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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五”的来历
□楼明统

项羽之死，堪称《史记》中最精

彩的名篇，我们细细读来，不禁为项

羽的英雄气概所感动。但是，项羽，

为什么选择挥剑自刎，他的死，真的

是因为无脸见江东父老吗？

《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抵

达乌江，乌江亭长已经整船靠岸，等

待良久。亭长对项羽说：“渡过长

江，就是江东地区。江东虽然不大，

也是地方千里，居民数十万之地，足

以一隅称王，愿大王迅速渡江。眼

下乌江，唯下臣有船，纵使汉军追兵

到来，也是无船不能渡大江。”项羽

却笑着回答亭长：“天要亡我，我又

何必渡江！想当初，八千江东弟子

随我渡江西进，到如今无一人生还，

纵使江东父老兄弟怜爱不弃，仍然

以 我 为 王 ，我 又 有 何 脸 面 去 见 他

们？纵使江东父老兄弟默默不说，

我项羽岂能问心无愧啊！”

随后，项羽一声长叹，对亭长

说：“我这匹乌骓马，五岁了，正当

年，我骑此马所向无敌，曾经日行千

里，不忍其死，赠送与你。”

这些对话，将项羽大义凛然、视

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刻画得栩栩如

生。司马迁如同身临其境的描述，

将我们的视角转向了另一个方向，

那就是史实。因为历史上，项羽是

一个战败的英雄。

项羽一生征战八年，历经七十

余战，在最后的垓下之战中，兵败一

路逃亡。如何兵败？司马迁没有花

过多的笔墨描述，但在项羽乌江边

上 的 最 后 一 战 ，他 却 写 得 非 常 详

细。当仅剩最后的二十八名骑兵

时，项羽也做了精心军事布置，并告

诉战士，一战溃围，二战斩将，三战

夺旗。司马迁这样用心描写，是要

让读者明白，项羽这样做，认为是天

要亡他，而不是他自己不愿过江。

我却从中读出了更多的无奈，司马

迁其实也很喜欢这个人物，从他身

上，在他离去的最后时光里，用一个

史学家的眼光思考，当时的项羽为

何真的不愿渡江。

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细节：项

羽去意已决，到最后的血战中，他已

身负十多处创伤，突然间项羽转身

不动指着面前的一位汉军骑将高

喊：“来人可是旧友吕马童？”突然被

直呼其名的吕马童不敢正视项羽，

侧身对着身边的王翳手指着项羽

说：“这就是项王。”项羽继续高喊：

“我听说汉王悬赏千金，封邑万户，

要我的头，我成全你。”说完挥剑自

刎。读到这里，项羽真性情再次得

以体现，项羽是一个靠武力解决问

题的军人，在死面前毫无畏惧，却愿

意将自己的尸首送给老友去领赏。

司马迁总结项羽失败的原因不

外乎这样四点：一是犯了战略性错

误，放弃关中回到楚国；二是背信弃

义，自以为是，没有善待楚怀王，以

下犯上，最终酿成了暴乱；三是以功

高劳厚自傲，行事逞一己私见而不

师法古人；四是一心靠武力经营天

下，自称霸王之业，以为仅凭武力就

能治国。

读《史记·项羽本纪》，我时常思

考这样一个问题，项羽为什么选择

在乌江挥剑自刎？纵观项羽短暂的

一生：二十四岁随同叔父项梁起义

会稽；二十七岁在巨鹿全歼秦军主

力，主宰天下自封西楚霸王；二十八

岁以三万精兵击溃五十六万刘邦联

军，到达其军事生涯的顶峰；三十一

岁垓下战败，乌江自刎。至死，项羽

都宣称：这是老天要亡我，而不是征

战的罪过。

从今天看来，项羽的这个结论

是荒谬的。但他必然选择乌江作为

归宿是一个必然结果。一个人在失

败时，他选择的最后靠山往往是他

的亲人或来自故乡的力量。项羽兵

败时选择向江东逃亡，也是出于本

能和机缘。回到故乡他也许能重振

旗鼓，东山再起。那为何他辛辛苦

苦到了家门口，又放弃了呢？我们

从一个细节中找到了答案。项羽带

八百骑士，出垓下城，突破汉军包

围，过浍水，渡淮河，八百骑兵只剩

下百余人，当他进入阴陵县境内，却

迷失了方向。他向当地一农夫问

路，农夫指点说：往左走。项羽一行

往左去，结果陷入沼泽地，项羽方知

上当受骗。等到项羽一行返回时，

汉 军 骑 兵 已 经 赶 了 上 来 ，尾 随 不

舍。其实，这也是司马迁精心安排

的，也是为了印证“失人心者失天

下”的道理。临死，项羽已经明白，

即使渡江，江东父老兄弟嘴上不说，

心里未必会原谅他。后人总以为

“无脸见江东父老”是项羽好面子而

拒绝渡江，其实不然。

人心就是众人之心，体现在臣，

就是臣心；体现在军，就是军心；体

现在民，就是民心，民心是最大的人

心。人心多变如水，人心可以载舟，

也可以覆舟。这就是项羽之死留给

后人的警示。

“二百五”，我们永康人又叫“五

百对开”“四个一千”。它是个中性

数词，不知人们时候开始把它当作

骂人的口头禅，与傻瓜、呆子同义的

贬义词。譬如说话不文明，拍马屁

拍到马脚上，做事粗鲁，帮忙反帮了

倒忙，好心却办了坏事等等现象都

叫“二百五”，既可骂他人，也可骂自

己。

那么“二百五”这个词是怎样来

的呢？早在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

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在

《论语》中的《为政篇》有一段孔子自

述求学、明道的经历。“子曰：吾十有

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

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

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把这段话

译成现代汉语意思是：“我十五岁时

就立志做学问，到三十岁时做事就

有树立，到四十岁时办事不致迷惑，

到五十岁懂得了天命的道理，到六

十岁时听别人说话能判断是非，到

七十岁时方能心里怎样想就怎样

做，而不会超越规矩。”

孔子这番话包含着深刻的人生

哲理。但后来反孔贬儒者取其中三

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这 5 个数

词总和二百五十，简称“二百五”当

作骂儒家文人的代名词。随着年代

的推移，“二百五”又渐渐流传开来，

成为骂人的专门用语了。

亲亲你

大司巷幼儿园

（中班

）李禾

画

困兽

今天早晨，父亲挥起镰刀

大肆砍伐栅栏外的一排柏树。

我阻止他，问他为何要这样？

他说它们挡住了他的视线。

此前，他坐在防滑瓷砖铺设的院子里。

每一块瓷砖的图案，拼接在一起

形成一个相同的大图案。

他坐在上面，仿佛被环环紧扣的奥秘吸附。

一排白色矮木栅栏外，

被削去头颅的柏树丛凭着下半身

仍在强劲地生长。

我在窗前浇花，

抬头便看见他这举止疯狂的一幕。

听到呵责声，父亲停下手

转身与我无言对峙。

他闭着一张无力辩解的嘴，

却瞪着一双混浊挑衅的眼睛。

后来他屈服了，将手中那把

绿漆铁柄镰刀放回了工具箱。

这位当年抗美援朝的老兵，年轻时

经常当着母亲的面，说他差一点

娶了朝鲜女人，生活在另一个国度。

母亲总是微笑不语。

我们几个孩子一脸不屑地看着他，

像看一个陌生男人。

雨夜失眠

雨落在邻家铁皮凉棚上，

像是变成另一种声音再下一次。

由于格外响，把我从睡眠中惊醒。

之前闭着眼睛看黑夜，

现在睁着眼睛看黑夜。

而处于黑夜中的事物无法自明。

我紧邻一位老妇人、一对年轻夫妻而居，

他们在自己的房子里睡眠，

在自己的深夜，昏沉蒙昧。

凭着听觉，辨析被敲击的不同之物，

发出清脆、沉闷或不卑不亢的声响。

啊，那夜空中密布的灵魂，

有多少借着这雨水之重，

返回到寂静的大地？

在跑步机上

黑色履带转动起来

并不为传输什么，而是激发了我

奔跑的欲望。抬起脚

便踏上一条被模拟的道路。

新的规则产生。这回是

道路驰骋，我原地踏步。

一个只在始点旅行的人

哪里都去不了，却被测算出

距离和速度。

始点也是终点。唯有时间

将疲惫的内心转向疲惫的身躯。

我挥汗如雨，健步如飞，

但看上去就像固执地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