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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外不远处的月季花，开得正艳，红的黄的粉
的，在微风中轻轻摆动着，熟透的甜杏一样的香
气，便在空气中漾开来，无拘无束地走遍每一个角
角落落。

“那你是什么时候来山东的呢？怎么到了这
里呢？到山东后你回去过吗？”见柴玉兰不说话
了，汪记者问道。

“二十多年了，自从离开那里，再没回去过。”
柴玉兰依然望着门外，像是随口说完这话后，就下
了床，朝门口走去。

汪记者有些诧异地站起身，这时，她看到了已
走到门口的金成功和跟在身后的春风。

“小风，小风，你咋来了！”柴玉兰迎上去，一下
搂住了儿子的头。

被柴玉兰搂住的儿子不说话，他抬起又脏又
长的衣袖，抹了下鼻涕。

柴玉兰拉着儿子的手，把他领进了屋。
金成功手上夹根燃着的烟，也跟进了屋。
汪记者忍不住皱了下眉头，她转身把窗户拉

开了条缝，坐在了窗户跟前。对金成功她是有些
了解的，从王副校长和梅晓玫老师的讲述中，她知
道了那是一个有些不可理喻的男人。但是，她没
有想到这个男人不仅心理上不同于常人，连长相

和生活习惯也那么不同一般。从眼前这个男人身
上，她看不到半点金春雨的影子。

金成功坐下，从脏得辨不清颜色的衣服口袋
里掏出个皱巴巴的烟盒，拿出一支烟，有些讨好地
朝汪点点递过去。

汪点点看到那只拿烟的手又黑又皱，长长的
指甲里满是油污，不知有多长时间没有洗过了。
她一阵反胃，但努力忍住：“谢谢，我不吸烟。”她
说。

柴玉兰倒了水，给春风洗完手和脸，又拿出春
雨的一件校服给春风换上。

“你看，你出院也不跟我说一声，我好去接
你呀。”金成功一下下往地上弹着烟灰，大概是
被烟呛了一口，他咳嗽着，把一口痰吐在地上，
想想可能觉得有些不妥，又伸出脚，用鞋底来回
地搓着。

汪点点实在忍不住了，站起来，她想走出去透
透气。刚走到门口，她又转了回来。她想看看，这
个叫金成功的男人，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柴玉兰没有接金成功的话，她把春风搂在怀
里，剥了一根火腿肠给他。

见柴玉兰不说话，金成功也不恼，他接着说下
去：“要不是报纸上和电视上说，还真不知道你到

这来了呢。你看你这日子，过得怪好的呢。”
“没死了，不好咋的。”柴玉兰没有看他。
“你看你这人，还记仇咋的？我回去，不也是

照顾咱春风吗？”金成功有些讨好地对柴玉兰笑了
笑。

“是啊，你看你把孩子都照顾成啥样了？脏的
还有个孩子样吗？”柴玉兰有些生气地说。

“小孩子，哪有不脏的。”金成功嘿嘿笑着，“你
不是有好多钱了吗，给春风多买几件新衣裳换上，
不就干净了。再说，家里，家里也没钱花了，连饭
都吃不上了。”

“我就知道你来没啥好事！”柴玉兰气得脸变
了颜色。

“看你，咱一家人，你的钱，咱春风不能花咋
的？”金成功依然不生气。

“那不是我的钱，是大伙捐的钱，是捐来给我
治病的。你不管我生死，别人管了，你还想来拿
钱？你还是个男人吗？”柴玉兰气得站了起来。

汪点点忙走过去，扶柴玉兰坐下。
买菜回来的金嫂走进来，见到金成功，她愣了

一下：“你咋又来了？”
“看你说的，我来看春风他妈呀。”金成功说。
金嫂没有再说什么，转身把手里的菜放下，又

去招呼春风。
柴玉兰要春风喊金姨，春风却连看也不看金

嫂一眼。
“别难为孩子了，怕生。”金嫂笑着说。
春风吃完手里的火腿肠，抬头望着柴玉兰：

“妈，人家都说你有可多钱了，俺爸也说是。俺爸
说让你给我买变形金刚，买机器人，买好多好多好
吃的。”

“春风，妈没钱。妈治病的钱还是叔叔阿姨给
的呢。春风听话，等妈病好了，挣到工资了，给你
买好吃的，行不行？”柴玉兰双手交叉环在儿子背
上，柔声说道。

“不，不行。俺爸说了，你不买就不走。”春
风说着，竟然哭起来，并顺势躺倒在地上，打起
滚来。

汪记者和金嫂没想到春风会这样，都涌上来
又拉又劝的，可春风就是哭闹着不起来。他用双
手捂着脸，一边嚎叫着，一边从指缝里偷望着妈妈
的脸。

柴玉兰又气又急，额头上的汗水冒了出来。
面对躺在地上哭闹的儿子，金成功就像是没

看到一样，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
（31）

杨家将“辕门斩子”的故事出自小说家之言，并非历史的真实。在
真实的历史上，也曾上演过一出“辕门斩子”，其结局之奇，让人竟不知
该叹息还是该庆幸。

为南唐死守寿州
杨家将“辕门斩子”的故事，说的是北宋时辽国犯境，杨家将奉命破

敌，元帅杨延昭派其子杨宗保前去巡哨，不料却被穆柯寨女大王穆桂英
擒住，招为夫婿。后杨宗保回营，杨延昭大怒，欲斩其子，佘太君、八贤
王两番求情未果，穆桂英为救其夫，甘愿献上破阵急需的“降龙木”，并
归顺大宋将功折罪。最终，夫妇二人合力破敌，边境肃清，家人团圆。

历史上的“辕门斩子”发生在比北宋稍早的五代南唐，地点不是北
方边境，而是南方的寿州（今安徽寿县）。故事的主角也不是杨家将，而
是南唐大将刘仁赡。

南唐中主李璟（李煜之父）时，北方的后周在周世宗柴荣的统领
下不断蚕食南唐疆土。危难之际，刘仁赡受命镇守寿州。周世宗几
路人马从正月打到四月，都没有攻下寿州，便亲临城下招降，被刘仁
赡拒绝。

周世宗留下大将继续围城，南唐中主也派出齐王等援军在寿州城
附近下寨。寿州被围一年，城中粮草渐尽，刘仁赡请求趁周世宗不在，
出城与周军决战，齐王不许，刘仁赡遂忧愤成疾。第二年初，周世宗再
次亲临城下，南唐援军一败涂地，南唐中主上表称臣、割地求和，然而寿
州城却依旧固若金汤。

竟被两国封王
周世宗再次遣使招降，刘仁赡的小儿子刘崇谏，趁着父亲病重，偷

偷潜出城外与周军议和，被巡逻的军校捉住，押解到刘仁赡面前。刘仁
赡大怒，当即下令腰斩幼子。监军周廷构得知，哭着为刘崇谏求情，被
刘仁赡拒绝。

于是，周廷构又到刘仁赡的夫人薛氏那里，请夫人出面营救幼子。
可薛夫人却说：“崇谏年幼，杀他固然不忍，可如果不杀，刘氏一门就是
不忠。”她不仅没有为儿子求情，反而催促丈夫马上将儿子处斩。在场
将士无不动容。

刘仁赡夫妇忍痛腰斩幼子，发誓死守寿州，却没想到后来事与愿
违，竟做了贰臣降将。

到了三月，刘仁赡病得不省人事，手下将领便冒用他的名义给周世宗
写信求和。献城那天，病人膏肓的刘仁赡被人抬着，来到周世宗面前。周
世宗素来佩服刘仁赡忠义，好言劝慰，命人将他送回寿州城内养病。就这
样，刘仁瞻莫名其妙地成了降臣。当夜，一代名将刘仁赡病死。

得知刘仁赡的死讯，周世宗非常惋惜，追封他为彭城郡王，加封他
的儿子刘崇讀为怀州刺史。而南唐中主听说刘仁赡已死，也是痛哭不
止，追赠他为太师中书令，并说：“刘仁赡泉下有知，怎肯弃我而降周！”
据说，当夜，李璟便梦到刘仁赡在庭中谢恩，因此又加封他为卫王直到
后来北宋取代后周，宋太祖赵匡胤时，刘仁赡的另一个儿子刘崇谅，还
受其父荫蔽，加官进禄。 （摘自《领导文萃》）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共有118万多人高
举义旗，通过和平的方式走到人民阵营。然而，也
有些起义将领出师未捷身先死，这对于解放战争
乃至之后的国家和人民来说，无疑都是大损失。

杨杰 军学泰斗在香港遭暗杀
杨杰是民国时期的著名军事家，素有“北蒋

（百里）南杨（杰）”之美称，1937年被授予陆军上
将衔。斯大林曾称赞他为“卓越的战略专家”，英
国国防大臣则称其为“军学泰斗”。

杨杰为人正直，在国民党内是公认的军事
理论权威。他任陆军大学的教育长时，许多自
称是蒋介石学生的中高级将领，其实都是杨杰
的学生。他一共办了 15 期中级军官培训班和 3
期将官班，因此在军队中威望很高。抗战以后，
杨杰改变立场，由亲蒋走向反蒋，蒋介石在武装
解决龙云后，想让杨杰出任云南省政府主席，被
他拒绝了。

1948年，杨杰已成为民革在西南地区的领导
人，专心致力于策动云、贵、川康地区实力派武装
的起义。1949年7月，杨杰派遣秘书策反刘文辉
部某团团长的证据，落到了徐远举手里，经毛人凤
汇报，蒋介石立即指示逮捕杨杰。徐远举奉命执
行，但杨杰突然赴昆明，得到了好友、云南省政府
主席卢汉的庇护，于是逮捕令改为密杀令。不料
杨杰又赴香港，毛人凤再指示叶翔之：“迅即追杀
杨杰。”

杨杰于9月9日上午，化名杨漱石乘飞机逃往
香港。徐远举等人在昆明搜查杨宅后，翻到杨杰
女儿的日记一本，内有杨杰在香港的通讯地址，毛
将这些情况报蒋介石后，蒋大概考虑了一段时间，
最后下决心对杨“制裁”，下指示给毛人凤。1949
年9月19日，杨杰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黄樵松被“最忠实”的部下出卖
1948年7月下旬，蒋介石让胡宗南派兵增援

太原，胡宗南将这一任务交给了非自己嫡系的整
编30师，该师师长是黄樵松。当黄樵松率领将士
们身陷四面楚歌的太原绝地之时，他的西北军老

上级、起义将领高树勋，给他捎来一封密信，劝他
及早弃暗投明。早对中国共产党非常崇拜的黄樵
松，毅然决定阵前起义。1948年8月，国民政府在
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议，会上决定将各整编师恢
复军的番号，整编30师改成30军，黄樵松任军长。

1948 年 10 月 31 日，黄樵松派遣他的谍报队
长王震宇来到华北野战军第兵团8纵阵地接洽起
义事宜。徐向前派遣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和高树勋
将军连夜与王震宇进行了会谈，双方很快谈妥起
义的相关事宜。

11月初，黄樵松向该军第27师师长戴炳南宣
布了他的起义计划并安排了任务。戴炳南自
1932年起就开始跟随黄樵松，深得黄樵松的信赖
和重用，从营长、团长一手提拔到师长，十几年共
事的情谊使得黄樵松对戴炳南深信不疑。戴炳南
虽然勉强同意了黄樵松的起义计划，但对固守太
原仍存有一线希望。当天下午6点多，戴炳南找
来他的结拜兄弟、27师副师长仵德厚等人商议对
策，仵德厚等人劝他告密。戴炳南随即派心腹向
阎锡山“揭发”，背叛了黄樵松。当晚10时，阎锡
山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诱捕了黄樵松。1948 年
11月19日，国民党国防部特别法庭以“率部投降
共军”的罪名，判处黄樵松死刑。1949年4 月，南
京、太原获得解放。出卖黄樵松的戴炳南被人民
解放军逮捕归案，后被枪决。

张权“捉拿蒋介石”计划遭告密
张权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传奇人物，他18岁即

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被保送至日本

陆军士官学校攻读炮科专业，学成归国后参加北
伐战争，以战功晋升师长，后又出任国民党陆军步
兵学校少将教务长。七七事变后，张权利用苏联、
美国等国援助的火炮、汽车等兵器装备，组建了国
民党最早的机械化炮兵团，成为中国机械化部队
的创始人。

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后，张权劝说蒋介石放
弃内战遭到拒绝，其后思想完全倾向了共产党这
边，成为一位“潜伏将军”。他按照党的指示，婉拒
了蒋介石要其前往河南担任警备副总司令组建机
械化部队的提议，设法留在了京沪杭地区，担任太
湖警备区警备司令和总后勤部中将视察员，以“到
各部队视察兵力部署"的方式，为解放军搜集情
报。

1949 年 5 月初，蒋介石亲临上海，坐镇复兴
岛，声言将在上海打一场立体战争，固守到底。受
党的委托，张权在驻上海的国民党军队中积极进
行策反活动，准备武装起义。在张权的积极努力
下，起义计划很快拟定。按照计划，龟缩在复兴岛
上的蒋介石将上天无门，后退无路，必成瓮中之
鳖。

然而，就在张权等人紧锣密鼓地筹备起义时，
蒋介石也在大力制造白色恐怖。随着起义时间的
迫近，国民党132师中校情报科长张贤承受不了
压力，竟向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长毛森告密，从而
使得起义行动功亏篑。毛森在接到张贤密报后，
立即在全城展开戒严和大搜捕。5月15日上午，
参加起义的李锡佑被捕，当天下午，张权亦被逮
捕。由于参加起义的部队多为张权单线联系，起
义计划遂被搁置。

1949 年 5 月 21 日，张权、李锡佑等爱国将领
即被国民党军警以扰乱金融、破坏治安罪枪决。

（摘自《党史纵览》《档案天地》《钟山风雨》）

毛泽东非常敬重岳飞的民族气节和文韬武略，一生常吟《满江红》。

岳飞是个大好人
1952年11月1日，毛泽东视察山东河南黄河流域返京途中，执意要在

岳飞故乡汤阴站下车，去看岳庙。在岳飞故里车站附近碑林，毛泽东对那
块雄姿昂扬的《岳忠武王故里》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仔细观赏后，又小声
念起了碑文：“宋岳飞，字鹏举，汤阴人……少负气节，沉重寡言，家贫力
学，好左氏春秋孙武兵法……未冠，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靖康初有
破敌有功……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终以不附和议，为桧所害……”

虽然此碑高大且字多，年近60岁的毛泽东看起来很吃力，有时不得
不停下来仔细辨认，但他还是耐心地一字一句地读完了那篇文字优美
较为客观记述和评价了岳飞的碑文。从毛泽东低沉缓慢的读文声中，
随行人员感觉到了毛泽东对岳飞的敬佩和赞颂。

汤阴县县长王庭文向毛泽东汇报说：“据我们所查，岳家后代没有
一个当过汉奸的。”毛泽东听后高兴地说：“很好，很好，岳飞是个大好
人，岳家又没有一个当汉奸的，都保持了岳飞的爱国主义气节，好！”

“请你替我给岳王坟献个花圈”
1954年春天，在杭州刘庄办公室里，毛泽东按铃叫来浙江省公安厅

厅长王芳。
“快到清明节了 ，是吗？”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轻声问。
王芳赶紧回答：“主席，后天就是清明节了。”

“你知道‘ 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是谁的话吗？”毛泽东的声音还
是很轻。

“这是宋朝民族英雄岳飞的名言。”王芳说。
毛泽东这时满脸不高兴地问：“王芳，你知道西湖边上有多少座坟

墓吗？”
“具体数字，我说不清楚，反正到处是坟墓。”

“是啊，我们这是与鬼为邻、成天与死人打交道，，这些达官贵人们
活着时住深宅大院，过着花天酒地挥金如土的生活，死了，还要在西湖
边上占上一块宝地，这怎么能行？”

“主席，您说怎么办好？”
“除了岳王墓等少数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的坟墓外，其他的应该统

统迁到别处去。”
说到这里，王芳猜测：莫非主席想去祭奠岳飞？

“岳飞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爱国英雄。公元 12 世纪，女真
族在北方建立了金国。金人不安心偏居于北方，随着国力的增强，他
们吞并宋朝的野心日益膨胀起来，并不断肆无忌惮地侵袭和骚扰中
原地区。面对国家山河破碎、百姓民不聊生，甚至生灵涂炭的悲惨景
象，岳飞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他主动请缨提旅，率领英勇善战
的‘岳家军’，驰骋抗金前线，杀得金人弃盔丢甲，闻风丧胆，真是英勇
无比啊！”

毛泽东舒缓了一口气，又接着讲：“1140年，当岳飞正乘胜追击，即
将打过黄河，‘直捣黄龙府’时，被苟且偷安的南宋小朝廷一纸命令召回
临安，就是这个大名鼎鼎的杭州哟。岳飞回来后，就被宋高宗和奸佞秦
桧等人以莫须有罪名惨害致死。岳飞精忠报国，心昭天日的爱国壮志，
千百年来，在民间广为传颂，他，可以说是个家喻户晓、妇幼皆知的大英
雄……当然，他受朝廷差遣去湖南镇压农民起义的行为我们应该批判，
但就其短暂的一生而言，他为国家和民族立的功劳还是远远大于过错
的。他是个值得我们称颂的民族英雄……”

毛泽东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毛泽东对王芳说：“快到清明节了，按我们民族的习惯，清明节是祭

奠先人的日子，请你替我给岳王坟献个花圈。”
于是，当天下午，在岳王坟前的花圈丛中又增添了一枚制作精美但

没有标明敬挽人姓名的花圈。
（摘自《毛泽东这样学习历史 这样评点历史》）

多位国民党起义将领牺牲在黎明前

毛泽东：清明请替我给岳王坟献个花圈

真实的“辕门斩子”：忠烈莫名成降臣

翻开古书数一数，几乎没有任何一种野生动物
能逃过中国人的餐桌。按照《清稗类钞》所记，除了
熊掌猴脑象鼻驼峰之外，“如田鼠、蛇、蜈蚣、蛤、蚧、
蝉、蝗、龙虱”等也不罕见，而且吃法多样。比如蛇，

“其干之为脯者，以为下酒物，则切为圆片；其以蛇与
猫同食也，谓之日龙虎菜；以蛇与鸡同食也，谓之日
龙凤菜“；再比如蔗虫，“形似蚕蛹而小，味极甘美，居
人每炙以佐酒”；再比如蜈蚣，“自其尾一吸而遗其
蜕”；再比如龙虱，“若设盛席，辄供小碟二十，必以此
品居上，碟中铺以白糖”；再比如蝼蛄，“身形如虾，两
鳖如蟹，大可盈寸，捣之成膏，犹如广东、宁波人食虾
酱一样”；再比如蝎子，“去其首尾，嚼之若有余
味”……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

清代学者徐承烈在《听雨轩笔记》中记载过两起
吃野味中毒的事件。

一起发生在杭州凤凰山顶。乾隆辛未年春，乾
隆皇帝南巡，有司在山顶建亭阁，以备皇上登临。“胖
土而下，见一池址”，人们在开工建设时，发现池子里
还有几条鱼“其状似鲤而无目”，起初把它们养在水
缸里，游泳自如，有两个嘴馋的石匠将它们煮食之，

“肉似麻筋，毫无鱼味“。过了一会儿，两个石匠突然
浑身浮肿！第二天一个人“皮肤碎裂，黑血漂流而
死”，另一个人求医及时，“亟以雄黄及扶病之药解
之，毛孔皆出黄水，卧床者月余，仅不得死”，而头面
部和身体表面皆作皲纹，宛若鱼鳞一般。

另一起则更奇。徐承烈家乡有人养鸭百许，忽
然发现每天放鸭下河之后，都会少一只。养鸭人仔
细观察，“忽见一物出自中流，头如斗大，色黄黑，两
目炯然”。他不知此为何物，邀集村民们各携鱼叉前
往，“其物复于水中昂首出，遽前击之，则已人矣”！
多次捕捉没有办法，当地有位名叫道源的和尚说，现
在正值冬天，河水很浅，此物的洞穴必藏在桥下的石
头里，咱们索性用石灰灌之，看它出不出来！乡民们
一听都纷纷说好，于是买了十数石石灰，用小船运到
桥下，“齐倾于桥下所见处，石灰入水，顷刻溶化，水
皆沸腾，热气冲天而起”。那怪物忍不住灼烧，自沸

处蹿出，渔民们群举鱼叉攒戳之，将其杀死，捞上岸
来，才发现是一条巨大的鳝鱼，“遍体金黄而背微黑，
目光如镜，长及二寻”。有个胆子大的乞丐将其割而
食之，无恙，于是将其截成十段，分给其他的乞丐，味
道肥美异常，但吃鱼头的乞丐突然发烧并陷入昏迷，
眼看就要不治而亡，多亏有个医生在附近及时用药，
才算痊愈。

清代政治家薛福成在《庸盫笔记》里记载过吃壁
虎差点闹出人命的案子。壁虎在我国古代属于“五
毒”之一，但有些人偏好食之。“平湖县北有豆腐店
伙，常食此物。”有一天，有个人抓到一条特大的壁
虎，这伙计以往食用壁虎都要用豆腐皮卷起，这次看
也不看，直接吞下。“一年后，渐觉消瘦无力，有江湖
走方医见而惊问之，谓腹中必有动物。”伙计的妻子
回忆说，难道是他一年前吃下的那只壁虎？医生于
是将这伙计各窍闭塞，“仅留其口而倒悬之，咽喉周
围搽以药粉，少顷，物从咽喉探出，急欲捉取，物既滑
腻，一时不及措手，忽已缩入”。医生说这可难了，病
人倒悬太久容易昏死，可是现在将他解下来，恐怕那
壁虎就再也不肯出来了！家属们苦苦哀求，医生只
好将更多药粉擦在伙计的咽喉部，“物再探出，立用
铁钳夹住，众人围视，壁虎通身红色血艳”。围观的
人们目瞪口呆，“皆知毒物之不可妄食也”。

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资源学院教授华育平曾
说：“灵长类动物、啮齿类动物、兔形目动物、有蹄类
动物、鸟类等多种类野生动物与人的共患性疾病有
100多种。如：狂犬病结核、B病毒、鼠疫、炭疽、甲肝
等。”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科普宣传处处长赵胜
利则指出：人们食用的野生动物，大多生存环境不
明，来源不明，卫生检疫部门又难以进行有效监控，
许多疾病的病原体就在对野生动物的猎捕、运输、饲
养、宰杀贮存、加工和食用过程中扩散、传播。由于
病体罕见，人吃野生动物染病后，要么诊断不清，要
么难以治疗，甚至稀里糊涂丢了命。

这些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警告，我们到底听进
了多少呢？ （摘自《澎湃新闻》）

古代的“吃野味闹出人命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