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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长女曾纪静，嫁的
是曾国藩翰林院同事、好友袁芳
瑛的儿子袁榆生。袁榆生六七岁
时，长得虎头虎脑，聪明伶俐。所
以曾国藩在大女儿才六岁的时
候，就定下了这门亲事。

孰料世事常不如人愿。袁漱
六长于藏书，却短于教子，对儿
子过于娇纵。袁榆生长大之后，

“不喜故书雅记”，一味“豪迈善
博饮”，不服管教。等到袁芳瑛
去世后，他更如同脱缰的野马。
曾国藩得知后，决定把他接到

身边，亲自管教。他相信自己宽
严相济、以身作则、耳濡目染的
教育方式，能让这个女婿有所
进步。

一开始，曾国藩认为袁榆生
的最大问题不过是不愿读书。就
给他找来经验丰富又有耐心的
老师，希望能诱起他对书本的兴
趣。孰料这个从小在书堆中长大
的书痴之子，却很逆反，在书房
里怎么也坐不住，对文字硬是亲
近不起来。不久之后，曾国藩就
失去了信心。

实在不愿读书，曾国藩也不
再勉强，毕竟曾国藩是一个讲究

“经世致用”的人，一贯开明，他
认为并非只有书本上记载的才
叫知识，如果愿意去读世事这本
大书，能经办具体事务，也能体
现一个人的人生价值。既然袁榆
生生性外向，曾国藩就把他安排
到徐州粮台，让他经营湘军粮
饷，以锻炼办事才能。

然而，袁榆生到了徐州不
久，就大肆招嫖，而且还仗着总
督女婿的身份横行霸道，欺压平
民。曾国藩是一个讲“礼学”的
人，“刑不上大夫”，他没有直接
处理自己的女婿，只是严厉责打
了女婿的家丁，还把妓女抓了起

来。曾国藩在日记中说自己当天
“竟夕为之不怡”。一直讲究家风
家教的曾家竟然出了这样的事，
曾国藩怎么能不愤懑至极。但袁
榆生非但没有悔过，还觉得岳父
让自己丢了脸，于当日夜晚吞服
鸦片自尽，“其毒甚重，指甲已
青”，好在最终被抢救过来，没闹
出人命。这件事轰动内外，尽人
皆知。曾国藩的幕友莫友芝在当
天日记当中记载说：“昨日相公
命捉其子倩袁公子所狎妓及其
徒者二人，痛鞭之，袁公子遂吞
鸦片，垂毙，救且活矣。”

据《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2》

曾国藩调教女婿

“银河，你好哇。世俗所谓必不可少的东西我是一件也不要的。只希望你和我好，互不猜忌，也互
不称誉，安如平日，你和我说话像对自己说话一样，我和你说话也像对自己说话一样。”

“小波。我的活力不够，这一点从第一天见到你的时候就看出来了：你的生命的活力在吸引我，我
不由自主地要到你那儿去，因为你那里有生活，有创造，有不竭的火，有不尽的源泉。”

“爱到深处真美。”
“爱上你灵魂的那一刻，我也接受了你的容颜。”

王小波李银河：

爱上你的丑

┬李菁

1977年，李银河大学毕业，在
《光明日报》史学组当编辑。一
天，她在朋友处读到了王小波的
手抄本小说《绿毛水怪》，里面描
述了一对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
的恋情，其中的“真”深深打动了
她。小说作者的名字自然而然地
刻在了她的心里。她暗自思忖，
是怎样的人才能写出这样充满
诗意的小说啊！

第一次见到王小波，她失望
至极，他长得真够难看的。小波
却对银河心生爱意。不久之后，
他去光明日报社给银河还书。他
问她，“你有男朋友吗？”银河摇
头。“你看我怎么样？”小波的爱

像冬日里挂在树梢的冰棱，赤裸
裸毫不掩饰，却又如此纯净，让
人无法拒绝。

刚开始恋爱就遭遇挫折。银

河提出了分手，原因很简单，就
是觉得他长得太难看了。小波气
坏了，在信中说：“你从这信纸上
一定能闻到二锅头、五粮液、竹叶
青的味道，何以解忧，唯有杜
康……你应该去动物园的爬虫馆
里看看，是不是我比它们还难看。”

特立独行的王小波不仅才
华横溢，在生活中也时时透露出
热忱与幽默，于他来说，有趣比
什么都重要。

信的末尾有一句话把银河
逗乐了，他说：“你也不是就那么
好看呀。”

自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因
为容貌嫌弃过对方，反而是那异
于常人的精神内核将他们彼此
深深吸引，再也分不开了。

1954年，周恩来总理参加
日内瓦会议，准备在见面会上
放映我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梁
山伯与祝英台》。作为时任新闻
联络官的熊向晖接到指示后，
心里暗暗打鼓：《梁山伯与祝英
台》是中国的越剧，老外们怎么
能看懂呢？熊向晖绞尽脑汁，连
夜写了一份长达 15 页纸的影
评，从背景、意义、演员阵容、对
话台词等方面都用英文做了详
细的说明，报给了周总理。

周总理看了一眼这厚厚的
影评，皱了皱眉头说：“向晖啊，
我们这是给老外看，你这内容
虽然很详细，但他们不懂我们
的文化，不一定看得懂啊。”无
计可施的熊向晖摇了摇头说：

“总理，那您说该怎么写这份影
评呢？毕竟文化差异太大了。”

周总理凝神沉思了一会
说：“只要给这部电影取个恰如
其分又特别有吸引力的名字就
好了，你只需在请柬上写‘请欣
赏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梁山伯与祝英台》’就行了，其
余不必做过多解释。”

最后，按照周总理的建议，
电影如期放映，观看电影的各
国与会代表看得如痴如醉，不
时爆发出阵阵掌声，特别是著
名幽默大师卓别林看后，竟被
影片的精彩情节感动得流下了
眼泪。

电影能取得巨大成功，不
得不归功于周恩来的那句简短
评价。面对巨大的文化差异，周
恩来没有进行冗长的描述，他
只是找到了《梁山伯与祝英台》
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共同点
进行了一个巧妙的结合，将《梁
山伯与祝英台》清晰而完整地
展现在老外面前。其实，在生活
中也是如此，话不在多，关键是
找到共鸣。 据《生命时报》

总理巧评梁祝

张伯驹的嗣父张镇芳和袁

世凯是同乡，又因为张镇芳的
姐姐嫁给了袁世凯的二哥，两
人结下了姻亲之谊，所以，张伯
驹早年对袁世凯印象不错。

1915年春节前夕，张镇芳
命张伯驹去北京给袁世凯
拜年，袁世凯在中南海居
仁堂召见这位世侄。袁世凯

发现眼前的这位年轻人面
庞英俊、风度翩翩，不禁暗
自高兴，心里有意将其留在
身边。于是，袁世凯不露声
色地问张伯驹“愿不愿意到
府里（指总统府）当差”。张
伯驹回答，自己正在袁世凯

麾下的陆军模范团见习。
袁世凯爽快地说：“好好学
习，毕了业，就到我这里来。”

可是，张伯驹在军阀部队里
目睹了官场上的尔虞我诈、趋炎
附势、装腔作势，内心十分反
感。对他思想触动最深的，莫过
于袁世凯称帝的卑劣和虚伪。

1915年初，全国各地反对

帝制的呼声越来越高。袁世凯
长子袁克定害怕夜长梦多，父
亲称帝不成，自己“皇太子”的
美梦也随之破灭。当时日本人
在北京办的中文报纸《顺天时
报》，反对袁世凯称帝。袁克定

心生一计，每期另造一份，
称日本如何赞成帝制。

有一天，袁世凯的三
女儿上街给父亲买花生
米，包花生米的纸恰是《顺
天时报》。袁世凯看到，才
恍然大悟，此前所阅的报
纸都是伪造的。他当即派
人把袁克定叫来。袁克定
见事已败露，忙跪下求饶。
袁世凯气愤至极，命按家
规大棒伺候。但袁克定已

被封为“皇储”，何人敢打？只
好装模作样，比划几下了事。
张伯驹闻讯，嗤之以鼻，赋诗
讥之：“群言举世已滔滔，假印
刊章孰捉刀？袁氏家规惩大
过，一场戏演打龙袍。”

据人民政协网

周作人的“一字”缘 卢承庆宠辱不惊

唐朝大臣卢承庆学识渊
博，才华出众，很小就继承了
父亲的爵位。由于他为官清
正，很受李世民信任，被任
命为吏部考功员外郎。考功
员外郎主要负责对官吏们
进行考评，虽然算不上位高
权重，但考评关系到每位官
员的仕途升迁，这个职位也
算举足轻重的了。卢承庆上
任后，一直兢兢业业，公正、
负责地对待考评官吏之事。
有一年，一位管理漕运的官
员在督运粮草时遇上大风，
导致运粮的船只沉没了。

年度考核中，在给那位
运粮官评定等级时，卢承庆
给了他一个“监运损粮，考
中下”的评语。那位官员听
完后，神色自若，一言不发
地退了下去。卢承庆对这位
官员的气度颇为欣赏，转而
一想：粮船沉没也不全是他
的责任，碰上这样的事情，
只怕回天乏力啊，若评为

“中下”，恐怕不合适。于是，
卢承庆把那位官员叫了回
来，对他说：“损失粮草非人
力所能及，考中中。”随之把
评语改了过来。那位官员听
卢承庆这样评价自己，只是
不声不响地站在那里，不置
可否。卢承庆非常钦佩他的
涵养，不禁脱口而出：“好，宠
辱不惊，难得难得!”当即又把
对他的评语改为：“宠辱不
惊，考中上。”

据《广州日报》

宋美龄：“永不卸妆”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这
样说宋美龄：“一位乱世美人，以
女性非凡的情感，影响了大千世
界。”每一个接触过宋美龄的人
都会用“精致”来形容她，精致的
容装，精致的衣着，所以有了精
致的人生。宋美龄一生恪守的信
条是“永不卸妆”。据说连蒋介石
都没有见过她的素颜。

美国将军史迪威写到：“在
开罗会议期间，宋美龄穿着一
件绣着金色菊花的紧身黑缎旗
袍。她尽力以她那优雅举止和
旗袍开叉处一闪一闪地露出的
匀称的腿来吸引与会者的注意
力。”在宋美龄一生中，凡大型
国际舞台与会议，她精致的衣
着与装束，每每都成为她取得
焦点的杀手锏。连蒋介石都感
叹：“夫人的力量，抵得过二十
个陆军师。”

据全球通史

┬张达明

暮年的周有光教授仍坚
持工作。

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教
授一生经历坎坷。由于长期、
大量的脑力劳动，他患上了
严重的神经衰弱，失眠的痛
苦一直折磨着他。“文革”爆
发后，他被下放到宁夏平罗

“五七干校”劳动。这样的境
遇，对别人来讲是场灾难，他
却当成了治疗失眠症的好机
会。劳动中，他抢着干重活、
累活，几年下来，不仅治好了
失眠顽症，身体也比以前强
壮了许多。

谈到干校那段经历，周
有光格外感恩：“这是因为上
帝和我的私交很好，他老人
家知道我失眠，就特意安排
我去了那个地方治疗，结果，
还真管用了呢。现在看来，与

上帝有私交还真沾大光呢。”
对于死亡这个敏感话

题，周有光从不避讳：“佛教
上说，一个人活到90岁后死
去，叫做‘圆寂’，中国人活到
100岁才算功德圆满。我现在
已活过了100岁，这说明我不
仅功超了圆，德也溢了出来，
但这又有什么呢？我终究不还
是要死的吗？”

每当有人向周有光讨教
长寿的秘诀时，他总是微笑着
回答：“我
哪有什么
秘 诀 呀 ，
无非是与
上帝有那
么一点私
交 ，也 许
他老人家
利用职权
刻意给安
排的吧。”

张
伯
驹
讥
讽
袁
世
凯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里，
写到当年他在给《新青年》撰稿
时，一次翻译了一篇日本作家江
马修的小说 ,标题为《小的一个
人》。对于这个小说的中文译名 ,
周作人不甚满意 ,但无论怎样总
是译不好,最后无可奈何,就这样
交给了编辑部。

那一期《新青年》的轮值主编
是陶孟和，他提笔添了一个字，变
成了《小小的一个人》。一下子从
别扭、拗口 ,变得活了起来，既通
顺流畅，又很贴切。60年以后，周作
人还清楚地记得这件事。他不无
感慨地说：“这事我至今不能忘记，

真可以说是‘一字师’了。”
除了这“一字师”外，周作人

还与另外两个字有缘。其胞兄鲁
迅给了他一个字的评价“昏”。纵
观周作人的一生，与长兄决裂，
小昏；投身事敌，大昏。一个“昏”
字，不失公允，又入木三分，是再
准确不过。鲁迅的一字评价，可
谓是“知人论事之言，料事如神
之笔。”

上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教
授温源宁在讲到周作人时，用了
一个字“冷”。的确如此，当抗战

爆发后，周作人以“鲁迅的母亲
和他的女人都要我养活，老三一
家也要靠我养活”为借口拒不南
迁，特别是他说“鲁迅的母亲”，
正反映了他——— 对母亲的冷，而
他最终成了民族的罪人，也就不
足为奇了。

俗话说：“一字之褒 ,荣于华
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纵观周
作人的一生，尽管文学成就很
高，但其人品却多为人不齿，这
的 确 让 人 为 之 惋 惜 ；而 这 一

“昏”，一“冷”，可谓是对其一生
做了最好的注脚。

据《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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