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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究

尹家民

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
布新中国诞生之后，世界各大主
要通讯社，都以最快的速度播发
了这条消息。有人欢呼，有人流
泪，也有人为之震惊。

在毗邻中国的越南，有位60
岁的老人听到这条消息，激动得
一夜没合眼。他显然从这件事中
看见了曙光，同时心中又升起某
种隐隐的企盼：他们的国家要从
泥泞中走出来，特别需要一双援
助之手。这位熟悉中国的老人就
是胡志明。他是爽直之人，又是
执着之人，想到一个念头就不肯
罢休：他决定到中国去，到北京
去，马上会见毛泽东。

1950年1月间，当陈赓率领千
军万马仍在桂滇征战时，胡志明
徒步17天，穿越原始森林，秘密
来到中国，要求中国共产党对正
处于抗法战争艰难岁月中的越
南人民给予大力支援。

胡志明在北京与刘少奇、朱
德等人会谈后，又前往苏联会见
斯大林与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
东、周恩来，请求苏、中两国政府
对越南抗法斗争给予全面援助。
2月，在莫斯科返回中国的火车
上，胡志明两次当面向毛泽东请

求中国派出军事顾问和在物力
上全力援助越南，毛泽东说，我
们是近邻又是兄弟，援助越南抗
法斗争是我们应尽的义务。

回到北京后，中共中央就此
事进一步研究，做出了明确的决
定和安排。

3月间，胡志明返回越南后，
与已经到达那里的中共中央联
络代表罗贵波反复商讨，一致认
为，应先在中越边界打一仗，以
打通中越之间交通线，为中国援
越抗法开辟一条通道。

罗贵波把这一情况电告了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中国迅即答
复越方尽快组建中国军事顾问
团去越南帮助工作。筹建军事顾
问团要有一个过程，胡志明却等
不及了。他决心抓紧组织边界之
战，就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
东，要求中国派他的老战友陈赓
就近由云南先去越南开始帮助
工作。

毛泽东很快复电胡志明：
“同意让陈赓先去越南”。并随即
在6月18日与6月30日两次致电陈
赓，一是明确他去越南的任务，
二是到越南后可用中共中央的
名义进行工作。

得到消息的胡志明脸上顿
时绽开了笑容。

胡志明曾来华请谁入越助战

在红军长征北上的女红
军中，杨厚珍是中央红军中唯
一一位有着“三寸金莲”的小
脚女人。中央红军北上前，在
女红军去留的问题上，中央提
出了几个条件：1 .必须是共产
党员，思想政治上绝对可靠；
2 .必须有独立工作的能力，会
做群众工作；3 .要有好身体，
能适应艰苦的环境。因为行军
打仗，孩子一律不得带在身
边。如果按照这些条件来要
求，杨厚珍并不是随队的合适
人选。

杨厚珍是红军第九军团军
团长罗炳辉的妻子，不善于行
军的小脚并没有成为她随队的
障碍。

1929年11月，罗炳辉发动
吉安起义，所部改编为红军独
立第五团，成为东固革命根据
地的主力部队。从此，杨厚珍
跟随罗炳辉走上了革命道路，
投入到如火如荼的中央苏区
生活中。她放开包裹多年的小
脚，从医院护理员做起，并于
193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4年10月，杨厚珍和中央
红军干部休养连的战友们一
起，迈着她那双“解放脚”，毫无

畏惧地走上了漫漫长征路。可
是杨厚珍怎么也没想到，这一
走，就是二万五千里布满荆棘
的长路，小脚即便放开，也不可
能恢复如初。但无论多么艰难，
杨厚珍都是咬紧牙关，坚定地
走在革命的道路上。

有一天行军途中，突然一
架敌机俯冲下来，杨厚珍来不
及躲避，一颗炸弹在她身边爆
炸了，当时杨厚珍的头部和腰
部等身体多处被弹片炸伤淌着
血，没有了呼吸。大家都以为她
牺牲了。

傍晚，休养连留在当地休
整，康克清带着姐妹们来向杨
厚珍的“遗体”告别。当康克清
走近血肉模糊的杨厚珍时，突
然发现她的眼睛动了一下。康
克清惊喜地大叫起来：“大姐还
活着，我看到她眼皮在动！快找
医生抢救！”

经过傅连暲医生的抢救，
杨厚珍捡回了条命，但由于伤
势较重，她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在担架上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
间，最终与从瑞金出发北上的
女红军们相扶相持走进了陕北
根据地。

据《解放军报》

韩彦古是南宋抗金名将韩
世忠的第四子，因为是功臣韩世
忠之后的缘故，宋孝宗自然对韩
彦古关怀备至、厚爱有加，加上
他也略有些小聪明，所以仕途一
度非常顺利。

但韩彦古行事荒诞，而且品
格低劣，全无宋朝人崇尚的贤人
君子之相。所以，自从入仕开始，
皇帝案前关于弹劾韩彦古的奏
折就未曾间断过。然而，尽管舆
论强烈，物议沸腾，他照旧边腐
边升，边骂边升。究其原因，除他
是功臣之后、皇帝眷顾之外，还
有个重要原因，他特别擅长行
贿。周密《癸辛杂识》中记载了韩
彦古两件行贿之事。一件说他向
范仲芑行贿。开始，宋孝宗的确

特别信任他，安排他任临安知
府，准备培养他任宰相。当时，范
仲芑为谏议大夫，以韩彦古为人
诡诈，准备上书弹劾他。不想隔
墙有耳，这事让韩彦古听说了，
他决定贿以巨资，让范仲芑打消
弹劾的念头。

他用白玉打造了一小玉盒，
在盒内放满异常珍贵的大北珠，
密封好，再装入一个大盒子中。
他知范门清峻，对亲属要求极
严，他又以重金打点范府一看门
老兵，让其寻机递进。不过，当老
兵择机将盒子转呈范仲芑后，范
仲芑大怒，把老兵好一顿臭骂，
硬逼他自己退了回去。

二件说他向李焘行贿。李焘
与韩彦古同朝为官，官至敷文阁

学士兼侍读，他“恶其为人，弗与
交”。为了摆平李焘，韩彦古故意
放出话来，说他家里有一部本朝
野史，为父亲韩世忠得于北方沦
陷区，极为珍贵，秘不示人。当
时，李焘刚刚写完《续资治通鉴
长编》，宋孝宗在催他赶快编辑
抄正进呈，然而卷帙浩繁，李焘
一筹莫展。他听说韩彦古有如此
珍贵文本，正好可以参照，便厚
着脸皮，亲自到韩彦古府上请求
一示。

韩彦古说，要看可以，先陪
我喝酒。李寿什么条件都满口答
应。于是，李焘陪着自己最讨厌
的人喝酒，还一杯一个“请”，让
韩彦古开怀大笑。兴尽之后，韩
彦古把李寿领到里屋，揭开书厨

上的“牙签黄袱”说：“开始是同
您开玩笑的，我珍藏的就是您的

《续资治通鉴长编》，我已用最好
的纸张誊抄装帧好，献给您，您
大可以此进呈皇上。”李焘看到
装帧雅致、撰写工整的书籍，又
惊又喜。

原来，为了博取李焘欢心，
韩彦古收买了李焘的书吏，要求
他为李焘抄写书稿时，多写一
份，先送自己，再交李焘，每次酬
谢书吏一千钱。所以，李焘书未
成帙，而韩彦古却编辑抄正出了
美观大方的全本。最后，李焘果
然用韩彦古整理的这一套书上
呈宋孝宗，宋孝宗龙颜大悦，赞
扬他“无愧司马迁”。为此，李焘
不但对韩彦古的印象为之一变，
而且感激涕零，视为知己，在宋
孝宗面前大力荐举。

据《帝国的脸谱》

看古装电视剧的时候，一
会儿皇上叫御医，一会儿娘娘
们又去叫太医，到底这太医与
御医是不是一回事？

事实上，“太医”和“御医”
虽然都是中国古代服务于皇
帝及其家眷的医生，但是细究
其各自职能，“太医”和“御医”
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别。

“太医”指一个职官系统

“太医”一方面是指一个
职官系统，最早出现于战国时
期，主要是为皇室及其附属机
构的工作人员提供医疗保健
服务，同时从事皇室下辖的医
保健系统的管理。战国时出现
了关于“太医令”的记载，由此
可以推断，既然有太医令这种
管理职务的没置，就应该有被
太医令管理的太医的存在。

唐、宋时期在太常寺设有
太医署或太医局，辽代也设有
太医局，金朝开始称太医院。
元代的太医院已经成为独立
机构，负责医疗、制作御药，
明代太医院则出现了分科。
清代太医院设立于顺治元年

（ 1644 年），往正阳门以东的
东交民巷内，太医们都在此办
公和学习。

而另一方面，“太医”也是
一个官职。即由太医这一职官
系统中供职的工作人员所构
成的特殊群体、比如，在太医
职官系统内有分管药物的，分
管处方的等等，都可以被泛称
为太医，在历代文献和小说中
都可以见到其踪影。

御医只为皇族诊病

与太医最根本的区别是，
御医才是在真正意义上为皇
族诊治疾病的大夫，直接听命
并服务于皇帝、后妃等。在许
多历史文件的记载中，宫廷
医官在给皇室成员诊病时才
被称为御医，平时则称其官职
名——— 太医。值得一提的是，
如果遇到皇族们得了疑难杂
症，宫廷中的太医们又都束
手无策时，就会从民间寻找
好的医生进宫看病，这些民间
名医就被称为“钦点御医”。所
以在古代，御医的数量是相当
之少的。

据《清史稿·职官志》中关
于太医院的记载，太医院的大
夫分四个级别：第一等叫“御
医”，只有 13 人，雍正乾隆时期
为七品，和县令一个级别；第
二等称为“吏目”，只有 26 人，
八品与九品各 13 人；第三等叫
医士，共 20 人，给从九品冠带；
第四等叫“医生”，有 30 人，无
品，相当于现在医院里的助理
医师，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
清代太医院的编制一共只有
92 人，其中“御医、吏目、医士”
这三级 59 位大夫是可以独立
看病的。但真正意义上的“御
医”只有第一等大夫 13 人，加
上院长、两位副院长在内也不
过 16 人。 佟佳额尔瑾

一品提督为何要
听命于二品总督 “三寸金莲”走完长征

韩世忠儿子缘何能边腐边升

太医和御医一样么

1925 年 3 月 12 日，孙中
山因病逝世。但是孙中山先生
死后，并没有下葬，直到 1929
年才开始葬入南京紫金山的中
山陵。

后来，宋庆龄说出了真
相：苏俄无情！孙中山四年后
下葬竟然和苏联有关系？回答
是肯定的。孙中山死前遗愿，
死后不愿入土，要由世人瞻
仰。但孙中山死后，1925 年的
中国没有技术保存孙中山的
遗体，无奈就向苏联求助。当
时苏联列宁去世后，苏联就把
列宁的遗体保存在水晶棺里，
而且有了成功的经验。

当时，苏联也答应了免费
为孙中山提供水晶棺。后来，苏
联只给了水晶棺，却没有给防
腐技术。眼看遗体不保，就又进
行了防腐处理后用了美国的铜
棺。由于当时苏联不愿提供真
正的遗体保存技术，导致孙先
生遗体不保，无奈之下，宋庆龄
决定将孙先生下葬入土。

1929 年，在蒋介石，宋美
玲等的陪同下，宋庆龄将孙先
生遗体灵柩葬入了今南京紫金
山的中山陵内。

据搜狐网

孙中山死后四年下葬

1950年1月间，当陈赓率领千军万马仍在桂滇征战时，胡志
明徒步17天，穿越原始森林，秘密来到中国，要求中国共产党对
正处于抗法战争艰难岁月中的越南人民给予大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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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时期，提督是各省绿营
的最高长官，负责统辖一省陆路
或水路的官兵，同时受总督或巡
抚节制，在职能上相当于现在的
省军区司令员，官阶为从一品。
总督是地方最高级别长官，总管
一省或二三省的军政大事，在职
能上相当于现在的省委书记兼
省长，官阶一般是正二品，如果
兼兵部尚书衔则为从一品。

提督和总督同样都是封疆
大吏，但从一品的提督却要受正
二品的总督或从二品的巡抚节
制，显然是提督要比总督矮上一
截。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因为在明清时期，奉行的都
是以文制武原则，武官即便在官
阶上比文官高个一级半级的，但
见了文官还是得堆笑脸。不仅仅
是提督比总督矮上一截，总兵、
副将、参将、指挥使等武职官员，
都要比同等级别的文职官员官
矮上一截。这也是为了防止武官
拥兵自重而采取的制衡策略。

从效果上看，以文臣钳制武
臣的策略是成功的。自明朝中期
起到清朝，皇帝手中的权利进一
步集中。再未发生过地方封疆大
吏拥兵自重，挑战中央皇权的事。

据夜读史书

陈陈赓赓和和胡胡志志明明在在越越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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