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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一周文化热热点点

“身长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顾自
见其耳。”

“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
焉。”

“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
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
堂堂，威风凛凛。”

“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
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

看到这个标题，依然选择看我们
这篇正文的朋友，大约都是熟读《三
国演义》《三国志》 的有识之士，所
以，看到以上来自这两本书中的外貌
描写，相对应的历史人物，应该马上
会浮现眼前吧？

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陈寿，还是
罗贯中，在描写身高时，一致采取“身
长几尺”的套路。考虑到他们之间，隔
了一千多年，可见尺这一长度单位的在
中国古代重要程度。而你们这个时代，
离罗贯中的时代，不过才几百年，却已
经很少用到这个长度单位了，可见时代
变化之快。但是，尺还是留下不可磨灭
的印记，至今人们依然将测量长度的工
具称为“尺”。

那么，就有一个问题了：他们身高
都是几尺几尺的，这一尺到底多长啊？

如今市制早就不怎么用了，学校都
不怎么教了，但年长些的朋友应该还知
道：一米等于三市尺，也就是说，一市

尺约等于 33.33 厘米。但此尺，非彼
尺。如果按照今天的“尺”去换算，

“身长七尺五寸”的刘备，就差不多两
米五了，“身长九尺”的关羽，都快三
米了……赤兔马哪扛得住？还有，古人
常说“堂堂七尺男儿”，说明当时男人
平均身高在七尺左右，按照今天的

“尺”去换算，岂不是全天下都是姚明
……显然不可能。

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朝代之
间，甚至朝代内，尺的长度一直在变
化。变化的大趋势是：随着时间的推
移，尺越来越长。

手头上没尺子没任何工具，想量
个不怎么长的东西的长度，怎么办？
用手呗，还能咋的？我们常说“手一
拃”，也就是张开大拇指和中指，两端
的距离。

你想你怎么会这招的？老祖宗传下
来的呗。最初的一尺长，便来源于此：
男人伸展的拇指和中指之间的距离。这
便是《孔子家语》所说的“布手知尺、
布指知寸，舒肘知寻”。

有人要问了，“布手知尺”不科学
啊，光说男人，咋不说女人呢？有啊，
就是咫！《说文》中讲“中妇人手长八
寸谓之咫，周尺也。”就是说，中等身
材的女人，手长是周尺中的八寸长，也
就是一咫。所谓“咫尺之间”到底有多
近，有了更直观的概念了吧？

由此可见，周尺很短，短到只有男
人“手一拃”，怎么也不到20厘米。什
么？您手大？那当我没说……那么，到
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一
尺有多长呢？清代的一尺，分裁衣尺、
量地尺、营造尺等，长度不一，不过怎
么也有30多厘米。

怎么一尺就越来越长了呢？好吧，
我们又要“不惮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
那些吸血贵族老爷们了。古代老百姓交
税，并不都是现金，常常要交货物的，
比如丝麻布缕这些需要量长度的东西。

那些贵族老爷们表面说：“我们不
加税，去年你们交一尺丝绸，今年还是
交一尺。”可背后呢？他们偷摸把尺做
得更长了。今年的一尺，还是去年的一
尺吗？并不是。于是，尺越来越长，老
百姓交税越来越多。老百姓是不知道
吗？他们知道，群众的眼睛一直是雪亮
的。不然，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怎么来
的？都是贵族老爷们逼的！

跑题了，不好意思。回到咱们主
题，“身长八尺”的诸葛亮，到底是多
高？呐，您可算问着了！本文物不就是
东汉的铜尺么！本文物全长23.3厘米。
跟你们的时代不一样，在我们汉代，一
尺长就是一尺长……好绕口，这么说
吧，依本文物的长度推算，诸葛亮身高
186.4厘米。

虽然，陈寿大概率没有拿尺量过他
老爸的大领导，出土汉尺长度也并不一
致，再者三国时期的尺还要更长些，所
以这个数字可能没那么准确，但是，我
们说诸葛丞相身高一米八往上，总不会
大错。以此类推，刘备大约一米七五
高，关羽身高大约两米，张飞也是一米
八朝上的个子。

啧啧，想想看，两米的红脸大个，
一米八几的大胡子，骑着高头大马，朝
你袭来，你怕不怕？至于那位一米八几
的大帅哥，念书时是学界公认的知名学
霸，工作后是一国丞相，治国理政广受
好评，带兵打仗还达成“武庙十哲”成
就，更别说人家业余还能搞发明创造，

随手写一篇公文一千多年后的学生们还
要全文背诵……这是什么神仙人设？

可见，季汉集团不仅是一群理想主
义者，还是一群“高人”。

知道这些有什么用呢？呐，了解他
们的身高，不说更好地了解三国历史，
起码能更好地理解小说剧情。

举个例子，在《三国演义》中，张
松“身短不满五尺”，也就是身高还不
到一米二。因此，他曾饱受他人的冷
眼。比如，自己身高就很普通的曹丞
相 （《三国志》 都不好意思写他身
高，大约是不高；《三国演义》 中他

“身长七尺”，大约是一米六多一点）
就不待见他。正因如此，张松在季汉
集团感受到来自“高人”的温暖关怀
后，深受感动主动献图的剧情，也就
更好理解了。

专家说文物：

“1993 年初，潜山县余井镇马道村
村民在务农时挖得这件青铜尺。村民认
识到这是文物后，便交到余井镇公安派
出所。公安机关又将该文物移交至县文
物管理所。接收该文物后，县文物管理
所立即组织人员对该古墓进行了抢救性
发掘。”潜山市博物馆副馆长李騊介绍
说，经过现场勘查，发现该墓为砖室
墓，墓内同出铜环首刀 1 件，灰陶罐 2
件，从墓葬形制及随葬物推断，此铜尺
为东汉实用尺。

据李騊介绍，铜尺全长 23.3 厘米，
宽1.8厘米，厚0.2厘米。一端顶部及一
截边缘微残。一端有直径为 0.4 厘米的
穿孔，正面镂刻着多组菱形、三角形组
合成的几何图案。其间有竖线间隔。间
隔线之距为该尺之半寸，半寸之间又有
竖短线相隔，其间距为半寸之半，即四
分之一寸。该尺纹饰精美，线条匀称。
背面也有阴刻单线刻度，分尺为 10
寸，每寸均为2.33厘米，与正面刻度完
全吻合。这件青铜尺，为研究古代度量
衡又提供了一件珍贵实物资料。

全媒体记者 何飞

诸葛亮身高一米八？真相在这里！
——东汉三角纹铜尺

东汉三角纹铜尺

“老师，我这声音拉出来怎么那么
颤？”“拉琴的时候手要平、要轻……”
3月7日，老年大学开学以来，张步东
和很多个日子一样，又站在了老年大学
教室的讲台上，为老年学生们传授二胡
技艺。面对学生的各种问题，张步东都
一一耐心解答，遇到关键处，他便亲自
演示，拉弓、推弓、换弦……琴声阵阵
悠扬，每项技巧运用娴熟。

今年75岁的张步东早年毕业于安
徽艺术学院，现为我国著名二胡演奏
家。2014年，张步东初到老年大学任教
时，发现老年大学的课程没有相应教
材，学起来缺乏系统性。想学好二胡这
门传统乐器，仅靠课堂时间是远远不够
的，于是张步东下足了功夫，他不断搜
集总结适合老年人弹奏的二胡曲目，结
合本地黄梅戏这一传统文化，将其融入
到二胡演奏中，并编写成教材，让学生
们在课堂之外也能根据教材自我练习。

课堂上，张步东老师的课非常有特
点，不古板，不教条，因人施教且寓教
于乐。很多老人对二胡的概念是陌生
的，纯粹的零基础，张步东便一遍一遍
地示范，要求规规矩矩地把基本功学扎
实，用心去感悟音乐。有的老人学得
慢，他并没有嫌弃，更没有放弃，而是
耐心讲解，直到教会为止。

为了不把课堂氛围弄得太严肃，张
步东往往会在讲课过程中穿插些人生感
悟或者身边的故事，学生们你一言我一
语，上课的氛围瞬间被调动起来。为了
让学生们多学一点，张步东常常课后自
愿加班半小时。“和老人打交道一定要
不急不躁，静得下心来，这样才能更好
地教他们。”张步东总结说。

去年秋季开学时，张步东老师的二
胡班新来了几名插班生，他们也都是冲
着张老师的名号，慕名而来的。由于他
们的基础相对薄弱，很难跟上班级的整

体节奏。为了践行“不让一个学生掉
队”的承诺，张步东就主动利用课间休
息和课余时间，专门为他们单独补课。

令张步东感动的是，尽管很多老年
学生行动不便，但他们很少请假，风雨
无阻坚持上课。“一次一位 68 岁的学
生，右腿摔骨折了，打着夹板，捆着绷
带，却依然拄着拐杖坚持来上课。”张
步东说，看到这一幕，他认为所有的付
出都是值得的。

“听张老师拉二胡，那就是一种享
受。”谈起张老师的演奏，现场一名刘
姓学员竖起了大拇指，他说，自己退休
后一开始无所事事，精神十分空虚，但
自从前年跟着张老师学习二胡后，如今
精神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课
堂外，我经常拉着小伙伴到公园歌唱演
奏，练习张老师教的曲目，现在觉得每
天都过得快乐有意义。”

“学生的年纪和我差不多，有些比

我还大。他们来这里不光是为了学二
胡，更能在老年大学结交到志同道合的
伙伴。”在张步东看来，现在的社会节
奏太快，老年人缺少陪伴，在老年大学
大家聚在一起，有了更多的交流和慰
藉。于是课堂下，很多学生会把自己开
心事、烦恼事分享给张步东，而张步东
也会和学员们真诚交流。“我和老人们
有很多共同语言，我们既是师生，更是
益友。”张步东笑着说。

来老年大学之前，由于信心不足，
张步东只答应代课一个学期，而如今，
他却成了老年大学最舍不得离开的老师
之一，并主动提出要将余生都奉献给老
年大学。8年来，张步东已为600多名
老年朋友传授二胡技艺。老年大学综合
楼管理员吴照礼告诉记者，因为张步东
老师的缘故，许多学员在这里连续学习
了很多年二胡，始终不愿意离开。

全媒体记者 唐飞

张步东：二胡声声传真情

日前，国家新闻出版署、国
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印发《关于
开展新闻出版、广播电视领域不
规范使用汉字问题专项整治工
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要求各级新闻出版、广播电视行
政部门和新闻出版、广播电视领
域各单位充分认识规范使用汉
字的重要意义，坚持属地管理，
落实主管主办制度和“谁出版谁
负责”“谁制播谁负责”原则，对
出版物、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等
汉字使用情况开展全面自查和
清理，切实提升内容质量。

《淮南子·本经》记载：“昔者
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什么状况？天上下起了小米雨，
夜里鬼鬼怪怪的还叫个不停？
这场面还怪吓人的。

唐代书画家张彦远就解释
说：“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
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这
个解释就很明显了：文字出现后，
人们获取了天地造化的秘密，所
以上天被感动得下了一场粟雨；
灵怪鬼怪已不能隐遁其形迹了，
所以被惊吓得夜间大哭。

翻译成我们现在的话说，就
是：有了汉字，社会的生产力更
高，粮食产量也越来越高，这便
是“天雨粟”；有了汉字，人们的

思想更先进，不再迷信鬼神，这
便是“鬼夜哭”。

“天雨粟”“鬼夜哭”，既充分
表达了汉字的实用价值，又让不
经意间表达出汉字之美。

而这一切价值，必须建立在
规范使用汉字的基础上。“鬼画
符”是不行的。

如今的互联网上，人们总能
见到一些行为举止异于常人“书
法家”。他们一门心思扑在“丑
书”“怪书”上，在书写中加入杂
耍，在杂耍中书写汉字，创造性
地融入低俗、媚俗元素，不断将

“鬼画符”推到新高度。倘若审
美在线的正常人，提出一些异
议，他们就会嗤之以鼻：“这是艺
术，你不懂。”

类似的事情，在计算机字体
上也有发生。人们总能见到一
些违背汉字书写规律和审美品
位，粗制滥造、拙劣夸张、观感不
佳的“丑书”“怪书”字体。

由此可见，《通知》要求行政
部门引导有关单位及时清理粗
制滥造、拙劣夸张、观感不佳的

“丑书”“怪书”字体，不仅是为了
出版物、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的
内容质量，更是为了把好关口，
保护我们中华文化的瑰宝——
汉字。

“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汉代到今宁夏一代开拓的
移民，吃得怎么样呢？近日考古
学家们用新发现解答了这个问
题：中国科学院大学考古学与人
类学系杨益民教授课题组与故
宫博物院、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合作，对宁夏中卫市常乐墓地出
土的汉代食物遗存开展系统研
究，发现生活在丝绸之路上民族
融合重要地区的先民们，餐食包
括烤饼与肉串肉干，有荤有素，
既吸收当地少数民族饮食习惯，
也保留移民自身特色。其中的
肉串，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羊
肉串实物。

有人要问了：牛羊肉保存这
么久，还能认得出来？确实，肉
眼肯定是认不出来的。这就要
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比如蛋白
质组学分析。分析结果显示，
该墓葬出土的肉串中检测到羊

亚科的动物蛋白，结合该地区
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动物考古
证据，推测其为羊肉制品，可
谓汉代“羊肉串”，是目前中国
发现最早的羊肉串实物；在肉
干样品中检测到大量牛科的胶
原蛋白、及少量肌动蛋白，加
之该样品韧性较高，推测其为
肌腱含量较高的牛肉制品，堪
称汉代“牛肉干”。这伙食，虽
说可能比不上李太白“烹羊宰牛
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但也
算不错了。

用考古学家的话来说，这一
发现，生动展现出丝绸之路上中
国古代胡汉各民族饮食文化的
交流与互动。用烧烤爱好者的
话来说，这一发现，说明对羊肉
串的热爱，两千年前的老祖宗就
有了。嗯，这个传承，真香！

全媒体记者 何飞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如何早期发现肺结核

1、连续咳嗽、咳痰持续两周
以上。

2、痰中带血丝或咯血。
3、反复发作或迁延不愈的

“伤风”、“感冒”，用抗生素等药
物治疗无效。

4、长期午后低热。
5、无明显诱因出现的易疲

劳、乏力、食欲不振、体重减轻、
夜间盗汗等症状。

有以上症状者应到我市结
核病定点医疗卫生机构就诊以
排除肺结核。定点医疗机构对
肺结核检查治疗的部分项目实
行免费政策。

城区定点管理机构：安庆市
疾控中心结防科

电话：5836747
城区定点治疗机构：安庆市

立医院北院区
电话：5836760
免费的范围包括：
1。普通肺结核患者三次痰

结核菌检查；2。免费为病人拍
两张胸片；3。全程6-8个月的抗
结核药品。

警惕耐多药结核病

什么是耐多药结核病？
耐多药结核病是结核病的

一种，两种最有效的抗结核药
物——异烟肼、利福平对此疾
病无效。因此，耐多药结核病
比普通结核病治疗更困难，危
害更大。

耐多药结核病的危害
1、传染危害大，患者可长期

排菌传染他人，感染耐药结核
菌，一旦发病就是耐药结核病。

2、治疗时间长，不良反应
多，可用药物少，治疗困难。

3、治疗费用高，治疗所需费
用是普通结核病的100倍以上。

4、如果不能完成全程规范
治疗，绝大部分患者不能治好，
会成为不治之症，甚至危及生
命，还会传染给家人。

耐多药结核病的治疗，一般
需要同时使用多种二线抗结核
药物，治疗时间需1年半左右。

耐药结核病患者要树立信
心，克服治疗的痛苦和困难，积
极和医生配合，坚持治疗，多数
患者仍能治愈。 疾宣

遏制结核 共享健康

安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4月8日，在大观区鸭儿塘社区就
业培训小课堂上，辖区“4050”妇女正
在学习拉面技能。

今年来，大观区依托社区就业指
导工作室、就业孵化室和社会就业培
训机构，聘请辖区餐饮业、月嫂培训
机构技师担任培训教员，为社区有就
业创业意愿和就业困难群体，开设厨
师班、面点班、家政班等多项技能培
训小班教学培训。据统计，参训人员
达 1100 人次，370 人在家门口实现上
岗就业。

全媒体记者 江胜
通讯员 项顺平 摄

技能培训促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