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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指纹技术如今广泛应用于破案，
即使逃亡多年的嫌疑人也可能因为一
次不经意的录指纹而最终被捕。其
实，中国古代就已有了这门“黑科
技”。按指印可不是我们现代人的专
利，古人也是要签字画押的。

古人很早就懂得了指纹对比，并
运用到了案件审查上，虽然精准度比
不上如今的指纹识别器，但在当时却
是非常靠谱的一个方法。

据记载，秦朝便开始运用指纹来
破案。秦朝的《封珍式-穴盗》中记载

“内中及穴中外壤有膝、手迹、膝、手各
处”，这是运用指纹破案的最早记录。

古人对指纹的分析很简单，简单
来说就是肉眼辨别。古人将指纹分为
两类，即“螺”和“箕”。“螺”是漩
涡型指纹，呈螺旋状；“箕”是流状指
纹。每个人的指纹的节点都会不同，
通过对别，不难得出结果。

宋元时期是指纹查案的一个新高
度，北宋的元绛是这方面的行家。北
宋有个叫周整的人喜欢赌博，家里有
不少上等田，这些田被一个叫龙聿的
恶霸看上了，便诱惑他赌博并出老千
赢了他，利用周母的旧文书伪造田
契，但有个破绽，就是日期写在指纹
之上了。周母告到官府，但官府并未

发觉这个破绽，所以驳回了周母的诉
求。元绛任县官之后，经过仔细察
看，发现了其中的破绽，最终保住了
周家的“命根子”。

宋朝的提刑官宋慈在这方面也是
个行家，“法医”出身的他，被称为“古代
十大断案高手”，一生的著作《洗冤录》

里面详细记载了如何运用指纹来破案。
元朝的潘泽曾经利用指纹对比破

了一起冤案。他任浙西廉副使时，一
“村霸”利用伪造的卖身契将一户人家
十七口掳为奴隶，“奴隶”不服，便状
告“村霸”。当地官员发现卖身契上有
原告祖辈的指纹，上面标明是世代为
奴，由于这个原因，原告败诉，多次
上诉还是无法得到正义。潘泽接手此
案后，发现其中的指纹比较疏，而卖
身契上说画押者是13岁，他发现少年
的指纹是比较密的，成年人的比较
疏，便找来一些13岁的少年，各按下
指纹对比，证明了卖身契是伪造的，
还了一家人的清白。

古人按指印一般是用拇指，这就
成了一个漏洞，一些嫌疑人利用这个
不成文的规定，在指纹对比之前就

“忍痛割爱”，把拇指切掉了，“没有了
对比，奈我如何”？但所谓“魔高一
尺，道高一丈”，后来就规定用手掌或
脚掌来画押，这一招可谓是断了嫌疑
人的后路，总不能把自己的脚掌、手
掌都砍了吧？

指纹除了可以用来核查案件，还
可以用来代表一种契约精神，在唐朝
开始成熟，各种的契约、遗嘱等都有
了指纹。与核查字迹相比，指纹更具

不可复制性，按手纹在《周礼》中的
说法是“下手书”，到了唐朝改叫“画
指券”，双方签订人以及中间人在契约
达成后都需画下食指上三条指节，亦
叫“画指为信”。

看指纹是非常考验眼力的，没有
火眼金睛的功夫还真有点扛不住，故
而到了宋朝，流行起了“打手模”，也
就是整个手印按在了契约上。到了明
清时期，指纹的法律效应、契约效力
越来越强，契约上都会注有“并本男
手印”或“并本女手印”的话。

指纹也应用于古代的信息保密，
尤其是一些机要文件。古时候的保密
文件主要都是用竹简来书写，写好后，
把竹简卷起来，之后用粘土密封，再盖
上手印或印章，如果有人偷看了机密必
然会破坏指印，就算再盖上相似指印，
但两个人的纹路是不可能一样的，只要
对比指纹，便可知真假。一些名人所做
的字画、工匠所制造的陶器等有时也会
印上指纹，以防被伪造。

指纹的应用是我国古代人民智慧
的结晶之一，西方直到十七世纪才发
现指纹的特殊性，我国整整比西方早
了2000年，是古代人民贡献给世界的
又一大“专利”。

据《浙江法制报》

宋朝范仲淹在 《岳阳楼记》 里
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这种忧乐观也体现在了他的“年
终总结”中。范仲淹晚年在辞官之
后，不仅创办了花洲书院并亲自讲
学，还创建了范氏义庄，全身心地投
入公益事业。他走到哪里都受欢迎，
很多人还把他请到家里，好茶好饭地
招待他。老百姓的盛情款待，也让范
仲淹怀着感恩之心写道：今年去了不

少地方，有了很多收获。唯一内心感
到不安的是，百姓对我太好了，吃喝
都不收钱。虽然我感到不妥，但是又
盛情难却，真是让我为难。

与范仲淹不太一样的是唐宋八大
家之一的欧阳修。“醉翁之意不在酒，
在乎山水之间。”《醉翁亭记》中的欧
阳修，不仅爱喝酒也喜欢喝茶。或
许，就像官场上的人走茶凉一样，晚
年退休之后的欧阳修，在写“年终总

结”的时候，先是感慨了一番今年的
时间过得太快了，果然是年纪越大时
间过得越快。做了一番铺垫后，话锋
一转，开始感慨喝茶的时间也越来越
少了。原来，是因为今年来送茶的客
人太少了，只送了十几次茶叶。寄情
山水的欧阳修当然不是公开索贿，他
所希望的是，能够有更多的闲暇时间
来和亲友、晚辈喝茶聊天，毕竟，陪
伴就是一种幸福。 据《南国都市报》

古人的“年终总结”怎么写
每到过年前，都是写

工作总结，交工作计划的
高峰期。这个时候，也是
职场人士头疼的时候，一
年到头做了那么多事，该
如何写得让领导满意，让
自己得意呢？不妨把眼光
投射到古代的文人大咖，
学习他们写奏折的心得，
先定个框架，提炼主题，
围绕主线，加点诗词，展
望未来，应该就能给自己
烹饪一道不错的年终大菜。

说到写总结和计划，三国时
期诸葛亮的 《前出师表》 堪称典
范，即便是用现代思维来考量，
也不会过时。

诸葛亮在 《前出师表》 里写
道：“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
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
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
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
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
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
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不仅逻辑
严谨、论据充分，而且有态度、
有计划，既有历史功绩，又有未
来展望，可以说是相当标准的

“总结格式”。
清代文学家蒲松龄为了写作

《聊斋志异》，经常到处游历，听
人讲故事，寻找题材。每年搜集
完民间故事，都要做一番总结，
检讨得失。有一年，因为收获不
大，他在总结中感慨：“今年听到
的故事数量不少，但质量不太
好，有些故事情节重复，甚至逻
辑不顺。来年，期待肚里有货的
人多讲好故事，这样我编纂书籍
也更加顺利。”写故事的蒲松龄，
希望来年能够多接触一些有质量
有故事的人，写字的王羲之，愿
望则与他相反，王羲之希望接触
的人少一些，最好自己的作品谁
都不喜欢。

王羲之贵为“书圣”，名头摆
在那里，到家里求字的人不计其
数。因此，有一年他把自己的难
受写在“年终总结”里，大概意
思是：“真希望我的字不受欢迎，
别人不来求字，或者我的腿脚麻
利一些，有人求字，走为上。”看
到这份总结的人，估计就不好意
思再来求字了。 据《潇湘晨报》

古人如何识别指纹

中华民族繁衍数千年的历史，也
是与疾病抗争的历史。在古籍中，疫
病多被写作“疠”“疫”或“疠疫”
等。每当大疫流行，一些文人雅士以
独特的笔触予以记述，不仅为人们留
下了积极的抗疫思维，而且丰富了我
国的文学宝库。

遇有病疫流行传播，最积极的还
是利用药物防治。唐代诗人韩愈以
《谴疟鬼》为题，记录了古人以药有效
治疗疟疾的方法：“医师加百毒，熏灌
无停机。灸师施艾炷，酷若猎火围。
诅师毒口牙，舌作霹雳飞……”全诗
170字，记述了医师、灸师除疟的方
法，既有医治效果的如实记述，又有
人们希望“疟鬼”速速远离人间的表
达。在今人看来，那些所谓“诅师”

“符师”对祛疫是毫无效果的，人们还
是应当相信“医师”“灸师”的力量。

在疫病规律的认识方面，唐人耿
湋曾写过一首《甘泉诗》：“异井甘如
醴，深仁远未涯。气寒堪破暑，源净
自蠲邪。修绠悬冰甃，新桐荫玉沙。
带星凝晓露，拂雾涌秋华。绿溢涵千
仞，清泠饮万家。何能葛洪宅，终日
闭烟霞。”全诗可分三节，点出了免除
疫病的关键所在，使后人认识到清洁
的水源在防范部分疫情传播中发挥的
重要作用，而这样的泉水如果能润泽
万民，世上就会大大减少疫病的肆
虐。而端午节是一个防疫祛病、避瘟
驱毒、祈求健康的节日，因而许多风
俗蕴含着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对
身体健康的向往。北宋文学家欧阳修
就曾作有一首《渔家傲》，对端午节习
俗进行了记述：“正是浴兰时节动，菖
蒲酒美清尊共，叶里黄鹂时一弄。犹
瞢忪，等闲惊破纱窗梦。”从中我们可
以看到，人们于端午当日沐浴更衣，

自然有利于祛除身上的污垢和秽气，
而举杯饮下菖蒲酒、雄黄酒等，既可
驱邪避害，又可强身防病，不失为人
们防病抗疫的有效举措。

说到抗疫诗，最为经典的当属
1958年毛主席所作的两首《送瘟神》。
江西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他“浮想
联翩，夜不能寐”，欣然命笔。前一首
从疫病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与损失
入笔，而经过人民共同努力，消灭了
血吸虫，因而在结尾处自豪地告诉所
有人，血吸虫病终于“逐逝波”了。
后一首以激越的笔调，描绘了瘟疫消
灭后的景象，犹如在读者面前徐徐展
开了一幅热火朝天、挥汗如雨的劳动
画卷，表达出全国人定让“瘟君”无
容身之处的决心，浓厚爱民情怀跃然
纸上。 据红网

古今抗疫诗古今抗疫诗

■■史话春秋史话春秋

■■史海钩沉史海钩沉

■■文史趣谈文史趣谈

如今的古装剧、武侠剧让不少人
误以为古人出门花钱就是花银子，那
么，银子真是古人随身携带的货币吗？

历史上，白银正式成为法定货币
是在明朝嘉靖八年（1529年）。也就是
说，令狐冲使用银子买酒喝，那是可
能的，乔峰、郭靖、杨过、张无忌等
动辄掏出白花花的银子，则绝无可能。

中国秦汉时期实行的是单一货
币，就是制钱，如刀币、五铢钱等。
唐代开始钱帛并用，钱币有“开元通
宝”等，大宗交易则使用“绫”“绡”
等丝织品（帛）。白居易诗里提到的例
子很多，如“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
牛头充炭直”“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
红绡不知数”等。两宋货币也是以制
钱为主，中后期又增加了纸币，即交
子、会子和关子，但结算单位还是论

“贯”（一贯等于1000文制钱）。元朝
曾铸行过少量铜钱，但货币流通主要
靠纸币，其钞法经历了中统钞、至元
钞、至正钞三个阶段。

以上朝代的金银并不在市场上流
通，而是作为国家储备、铸成各种金

银器皿以奖赏臣下或收藏的。如《唐
书》里常见皇帝赐某人金银器若干；
宋代则出现金瓜子、金叶子、金锭、
银锭等形状各异的金银铸品；南宋名
将张俊也曾将搜刮来的银子铸成巨大
的“没奈何”存放在家里，目的就是
为了防小偷。 据《辽沈晚报》

古人买东西用银子是误区

《太平春市图》（局部） 丁观鹏 绘

史书在记载名人谦虚时，往往有
这样一个套路：我在某方面不如某
某，但在另一方面，你不如我。其实
这是欲扬先抑。

在《唐会要》的“品藻”中，唐
朝名相王珪是这么拿自己跟别人比较
的，他说要论孜孜不倦地为国家做贡
献，凡是自己能掌握的，都毫无保留
地去为国家做，在这方面，我没法跟
房玄龄比；要是论出将入相，我不如
李靖；要是论犯颜直谏，我不如魏
征。“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
龄；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以谏
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征”。
说了许多自己的不是，最后才是重
点，“至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
子有一日之长。”至于是非分明，扬善
惩恶，则是他们比不上我王珪。

这种手法看上去是标新立异，其

实已经是老手法了。管仲就这么干过，
在《吕氏春秋》中，管仲说搞礼仪我不如
隰（xí）朋，搞农业我不如宁戚，带兵打
仗我不如王子城父，“升降揖让，进退
闲习，辨辞之刚柔，臣不如隰朋”
等，说一大堆自己不如人的话。那管
仲到底能干啥呢？管仲就说，“若欲霸
王，臣虽不才，强成君命。”意思是我
管仲能成就你的霸王梦想。前面对自
己的否定是为了突出后面的王霸之才。

到《史记》里，刘邦也来这么一招，
他在说到自己是怎样得到天下的时候，
就来了一连串的自我否定，说自己的参
谋水平不如张良，后勤水平不如萧何，
打仗不如韩信，但是他善于用人，能发
挥人之所长，所以就取得了胜利。

还没完呢还没完呢，，跟刘邦差不多同时期的跟刘邦差不多同时期的
宋义也这么说话宋义也这么说话，，当年项羽催促宋义出当年项羽催促宋义出
兵救赵兵救赵，，宋义说宋义说““夫披坚执锐夫披坚执锐，，义不如义不如
公公”，”，但是出谋划策但是出谋划策，，你不如我你不如我。。陈平也陈平也
是这么说话的是这么说话的，，他对王陵说他对王陵说，，当面进谏当面进谏，，
我不如你我不如你；；保全汉朝社稷保全汉朝社稷，，你不如我你不如我。。
先来我不如你先来我不如你，，再来一个你不如我再来一个你不如我。。大大
家更为熟悉的应该是孙策死前对孙权家更为熟悉的应该是孙策死前对孙权
说的说的““与天下争衡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卿不如我。”。”接着便接着便
是是““贤任能贤任能，，各尽其心各尽其心，，以保江东以保江东，，我不我不
如卿如卿。”。”不过这次反过来不过这次反过来，，先否定对方先否定对方，，
然后再肯定对方然后再肯定对方，，这是为了给年少的孙这是为了给年少的孙
权一个信心权一个信心。。 据据《《广州日报广州日报》》

谦虚有套路：欲扬先抑

对于工作总结，在古代文人中，
最为重视的应该是清朝的曾国藩。古
时候的奏折，跟现在的年终总结有点
像，也是先总结一下之前的工作，然
后再谈一下以后的计划。

曾国藩经常教导弟弟曾国荃要写
好奏折，因为做得好也要写得好，而
且要经常练习。据 《曾国藩家书》
记载，同治二年（1863），曾国藩写信
给曾国荃说：“奏折一事，弟须用一番
工夫。秋凉务闲之时试作二三篇，眼
界不必太高，自谦不必太甚。”

曾国藩又交代曾国荃说：“以后凡
有咨送折稿到弟处者，弟皆视如学生
之文，圈点批抹。每折看二次，一次
看其办事之主意、大局之结构，一次

看其造句下字之稳否。一日看一二
折，不过月余，即可周知时贤之底
蕴。然后参看古人奏稿，自有进益。”
这种多读多学多写的提法，在现代工
作总结的写作训练中也是一种好办法。

曾国藩在《鸣原堂论文》中，提
炼了写好奏折的几大秘诀。一是立意
要清晰，直指要领。曾国藩专门选了
汉成帝时期的 《刘向极谏外家封事》
讲给弟弟听。曾国藩告诫曾国荃，“吾
辈欲师其文章，先师其心术，根本固
则枝叶自茂矣”。

二是“典显浅”。比如，论《苏轼
上皇帝书》说，“以明显为要，时文家
有典显浅三字诀，奏疏能备此三字，
则尽善矣。”顾名思义，“典”就是要

熟读前史之事迹、本朝之掌故。“至显
浅二字，则多本于天授。虽有博学多
闻之土，而下笔不能显豁者多矣。”虽
然浅字与雅字相背，但是，唐朝白居
易的诗却是连老太太都能读得懂。能
如白诗之浅，则远近易传播。

三是文章要讲究整体气象。在论
及 《王守仁申明赏罚以厉人心疏》
时，曾国藩说：“文章之道，以气象光
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在他看来，

“阳明之文亦有光明俊伟之象”，有立
意，有技巧，有气象。曾国藩对于曾
国荃是倾囊相授，曾国荃读后也是接连
感慨，“盖人臣立言之体，与公平生得力
之所在，略备于此”。即便是当下写工
作总结和工作计划，也是不无裨益。

“每至除夕，必取一岁所作置几
上，焚香再拜，酹酒祝曰：‘此吾终年
苦心也’。痛饮长谣而罢。”《唐才子
传》里记录的这段话，写的就是唐朝
大诗人贾岛。喜欢骑毛驴的贾岛，有一
次在路上苦苦思索，“鸟宿池边树，僧推
月下门”中的“推”要不要改成“敲”。正
好遇到韩愈，韩愈告诉他还是“敲”字更
显静中有动。对于文字的追求到了极
致的贾岛，曾经评价自己说，“两句三年
得，一吟双泪流”，再结合“推敲”的
故事，自然就不难理解贾岛为何如此
看重自己的作品了。于是，每年的除夕
夜，贾岛就会开始作“年终总结”——把
自己过去一年的作品恭恭敬敬地摆在
几案上，焚香叩拜，以酒浇地，说，这是
我过去一年苦心创作的成果，然后，以

诗下酒，痛饮一番。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江南四大才子

之一的文徵明。“人家除夕正忙时，我
自挑灯拣旧诗。莫笑书生太迂阔，一
年功夫是文词。”诗、文、书、画四绝

的文徵明在《除夕》一诗中，如此描
述自己的除夕之夜，也顺便做了年终
总结：过去一年，把功夫都花在文词
写作上了，连除夕夜都在挑灯夜读翻
看旧诗。

曾氏秘籍“典显浅”

焚香拜祭诗文

醉翁也喜欢喝茶

“年终总结”里的
古人智慧

《贾岛推敲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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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采风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