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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抗战主题的文学作
品和影视剧，在描写侵华日军
进行白刃格斗的时候都会有
类似的叙述或者画面：关东军
士兵在突如其来的打击前迅
速做出反映，他们哗哗地拉枪
栓声响成一片，黄澄澄的子弹
从枪膛里跳出来迸在地上。

三种解释

对于日军士兵拼刺刀前
退子弹的原因，一些相关书籍
和网上文章给出了几点解释：
日军步兵操典上硬性的规定；
日军深受“武士道”精神熏陶，
为了展现其精神故而如此；为
了避免误伤己方士兵。日军使
用的三八式步枪，近距离穿透
力强，白刃战时双方人员往往
互相重叠，如果开枪或者走
火，极易贯通后杀伤自己人。

日军教材上无此规定

上述论点看上去都十分
确切，足以让人信服，然而如
果我们更进一步地了解日军
条令、战术要求以及其所使用
的武器构造特点，就发现不是
那么回事。

如果翻阅侵华日军所使
用的大正十二年（1923年）《步
兵操典草案》，昭和十二年

（1937年）《步兵操典草案》，昭
和十五年（1 9 4 0年）《步兵操
典》，以及与白刃刺杀相关的
教材，其实就会发现其中并没
有关于白刃战之前退子弹的
条文，反倒是明确规定了在冲
锋或追击时，要保持步兵班组
的火力。日军在二战中并未大
批量使用冲锋枪这类自动火
器，在冲锋时为了发扬火力，
甚至要求轻机枪手突前对敌
进行压制。很难想象这种情况
下，对敌冲锋的步枪手会退出
子弹放弃开火机会。如果等敌
我双方进入到近距离准备白
刃战时，再去退出枪膛内的子
弹，怕是没等子弹退完，对方
的刺刀或者大刀已经到面前
了。这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事
情，即使是满脑子武士道思想
的日军怕是也不会去做。

可能是对关保险的误解

《步兵操典草案》中的“突
击”部分提到，准备对敌冲击
时，枪要处于“安全状态”。这
个“安全状态”，从枪械本身来
说应该是关保险。

以日军在侵华战争中使
用的主力制式步枪三八式为
例，三八式步枪的枪栓尾部有一
个刻有放射形花纹，带凸起或
者凹槽的圆形盖，这就是三八
式步枪的手动保险，顺时针旋
转并向前推动圆盖，枪械就会
处于保险状态，即使扣动扳机
也无法击发。很多老兵回忆录
里说亲眼看见鬼子在白刃战
之前做退子弹的动作，极有可
能是距离较远视野不良，误把
日军士兵关保险的动作当成
了退子弹。据《国家人文历史》

日本鬼子拼刺刀时
真的退子弹吗？

古话说“无商不奸”，但此言
对商人而言并不公平。人分三六
九等，商人岂能一言以蔽之？

古代商人地位低下，是因为

那时是农业社会，而且有些商
人确实唯利是图，然而，另一方
面，这也促使有些商人立誓以
诚信的面目出现。或许是商人
们为了表明自己公平买卖的决
心，三大吉星（福星、禄星、寿
星）被当成了赌注，这还要从中
国的老秤说起。

“半斤八两”一词中的半斤
与八两并非递进关系，而是等同
置换关系，这表明我国早期的度
量衡中，是以十六两为一斤的。
中国的老秤，秤杆上一般有十六
个刻度，每个刻度代表一两，每
一两都用一颗星来表示。

这十六颗星都是有来头
的——— 秤杆上的七颗星代表北
斗星，六颗星代表南斗星，除这
十三颗星外还余三颗星，分别代
表福、禄、寿三星。如果商人给顾
客 称 量 货 物 少 给 一 两 ，则 缺

“福”；少给二两，则表示既缺
“福”还缺“禄”；少给三两，则
“福、禄、寿”俱缺。这可以称得上
是了不起的毒誓了。

在杆秤提绳和福星之间有
颗大星，当秤砣挂在这一位置，
秤盘又无任何东西时，提起提绳，
则两边重量相等，秤杆平衡。这颗
大星则叫“定盘星”。“定盘星”则
被赋予了公平、公正、公开之意。

我国历史上，最早谈到秤的
人是诸葛亮，他说：“吾心如秤，
不能为人作轻重。”不过他做的
不是市井小买卖，而是治国安邦
的大生意。

其实，古代许多商人对于信
誉二字看得很重，这和中国传统
的教育有关，在儒家思想为主流
的封建社会中，想要长久立足，
信誉是最重要的。

据《商人的忠与奸》

秤上16颗星有来头

矿产资源匮乏，领土面积
狭小的岛国日本，在明治维新
后，经济和工业都获得了一定
的发展，为了与西方世界进行
抗衡，掠夺原料进行资本积累
和市场拓展，也因受到世界性
经济危机的影响为了转嫁危机
更为了满足雄霸世界的野心，
日本制定了大陆政策（又称大
陆经略政策），其大致内容是通
过军事手段先拿下朝鲜，再进
入中国东北，控制中国，进而控
制亚洲乃至全世界。

日俄战争后，日本夺取了
从辽东半岛和长春至旅顺的铁
路经营权，逐步将南满地区纳
入他的势力范围，并开始向东
北地区移民。1931年，“九一八事
变”后，日本更是非常顺利地占
领东北全境。占领东三省后，日

本在抚顺大量开采煤，在辽宁
开采铁矿石，并将这些资源运
回国内进行加工，支撑了二战
期间他们的军备需要。

除此之外，他们还迫切地
想要从中国的东北找到能够支
撑各种机器运转的石油，以逃
离美国凭借石油优势对日本进
行的束缚，美国康奈尔大学石
油地质专业的高材生带国太郎
从1928年开始有两次带队深入
牡丹江沿岸进行石油勘探。但
是因为当时日本深信西方对于
石油只存在于海相沉积盆地的
认识，觉得中国的地形不合要
求，不可能有这种资源，所以并
没有在东北找到石油。

我们应该庆幸日本因为没
有在东北找到石油而去偷袭珍
珠港，加速了二战的进程。

除了寻找煤、铁矿、石油这
些资源外，日本还希望利用在
中国发现的铀矿（1938年，满铁
调查部在中国东北海城地区发
现了铀矿）进行原子弹爆炸实
验。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他们
当时仅制造出米粒般大小的六
氟化铀晶体。

而后来制造该晶体的实验
室在轰炸中被毁，日方研制原
子弹的工作也就不得不停止。
但这并没有阻止日本在中国东
北海城开采铀矿的脚步，虽然
在1945年7月，日本的第二次原
子弹爆炸演习成功，给日本方
面制造原子弹带来了希望，但
是由于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
皇宣布投降，日本不得不放弃
原子弹的制造。

据《抗日战争》

二战期间，日本在东北找什么？

关于张三丰的神奇传说特
别多。综合各类史料 ,张三丰名
全一 ,又名玄玄、通一 ,出生于
1247年或者1248年。据称,其人长
相不凡,大耳朵大眼睛,“龟形鹤
骨”，络腮胡子像钢丝一样 ,头
上梳了个抓髻 ,喜欢在手中拿
一方尺。无论寒暑 ,只穿一件百
衲衣,在大街上四处游逛,人送外
号“张邋遢”。

张三丰的神异之处有两
点。其一,他登山如履平地,隆冬
季节躺在雪地里也可以安眠。
其身体素质 ,在普遍不得温饱、
体质孱弱的人群中显得鹤立鸡
群。其二,史载洪武初年,他在武
当山建立了几个据点,使其弟子
丘玄清住在五龙,卢秋云住在南
岩,刘古泉、杨善登住在紫霄。自
己则在展旗峰北设观,名为遇真
宫 ,又在黄土城建屋 ,名曰会仙

馆,令弟子周真得看守。
洪武初年(1368年)他已经

120岁了，却隐匿深山搞起了建
设。更令人惊奇的是 ,“洪武庚
午 ,(三丰)拂袖长往 ,不知所在”,
1390年 ,张三丰一甩袖子走了 ,

不知去了那里。而此后不久 ,朝
野上下掀起了一个寻找张三丰
的热潮。

先是朱元璋派人到武当山
找张三丰 ,均不得见。到了永乐
皇帝朱棣的时候 ,更是高调起
来。他派胡广去武当山请张三
丰，但是胡广来来回回十来年，
愣是没见到张三丰。随着朱棣
年龄的增加，朱棣真的急了，于
是对胡广说“找不到张三丰，你
就去死”。

胡广无奈下自称见到了张
三丰,但真人要到太上老君那里
赴宴 ,不能奉召。朱棣闻此赶紧

给张三丰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
己的仰慕之情。而且为了讨好
张三丰，朱棣在武当山大兴土
木。据传，张三丰169岁时终于给
朱棣回了信，还告诉了他长寿
的秘诀。朱棣大悦，封张三丰为
武当真人。

从此，明朝后来的皇帝坚
信张三丰还活在世界上,并纷纷
给其封号。明英宗赐号“通微显
化真人”,明宪宗封其为“韬光尚
志真仙”,明世宗赠封他为“清虚
元妙真君”。

那么张三丰到底活了多少
岁呢？根据《明史·列传第一百
八十七方伎》和《古今太极拳谱
及源流阐秘》记载，张三丰卒于
明朝天顺二年左右，大概就是
1458年。张三丰的寿命估计在
212岁左右。

据人民网

明朝16个皇帝因何苦寻张三丰

“官二代”为大清
奇迹收回国土

清朝光绪七年，大清王朝与沙皇俄国，在圣彼得堡签署《中俄伊犁改订条约》，向沙皇俄国割让出塔城以北和喀什葛尔尔以西七
万多平方公里国土，捎带二百八十万两白银。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被宰割的鲜血淋漓的条约，非但没有被钉在耻辱柱上上，相反获得
大把好评。

1881年2月24日，中俄双方正
式签署《中俄伊犁改订条约》，虽
然沙俄依然霸住了七万多平方
公里中国领土，却将伊犁地区还
给了中国。不仅如此，这次条约
的改订，还在附加条约上为清朝
争回了大量权益。而创造此奇迹
的正是清末卓越的外交家，特立
独行的“官二代”曾纪泽。

临危受命

曾纪泽是名臣兼大儒曾国
藩的长子，自幼饱读经史子集，
不仅如此，英语据说也是标准的
伦敦腔。但比起精通权术、讲究
退让的父亲曾国藩来，“官二代”
曾纪泽，却是个标准倔脾气。他
不仅一生清廉，而且见谁奢侈腐
化都不能忍。论到谈判，更是锱

铢必究。
清朝同治十年，沙皇俄国借

新疆动乱机会，趁火打劫霸占了
伊犁，待到清王朝平定了新疆动
乱后便派大臣完颜崇厚来交涉。
但完颜崇厚外交经验太少，面对
凶狠狡诈的沙俄，哆哆嗦嗦就签
了《交收伊犁条约》。

名义上沙俄还给大清朝伊
犁，其实只还个伊犁城，其他地
方全占，等于是赖着不还，还要
大清交五百万卢布的抚恤款。一
笔签下，举国哗然。清王朝上下
集体暴怒，于是，正在英国的曾
纪泽临危受命再赴俄国谈判。

收回伊犁

曾纪泽刚到彼得堡，俄国大
使布策先带着条约找上门来让

他按崇厚说的签字。曾纪泽懒得
和布策废话，直接给俄国外交部
施压，要求重启谈判。尽管俄国
对此叫嚣不满，但几个回合下来
还是决定重启谈判。

曾纪泽态度之所以如此强
硬，是因为来沙俄前，他长期呆
在英国，那时英国正是沙俄在中
亚扩张的老对头，底牌也早不是
秘密。他知道沙俄国内农奴正
来回闹，还在土耳其吃了亏，外

加粮食好几年欠收，看似威风十
足，其实是内忧外患。不仅如此，
他对整个伊犁的局面，甚至沙俄
边境的军力部署了如指掌。

于是，谈判桌上的曾纪泽将
原有条约逐一挑出并做了详细
的修改。他非但不害怕沙俄的吓
唬，还翻过手来就吓唬他们。俄

国代表刚说句狠话，威胁要兵戎
相见，曾纪泽也放狠话：咱两家
国境线这么长，大清要翻了脸，
想拿的就不止伊犁了。

就这样，连怒怼带吓唬，十
个月时间，历经前后五十一次会
谈，尽管沙俄运用了车轮战，曾
纪泽却愈战愈勇，将所有攻势
都给顶了回去，把当时内部矛
盾重重的沙俄，闹得分外抓狂。
就在双方僵持时刻，收复新疆
的大清名将左宗棠，高调出面
撑腰，三路大军浩浩荡荡直扑
伊犁，左宗棠本人更是抬着棺
材出征：曾纪泽没吓唬你，大清
有我，那就不怕打！如此场面，
出名吃肉不吐骨头的沙俄，终
于认了这笔账。

据《民国百年风云》

● 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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