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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说到古人找工作，不得不提大名
鼎鼎的姜太公。“姜太公钓鱼，愿者上
钩”这个“愿者”，是愿意相信他、愿
意任用他的人，也就是后来他遇到的
周文王。姜太公钓鱼，与众不同，他
用的是直钩，换言之，是没办法让鱼
咬住之后无法摆脱的。这样的举动显
然是怪异的，意不在鱼，而是通过反
常的行为引起别人的注意，果然因此
吸引了文王，历史上著名的一对君臣
的遇合，开创了周朝八百年的基业。

俗语云“命运青睐有准备的人”。
姜子牙这是一种准备方式，还有人有
另外的准备方式。比如，东晋的袁弘。

《世说新语·文学》：袁虎少贫，
尝为人佣载运租。谢镇西经船行，其
夜清风朗月，闻江间估客船上有咏诗
声，甚有情致，所诵五言，又其所未
尝闻，叹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讯问，
乃是袁自咏琪所作咏史诗。因此相
邀，大相赏得。

这段小故事里的袁虎，就是后来
创造出成语“下笔千言，倚马可待”
的袁弘。他年少时因为家贫，就替人
做工运东西。清风朗月之夜，他在船
上吟咏自己写的诗。这首先说明他是
一个即使生活困顿，也懂得欣赏美好
的人。冯友兰《论风流》中曾经总结
魏晋风流的特征，其中之一就是“妙
赏”。而能妙赏，总是与玄心、洞见和
深情密不可分。所以他的吟咏，就分
外有情致。这已经很能吸引人了，更
重要的是，他所吟咏的还是他自己写
的诗。因此，大将军谢尚非常赏识
他，不顾身份之别，邀请他来相见，
从此之后，他的名声大噪，踏入了仕
途，成为历史上有名的人物。

李白不走寻常科举路

上述这段故事，让李白艳羡不
已，他将之写到了他的诗歌里“牛渚
西江夜，青天无片云。登舟望秋月，
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
闻。明朝挂帆席，枫叶落纷纷。”李白

如袁弘一样能高咏，可是，世间已再
没有谢将军了。这意味着李白的才能
与抱负很难找到施展的机会。

就李白自己而言，他也是一个很
擅长经营自己的人。他学成出川之
后，先是在安陆一带漫游，其实就是
一方面游览一方面结识那些可以引荐
他的人物。在这个时期，他遇到的一
个重要人物是道士司马承祯。司马承
祯是第一个称美李白仙风道骨的人。
李白《大鹏与稀有鸟赋序》中说：“余
昔于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微，谓余有
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因
此，司马承祯将之介绍给玉真公主，
玉真公主再将之介绍给了皇帝玄宗。
因此才有了李白布衣而得皇帝诏入京
的故事。李白接到诏书，兴奋非常，
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诗《别金陵儿童入
京》，其中有句曰“仰天大笑出门去，
我辈岂是蓬蒿人”。

到了京师，玄宗皇帝尚未召见他
的时候，老诗人贺知章慕名来访，一
见倾心，呼为“谪仙人”，并解金龟换
酒。李白的声望，因此而更加显赫。

但是李白在唐朝是一个异数，因
为他不屑于走当时士人进入仕途的主
要通道：科举考试，而是希望自己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所以走的是一
条古意盎然的道路。

关于科举考试，中唐时期有一个
有名的故事。唐朝士子的风气是考生
在试前往往要把自己的诗文投递给某
位很有声望的人士，希望赢得他的青
睐及引荐，致使他很快地便被主考官
关注，从而顺利取得功名。这就是所
谓行卷。诗人朱庆余流传最广的诗
《近试上张水部》就是这个风气下的产
物。其诗曰：“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
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
深浅入时无？”

张水部是当时著名的诗人张籍。
这首诗的另一个题目是《闺意上张水
部》。诗本身是写一个等待拜见公婆的
新娘子内心的忐忑，其实写的是参加
科举考试的朱庆余自己内心的紧张与
不安。张籍接到诗后，非常赞叹，于
是回了一首：“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
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

菱歌敌万金。”意思就是告诉朱庆余，
你的诗写得非常好。果然！因为张籍
的大力揄扬，朱庆余声名鹊起，也的
确高中进士，从此踏入仕途。这个故
事也因为唐朝诗人之间的惺惺相惜，
而成为佳话。

苏轼才华有口皆碑

简单地总结说，古人在“找工
作”的时候，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
如何让他想辅佐的君王关注到他，意
识到他是非常之人。包括袁弘、李
白、朱庆余，采取的都是同样的手
段，不过是途径不同而已。

引起用人者注意的首先是要展示
出自己的才能，其次时机也很重要。
有两个大家熟悉的成语，“毛遂自荐”

“脱颖而出”也是和“找工作”直接相
关的故事。平原君要出使，想从自己
的三千门客中选择二十人作为随从。
可是，只选出了十九人，司马迁在
《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中记载：
“门下有毛遂者，前，自赞于平原君
曰：遂闻君将合从于楚，约与食客门
下二十人偕，不外索。合少一人，愿
君即以遂备员而行矣。”平原君怀疑毛
遂在门下多年都没有任何表现，毛遂
回答说“使遂早得处囊中，乃脱颖而
出，非特其末见而已。”后来果然在毛
遂的帮助下，平原君顺利完成了合纵
的使命，也为我们留下了这样的成语。

如果我们纵览历史，会发现，社
会结构相对简单的时候，“人才”是有
机会直接吸引到用人者的注意的。但
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选拔人才逐渐形
成了一套机制，比如隋唐以来普遍实
行的科举制，人才就需要纳入这套机
制中来，才能得到机会。即使在这套
已经非常完备的机制中，也有如苏轼
那样的成功者。苏轼在四川的时候，
曾经去拜会张方平，得到了张方平对
其文章的首肯。在参加科举考试后，
又以文章和应对得到了欧阳修和梅尧
臣乃至仁宗皇帝的高度认可，苏轼的
仕途之初，可谓充满了希望。不但他
自己，整个的时代，朝野上下，都在
等待着苏轼一展身手。 据《海南日报》

毕业季 古人如何“找工作”
又到一年毕业季，除了高

考，毕业生找工作便是最热的话
题。而要找工作的人，不论古
今，不论中外，都是首先要展示
出自己的才能，让需要用人的人
看到自己的能力与价值，这样就
有机会为之效力，施展自己的抱
负。如辛弃疾所说的那样“了却
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
名。”至于如何能让君王关注到
自己，不同才能不同性格的人各
有不同的方式。

《姜太公钓鱼图》 李晓白 作

李白醉酒于唐玄宗宫殿之内，由
内侍二人搀扶侍候的情景 （资料图
片）。

苏轼画像。（资料图片）

为了纪念曾经的美好，毕业生们
绞尽脑汁为自己的校园时光策划最后
的纪念。古人是否也有丰富多彩的毕
业活动？他们又是如何庆祝自己毕业
呢？

隋唐时期，科举制成为中央选官
的重要途径之一，普通读书人经解
试、省试两级考试后（宋以后在省试
后增加殿试，考试变为三级；元明清
三代将解试、省试改名为乡试、会
试）获得授官资格。在这两级考试之
间，各地官员会为通过解试，即将赴
京参加省试的学子举行盛大的乡饮酒
礼，一来庆贺他们通过第一级考试，
二来也祝愿他们在接下来的第二级考
试中有优异表现，为家乡争光。

乡饮酒礼仅是第一级考试之后的
活动，充其量只能算古人“毕业季”
的序曲，真正的重头戏要到考试结
束、放榜传胪（放榜即张榜公布考试
结果。传胪即殿试后皇帝命礼部官员
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后方才慢
慢登场。这些新科及第的“毕业生”
们，要参加谢恩、过堂等活动。

首先是拜谢主考官的“谢恩”。
唐代省试放榜之后，凡榜上有名的进
士，要一同前往主考官的府邸，感谢
座主 （应举士人称主考官为“座
主”，自称“门生”）拔擢之恩。谢
恩时，各位及第进士按名次排好队，
状元出列致辞，接着进士们一一拜见
主考官，作自我介绍，并致感谢之
意。有时新科进士要一连几天去谢
恩，直到皇帝正式批准、确认他们的
考试结果。

随后，主考官便要带领新科进士
到中书省都堂去拜见宰相，是为“过
堂”。过堂前，新进士们得先到大明
宫光范门内集合，备好丰盛的酒席，
等候宰相上堂。宰相到达之后，相关
官员会过来收取进士的名纸（古代汉
族拜谒时用的帖子），紧接着主考官
带领进士们进入中书省，在都堂依次
站立。主考官向宰相行礼毕，仍由状
元代表致辞，其余进士依次作自我介
绍并致谢，和谢恩时一样。之后，再

由主考官带领他们行礼、退下。
宋代，皇帝为防止座主与门生结

为朋党，明令禁止新科进士向主考官
和宰相谢恩，亦不准自称“门生”，
谢恩、过堂仪式都逐渐衰落。考试增
加殿试之后，所有进士及第者均为

“天子门生”，唐时向主考官谢恩之礼
也变为向皇帝谢恩，由新科状元率领
诸及第进士上谢恩表，称为“朝
谢”。之后，元明清三代亦延续了这
一礼节，朝谢也成为古代“毕业生”
们通过考试后要做的第一重要之事。

进行完这么多严肃繁复的礼仪活
动，“毕业生”们终于可以尽情地

“毕业狂欢”了，时谓“期集”。首先
少不了的是“毕业聚餐”，即黄梅戏
《女驸马》唱词中提到的“琼林宴”。
它是皇帝专为款待新科进士而举行的
宴会，因北宋时赐宴地点位于皇家花
园琼林苑中而得名，在不同时代又有

“闻喜宴”“恩荣宴”等别称。更贴近
于现代的毕业宴，吃完这顿，同年们
就自赴前程、各奔东西了，故而又称

“离会”。
据《湖南日报》

古人如何庆祝毕业

中国古代教育制度有一个在较为
漫长的历史时期逐步发展、完善的过
程。在科举制度出现之前，古代学子
们并没有明确的毕业期限。夏商时期
的学校制度无史料可考，西周“官
学”——国学的学制，朱熹在《大学
章句序》中有记载，当时的学生八岁
进入“小学”学习“六艺”，十五岁入

“大学”，培育道德素养、学习“修齐
治平”之道。至于学子们何时毕业，
《近思录》中说：“古之士者，自十五
入学，至四十方仕，中间自有二十五
年学，又无利可趋，则所志可知。”这
些学子们需经过长达二十五年的学习
生涯，直到四十岁才能踏入仕途，但
这并不意味着二十五年就是固定的毕
业期限，因为并非所有“大学”学子

都能够步入仕途，相当一部分没有入
仕的学子，即使学习的时间足够，也
不能算是“毕业”。

西汉武帝时，在都城设立“太
学”作为国家最高教育机构，立“五
经博士”为教官，教授学生儒家经
典。“太学”的学生来源主要有二：一
是由太常进行选拔，《汉书·儒林传》
载：“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
者，补博士弟子。”二是各郡县地方高
级官员推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
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
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
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
得受业如弟子”。这些学子经荐举进入
太学后，每年参加固定的考试，成绩
优异者即可取得做官的资格，“能通一

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
为郎中，太常籍奏”，从而顺利“毕
业”。结合西周官学与汉代太学不难看
出，科举制度出现以前，在政府官学
学习的学子们不论年龄长幼，亦不论
学习时间长短，从学校毕业的唯一标
准就是入仕为官。

隋唐以降，随着科举制度兴起，
中国传统教育制度也在逐步完善。唐
代有六大官学，皆隶属于国子监，对
所招收的学生有年龄规定：“凡生，限
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针对学习不
同儒家经典的学子，官学也规定了不
同的修习年限，如果学生没有在规定
年限内完成学业，将被除名。对于在
官学或地方私学就读的广大学子来
说，科举是他们进入官场的必由之

路。此时,他们毕业的标准由“入仕”
转为“及第”，而每一届科举考试也就
成了这些学子们的“毕业考试”。

宋承唐制，在唐代科举的基础上
增设殿试一级，学子们只有通过殿试
才能真正称之为毕业。明清时期，基
本延续了这个标准，而又有其时代特
点。此时，考中进士仍是学子“毕
业”的正途，但因国子监监生的地位
提高，学子们即使没有考中进士，只
要进入国子监继续读书并通过考核，
也能够取得做官的资格。清代还开设
博学鸿词、孝廉方正等制科，作为选
拔“非常之才”的不定期、非常规考
试。但不变的是，学子们的毕业标准
仍是入朝为官。

据人民论坛网

古代学子的毕业标准

又是一年毕业季，离开熟
悉的校园，想起亲切的老师，
想起嬉戏打闹的小伙伴，这些
或欢乐或辛苦的成长故事，都
充满离愁别绪，也满怀对未来
的想象。古人是如何表达“毕
业”心情的？一起来看看古人
的“毕业赠言”。

古诗词中的“毕业赠言”

古代什么职业最给力？首先要高
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收入，但不至于暴
富；其次，属于同时代的人都感到好
奇的另类职业；最后，不仅为了满足
物质生存，还能带来精神愉悦。

宫廷音乐家

汉代和唐代，代表了高雅音乐最
高成就的李延年和李龟年，他们的作
品一问世，就有不少的听众发出会心
的微笑。

据说，有一回，李延年为汉武帝
唱了一首歌：“北方有佳人，遗世而
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
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汉
武帝听了这首歌，感慨地说：“好
呀，只是这世上到哪里去找这样的佳
人呢？”一旁的平阳公主向汉武帝推
荐说，李延年的妹妹就是这样的佳
人。因为这首歌，李延年成功地“推
销”了自己的妹妹，嫁给了汉武帝。

侠客

侠客们活在世上好像仅仅为了一
件事，那就是逢人便问“你们遇到了
不平之事吗？我可以为你打抱不平。”

战国四大刺客之一聂政，本来的
职业是屠夫。他行侠杀了人，带着母
亲和姐姐逃到齐国，但侠客的名气使
他欲罢不能：韩国贵族严仲子带着黄
金和毕恭毕敬的态度跑来找他，要他
除掉韩国首相侠累。聂政推辞不干，
也没有收严仲子的黄金。聂政这么
做，并不是他决定放弃侠客这个职
业，而是他认为母亲还活在世上，姐
姐也没有出嫁，自己还不能死。不
久，他的母亲去世了，严仲子前来吊
孝，执亲子之礼，使聂政深受感动。
埋葬了母亲之后，聂政火速将姐姐出
嫁，然后前去刺杀侠累。

侠累身为首相，空有几十名警
卫，竟然被武功高强的聂政从容地一
剑刺死。警卫们围了上来，聂政眼看
没有脱逃的可能，就举剑自杀了。咽
气之前，他用长剑将自己的眼珠挖出
来，把自己的脸划成一堆肉泥。他这
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不让人们认出
他，以免连累他的姐姐。

教书先生

孔子在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入学的
时代，首创私塾，并且用有教无类的
办学方针吸引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弟
入学，这使得他从教书先生一跃而成
为教育家。

孔子的教学方法着实令后人艳
羡。孔子坐在老家曲阜的杏林里，学
生们围着他团团坐定，孔老师清清嗓
子就可以流畅地讲上两个时辰。其他
时候，他则用事先设计好的各种问
题，逐一考问他的弟子们。到了后
来，他干脆带着弟子们坐着牛车周游
列国。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的
各种问题想必也在这种壮游与讲学中
得到合理的处置与解答。

采诗官

在和文化有关的职业中，采诗官
是最古老的。在遥远的周代，他们的
身影就已经出现在中原的大地上了。

这是一个以诗歌的名义走遍天下
的工作，采诗官走到民间总是如同蜜
蜂飞行在花丛中一样深受欢迎。民间
的疾苦往往通过这些民歌的形式直接
被周王及其他诸侯了解。采诗官在其
他时代，事实上担当了国家民意调查
员、新闻记者和国家诗歌记录者的重
任。可惜，我们无法知道这些采诗官
的名字，他们已经在历史的深处浓缩
成为一个名词。 据《合肥晚报》

古代那些给力的职业

宋代琼林宴图（资料图片）。

友情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
故人。 王维 《送元二使安西》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
我情。 李白 《赠汪伦》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王勃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师长

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
种花。

白居易 《奉和令公绿野堂种花》
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眠。

李白 《寻雍尊师隐居》
本报综合

明志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
玉壶。 王昌龄 《芙蓉楼送辛渐》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
北风。 郑燮 《题竹石》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
复来。 李白 《将进酒》

孔子讲学（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