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2月23日 星期三

编辑/版式 丁京/鲁广如 邮箱：hbrbxjz@126.com 校对 孟祥兰 4版成长周刊·趣味

辽朝欺侮宋朝无能，多次进犯边境。到宋

太宗的儿子宋真宗赵恒即位后，有人向宋真宗

推荐寇准担任宰相，说寇准忠于国家，办事有

决断。

宋真宗说：“听说寇准这个人好强任性，怎

么办？”

这个大臣说：“现在辽朝进犯中原，正需要

像寇准这样的人来承担大事。”

寇准在宋太宗时期担任过副宰相等重要

官职，他的正直敢谏是出了名的。有一次，寇

准上朝奏事，触犯了宋太宗。宋太宗听不下

去，怒气冲冲站起来想回到内宫去。寇准却拉

住太宗的袍子不让走，一定请太宗坐下听完他

的话。宋太宗拿他没有办法，后来还称赞他

说：“我有寇准，就像唐太宗有魏征一样。”

但是正因为他为人正直，得罪了一些权

贵，后来被排挤出朝廷，到地方去做知州。这

一回，宋真宗看到边境形势紧急，才接受大臣

的推荐，把寇准召回京城。

公元1004年，辽朝萧太后、辽圣宗亲自率

领二十万大军南下，前锋已经到了澶州（今河

南濮阳，澶音ｃｈáｎ）。告急文书像雪片一

样飞到朝廷。寇准劝真宗带兵亲征；副宰相王

钦若和另一个大臣陈尧叟却暗地里劝真宗逃

跑。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迁都金陵（今江苏

南京）；陈尧叟是蜀人，劝真宗逃到成都去。

宋真宗听了这些意见，犹豫不决，最后召

见新任宰相寇准，问他说：“有人劝我迁都金

陵，有人劝我迁都成都，你看该怎么办才好？”

寇准一看两边站着的王钦若和陈尧叟，心

里早有了数。他声色俱厉地说：“这是谁出的

好主意？出这种主意的，应该先斩他们的头！”

他认为只要真宗亲自带兵出征，鼓舞士气，一

定能打退辽兵；并且说，如果放弃东京南逃，人

心动摇，敌人就会乘虚而入，国家就保不住了。

宋真宗听了寇准一番话，也壮了胆，决定

亲自率兵出征，由寇准随同指挥。

大队人马刚刚到韦城（今河南滑县东南），

听到南下辽军兵势强大，一些随从大臣吓坏

了，趁寇准不在的时候，又在真宗身边唠叨，劝

真宗暂时退兵，避一避风头。宋真宗本来很不

坚决，一听这些意见，动摇起来，又召见寇准。

宋真宗对寇准说：“大家都说往南方跑好，

你看呢？”

寇准严肃地说：“主张南逃的都是懦弱无

知的人。现在敌人迫近，人心动荡。我们只能

前进一尺，不可后退一寸。如果前进，河北各

军士气百倍；如果回兵几步，那么全军瓦解，敌

人紧紧追赶。陛下想到金陵也去不成了。”

宋真宗听寇准说得义正辞严，没话可说，

但是心里还是七上八下，定不下主意。

寇准走出行营，正好碰到殿前都指挥使高

琼。寇准冲着高琼说：“您受国家栽培，该怎么

报答？”

高琼说：“我愿以死报国。”

寇准就带着高琼又进了行营，重新把自己

的意见向宋真宗说了一遍，并且说：“陛下如果

认为我的话不对，请问问高琼。”

高琼在旁边接着说：“宰相说的话是对

的。禁军将士家属在东京，都不愿南逃。只要

陛下亲征澶州，我们决心死战，击败辽兵不在

话下。”

宋真宗还没开口，寇准紧接着又逼了一句

说：“机不可失，请陛下立刻动身！”

在寇准、高琼和将士们的催促下，宋真宗

才决定动身到澶州去。

这时候，辽军已经三面围住了澶州。宋军

在要害的地方设下弩箭。辽军主将萧达兰带

了几个骑兵视察地形，正好进入宋军伏弩阵

地，弩箭齐发，萧达兰中箭丧了命。

辽军主将一死，萧太后又痛惜又害怕。她

又听说宋真宗亲自率兵抵抗，觉得宋朝不好欺

负，就有心讲和了。

澶州城横跨黄河两岸。宋真宗在寇准、高

琼等文武大臣的护卫下，渡过黄河，到了澶州

北城。这时候，各路宋军也已经集中到澶州，

将士们看到宋真宗的黄龙大旗，士气高涨，欢

声雷动。

萧太后派使者到了宋朝行营议和，要宋朝

割让土地。宋真宗听到辽朝肯议和，正合他的

心意。他找寇准商量说：“割让土地是不行的。

如果辽人要点金银财帛，我看可以答应他们。”

寇准根本反对议和，说：“他们要和，就要

他们归还燕云失地，哪能再给他钱财。”

但是，宋真宗一心要和，不顾寇准的反对，

派使者曹利用到辽营谈判议和条件。曹利用

临走的时候，宋真宗叮嘱他说：“如果他们要赔

款，迫不得已，就是每年一百万也答应算了。”

寇准在旁边听了很痛心，只是当着真宗面

不便再争。曹利用离开行营，寇准紧紧跟在后

面，一出门，一把抓住曹利用的手说：“赔款数

目不能超过三十万，否则回来的时候，我要你

的脑袋！”

曹利用知道寇准的厉害，到了辽营，经过

一番讨价还价，最后定下来，由宋朝每年给辽

朝银绢三十万。

曹利用回到行营，宋真宗正在吃饭，不能

马上接见。真宗急着要知道谈判结果，就叫小

太监出来问曹利用到底答应了多少。曹利用

觉得这是国家密，一定要面奏。太监要他说个

大概，曹利用没法，只好伸出三个指头做了个

手势。

太监向真宗一回报，宋真宗以为曹利用答

应的赔款数目是三百万，不禁惊叫起来：“这么

多！”他略略想了一下，又轻松起来，说：“能够

了结一件大事，也就算了。”

他吃完饭，就让曹利用进来详细汇报。当

曹利用说出答应的银绢数目是三十万的时候，

宋真宗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直称赞曹利用办

事能干。

接着宋辽双方正式达成和议，宋朝每年给

辽朝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不用说，这笔巨

额赔款，长期成为北宋人民额外的沉重负担。

历史上把这次和议叫做“澶渊之盟”。

由于寇准的坚持抗战，到底避免了更大的

失败。宋真宗也觉得寇准有功劳，挺敬重他。

但是原来主张逃跑的王钦若却在宋真宗面前

说，寇准劝真宗亲征，是把皇上当赌注，孤注一

掷，简直是国家的一个大耻辱。宋真宗一想起

在澶州的情景，真有点后怕，就反过来怨恨寇

准，竟把那忠心耿耿的寇准的宰相职位撤了。

趣味历史 寇准抗辽

【题目】

4个人在对一部电视剧主演的年龄进行猜

测，实际上只有一个人说对了，

张：她不会超过20岁；

王：她不超过25岁；

李：她绝对在30岁以上；

赵：她的岁数在35岁以下。

A.张说得对；

B.她的年龄在35岁以上；

C.她的岁数在30～35岁之间；

D.赵说得对。

【答案】

B

此题最好用排除法，根据条件只有一个人

说的是正确的，如果张说得对，那么王和赵说

得也对，排除A；同理王说得也不对，如果李说

得是对的，赵说得也可能对，反之也是如此，排

除C、D。故选B。

数学小神探
她到底多大年龄？

实验台

思考:当我们躺在水面上像帆船一样漂浮

着,我们都知道是水的浮力在支撑我们。但你

可知道怎样测量浮力吗？

材料:1个弹簧秤、1把锁、1个装水的玻璃

杯

操作:

1. 先把锁挂在弹簧秤下，记录弹簧秤的

刻度。

2. 然后将弹簧秤挂的锁放入水中，记录

此时弹簧秤的刻度。

3. 比较两次记录下的刻度，思考为什么

会不同。

讲解:

1. 锁浸在水中，会受到水对它的向上的

支持力，即浮力。

2. 两次记录的差值就是水对小铜锁的浮

力。

创造:

用弹簧秤再称别的物体(比如小木块，橡

皮头等)，观察不同的物体的浮力大小。

认识浮力

点着一支蜡烛，仔细观察它的火焰，你会

发现它大致可分三层：最里边的一层叫焰心，它

靠近蜡烛芯，光很暗;往外，又宽又亮的一层叫

内焰;最外面既薄又不很亮的那一层叫外焰。

现在，只要用一把铅笔刀来实验一下，你

就会弄清上面的三层各由什么组成了。首

先，你把刀子插到最暗的焰心，过一会儿迅速

取出，会发现，小刀上凝了一层蜡油。这说

明，在这一层里，石蜡刚刚蒸发并没有燃烧。

然后，等刀子凉了，你把它的另一面插到最亮

的内焰，过一会儿抽出来，会发现小刀上出现

一层黑末。这说明，这儿的蜡蒸气刚刚分解，

变成了灼热的碳粒，它们依然没有燃烧。不

过正是这些灼热的碳粒，使这里特别明亮。

最后，你把带有碳粒的小刀放到火焰的最外

层，这儿虽然不够亮，却最热，过一会儿，小刀

上的碳粒就不见了。这说明小碳粒正是在这

里和空气中的氧气相结合，生成二氧化碳的。

你也可以不用铅笔刀，而只用一根火柴

来说明上面的问题：请你用拇指和食指卡住

一根火柴的两头，再快速地把它横在火焰中

间，使这根火柴可以同时接触火焰的三层，稍

停一下拿出，你会发现被烧焦的两小段，正是

位于火焰外焰的那部分。

蜡烛的内焰很亮，人们喜欢用它来照

明。酒精灯的外焰很热，人们就用它来加

热。你看，它们还各有分工呢!

身边的科学

蜡烛的火焰，
里外的颜色为什么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