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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才华，很少有人不知道李白、杜甫、

白居易，可是关于他们的粉丝的故事却鲜为

人知。

大唐盛世，诗歌在长安城颇为流行，“谪

仙人”李白肯定是最大的腕儿。

李白刚入长安时，朝廷高官贺知章便忍

不住夸他：这真是天上掉落的太白金星呀，

绣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大唐李白》作者张

大春说：这种人特别会被神话。一旦一个人

被神话，他就越来越容易被神话。

李白因此收获了众多粉丝。当时的“铁

杆粉丝”魏万，细究起来，应该算是如今那些

搭飞机追星粉丝的鼻祖。由于钦慕李白才

华，他总惦记着亲眼看看偶像。可李白是个

浪子，60多岁了还酷爱旅游。出身富庶人家

的他从来不需要为经费担心，再加上唐玄宗

给的一大笔退休金，足够他风里雨里“浪”

去。

为了赶上飘忽不定的李白，魏万费尽心

思。天宝十二年七月，魏万备上干粮，从河南

济源王屋山下出发。当他赶到宋州、兖州李

白住的地方时，李白早已离开。魏万继续沿

汴河、运河追到扬州，再沿邗沟过长江，沿南

运河到杭州，追到天台山时，已是漫天大雪

的寒冬。次年五月，在当时的广陵，如今的扬

州城，魏万终于见到了李白。他跪倒在地，泪

流满面，双手捧上自己的诗句，请李白过目。

事后据魏万回忆，李白双眼炯炯有神，戴着

帽子，腰带飘飘，风流蕴藉。

见到这等“死忠粉”，李白自然也很感动。

于是写了一首《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赠予

魏万。因为这趟行程，二人结交了深厚的友

谊，李白甚至授权魏万整理自己的诗集。

当时，杜甫是李白的粉丝。杜甫比李白

岁数小，就在李白人生最失意的时期，粉丝

杜甫得以见到了自己的偶像，并陪他游玩了

一年多。

“这段经历在李白不屑一顾，在杜甫可

是念叨了一辈子。”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

系博士生导师陈尚君说。

杜甫当然也有自己的粉丝，比如晚唐

诗人张籍。有朋友去张籍家串门，发现他正

在烧杜甫的诗集。之后，他把烧过的纸灰拌

上蜂蜜，一并喝下，每天三顿，和吃饭一样

按时。问其原因，张籍说：吃了杜甫的诗，我

就能写出和杜甫一样好的诗了。这位相信

吃啥补啥的粉丝，居然真的写出了《秋思》

这等名篇。

张籍只是相信吃啥补啥，白居易的粉丝

可是狂热到将偶像的诗篇镌刻在身上。唐代

段成式《酉阳杂俎》中记载，荆州有位叫葛清

的粉丝，不惜忍痛，将脖子以下都用刺青刺

满了白居易的诗。算下来，整个身体竟足足

刻了三十多首，几乎没有留白。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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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家训与中国人品格之养成
在中国古代，“忠”“孝”是每个人必须具备

的最基本的品格和修养。因此，古代家训宣教

忠孝思想的情况非常普遍。孔子把孝悌置于崇

高地位。唐代最著名的柳玭在《家训》中把孝悌

作为家法的基础。

在中国古代，孝是处理家庭伦理的道德和

行为准则，忠是处理国家政治的道德和行为准

则。

勤俭持家与廉洁奉公

家训对中国人勤俭节约品格的养成起了

很大作用。唐代科举竞争激烈，勤奋程度决定

功名成败，韩愈劝诫子弟：诗书勤乃有，不勤腹

空虚。曾国藩劝诫子弟：家勤则兴，懒则衰；国

勤则治，怠则乱。

中国古代明君在训诫王储子弟时更注重

“俭”。周文王告诫太子姬发要吸取殷人酗酒乱

德、荒政失国的教训。唐太宗训诫太子要奢俭

由人，安危在己，力行节俭，要做个明君。

“俭以养德”是中国古代士人修身养性的

关键所在。诸葛亮劝诫子孙：静以修身，俭以养

德。勤俭的反面是骄奢，司马光也劝诫儿子“以

俭素为美”。

勤俭之家培养出来的子弟，自然廉洁奉

公。唐代浙西观察使李景让年幼时，家中墙壁

塌了，意外获数十万钱，其母认为不应“无劳而

获”，将其重新封藏，正是其母勤俭持家，不贪

钱财，才将李景让培养成为廉洁奉公的一代名

臣。

谦虚礼让而积善积德

谦虚礼让是中国人为人处世的优良美德

和品格，也是家训宣教的重要内容。忍让是处

理家务和家人关系的最好方法。清代吴汝纶要

求子弟反省自己，提高修养，避免“以小恶弃人

大美”，影响家庭和睦。

权宦之家更要约束子弟，学会谦让，防止

骄傲。曾国藩因家族“门第过盛”，常告诫子孙

出门在外“以谦谨二字为主”，要戒除“傲惰”，

使他们“常存敬畏”，不要侮人、恃才傲人。

中国人把积善积德作为家训的重要内

容。《义庄规矩》《郑氏规范》等家训中就劝诫

子弟积善积德，对贫弱、疾病、孤寡等弱势者

进行救恤、帮扶。因此，家训是培养中国人尊

老爱幼、扶贫济弱和积善积德等优秀品格的

关键一环。

诗礼立身及诗书传家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选贤任能的优良文化

传统，孔子劝诫子鲤曰，把学习诗、礼上升到个

人为人处世和待人接物的高度。以诗、礼立身，

后来成了中国家训的一个传统。

隋唐时期科举制度兴起，“以文取士”成为

主流，诗书传家逐渐成为后世家训的主要特

点。颜之推深感社会动荡无常，认识到立身的

根本在于学习，劝诫子弟“积财千万，不如薄技

在身”。他告诫子弟人生贵在读书学问、开心明

目、利于行耳。韩愈告诫儿子：人之能为人，由

腹有诗书。唐代以后，以诗书求取功名，以诗书

传家的观念，成为士人最高追求，对中国人好

学性格的养成有着积极作用。

总之，中国家训中宣传的忠孝仁义、勤俭

持家、廉洁奉公、谦虚礼让、积善积德以及诗书

传家等优秀的传统价值观念，培养了无数贤明

卿相、威猛将帅和文化名流，对中国人优良品

格的形成和塑造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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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电商一路高歌而蓬勃发展起来的

中国快递业，业务规模已连续多年位居世界

第一，对全球包裹快递量的增长贡献率超过

50%。事实上，“快递”在中国出现的时间相

当早，一套完整的国家邮政系统在古代中国

就已经建立了。

古代的国家邮政系统叫作“驿传”或者

“邮驿”，是古代政府为了传递文书、接待使

客、转运物资而设立的通信和交通组织，官

办官管官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负责政府的

公文往来和军情传递，也承担一些物资的运

输工作。

既然是传递公文和军情，对时效性的要

求就非常高。那么，这套系统的速度到底有

多快呢？

汉代马递的最快速度是日行四百里。唐

代则规定，每天车行至少一百二十里，骑马

一百八十里，皇帝颁布的敕令须日行五百

里。

到了清代，由于军机处的设立，文书传

递的速度被提高到一昼夜六百里甚至八百

里。咸丰和同治时期，由于战火不断、军情紧

急，出现了“红旗报捷”，一旦前方打了胜仗，

就立刻以八百里的速度传递消息，沿途驿站

秣马以待，一听到铃声立刻飞身上马，驰往

下一站。这就是我们在影视剧里常常看到的

“八百里加急”。

然而，这些“快递”业务虽然高效，普通

百姓想要享受却非常困难——国家邮政系

统不接受民间订单，所以民间通信大多靠私

人捎带。汉乐府中有一首《饮马长城窟行》，

写的就是托同乡的人带回家的信件。

明清时期，逐渐产生了专营民信业的民

信局，货运方面则出现了镖局，不过镖局只

运送贵重物品，且押运价格不菲。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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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快递”什么样？

八百里加急不接民间订单

李白等人的粉丝真疯狂

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