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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来到延安不久，由于感
情不合，与骞先任离婚了。延安
的一些热心人便忙着为贺龙当
起红娘来。西北局组织部部长陈
正人是个热心肠，想起了叶群的
朋友薛明。

1942年春的一个礼拜天，贺
龙第一次在川口见到了薛明便
产生了好感，但是对薛明一肚子
感情的他却难以言表。无奈之
下，陈正人只好以汇报工作之由
把薛明叫到了贺龙跟前，以便增
加他们的相处时间。

有一天，贺龙和薛明对坐在
那里，两个人都很尴尬。

贺龙说：“从我们见面那天
起，我就觉得我们还是合适的，
不知你怎么想起的。”

薛明这才明白，贺龙去川口
延安县委，原来是有心看她去
的，她小声说：“我现在工作忙，
不考虑。”

“什么时候考虑？”问话接得
很紧。

“工作做出成绩以后。”
“你怎么考虑？再说具体

点。”他目不转睛望着她。

“再过三五年吧。”
“好，有事业心，我支持。我

等你三五年！”
薛明又感动，又着急：“哎，

别等。三五年情况就变了，我说
不定跟谁结婚了……”

“嗯，实在话。不过，三五年
不管怎么变，我起码不考虑这种
事了。”贺龙的声音有些伤感，有
些沉闷。停了一会儿，他说：“其
实呢，我们两个不是没有基础，
我们可以说是同行，有很多共同
点。”薛明重新坐好，小声问：“有
啥共同点？”

“至少有5个共同点。”
“5个？！”
“对。”贺龙笑着掰指头说

道：“第一，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都讲党性。第二，我们都是带兵
打仗的。”

“我哪里是啊？”
“你不是也打日本鬼子和胡

宗南？”
“我打。”
“对，我也打。都是带兵打

仗。民兵也是兵。”
贺龙继续掰指头：“还有第

三个共同点，你姓王，你父亲叫
王锦发，我母亲也姓王，咱们两
家都有姓王的。”

“这算什么共同点呀？”
贺龙得意地笑了：“这第四

条，你母亲是做衣服的，我父亲
也是裁缝，我们俩也都懂缝纫，
没有错吧？”

“你怎么知道的啊？”薛明心
里有点热，他要是对她没心没
意，怎么可能知道这么细？

“还有第五条，你母亲姓薛，
你现在也姓薛，说明你尊重母
亲。我家是‘母系社会’，家里最
受尊重的是母亲和大姐，这不是
共同点吗？”

薛明深深地低下了头，再也
说不出一句话……

1942年8月1日，贺龙和薛明
结婚了。

贺龙几十年走南闯北，但薛
明真正征服了他的心。一次在大
会上作报告，贺龙竟然顺口说
道：“我贺龙把一切都献给党了，
包括生命、财产，只有那个青衣
美人薛明是属于我的！”

据《江南晚报》

明太祖朱元璋为人暴
戾，脾气大，但在位期间却也
向臣民道歉。

一次，江南一个地方闹
水灾，朱元璋指示户部抓紧
时间拨款救灾。户部原本计
划先详细地做个方案，再上
折子请示救灾拨款及物资
等，可朱元璋等了几天，也不
见户部动静，于是，他便让人
督促户部加紧报方案，要求
次日中午前必须报来。

其实，这些天户部官员
正等着南方报来具体灾民数
量和房屋损失等情况，那边
八百里加急件正往这送着，
估计到达的时间是次日早
上，奏件早就拟好了，就差添
些数据。户部的人这几日连
续加班，见今天数据统计不
上来，于是，大家便都回家补
觉去了。

朱元璋等着急，晚上亲
自来到户部过问这件事，可
他到了户部一看，除了当值
官员以外，都回家了。他十分
生气，立即让人传唤所有户
部官员晋见。

户部官员叫苦不迭，前
几天没日没夜地干皇上看不
见，这刚想回家休息一晚，皇
上却来了。他们只能把苦水
往肚子里咽，等候皇上发落。

朱元璋劈头盖脸一顿臭
骂，最后对他们说：“明天中
午前不见件，户部所有人员
全都发配边疆”，说完就走
了。还好，朱元璋刚走不一
会，加急件提前到了，众人开
始分工忙活，不出一个时辰，
便拟好呈报了，朱元璋此时
刚回去，非常吃惊他们的速
度，于是，他便差人弄清了原
委。想起户部官员前几天没
日没夜加班，又看到方案做
得也很可行，朱元璋又感动
又后悔，便在折子中批道：

“照此办理。另，朕着实有些
冲动，错怪了大家。”

据《北京青年报》

袁克文是袁世凯的次子，他
天生聪颖，过目不忘，喜唱昆曲，
爱好藏书和古玩，精于鉴赏，18
岁时书法已臻成熟，享誉京、津、
沪。袁克文诗写的很好，并且他
的人生目标也不在官场，而是

“志在做一名士”。一九一五年，
正是袁世凯酝酿称帝最热闹的
时候，大哥袁克定一心想当皇太
子，与杨度等人天天撺掇袁世
凯。而袁克文却强烈反对父亲称
帝，还作诗一首进行劝诫，诗中
写到：“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

楼最上层。”
当时袁克定派了个岭南诗人

在袁克文身边做卧底，看到这首
诗赶快跑到“皇太子”那里去检举
请赏，袁
克定以反
对帝制为
由禀告了袁世凯。袁世凯大怒，把
袁克文给软禁了起来。后来袁世
凯怒气渐消，袁克文乘机南下上
海，一赌气竟然花钱加入了青帮，
凭借自己的身份当上了青帮大字
辈的“老头子”。

袁世凯死后，给他留下了十
几万银元和房产、股票，但袁克
文花钱如流水，尤其在收购文物
的时候挥金如土，所以很快就坐

吃山空。民国十一
年，潮汕风灾死亡
十几万人，面对严

重的灾情，袁克文还将自己心爱
的字帖卖了赈灾。

但在他钱袋最紧的时候，也
从不向那些政坛上的过客们伸
手、张嘴，当时张作霖和山东督
军张宗昌都曾经聘他做高级参

议或顾问之类的闲职，都被他回
绝。到最后，他不得不靠卖字、卖
文来维持生活。

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故事，当
时上海的各种小报纷纷请他写
报头，有些小说也请他题签。一
次，一个叫陶寒翠的以其《民国
艳史》请他题写封面，他一挥而
就。后来小说出版送给他一册，
他一览之余，才大呼上当，原来
书中大骂其父袁世凯，从此他再
也不敢轻易应酬了。

据历史磨坊

康熙年间的宰相索额图
极其怕老婆。一天，高士奇见
索额图没来议事，就知道他
家里又出事
了，赶紧派了
个使者去叫
他。那使者来到索府，却见宰
相夫人拿着鸡毛掸子趴在地
上对着床底大叫：“你出不出
来?”当朝宰相在床下大叫：

“男子汉大丈夫，说不出来就
不出来。”使者暗笑，忙喊：

“索相，皇上召您入宫议事。”
却见索额图从
床 下 爬 了出
来，一边拍打

着身上的灰尘一边骂道：
“哼，有皇上给我做主，难道
我还怕你不成？”

据历史探秘网

宋代范仲淹有志于天
下，他两岁便失去父亲，母
亲贫困无依，就改嫁到长山
一位姓朱的人家。范仲淹稍
微懂事之后，知道了自己的
家世，泣别了慈母，到南都
学舍不分昼夜地苦读，5年
中间竟没有解开衣服好好
地睡过觉。有时困倦已极，
便用冷水冲洗一下头脸。他
连稠粥都不够吃，所以常常

忍饥挨饿熬到下午才吃饭。
就这样，他勤奋地学习，

《诗》、《书》、《礼》、《易》、《春
秋》这五经之旨，便都领会
并精通了，从而慷慨激昂地
表达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伟
大志向，不仅提出了“先天
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的伟大抱负，而且成为
宋代有名的政治家、文学
家。 据《中国历史小故事》

贺龙“五个共同特点”打动薛明

索额图怕老婆

范仲淹5年不解衣服睡觉

袁世凯儿子误题字骂爹

朱元璋认错

胡适妙用电报教学生

胡适在“五四”时期，提倡白
话文，还特意编著了一部《白话文
学史》。1934年秋，胡适在北大讲课

时又对白话文的优点大加颂扬，
这时，有些醉心文言文的同学，听
不入耳萌生了抵触情绪。

正当胡适讲得得意时，一位
姓魏的同学，突然站起来，声色俱
厉地提出抗议道：“胡先生，难道
说白话文就没有丝毫的缺点吗?”
胡适冲着他微笑着说：“没有的。”
那位同学更加激愤地反驳道：“肯
定是有的!白话文语言不精练，打
电报用字多，花钱多。”

胡适柔声细气地解释道：
“不一定吧!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
友给我打来电报，邀我去做行政
院秘书，我不愿从政，决定不去，
为这件事我复电拒绝。复电是用
白话写的，看来也很省字。请同
学们根据我这一意愿，用文言文
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

文省字，还是文言文省字?”
胡教授说完这段话后，每个

同学都在开动脑筋，认真地编写
电文。十五分钟过后，胡适从中
挑选一份12个字文言电稿，写的
是：“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
从命。”

然后说，我的白话电报只用
了 5 个字：“干不了，谢谢。”然后
又解释说：“干不了”就含有才学
疏浅，恐难胜任之意；“谢谢”既
对友人费心介——— 绍表示感谢
又暗示拒绝之意。由此看来，语
言的精练与否，不在白话与文言
的差别。

经胡先生这一精辟阐述和
热情的鼓励，那些对白话文不感
兴趣的同学，连笔者在内都受到
了启迪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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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重金买妾
只过眼瘾

□朱权

《南亭笔记》记载了这样一
段故事：清末徽商胡雪岩某天
出门，路过一成衣铺，门口站着
一个妙龄女子，很是漂亮。胡雪
岩当即站住走不动了，一脸痴
汉样地看着人家。女孩发觉了，
又羞又恼，立刻转身回家把门
关上了。胡雪岩的心思被勾了
起来，不肯就此罢休。他暗中记
住了这户人家的位置，隔天就
上门提亲，要娶那个姑娘，但是
要做妾。女孩的父亲抵不住七
千两白银的诱惑，同意了这门
亲事。

大婚当天，胡雪岩进到屋
里，却不着急“洞房”，自己坐在
桌前自斟自饮，把女孩自己晾
在一边。过了很久，酒喝足后才
转身吩咐女孩脱光了躺在床
上，叫仆人拿着大蜡烛照着，他
把姑娘从头到脚，从上到下，仔
仔细细看了个遍。然后哈哈大
笑说：“前几天你不让我看，今
天怎么样？”

过完眼瘾的胡雪岩就转身
就走了，睡在了别处。第二天让
人给姑娘捎话，让她拿走房间
里喜欢的东西另嫁他人，胡家
没有她的位置。此事对胡雪岩
而言，或许只是一个恶作剧，但
对于那个女孩，可能就不是什
么美好的回忆了。

□刘秉光

《旧唐书》、《新唐书》、《资
治通鉴》均记载了这么一件事：
隋末唐初之际，有一个出家修
行的和尚，造反当了皇帝，此人
名叫高昙晟。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官员
谋逆，群雄奋起，百姓揭竿，反隋
势力形色林立。李渊经过充分准
备，抢先一步占领了都城长安。
武德元年五月，李渊称帝，国号
大唐，各地反王瞬间成了大唐的
叛逆。在平叛过程中，不少反王
纷纷落马，不过也有新生反叛势

力，高昙晟就是一个。
高昙晟通过宣扬佛法，收

了不少徒弟，在涿鹿一带非常
有影响力。武德元年十月，怀戎
县举行大型祭祀活动，县令亲
临现场主持仪式，吸引了大批
前来围观看热闹的人。就在这
时，高昙晟突然发难，“与其僧
徒五十人拥斋众而反，杀县令
及镇将”，将县令和当地武将杀
了个措手不及。

占据怀戎县城后，高昙晟
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独立政权，
自称皇帝，制定年号，并将一个
尼姑立为皇后，“昙晟自称大乘
皇帝，立尼静宣为邪输皇后，建
元为法轮”。

高昙晟毕竟势单力孤，他

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支援，于是
想到了离此不远的高开道。高
开道是隋末农民起义领袖之
一，盐户出身，骁勇善战，势力
较强，在渔阳（天津蓟县）自称
燕王。高昙晟想利用高开道，而
高开道也想吞并高昙晟，二人
心里各有一张算盘。很快，高开
道安顿好老巢，留下大部人马，
只带着五千人“投奔”高昙晟。
起初，“兄弟”二人处得还不错，
君君臣臣的，但三个月后，高开
道变了脸，抽了个机会，“袭杀
昙晟，悉并其众”，法轮政权就
此覆亡。但高昙晟却因身在佛
家称王称霸，还堂而皇之立尼
姑为皇后，成为中国历史上的
千古奇闻。

和尚称帝尼姑当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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