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才大者才大者，，望自大望自大；；
人所服人所服，，非言大非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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筷子史话筷子史话

易解：
有才能的人，处理事情的能力卓越，

声望自然不凡，然而人们之所以欣赏佩
服，是他的处事能力，而不是因为他很
会说大话。

我 国 是 筷 子 的 发 源
地 ，以 筷 进 餐 少 说 也 有
3000 年的历史了。

远古时，人们吃饭是
用 手 抓 的 ，但 在 吃 热 的
食 物 时 ，因 烫 手 便 用 木
棍来佐助。这样便不自
觉地练出使用棍条夹取
食 物 的 本 领 。 时 间 一

长 ，就 练 就 了 使 用 筷 子
的技术。

而在民间传说中，却
认 为 筷 子 是 大 禹 发 明
的。据说尧舜时代，洪水
泛 滥 成 灾 ，大 禹 奉 命 治
水，带领人民日夜与凶水
恶浪搏斗，别说休息，就
是吃饭、睡觉也舍不得耽

误一分一秒。有一次，大
禹乘船来到一个岛上，饥
饿 难 忍 ，就 架 起 陶 锅 煮
肉。肉熟后，因为烫手无
法用手抓食。但大禹不
愿浪费时间，就砍下两根
树枝把肉从热汤中夹出，
吃了起来。

从 此 ，为 节 约 时 间 ，
大禹总是以树枝、细竹从
沸滚的热锅中捞食。这
样可省出时间来制服洪
水。如此久而久之，大禹
练就了熟练使用细棍夹

取食物的本领。手下的
人见他这样吃饭，既不烫
手，又不会使手上沾染油
腻，于是纷纷效仿，就这
样渐渐形成了筷子的雏
形。

夏商时，我国已经出
现了经过琢磨的牙筷和
玉筷。春秋战国，出现了
庄重古朴的铜筷和铁筷；
汉魏六朝，各种规格的漆
筷也生产出来了。稍后，
又有了精制名贵的银筷
和金筷。

纪晓岚在编纂《四库全书》时，
一天，正值盛夏，热浪滚滚。他怕
热，打着赤膊坐在案前。

这时，乾隆突然驾到。封建社
会里，衣冠不整见驾就有欺君之
罪，更何况纪晓岚这副模样！他慌
得连忙钻进桌子底下躲避。其实
乾隆皇帝早就看到了，向左右摇手
示意，叫他们别作声，自己就在纪
晓岚藏身的桌前坐下来。

时间长了，纪晓岚感到憋气，
听听外面鸦雀无声，又因桌围遮着

看不见，闹不清皇上走
了没有，于是偷偷伸出
一根中指，低声问：“老

头子走了没有？”
乾 隆 皇 帝 听 见 称 他 为“ 老 头

子”，又见伸出根中指，心里又好
气又好笑，故意喝道：“放肆！谁
在这里？还不快滚出来！”

纪晓岚没法，只好爬出来跪在
地上。

乾隆皇帝说：“你为什么叫我
老头子？讲得有理就饶过你，否
则：嗯……”他捋捋山羊胡须，等待
纪晓岚回答。

纪晓岚不假思索地说：“陛下

是万岁，应该称'老’；尊为君王，举
国之首，万民仰戴，当然是‘头’；
子者，‘天之骄子’也。呼‘老头
子’乃至尊之称。”

“那这根中指又算什么？”
“代表‘君’，‘天地君亲师’的

‘君’。”纪晓岚伸出一只手，动着
中指说，“从左边数起，天地君亲
师，中指是君；从右边数起，天地
君亲师，中指也是君；所以中指代
表君。”

乾隆皇帝明明知道这是纪晓
岚的诡辩，但却讲得头头是道，有
理有据，于是皱皱眉头笑道：“卿
机智可嘉，恕你无罪！”

智解智解““老头子老头子””

【出处】宋·南宋文天祥《正气歌》

【注释】杂然：形容正气充满宇宙的

样子。赋：体现于形容：万物形体。

天地有正气天地有正气，，
杂然赋流形杂然赋流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