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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故

到退休年龄便请辞

退休一词，最早见于唐宋，
唐代文学家韩愈的《复志赋序》
中有“退休于居，作《复志赋》”
一句，《宋史·韩贽传》上也说：

“退休十五年，谢绝人事，读书
赋诗以自娱。”官员退休后，国
家为了使其老有所安，还会发
放一定的退休金，金额的多少
与其官职、功绩和皇上的恩宠
程度有关。

历朝官员一到退休年龄大
都自觉请辞，有的官员甚至年龄
还不到，也主动让贤。在古代，提
前告老还乡的情形并不罕见，只
要官员提出申请，皇上一般都会
恩准。

明弘治年间，明孝宗就曾专
门下诏：“自愿告退官员，不分年
岁，俱令致仕。”古代官员们提前
退休的原因主要是身体情况欠
佳，如唐代开国名将李靖，因伤
病缠身的缘故，提前在64岁时就

“告病还乡”，被皇上恩准。

提前退休避政治风险

当然，也有一些官员提前隐
退是为了规避政治风险，比如范
蠡，他辅佐越王勾践成功剿灭吴
国，一雪前耻，但因他深知“飞鸟
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
道理，知道到了该急流勇退的时
候了。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之
夜，他携带金银细软，率领家属
和仆从，驾一叶扁舟泛于江湖，
成功跳出了那片是非之地，实为
明智之举。

明朝的开国功臣刘基，辅佐
朱元璋平定天下，但他并不居功
自傲，也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
理。于是在洪武四年，他刚满60岁
就要求退休，还写了一首打油诗

表明心志：“买条黄牛学种田，结
间茅屋傍林泉。因思老去无多
日，且向山中过几年。为吏为官
皆是梦，能诗能酒总神仙。世间
万事都增价，老了文章不值钱。”
朱元璋很高兴地派人把他送回
了家乡，还给了不少赏赐。

归隐山林怡然自得

还有一些官员提前退休是
因为自己本就无意于功名利禄，
比如被后人广为熟悉的陶渊明，
他就是一生向往田园生活的典
范。还有南朝梁代的陶弘景，36岁
便提前退休，自号“华阳隐居”，
过起了逍遥的隐居生活。

梁武帝即位后，派人请他出
山做官，陶弘景便画了两头牛，

一头牛悠闲自在地吃草，另一
头却被人套着笼头，牵着鼻子
鞭打驱使，他还在画上写了首
诗：“眼前流水自悠悠，歇卧偷
闲恋绿畴。笑看金笼牵鼻去，等
闲落得用鞭抽。”陶弘景借画和
诗表明自己归隐山林的决心。
梁武帝一看，深知其意，虽没有
请他出来为官，但梁武帝还是
经常以书信方式请教朝廷大
事，因此陶弘景还被人称作“山
中宰相”。

正所谓“无官一身轻”，清代
乾隆年间的“刘罗锅”刘墉被我
们熟知，他退休后曾写了一副对
联：“粗茶淡饭布衣裳，这点福让
老夫消受；齐家治国平天下，那
些事由儿辈担当。”悠然自得之
情一览无余。当然，退休也并非
人生的终点，而是崭新生活的开
端，如今老百姓们退休后或接送
孙子，或写诗作画，或遛遛家雀，
或拉拉二胡，或发挥余热，或游
遍河山，忙得也是不亦乐乎！

据《广州日报》

古代法定退休年龄是七十岁
古代也有退休制度，那时候没有公司、工厂，所以古时的退休

主要是就公务员来说的。古代的退休又叫“致仕”或“致政”，《尚书》
记载：“大夫七十而致仕，老于乡里。”《礼记》有云：“五十而爵，六十
不亲学，七十致政。”古代官员的法定退休年龄是七十岁，到年龄便
可辞官归乡，颐养晚年。

1938年10月，贺庆积（开国
少将）任三五九旅七一九团团
长时，率部在邵家庄打了一个
漂亮的伏击战。

10月28日拂晓，贺庆积率团
秘密抵达设伏地点。上午10时，
一辆辆汽车由北向南驰来，共13
辆日军汽车钻进了“口袋阵”。

“轰隆”一声巨响，第一颗
地雷拉响了，日军第一辆汽车
应声炸翻。紧接着，一串串地
雷、一捆捆集束手榴弹被引爆。
日军汽车有的被炸翻，有的着
火，有的企图掉头逃跑，又被后
面汽车拦腰顶撞，公路上乱作
一团。

贺庆积命令司号员吹冲锋
号，全团指战员犹如猛虎下山
向敌人冲杀过去。一营在营长
常修芮、教导员彭清云带领下，
冲锋在前，与鬼子展开白刃战。
彭清云突然发现一个胸前挂着
望远镜的日军官正依托炸翻的
汽车，挥着战刀指挥日军顽抗。
彭清云是个神枪手，一枪将日
军官击倒，日军顿时大乱。

事后得知，被击中的是日
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常
冈宽治少将，他身负重伤后虽
侥幸逃脱，但其望远镜作为八
路军的战利品，成为旅长王震
的随身之物。

11时，日军四五百人乘10
余辆汽车从广灵县增援过来。
三营迅速进入预设阵地，以密
集火力阻击敌人，前面的两三
辆汽车顿时起火，车上的敌人
大部分被击毙。但日军凭借其
装备的优势，对三营阵地轮番
冲击。三营居高临下，顽强阻击
敌人。12时许，七一九团主力安
全转移，三营遂即撤出战斗。此
战毙伤日军300余人，摧毁汽车
10余辆，缴获100余枪支，子弹
10余万发，以及大批军毯、罐头
等物资。

此战作为典型战例载入军
史，并被评为伏击战的实战教
科书。 据《安徽日报》

乾隆十三年七月，周学健在
自己的总督府喝茶，外面来了一
位客人，周学健一看原来是巡抚
大人安宁，两人一起寒暄几句，会
谈，气氛倒也融洽。两人谈笑了一
会，堂下还有很多下属官员等候
接待，谈笑间，安宁有些心不在
焉，他的眼睛再次扫过周学健的
脑袋后，眼神中留露出一丝不易
察觉的喜悦，到了留宴的时候，这
位巡抚大人竟然说公务在身，不
便打扰，就匆匆告辞了。

其时，周学健还兼着刑部左
侍郎，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的职务，更有太子少保头衔，
并不把一个小小巡抚放在眼里，

所以安宁不吃饭周学健也不介
意，但他万万没想到，这次见面竟
会送了他的性命！

原来，那年三月孝贤纯皇后
过世，乾隆帝昭告天下举国服丧。
按照清朝典制礼仪，皇后驾崩，百
日内文武大臣不许剃头，周学健
此时剃头，正是犯了大不敬之罪。
安宁见状，自然快马加鞭赶往京
城回去汇报请功。

事有凑巧，在此之前已经有
人告发过类似的罪行了——— 锦州
知府金文醇未满百日剃发，被人
检举抓入大牢。据《清史稿》刑部
对金文醇量刑是“拟斩候”乾隆帝
不想小题大做所以批复“以为不

当”，意思量刑重了。
就在这个时候安宁奏折上来，

乾隆帝一看先是一个知府，这又来
了一个总督，实在是对皇后的大不
敬，更不把自己放在眼里。难免心
里不痛快了。于是乾隆想出一招

“引蛇出洞”，他下诏：“诸直省察属
吏中有违制剃发者，不必治其罪，
但令以名闻。”就是说你们都查查
下属官员，看都有谁违制剃发了，
朕不会治罪，只是想知道有谁。

此招果真灵验，有个叫塞楞
额的湖广总督主动招认了，他是
满洲正白旗人。奏折一上，便立刻
被抄家押去京城。

虽然此前说“不必治其罪”，但

现在又冒出个满人总督，就要一并
治罪了。乾隆下了一道上谕说：“文
醇已拟斩决，岂知督抚有个周学
健，则无怪于文醇，又来个塞楞额，
无怪于周学健”因此，塞楞额就成
了第一个因为剃头剃错了时候丢
了性命的人，其余的人送去修城。

本来事情已经结束了，周学
健已经没有性命之忧了，但是很
可惜，在抄周学健的家的时候，发
现他收受下属官员的贿赂，贪赃
枉法于是乾隆帝也赐他自尽了。

据《淮海晚报》

清朝二品总督因“剃头”送了命

载入军史的伏击战：

一战击毙日军300人

“开卷有益”
缘于宋太宗爱书

“开卷有益”典出《渑水
燕谈录》，说的是宋太宗赵光
义非常喜欢读书，可皇宫里
的书籍不成系统，难以查检。
于是赵光义就命令宰相李昉
主持编辑一部书，把许多古
籍的重要内容分门别类编进
去。这部《太平御览》编好后，
赵光义规定自己每天看3卷。
有大臣认为太辛苦劝他少看
一些。赵光义说：“我生来喜
爱读书，能从读书中得到无
穷的乐趣，开卷有益嘛，哪里
是白白地浪费精力呢！”

据《国学典故全知道》

填“履历”始于北魏

“履历”一词始于北魏，
其意是指人的资格、职位和
经历。填写履历表则源于唐
宋，其中要详述祖籍、个人经
历、社会关系、年龄和相貌
等。从前人记载看，古人填写
履历更重形体外貌。清钱泳

《履园丛话》载：胡希吕视学
江苏，考察甚详，有须（胡子）
若填成微须即不准入场。考
生沈廷辉填微须，担心被逐，
便托人将“微须”改成“有
须”。后听说被托之人外出，
为保险起见，他将须剃光。谁
知唱名时，册上“微须”已改
成“有须”，沈廷辉被认为是
冒名者，逐出门去。

据《文史参考》

“后起之秀”
与东晋名士有关

东晋时，王忱少年时就
显露出才气。其舅父范宁是
著名经学家，对王忱很器重，
有著名文士拜访，他总让王
忱到场接待。有一次，王忱去
看望舅舅，遇到比他早出名
的张玄。

张玄很想与王忱谈谈，
但因自己比王忱要大，就等
着王忱先打招呼。不料王忱
一言不发，张玄只得怏怏离
去。事后范宁责备王忱，王忱
却说：“他要是真心想和我来
往，完全可先找我谈。”范宁
听了这话，反赞外甥“卿风流
逸望，真后来之秀”。“后来之
秀”慢慢演变为“后起之秀”，
表示新成长起的优秀人物。

据《知识窗》

“巨无霸”原是人名
“巨无霸”今天用来形容

庞然大物，其实它原本是一
个人名。《汉书·王莽传》载：
太守韩博上书向王莽推荐人
才：“有奇士，长丈，大十围，
来至臣府，曰欲奋击胡虏。自
谓巨毋霸……”称其一人即
可“以视百蛮，镇安天下”。其
中“巨毋”为复姓，因身躯巨
大故名“霸”。“巨毋霸”在《后
汉书·光武帝纪》中变为“巨
无霸”，史书虽没记载巨无霸
的下落，他的名字却流传了
下来。 据《现代快报》

1961年，尤其是在苏共召开
二十二大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中
苏双方经济、科技、技术合作部
分恢复。2月27日，刘少奇接见苏
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契尔沃年科
交来当天赫鲁晓夫给毛主席的
信。信中表示，苏联愿意借给中
国一百万吨粮食和五十万吨蔗
糖，帮助中国度过困难时期。

这里还出现了一次失误。翻
译组在翻译这封信的时候，译错
了一个字：“B”，即“借给”，我们
理解为“贷款方式”，译成“以贷
款方式给中国提供一百万吨粮
食和五十万吨蔗糖”，也就是将
来要以货币来偿还。致使中央领

导无法准确理解苏方的原意。
3月8日，周恩来接见契尔沃

年科。周恩来对他说，当我们面
临粮食供应的暂时困难的时候，
我们首先动员自己的内部力量，
其次利用当前的国际条件，争取
以延期付款的形式从国际市场
再多进口一些粮食，从而把苏联
建议提供的粮食留作后备。只有
在从国际市场进口粮食发生困
难的情况下才向苏联提出粮食
贷款的要求。至于以贷款方式转
口五十万吨古巴糖的问题，如果
苏联国内市场不甚急需，我们拟
同意接受这批援助。

两天以后，周总理便派外贸

部副部长周化民前往莫斯科商
谈以贷款方式提供五十万吨古
巴糖的具体事宜。

又过了几天，总理秘书马列
打电话问我们，当时赫鲁晓夫的
信是怎样讲的。我照实说了，信
上用的是“B”。马列告诉我们：周
化民在莫斯科谈判时发现，你们
把苏方信中的“B”译错了，不是
以“贷款方式”，而是“借给”。我
们听后感到有些紧张，把这样一
个关键词译错了，深感愧疚。马
列没有责怪我们，反而一再安慰
说：你们不要紧张，翻译错了，以
后吸取教训就是了。

据《羊城晚报》

翻译错字致中国婉拒苏联百万吨借粮

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


	1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