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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点血鸡
端着主人一盘米，
米是什么米？
米是八宝珍珠米。
主家人财两兴旺。
端着主人一碗水，
水是什么水？
水是龙王清泉水。
金玉满堂百事昌。
端着主人一杯酒，
酒是什么酒？
酒是鹤庆大麦酒。
赞个天长与地久。
接着主人一只鸡，
鸡是什么鸡？
鸡是凤凰大公鸡。
荣华富贵满门庭。
今日遇您黄道日，
鲁班弟子叫您做点血鸡。
（掐破鸡冠出血点梁点柱）
左边点的金玉柱，
金玉柱上生贵子；
右边点的银过梁，
银过梁胜万年桩。
保佑主人大发大旺！
起！！
（竖柱完成）

二、
上梁大吉
一把梯十二台，
一台更比一台高。
今日遇您黄道日，
鲁班弟子叫您做天梯。
（两木匠弟子上楼梯）

两个弟子上天梯，
上了一台又一台。
一台更比一台高，
一直爬到仙人桥。
仙人桥上两弟子，
手里拿着丝线绳。
两根丝线往下垂，
一直垂到龙王宫。
左边拴龙头，
右边拴龙尾，
龙头龙尾一起拴。
（拴好梁两头）
左边提龙头，
右边提龙尾，
龙头龙尾一起上。
直接上到仙人桥，
鲁班弟子叫您做中梁。
中梁放在正位上，
保佑主人大发大旺。
（上梁完毕）

三、
丢馍撒银
接着主人喜馍馍，
馍馍好似雪莲花。
福星高照生光彩。
今日遇您黄道日，
鲁班弟子叫您破五方。
一破东方甲乙木，
二破南方丙丁火，
三破西方庚辛金，
四破北方壬癸水，
五破中央戊己土。
阴阳无禁百无禁，
万事大吉又大利！

手拿馍馍抛向东，
接得着是一对，
接不着是一双。
接着者荣华富贵，
接不着富贵荣华。
老年接着长百岁，
中年接着生贵子，
少年接着中状元。
（接着：撒银开始）
打开宝藏库，
遍地撒金元，
接着者荣华富贵，
接不着富贵荣华。

燕京大学是二十世纪初由四所美国
和英国基督教教会联合在北京创办的大
学之一，也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
好、环境最优美的大学之一。燕京大学创
办于1916年。1919年春天，司徒雷登正式
出任燕京大学的校长。

1919 年 6 月，司徒雷登到达北京，当
时，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刚刚结束不
久，但是，学生运动依然还是此起彼伏。
而且，虽然一开始就约定司徒雷登不负责
燕京大学的经费问题，但是，他既然坐上
了校长的位置，经费问题就会来困扰他。
当时，燕京大学一点现款都没有，而实际
情况却是燕京大学需要更换一个更适合
发展的校址，不然，燕京大学则没有办法
发展。司徒雷登接手的燕京大学当时只
有五间教室，一间可容纳一百名学生的大
屋子是饭厅，有时还要用这间大屋子开
会，另外还有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
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以及网
球场和篮球场。此外，刚到手的有一座两
层的厂房，原来是德国人建的，可以改作
课堂和实验室。

面对这种简陋的现状，司徒雷登只有
自己想办法去筹措经费。在一位老朋友的
帮助下，司徒雷登开始为燕京大学筹措经
费。在筹措经费的过程中，难免会遭到尴
尬和白眼，但是，司徒雷登觉得，即使是筹
措经费不成，那么也要和对方成为朋友，以
便以后燕京大学的办学道路能够更加通
畅。不过，司徒雷登曾经感叹说：“我每次
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一类。”足见
他为燕京大学筹措经费付出的艰辛努力。

司徒雷登用筹措的经费为燕京大学
寻找新的校址，他和燕京大学的同仁靠步
行或骑毛驴、骑自行车，走遍了北京的所
有郊区，也未能找到一块适宜的地产。有
一天，司徒雷登应一些朋友之约，到了清
华大学堂，其中的一位朋友问司徒雷登：

“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呢？”司
徒雷登看了看那块地，它坐落在通往颐和
园的公路干线上，离当时的北京城五公
里，由于那里的公路好走，实际上比司徒
雷登之前察看过的其他地方离北京城更
近，因而吸引了司徒雷登，而且，那里靠近
的山坡上到处是中国古代一些最美丽的
庙宇和殿堂并因此而名闻远近的西山。
司徒雷登看上了这个地方，他找到了这块
地当时的主人、山西督军陈树藩。在和陈
树藩交涉的过程中，司徒雷登显示出了一
如平常的那种非凡交际能力，结果，陈树
藩以六万大洋的价格把这块地卖给了燕
京大学，不仅如此，陈树藩还把其中三分
之一的款项捐给燕京大学作为奖学金。

在为燕京大学筹措经费的同时，司徒
雷登还诚恳地为燕京大学请到了刘廷芳
和洪业两位名师，在他们的协助和影响
下，一大批学术大师纷纷奔赴燕京大学任
教。到二十世纪20年代，燕京大学之内已
经是名师云集。当时，燕京大学国文系有
顾随、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
铎等人，历史系有陈垣、邓文如、顾颉刚等
人，哲学系则有张东荪等名师执教。名师
出高徒，雷洁琼、冰心、费孝通、侯仁之等
人，都是那一时期燕京大学的学生。

真正让燕京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
地位的，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二十世
纪初期，司徒雷登了解到美国铝业大王霍
尔有一笔巨额遗产要捐作教育基金，并声
明遗产中一部分是用于研究中国文化的，
由一所美国大学和一所中国大学联合组
成一个机构，来执行这项计划。起初，霍
尔的遗嘱执行机构选了美国的哈佛大学

和中国的北京大学，但是，司徒雷登设法
成功地说服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于
1928 年春，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并设立
了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司徒雷登为了
燕京大学的事情废寝忘食，四处奔走，他
完全把自己当成了一个中国人并为此感
到欣喜。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司徒雷登
不仅把燕京大学看作自己毕生的事业，更
是把它看成是中国事业的一部分，认同这
所大学是中国人的大学。

司徒雷登不仅努力为燕京大学的发
展辛勤奔波，对于学生，他更是像一个慈
祥的长辈，在燕京大学的学生人数较少的
时期，司徒雷登能够准确地说出每个学生
的名字。后来，随着学生逐渐增多，司徒
雷登依然努力做到这一点。当时的燕京
大学有个规定，未名湖里禁止钓鱼，但是，
有个学生却忽视了这个规定，有一天，正
当这个学生手拿鱼竿在未名湖畔悠然自
得钓鱼的时候，司徒雷登慈祥的声音在他
身后响了起来：“这湖里面的鱼不错吧？”
学生一回头，看到了自己面容慈祥的司徒
雷登校长正微笑着看着他，学生不好意思
地收起来鱼竿。从此，燕京大学再也没有
人在未名湖里钓鱼。

1919 年 9 月，中国第一所正规的私立
大学南开大学在天津正式成立。起初的时
候，南开大学只是在南开中学旁边盖了一
座楼房，后来，南开的创办人张伯苓又在距
南开不远的八里台购了七百余亩的土地，
开始筹建南开大学校园。1923年，南开大
学迁入到八里台校园，步入了正轨，进入到
新的发展阶段。南开大学创办伊始就建立
了理科。当时，北京、上海开办的许多私立
大学都只办文、法、史、地、国学等文、法科，
教师抱着线装书上课，而张伯苓却独创新
局，专门聘请留美多年的凌冰博士为大学
部主任，除了开设文科外，还开设理科和商
科，后来改称文、理、商三个学院。这在当
时真的是除旧布新的创举。

南开大学的兴办和发展，意味着张伯
苓的教育事业达到了一个高峰，如日中
天，但是，张伯苓在其中所经历的艰辛却
是非常多的。仅仅是为学校筹措经费一
事，就非常不容易。张伯苓办学正是北洋
政府时期，北京的许多学校正被欠薪欠得
一塌糊涂，政府的学校都快要关门了，张
伯苓却在这时候办了个南开大学。即使
是国立大学，欠薪的现象都是非常普遍
的，教师索要工资的风潮也时有发生。在
这种情况下，身无分文的张伯苓有什么本
事来筹措经费呢？

张伯苓的办学经费首先来自个人的
捐款，其次是来自基金会的赞助，最后才
是政府的补助。个人捐款是需要游说的，
这常常会让人十分难堪。在这方面，张伯
苓的经历可谓是一言难尽。张伯苓曾经
对学生说：“你们大家缴付的学费，和我在
外边捐来的款项，都不在少数，可是未有
一文入了私囊。我虽然有时向人求见、捐
款，被其挡驾，有辱于脸面，但我不是乞
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张伯苓
白手起家创办学校，经费是从社会上一点
点募捐而来的，张伯苓由此得了个绰号：

“化缘和尚”。但是，即使是化缘，也并不
是人人肯干和干得了的。这首先要不觉
得难堪，放下身段，同时还要有些手段，讲
究方式和方法。

张伯苓在筹措经费时的办法是首先
全方位撒网，并有所侧重。不管是绅商、
军阀、政客，还是普通百姓，只要是有心于
教育的人，都会成为他劝善为学校捐资的
对象。张伯苓前期主要是接受北洋与民

国时期的军政要员如袁世凯、黎元洪、徐
世昌、张学良等人和华北地区的绅商及社
会名流如严范孙、李组绅、卢木斋等人的
个人捐款，后期则是努力争取更具稳定性
与连续性的中外基金会、实业公司的捐助
和政府的补助。

当初，张伯苓为了办南开中学，除了
郑菊如捐赠土地外，还有徐世昌、卢木斋、
严子均几位先生共襄义举，筹集白银两万
六千两，建起了新校舍，随后，又得到袁世
凯的捐助，修建了一座礼堂。到此，南开
中学已初具规模。南开大学也是如此。
为了筹建南开大学，张伯苓和严修征得到
了徐世昌、黎元洪的支持，又南下拜访南
京督军李纯等军政要人和社会名流，共募
集大洋八万五千多元作为开办的费用，从
而开创了个人捐资兴办大学的新范例。
有了这笔捐款，张伯苓于1919年创办南开
大学。第二年，南开大学发展很快，经费
问题又摆在面前。无奈之下，张伯苓只好
再次南下，求得张祖年答应每年捐款三万
元，作为南开大学矿科使用。张伯苓还得
到了李纯的重要承诺：“关于南开基金，我
自有办法，请不必过虑。”后来，李纯突然
去世，但是留下遗嘱说，愿意将家产的四
分之一捐给南开。1923年，南开大学计划
在八里台建校，美国罗氏基金团为科学馆
捐助十二万五千元，袁述之根据母亲的意
愿认捐了七万。随后，罗氏基金团又多次
捐助南开各项事业。1926年，中华教育文
化基金董事会决定在三年内拨款十万五
千元，作为扩充理科的专项经费。1927
年，因经营房地产发财的卢木斋捐资十万
元修建木斋图书馆，并于第二年落成。
1929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再次拨
款资助南开理科，南开校友总会成立后，
也募集了八万元准备建范孙楼，以纪念刚
刚去世的严修先生。1930年，天津绅士李
典臣捐书三百五十箱，价值五十万元。同
年，傅作义捐赠数百亩土地，每年可收租
上万元。由于张伯苓筹措经费的对象主
要是当时的军政要员。张伯苓自然需要
奋力周旋于各类政要间，而一侧身，他又
会卷入由此而来的各种飞短流长之中。
当时有学生说：“我们不要官僚军阀、土豪
劣绅的臭钱！”对此，张伯苓回应说：“美丽
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而我愿意
做那个挑粪工。”

张伯苓在为南开筹措经费时还懂得摸
准认捐者的心理，给予荣誉性汇报。张伯
苓会利用校庆等机会，给来宾发送一些小
礼品，上面印有学校规划中将要兴建的建
筑物名称及所需款项，让来宾看到学校发
展的美好前景而产生认同感。同时，对热
心捐款者以其名字命名南开校园里的若干
建筑，如教学楼秀山堂（纪念将遗产作为南
开大学永久基金的李纯，李纯字秀山）、科
学馆思源堂（袁述之奉母命与美国罗氏基
金会共同捐建）、木斋图书馆（卢木斋捐资
十万）等。所以，张伯苓在筹措经费时总是
说：“我给你一个机会”，变被动为主动。

张伯苓还利用学校自身的资源优势，
增强学校自身的创业功能，他在学校里办
起工厂，既满足了学生工读的需要，也为
学校创收，比如南开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
下设的化工厂，其开发的金属磨光皂、油
墨等轻工业产品，畅销华北乃至全国市
场，不仅扩大了社会影响，也取得了相应
的经济效益。

张伯苓筹措经费更重要的还在于他的
人格魅力。社会各界感念张伯苓热心办教
育的赤诚，纷纷慷慨相助，终于使得张伯苓
募集了数百万资金，而他自己则分毫不沾，

筹措的经费都一一登记建账，账目完全公
开化。尽管是私立学校，张伯苓却从没有
在自己身上乱花过一分钱，他把所有的钱
都投入到学校，员工们的工资一涨再涨，最
高的月工资已升至 300 元，然而已成为大
学名校长的张伯苓的工资却一直是 100
元。尽管他为多所学校的发展殚精竭虑，
但也从不多拿工资，如果领南开中学工资，
就不再收南开大学工资，始终坚持拿一份
工资，过着清贫如水的生活。在市内开会
时，张伯苓常常是步行前往。有一次散会
出来，服务员望着小轿车如云的停车场问
张伯苓的车号时，张伯苓答曰：“11号”。服
务员很是诧异，直到张伯苓走远了，服务员
才明白过来，原来张伯苓说的“11号”汽车
就是他的一双腿。张伯苓因公出差总是坐
三等车厢，住最便宜的旅店，由于出外住的
最便宜的旅店里多臭虫，张伯苓每次出差
总要带臭虫药。有一次，张学良乘车拜访
张伯苓这位名人，可是，转来转去怎么也找
不到张伯苓的府第，最后才在一条陋巷中
找到张伯苓住的简陋平房。张学良万万没
想到，张伯苓竟然住在这样的房子中，他心
中对张伯苓更为敬佩。张伯苓退休后，仅
有的一份工资也没有了，晚年完全靠儿子
赡养。张伯苓去世时房无一间，地无一亩，
也无存款，口袋中仅有6元7角钱。

湖南之有私立学校，自明德学堂开
始。胡元倓创办的明德中学，是具有相当
影响力的。

胡元倓，字子靖，晚年自称乐诚老人，
他是湖南创办私立学堂的第一人，也是湖
南近代教育界的一位元老。

1902年，湖南巡抚俞廉三提出：“日本
国学校如林，人才辈出，其教育诸术，颇臻
完善，亟应派人就学，以期卒业还湘籍端
师范。”在俞廉三的提倡下，湖南派遣胡元
倓等 12 人赴日本宏文师范学院学习速成
师范。到达日本后，胡元倓考察日本教
育，他十分钦佩日本教育家福泽渝吉创办
庆应义塾而储才建国之举。回国后，胡元
倓与龙璋商量办学事宜，两个人志同道
合，一拍即合，龙璋当即决定出资两千元
支持办学，湖南的第一所私立中学明德学
堂从此诞生了。

胡元倓在《明德学堂开办呈文》中说：
“窃闻生存竞争，愈剧愈烈，非兴学无以图
存，非毁家无以纾难”，表达了办学兴教育
的志向和决心。而办学经费是明德学堂生
存的首要困难。为了筹措办学经费，胡元
倓北出关外，南下南洋，冒着风雪严寒，经
历酷暑，跋涉艰难险阻，含垢忍辱，艰难困
苦是一般人不能忍受者。胡元倓乞钱兴
学，为了筹措明德学堂的经费，他到处乞
求，以至于有“胡九叫化”之称。在个人为
明德学堂的捐款中，以当时任上海道的袁
树勋为最多。袁树勋是湖南湘潭人，胡元
倓与之是同乡，请求捐助。袁树勋起初不
乐意解囊相助，胡元倓双膝跪下乞援，袁树
勋感动不已，捐银一万两资助明德学堂。
胡元倓还曾向时任国务总理的熊希龄募
捐，他到北京后，前往熊希龄的豪宅中去募
捐，但是，熊希龄因事常常外出，多次未能
相见，胡元倓于是携带着被褥，睡在熊希龄
豪宅的传达室里等待。熊希龄无可奈何地
说：“胡九真难对付，常来捐款，不给则坐卧
不去。而请其做官，则又坚决不就。”胡元
倓听了熊希龄的话，以诗答道：“心如老骥
甘伏枥，力尽关山未解围。”就是靠这种以
身殉学的精神，胡元倓为明德学堂筹措到
了一笔笔款项，而他自己却是廉洁自守，淡
泊一生，生平为学校筹款，以巨万计，不以
丝毫济其私，实在难能可贵。

中国的科举制自隋朝实行后，运行了一
千多年。千年之间，历届“高考”都有故事发
生。

第一名状元。唐高祖李渊武德四年（622
年），朝廷命考功员外郎申世宁主持贡举，取
进士四名，第一名叫孙伏伽。这是中国科举
史上第一名状元。隋朝末年，孙伏伽便涉足
官场，做了一名官职卑微的小吏，几经升迁，
至隋炀帝末年，成为京畿万年县（今陕西西
安）的法曹，负责审理刑狱，督捕奸盗，查办
赃赂。武德四年，孙伏伽已是颇受李渊器重
的官员了。这年十二月举行的科举考试，孙
伏伽在角逐的30名举子中名列第一，成为了
有名可考的第一个状元。孙伏伽后来担任
过御史、谏议大夫、大理寺卿、陕州刺史等职
务，死于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年）。

最年轻的状元。丁显，福建建阳人，明洪
武十八年状元，时年十七岁。不知是否因为
太过年轻，人们对这位少年状元看来有点看
低，有记载就认为他的高中纯属偶然。据说，
明洪武十八年，明太祖朱元璋在殿试前夕，梦
见宫中有一巨大的钉子钉缀着几缕白丝。几日后，朱元璋
审阅考卷，突然发现一赴试者名叫“丁显”，这姓名恰与梦
中那巨大的钉子相符。尽管丁显的考绩平平，朱元璋仍大
笔一挥，点了丁显的头名状元。

最后一名科举状元。清光绪三十年举行了中国历史
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直隶考生刘春霖在殿试中名列第
十，考生朱汝珍名居第一。但因慈禧太后忌恨珍妃而见

“珍”不乐，刘春霖之名有“春雨降临”之意，当时正值大旱，
举国上下求雨心切，慈禧太后便大笔一圈，使刘春霖成了
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名状元。

科考中最幸运的事。毫无疑问非“连中三元”莫属。
古代科考以名列第一者为“元”。凡在乡试、会试、殿试三
试中连续都获第一名者，即被称为“连中三元”。中国历史
上连中三元者至少有十六人。

最老的考生。唐光化四年（公元 901 年），经皇上特

批，曹松、王希羽、刘象、柯崇、郑希颜等年过
七十的五位老人一同登第，号称“五老榜”。
宋代沿袭，为笼络士人，采取了特奏名制度，
又称“老榜”，意指所取者均为老人，这无疑
给了久困场屋者以更大的诱惑力。清康熙
三十八年（1699年）己卯科广东乡试，佛山有
一位 102 岁的老生员黄章应试。黄章从二
十岁起就参加三年一次的考试，到六十岁才
考取禀生（由县学宫按月发给学米的秀才），
八十三岁时考取贡生（由朝廷发给生活费，
入国子监或省贡院读书的生员）。黄章到底
还是落榜了。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很嘉许
黄老先生锲而不舍的精神，召见了他，并赠
给他钱和布匹作为奖励。

惟一的女状元。清末，太平天国定都天
京后，为了吸引更多有文化的妇女参加政权
管理，专门开设了女性参加的科考，试题为

“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出身于书香门第的
天京女子傅善祥，在答卷中列举了古往今来
贤女之功，深刻批驳了孔子歧视妇女的错误
主张。她斥责千古圣人的勇气颇得洪秀全

的赏识，洪秀全亲自选定她为状元，并选派她到东王府担
任女簿书。科举诞生了最早也是惟一的女状元。

最后的科举。统治者为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又不
惜代价精心保养和维护着科举这部精细繁复的人才筛选
机器。到了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中国科举史最
后一次考试终于在喧嚣中落幕。随着清末近代学校教育
的兴起，全面推行新学制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光绪
三十一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考试制度。

筹备经费的民国大学校长
★王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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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科考之最
☆刘洪宇

炎炎夏日，酷暑难耐时，最好的消夏方式恐
怕便是读书了。不管是什么样的书籍，只要能读
得进去，就会在品读中宁静一下自我。

我最喜欢的是在夏日里读读史书。因为常
读书，身边总是放着一些历史书籍，《史记》、《资
治通鉴》、明清演义小说等等，亦或是已经看了多
遍也不倦的《三国演义》。记得有位古人说过，夏
最宜读史，我好像与之有点不谋而合，尽管无法
与古人体会相提并论，却也在这读史过程中享受
着时光的流逝，慢慢感悟着夏日的悠长和特别。

每每都是在夏日的清晨或午后，泡上一壶清
茶，独坐桌前或是半躺在木椅上，最好是持一把
折扇轻摇，一手捧着书，顿时就沉湎于金戈铁马，
刀光剑影的历史更替中，行进在烟尘浩瀚，代有
人才的岁月中，叫人好不畅快和惬意。时而会心
潮澎湃，遥想自己就是书中英雄纵横疆场，时而
掩卷长思，触摸着历史脉络反思得失。明史也在
明智，真正感受书如风，意似雨，所以，任它四周
热浪滚滚，我自心静淡然。

夏日时长，读书丝毫不觉短暂，可以更多地
阅读书的内容。而要抚平浮躁心绪，就不妨多读
读史，那一本本远离我们时代和经历的史书，才
是最为享受、毫无杂念的随性而读，自然就会让
人心静而平，心静而凉。

夏日最爱读史
☆王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