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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7月8日上午，河南省平顶
山市一高考考场内，一位女考生撕掉了其
他两名考生的答题卡。

事情发生后，官方依法依规取消该女
生的全科成绩，并禁考三年。同时，对被
撕考生同意给予延时答题。事情这样处
理似乎已经很圆满了，然而，笔者认为，
我们的处理不能止于此，应该设法再补
四堂课。

一是补女生的心理课。“我没考好，你
们也休想考好！”“我上不了大学，你们也休
想上大学！”女生为什么会有如此疯狂、令
人匪夷所思的行为？建议由心理老师、心理
咨询师、心理医生等对该女生进行一对一
的心理疏导、心理辅导、心理治疗，稳定其
情绪，防止再发生心理事故。

二是补女生的法规课。高考是国考，是
为国选才，是最严肃的考试，举国关注，举
国重视。此次女生为什么会突然起身撕掉
另两名考生的答题卡？除了情绪方面的原
因外，恐怕与女生的法规意识欠缺也有关。
因此，应加强对该女生的法规教育，强化法
治意识，养成认真学法用法、严格依法办事
的好习惯。

三是补监考老师的培训课。出现了
考生撕考生答卷行为，这与监考老师缺
乏预警性、发现不及时、履职不认真是有一定关系的。它
提示我们，在今后的考试中，尤其是非常重要的考试中，
必须加强监考培训，将监考规则要求落实到位，监考老师
一定要有预警能力，随时掌握全场考生动态，从而提高及
时发现、及时处置能力，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四是补考生家长的教育课。女生突然情绪失控，家长在
考前是否给了考生太大压力？考生因考试不利，承受不了这
巨大压力而心理失衡、情绪崩溃，导致出现如此荒唐行为？
考生家长也应从中反省检讨，吸取教训。高考虽然是孩子人
生中一次最重要的考试，对孩子和家庭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但高考已不能决定一个人的人生命运，更不能决定一个家
庭的兴衰。所以，家长应该引导孩子正确看待高考，理性对
待高考。 （作者单位：邵阳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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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陪一位领导
在路边小店吃了顿饭，两人
花费不足二十元，土菜拌饭，
吃得相当满意。领导吃完后，
一边抹嘴一边说，这是我吃
得最轻松最满意的一顿饭。
听他的言外之意，是否还有
不轻松的饭局？吃饭本是饱
口福的快乐事，为何会不轻
松呢？

先来说说历史上的鸿
门宴。项羽在鸿门设宴请刘
邦赴饭局，意在借此机会刺
杀刘邦，项羽的参谋范增在
席中一连三次暗示项羽下
手，项羽竟视若无睹。范增
又要项庄舞剑刺杀刘邦，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项
伯却与项庄对舞，剑来剑
去，一个要杀刘邦，另一个
要保护刘邦，刀光剑影，杀
气腾腾，刘邦早已吓得脸上
一阵黑一阵白，刘邦趁着项
羽酒醉，以上厕所为名，逃
之夭夭。这顿饭对刘邦来说
多险啊！真是提心吊胆，命
悬一线，毫无轻松可言。

西晋皇帝石崇每次请客
饮酒，常让美人斟酒劝客。如
果客人不喝，表示美女不够
体贴，没有尽到责任，他就让
侍卫把美人杀掉。被称为历
史上最恐怖的美女劝酒法。
一次，丞相王导与大将军王
敦一道去石崇家赴宴。王导

向来不能喝酒，但怕石崇杀
人，当美女行酒时只好勉强
饮下。王敦却不买账，他原来
倒是能喝酒，却硬拗着偏不
喝，结果石崇斩了三个美女，
他仍是不喝。王导责备王敦，
王敦说：“他自己杀他家里的
人，跟你有什么关系”。石崇
认为美女是活的玩物，玩得
不如意，不过瘾，就可以随意
地打碎、废弃或是杀掉，这比
兽性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
的饭局让人吃得心惊肉跳，
不寒而栗。

厦门走私案主犯赖昌
星，出事前请一位高官在最
豪华的会所吃饭，天上飞的，
水中游的，山中跑的，山珍海
味，一应俱全，不逊色于满汉
全席，还有美女相陪，一桌饭
花了几十万。饭后，这位高官
便进了赖昌星的笼子，成了
他的家犬，死心踏地为他效
力，致使赖昌星红极一时，富
可敌国。最后，东窗事发，这
位高官被“双开”，成了阶下
囚，这位高官不是用自己的
一生为这一顿饭买了单吗？
可称为最昂贵的饭局了，确
实不轻松。

现实中，面对各种各样
的饭局，去还是不去，自己要
认真掂量掂量才是。

（作者：市委办公室退休
干部）

◆世说新语

饭局是个什么局？
刘立新

乾隆六十年（1795年），广东谢启祚老
先生中举了，乾隆亲自颁奖，物质文明与精
神文明双奖；职别与职务双赢。物质文明奖
是：赏给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个；精神文
明奖是：御书扁额以赐；职务与职级奖是：
著加赏编修衔。

乾隆皇帝嘉奖谢老先生，谕曰：“朱
圭奏，翰林院检讨谢启祚，现年一百二
岁，视履从容等语。谢启祚年逾百龄，精
神矍铄，曾元绕膝，五代同堂，洵为昇平
人瑞。”这里，乾隆也给吹了牛皮，注了十
年水分，所谓“年逾百龄”，所谓“现年一
百二岁”，使的是“统计法”，实际年龄数
是 92 岁（92，计数 102）。考了十九届——
说二十三届准确些（科举三年一考，加些
恩科，两年或两年多点少点，便有一届
的），考而没死，中举了。

谢老先生喜得打跌，诗兴大发，打油
一首——百岁老进士，果然打油水平：

“行年九十八，出嫁不胜羞。照镜花生靥，
持梳雪满头。自知真处子，人号老风流。寄

语青春女，休夸早好逑。”九十多岁，做了
科举新娘子，是“真处子”么？实实是“老风
流”了。

谢老考试精神据说特别强的。乾隆说
了，您老精神可嘉，百岁老人了，只要来就
可以，就给你算个数，考呢，不用考了。这是
有先例的。大清对高龄考生有优待，由该省
造个花名册，上报礼部，礼部上报皇帝，皇
帝大笔一挥：享受举人待遇。曾国藩正当
年，皇帝都赐他“同进士”，比老汉更老的老
汉，赐个举人，算皇恩浩荡。

谢老没其他信仰，谢老的信仰是科举，
是考试，是科举考试。省市区级级发文件，
要求统计秀才老考生，社区将谢老登上记
了，社区大妈告诉谢老，您呢，摆个考试
pose就OK。

有这等好事，别人指定是屁颠屁颠，
不再复习教辅资料，单是去百度复制颂圣
文章了。谢老老干劲，老劲头，老劲火：不
行，不行。功名，我要的是自己考的，不要
你朝廷送的。老志气啊，壮志凌云，壮心不

已，气壮山河，气冲牛斗。谢老意洋洋从广
州到郴州，兴冲冲翻粤岭过五岭，雄赳赳
跨湘江踏长江，八千里路云和月，百岁功
名金与铁，漫漫征程，漫漫长夜，谢老没带
尿不湿，坐在场屋，一笔一画，一字一句，
科场做试卷，是可怜见，还是可敬也？阅卷
老师常不开天眼的，这回天眼开了：“内谢
启祚一名，已经中式举人。”谢老中举人
了，再让他考进士吧，“准其一体会试。俾
胶庠耄耋，得遂穷经素愿，以副朕加惠耆
龄至意。”

近百岁考上举人，乾隆将谢老树为全
国学习典型，披红花戴绥带，做高帽制牌
匾。这个都不算荣誉，荣誉是亲自接见，拉
着他手摇啊摇。“乾隆帝八旬万寿，晋秩鸿
胪卿。濒行，赐诗额以宠之。”乾隆八十大
寿，八抬大轿，将谢老先生抬金銮殿去，握
手，摇啊摇，给谢连升三职级；待他打道回
府，特地赠他一首诗。光荣。

谢老百岁考了举人，光荣啊。谢老读了
百年书，四书五经读了几百遍？你算不过
来，他自己数不过来。谢老读了那么多年
书，其书在哪？司马迁书在《史记》；罗贯中
书在《三国演义》，纪晓岚书在《阅微堂志》，
蒲松龄书在《聊斋志异》……百度百度复百
度，谢老读百年书，书在哪里？书在他对科
举的信仰里。

（作者单位：双清区科协）

考 而 不 死
刘诚龙

邵阳古称昭陵，昭从召，
因西周召伯南巡至此，在邵阳
城东甘棠渡断案听政而得名。
邵阳不仅历朝历代涌现出了
大批清官廉吏，民间流传着大
量戒贪倡廉的传闻，而且在很
多地名中都包含了廉洁的元
素，演绎着生动有趣的故事。

其中名气最大的属曹婆
井。

曹婆井在邵阳古城青龙
桥西头。说起井名的来历，有
一个故事：从前，曹婆流落到
邵阳，一个老翁见她可怜，把
碗里的豆腐倒给她。曹婆吃过
豆腐，却说：“要是天天有豆腐
吃 就 好 。”老 翁 说 ：“ 跟 我 来
吧。”便把她带到一家豆腐坊，
让她留下帮工。从此，曹婆天
天吃上豆腐了。可不久，她又
嫌帮工不如当老板，求老翁帮
她开家豆腐坊。老翁说：“不要
跟人家抢生意，帮你开家酒坊
吧。”曹婆点头说“好”。

在老翁帮助下，曹婆开起
了酒坊。过了些日子，她又埋
怨道：“唉，太辛苦了，又不赚
钱。”老翁说：“从明天起，你打
出来的井水就是酒。”曹婆说：

“要能这样，我这一辈子也满
足了。”第二天，她去井里挑
水，果然酒香四溢。

几 年 后 ，曹 婆 成 了 大 富
婆。又一日，老翁来了，问她过
得爽不爽。她皱下眉头说：“井
水当酒卖爽倒是爽，只可惜没
有酒糟喂猪。”老翁一笑而去，
边走边唱：“天高不为高，人心
最是高。井水当酒卖，还说猪
无糟。”从此，曹婆挑出来的

水，再没酒香了……
曹婆井传说的版本很多，

但主题和内容都大同小异。城
步汀坪乡蓬洞村的苗族迁徙
歌《元皇巫教开坛和会仙娘全
科 录 本》中 ，则 是 这 样 说 的:

“( 小 山) 娘 娘 原 住 太 和 县,
鹅颈大丘立坛场,有田三千七
百亩,百头水牛下田耕……界
牌岭上打一望, 望见宝庆好
立坛。曹婆家中借一宿, 三粒
糯米谢主人。曹婆将米丢入
井, 即闻井中飘酒香。曹婆舀
水喝一碗, 当即醉倒在井旁。
曹婆将水当酒卖,人人呷酒就
数钱。此酒卖了三年整, 金子
银子用斗量。娘娘后去把话
问: 恭喜曹婆发大财!曹婆回
答虽发财,只是酒好无糟卖。
娘娘见她太贪心,收起糯米转
回乡……”

千百年来，曹婆井的故事
告诫人们，做人不能太贪，要
见好就收，不可贪小失大。至
今, 邵 阳 民 谣:“ 天 高 不 为 高,
人心最是高;井水当酒卖,还嫌
酒无糟”，讽刺的就是那些贪
心不足者。

同样包含廉元素的地名
“屙米石”，具有和曹婆井同样
的劝谕意义。相传邵阳县谷洲
镇金银村有一座山，山上有一
座庙,庙里香火很旺。吃饱了

撑的和尚，干着超越清规戒律
的事，慢慢地败坏了名声，香
客也就一天比一天少了。

有一年遭灾，没有谁来庙
里进供，和尚饿得昏睡过去
了。梦里，神仙领着他到庙后
巨石边取米。醒来后，他将信
将疑地找到那个石头，果然发
现石缝里流出米来。和尚赶忙
用碗去接，不多不少接了一碗
就没有了。这一碗米，够他吃
一天。和尚又过上了无忧无虑
的生活。但没多久，他又异想
天开了：这一碗米够我一人
吃，不如将石缝凿宽点，每天
多接几碗米，我可以还俗娶
妻，生儿育女，过着快乐神仙
日子，岂不更好？想到这里，他
兴奋得睡不着了。

天一亮，他就找来工具，
把石头缝凿宽了。可是，这一
回接到的却是几碗糠。他很惋
惜，但转念一想：有糠也好，可
以拿它换米。

和尚依靠用糠换来的米
过了一段日子，又嫌糠太少，
便将石缝再凿宽一些，希望接
到更多的糠，谁知从石缝里流
出的是臭水，和尚在后悔中饿
死了。

年久失修的老庙塌了，不
见半点遗迹，只遗存一块好像
佛陀双手合十的巨石，被取名

“屙米石”。还有这个千古流传
的故事，在警告世人，千万不
可得陇望蜀，贪得无厌啊！

新宁崀山玉女岩，有个别
名叫“借米还糠洞”。说起这个
洞名，也有一个奇异的传说：
一个姓王的老汉，勤劳耕作，
又乐善好施。这一年，因遭遇
旱灾，他种的粮食歉收，家里
无米下锅，只得采野菜度日。
一天，他正在山上采野菜，采
着采着，一朵白云从天而降，
他连忙追过去，到了一个石洞
前，白云不见了。他好奇地走
进洞里，看见一堆稻谷，一位
仙女说：“每天只能借一天的
粮食，把稻谷借去后，要把糠
还回来。”

王老汉听说有这等好事，
高兴得不得了，一边答应着，
一边撮上谷子回家去。傍晚，
村里人闻到他家传出的饭香，
都来看个究竟。他把白天的奇
遇说了一遍。第二天，他带着
大家走进山洞，装谷子时，一
位姓雷的光棍却悄悄往里面
走，想找到更多粮食。

第三天，大家来到洞口，
见里面一片漆黑，隐隐传来

“救命”的声音。大家点着火
把，走进洞里，抬出跌断腿的
雷光棍。再去找谷堆，却什么
也没有了。

在邵阳，包含廉元素的地
名还有很多，比如市区的爱莲
池、点石庵、冷道坡，城步的吞
官石，还有洞口黄桥的帽子石
等等，无一不是借地名传说来
劝诫世人要守住初心，戒除贪
念。（作者单位：市委巡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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