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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钖

今天的印尼首都雅加达，在
古时称巴达维亚城。某天，这座
城的断头台前跪着一个人，法官
冷冰冰地宣读此人因“叛国罪”
被判处死刑，大刀在他的头上一
挥而过……

这人叫揆一，几年前郑成功
从他手里夺回了台湾。

梦断台湾岛

依靠特殊的货运海船结构，
和精明的商业头脑，顶峰时期的
荷兰人最多拥有近两万艘船。如
此大规模的运输能力，把荷兰人
的生意做到了各地，殖民地也遍
布世界。

一名叫揆一的瑞典人为谋
生路，跑到了荷属东印度公司任
职。几十年中从基层职员慢慢熬
到了高层管理职位，出色的能力
也让其在政界展露头角，最终坐
上了台湾总督的位子。

台湾总督的职务，原本应该
成为进一步升迁的垫脚石，然而却
碰到了需要解放台湾的郑成功。

当时整个荷属东印度地区
能支援揆一的军队也就两千人规
模，而郑家军有十万之众。在坚持9

个月之后，揆一不得不投降。

成为替罪羊

台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失
去台湾荷兰就失去了一个前进支
点。荷兰国内暴怒异常，要求追查
责任。揆一就成为“众望所归”的
替罪羊。经过商议讨论，50岁的揆
一即将以“叛国罪”被处死。

当然这位台湾前最高长官

也不是好欺负的，揆一以程序为
理由进行抗辩，拒绝签署文件，
也不肯书写认罪书，并不断提出
声明和反诉。因此，他的审判程
序僵滞了数年之久。

同僚终究还是胜了，丢失台
湾的所有罪责都通过司法程序
按到了揆一身上。身为罪犯的他
被强行拖到行刑台的沙地上，听
着法官对他的判决宣告。

终于，刽子手举起大刀，在
揆一的头上一挥而过，而跪在地
上的揆一却毫发无损：叛国罪必
须处以死刑，但司法评议会决定
饶他一命。

这只是一场象征性的行刑。
揆一真正遭受的惩罚是财产充
公，并被终身监禁于一座孤岛上。

重生后的揆一

在潮湿的海岛上，揆一不断
地思考在台湾发生的一切，把自
己的人生感悟记录下来。

而他身在欧洲的亲人也没
有放松，想尽办法去营救他。揆
一的弟弟是当时欧洲非常著名
的外交官，几经操作设法说服了
荷兰摄政王插手这件案子。

最后揆一获得释放，回到了
荷兰，他把在海岛上的思考成果
编册成书，《被贻误的台湾》出版
了。在书中，他声称荷兰丧失台
湾不是他的错，而应该归咎于那
些监禁他的人。

他以嘲讽的口吻骂尽了昔
日的同僚，而这本书成为后世研
究当时荷属东印度公司管理人
员的重要参考之一，很多史学家
依旧遵循书上的描写。这也算揆
一对同僚们的成功报复吧。

医患关系紧张这事儿，其
实早有传统。国人的习惯是，病
治好了，夸你“妙手回春”；治不
好了，骂你“草菅人命”。而开

“医闹”先河的，恐怕要数三国
曹丞相了。

暴医生遇上恶病人

曹操苦于头风（就是头痛
病），召华佗来给他诊治，华佗
给丞相用的是针灸疗法，一扎
针病痛就能缓解。可曹丞相这
病属于没法根除的病，作为一
个悬壶济世的名医，华大夫不
能总守着曹操一个病人啊。有
一天他求见曹丞相，提出回家
一趟，怕曹不同意，说是药材用
完了，回家取些药去。自从回了
家，华佗没再来过。

曹操生气了，连派几拨人
马去催叫华佗。华大夫不好直
说自己不想去，找了个理由说
他夫人生病了，需要照顾，实在
无法昼夜陪护丞相。曹操不干，
亲自写了几封信要华佗必须
来，最后不惜动用权力，命郡县
官吏强拉硬拽也得把华佗弄到
他那儿。

华佗医术高超，脾气却很
糙。《后汉书·方术列传》讲他

“为人性恶”，是个暴脾气。
一个暴脾气的大夫遇上一

个有权势的病人，有戏看了。曹
操强人所难，绑架也要华佗守
着他，华佗刚烈不吃这一套，干
脆直面相告他陪不起！

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丞相
啥时候看过别人的脸色？他恼
了，先让人去华家探了探，了解
到华佗所谓夫人有病纯属托
词，曹操听了火冒三丈，彻底失
去理智。他立即命武士将华佗
押解相府囚禁，重刑伺候，连番
审讯。

敢骗丞相？杀！

华大夫毕竟是知识分子，
学问很大体格弱小，经不住相
府打手们的拳脚，几棍子抽下
去，只好自认倒霉，赶紧认错。
认错却已来不及了，曹丞相斥
之曰：敢跟我玩心眼，不乖乖守
着本大人，今儿就是你的死期！

曹操身边倒有个明白人，
叫荀彧。荀彧贴耳朵提醒曹：这
华佗医术精湛世人皆知，多少
人还等着他去救死扶伤呢，咱
别一时冲动引起众怒。

曹操回瞪荀彧一眼，去他
的医术精湛，去他的众怒，杀！

华大夫是怎么也未料到患
者这么不通人情，临死前，华佗
从怀里掏出一卷书来，递给狱
吏，叮嘱此可以传世救人。狱吏
却一跨步躲开，别别别，丞相已
气成那样，俺接了你这玩意儿，
那还不得跟着你一块儿玩完！
华佗见状，仰天长叹一声：造孽
啊！最后一把火烧了“医书”。

据鱼羊秘史

台湾丢失后
荷兰总督被判死刑

魏徵，字玄成。他的名字与
贞观之治同垂于青史。他是唐初
卓越的政治家，他刚正不阿，素以
有胆有识、犯颜直谏而著称，辅弼
唐太宗拨乱反正，以成贞观之治。
李世民这么尊宠他，可是为什么
后来又亲自砸了他墓碑呢？

魏徵备经丧乱，仕途坎坷，
阅历丰富，因而也造就了他的经
国治世之才。太宗曾说：“贞观之
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
民，犯颜正谏，匡朕之违者，唯魏
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
并亲手解下佩刀，赐予魏徵。贞
观十六年（642年）七月，魏徵染
病，卧床不起。太宗手诏慰劳，并
说：“不见数日，朕过多矣。今欲

自往，恐益为劳。若有闻见，可封
状进来。”魏徵不顾疾病在身，又
上言数事，对太宗在魏徵生病期
间临朝时“常以至公为言，退而
行之，未免私辟”的言行不一的
做法提出了批评。魏徵平素为官
清正，生活简朴，以至家无正堂。
太宗下令停止营造小殿，用其木
材为魏徵建造正堂。建成后，又
根据魏徵的好尚，赐给他素屏
风、素被褥、几、杖等家物。

公元643年，魏征病死。唐太
宗很难过，亲自去他家吊唁，这
在古代中国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太宗对魏徵的特殊礼遇与尊宠
引起了某些人的妒嫉，魏征在死
之前曾经向唐太宗秘密推荐当

时的中书侍郎杜正伦和吏部尚
书侯君集，说他们有当宰相才
能。可是在魏征死后，杜正伦因
为负罪被罢免，候君集因参与谋
反而被斩首。

李世民开始就怀疑魏征这位
他认为很老实的人在朝廷有因私
营党的嫌疑。先前唐太宗已经同
意把衡山公主许配给魏征长子魏
叔玉，这时也后悔了，下旨解除婚
约。到后来他越想越恼火，竟然亲
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

直到贞观十九年（645年），
太宗亲征高丽，战士死伤数千
人，战马损失十分之七八，他深
深悔恨这一举动，不禁慨然叹息
说：“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
也。”于是立命驰驿以少牢之礼
祭祀魏徵，又重立纪念碑。

据历史档案揭秘

唐太宗为何翻脸砸了魏徵墓碑

江青后来因何不再穿裙子

李鸿章没进太庙
被一句话搅黄

李鸿章是清朝唯一在京城
建立祠堂的汉人官吏。祠堂建
立后，光绪皇帝还专门赐了匾
额，亲书“功昭翌赞”四字，春秋
两季，朝廷还派专人前来祭祀。

为什么专门为李鸿章建祠
堂呢？《异辞录》记载，当时朝廷
本想让李鸿章死后配享太庙
的，后来却被一个人的一句话
给搅黄了。

这个人叫鹿传霖。《异辞
录》中记载：定兴鹿文端（鹿传
霖），拙于言论。内调枢廷，耳已
重听，尤不能有所建白；然有时
一语隽永，为福不足，为害有
余。李文忠（李鸿章）薨，闻于西
安行在，两宫震悼，诏加优恤，
已将侑食太庙，枢臣出拟懿旨。

定兴突问曰：“祀于何处？”
时议：配享文宗（咸丰），则咸丰
朝文忠方仕，未立功勋；配享穆
宗（同治），中兴勋业，不乏其
人，未可显分厚薄；配享德宗

（光绪），其时，上正年富，则懿
旨之中不易措词。因而搁置。

由此可见，就是因为当时
鹿传霖的一句“祀于何处”，在
李鸿章死后配享太庙的事儿
就给搅黄了。太庙没进成，后来
就为李鸿章建了这座祠堂，俗
称李公祠，位于东城区西总布
胡同27号，由李鸿章生前寓所改
建而成。 张云飞

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用一句
话概括了江青的性格，“我如实
说，她是个听了风就是雨的人。”
对于江青这种“听了风就是雨”
的“来事儿”性格，王光美举了一
个例子。

1961年，国民经济因“大跃
进”失败而陷入困境，为防备外
敌趁机入侵，各地加强民兵训
练。这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问身
边的女机要员小李是否已参加
民兵。小李便把自己持枪而立的

操练照片拿给毛看。毛看后十分
高兴，挥就一首七绝：“飒爽英姿
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
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毛泽东把诗送给小李时说：年轻
人不要学林黛玉，要学花木兰、
穆桂英哪！

王光美回忆说，“她是夫人，
当然看见这诗了。然后就跟我也
说了”。然而，令王光美和中南海
诸位夫人瞠目的是，江青“从此
就不穿从前的裙子了，而她过去

衣着是很讲究的”。
不穿裙子只是第一步，江青

接着在服装上又出了新花样。王
光美说：“她穿军装不是从文革
开始的，从1964年就穿了。毛主
席在十三陵看三军大比武时，她
已经穿军装了。”

第一夫人换穿军装参加活
动，红墙内其他夫人怎么办？王
光美只好去问刘少奇。刘少奇的
回答既简单又明了：你们这些人
又没有参军，穿军装做什么？江
青她要穿军装，随她去好了。

据《南方周末》

欧阳修与谁“人约黄昏后”
□郑学富

欧阳修是北宋时期显赫人
物，其一言一行倍受人们关注，
加之其行为刚直，又得罪不少
人，如果有绯闻或包养小三，将
会成为政敌的攻击对象。据史书
记载，宋神宗时，殿中侍御史蒋
之奇弹劾欧阳修与儿媳妇吴春
燕乱伦，宋神宗问其有何证据？
蒋之奇竟然称是道听途说，皇帝
大怒，将其贬为监道州酒税。宋

神宗还算英明，没有相信这些流
言蜚语，继续重用欧阳修。

由此看来，欧阳修只有与自
己的夫人相约黄昏后了，可是欧
阳修曾有三位夫人，又是与哪位
夫人相约的呢？

1030年，“连中三元”的欧阳
修参加了宋仁宗赵祯在崇政殿
主持的殿试，位列二甲进士及
第，被授予官职。金榜题名之时，
也迎来了洞房花烛之喜，他的恩
师胥偃就将女儿许配给他。可是

没想到结婚只有两年，仅17岁的
爱妻胥氏便撇下尚未满月的幼
子撒手人寰。两年后的1034年，欧
阳修又娶谏议大夫杨大雅之女
为妻。杨氏知书达理，贤淑端庄，
两人相爱甚欢。可惜欧阳修竟是

“克妻”之相，仅一年，18岁的杨
氏也撒手而去。

1036年，欧阳修受范仲淹的
牵连，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
县令，这年的元宵节之夜，夷陵
县城也是张灯结彩，异常热闹，
而县衙中的欧阳修孤形单影，孑
然一身，不禁想起了去年元宵
节，东京灯火辉煌，黄昏之后，月

上树梢，与爱妻杨氏相依相伴，
款款柔情，思妻之情油然而生，
写下了那首传唱至今的名篇《生
查子·元夕》。

一年后，欧阳修又娶资政殿
学士薛奎之女为妻，巧的是与一
起参加殿试而获得状元的王拱
辰是连襟。后来，王拱辰的夫人
去世了，他又娶了薛奎的小女
儿，继续做薛家的女婿、欧阳修
的连襟。欧阳修写诗调侃他说：

“旧女婿为新女婿，大姨夫作小
姨夫。”欧阳修娶了薛氏之后，便
有了安稳的家室，薛氏为欧阳修
育有五子。

华佗是被曹操害死
还是自己作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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