关资料。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
同级有关部门根据土地调查成果、规划土地用途和国家制定
的统一标准，评定土地等级。

第二十八条 国家建立土地统计制度。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法进

行土地统计调查，定期发布土地统计资料。土地所有者或者
使用者应当提供有关资
料，不得拒报、迟报，
不得提供不真实、不完
整的资料。

统计机构和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共同发布的
土地面积统计资料是各
级人民政府编制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的依据。

第二十九条 国家
建立全国土地管理信息
系统，对土地利用状况
进行动态监测。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