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 2017年3月17日 星期五 编辑：王忠丽 美编：顾佳泉History

“楚王好细腰”典故出自
《墨子·兼爱》篇：“昔者楚灵王
好士细腰，故灵王之臣皆以一
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
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
色。”说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楚
灵王喜欢臣子有纤细的腰身，
所以朝中的一班大臣，唯恐自
己腰肥体胖，失去宠信，因而
不敢多吃，每天都是吃一顿饭
使自己腰身细一些。不仅如
此，每天起床后，整装时先屏
住呼吸，然后把腰带束紧，扶
着墙壁站起来。等到第二年，
满朝文武官员的脸色都是黑
黄黑黄的了。

典故后来在文人墨客的
笔下，逐渐发生了演变，《晏子
春秋》《韩非子》《尹文子》《荀
子》等典籍记载中，“楚灵王好
士细腰”一句中，丢掉了“士”
这个专指男性的关键字，最终
竟然出现了“吴王好剑客，百
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
多饿人”的叙事记载。再后来，
随着《后汉书》和《资治通鉴》
这两部古代士子必读之书的
出版发行，“楚王好细腰”的典
故逐渐异化成了女性，且衍生
出了另一则典故：楚腰，用来
形容古代女性纤细的腰身。

据《联谊报》

人们常常用“马虎”这个
俗语形容人办事草率或者处
理事情粗心大意。“马虎”一词
的真正源头出自《聊斋志异》
卷十一的一个故事，篇名是

《牛犊》。讲的是：楚地有个农
民去赶集，回来的路上遇到了
一位相面大师，大师说他气色
不对，三天内既失财又会被官
府惩罚。农民很生气，自称生
平从来不和人争斗，而且税也
纳完了，不可能受刑呢。第二
天，农民赶着水牛犊到野外放
牧，刚好有一匹驿马经过，这
只水牛犊把驿马当成了老虎
冲了过去，结果将驿马抵死
了。骑马的差役把农民抓到官
府里去，官府打了农民一顿，
又让他掏钱赔偿，果然应了相
面大师的预言。

原来，楚地的水牛见了老
虎就会搏斗，因此牛贩子夜晚
露宿的时候，就躲在水牛围成
的圈子里，老虎来了就会被水
牛赶走。后人自此发明了“马
虎”这个俗语，形容人做事潦
草、不仔细。

据山西新闻网

褚玠，字温理，为人刚毅，有
胆量，善决断。陈宣帝大建年间，
山阴多豪强恶霸，几任县令都因
贪赃被罢免。陈宣帝为此颇为忧
虑，对中书舍人蔡景历在文士之
中，考虑一下适于担任此职的人。
蔡景历说：“褚玠廉洁俭朴，而且
非常有才干。”

陈宣帝便任命褚玠为戎昭将
军、山阴令。山阴县民张次的、王
体达与诸奸吏互相贿赂勾结，把
丁口多的大户都隐匿起来，逃缴
赋税。褚玠到任后，先把张次的等
人关押起来，将情况向尚书台汇
报，陈宣帝下手诏加以慰劳，并派
使者帮助褚玠检查，共检出军民
八百余户。

当时，舍人曹义达深得陈宣
帝宠信，山阴县民陈信家中财产
非常多，便使钱财贿赂、巴结曹义
达，陈信的父亲陈显文仗势横行
乡里，无恶不作。褚玠派人捉住陈
显文，责打一百皮鞭，从此县中官
吏与横行作恶的人都吓得胆战心
惊，无人再敢触犯法令。陈信后来
通过曹义达诬告褚玠，陈宣帝不
明是非，罢了褚玠官职。

褚玠被免职后，由于没钱返
回京都，只能留在山阴县境内种
蔬菜以自给。有人讥讽褚玠的才
干不能担任县令，褚玠回答说：

“我输送租税，不比其它县少，而
且除去贪残暴虐之人，使奸吏心
惊胆战。如果说不能搜刮民脂民
膏，以供自己享用，则确实如您所
讲的；如果说我不懂从政之道，我
不服气。”太子陈叔宝闻讯，送给
他粟米二百斛，褚玠这才回到京
城。 据《新商报》

1926 年 1 月蒋介石辞去国
民革命军第 1 军军长职务后，由
何应钦接任军长。1926 年 7 月，
国民革命军 1 军 1 师、2 师先期
参加北伐，其余部队留驻广东。
两个月后，何应钦率第 1 军所余
各部北伐攻闽，此后又参加了
江西、江浙的战斗，在占领南京
后，向山东挺进。1927 年 7 月下
旬，北洋军反攻，占领徐州，蒋
介石组织抵抗失败，北伐军撤
回苏南。

徐州战败后，武汉国民政府
准备派兵讨伐蒋介石的消息传
来，而和蒋介石同在南京的李宗
仁、白崇禧貌合神离，使蒋介石
受到很大打击。此时“忠诚”的何
应钦也出了问题。何应钦虽然一
直听命于蒋介石，但也不满蒋介
石日益增长的专横跋扈，在“四·
一二政变”后，蒋介石曾密令何
应钦伺机将白崇禧部缴械，何应
钦犹豫再三，竟没有执行密令。

蒋介石于是怀疑何应钦受到李
宗仁、白崇禧的拉拢。

在此形势下，8 月 11 日，蒋
介石以退为进，在南京的国民
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议上提出辞
职下野。李宗仁、白崇禧表示赞
同，蒋介石本来希望何应钦能
带头挽留，但何应钦却说他同
意李、白的意见。蒋介石深感失
望，于是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
令等职务。

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何
应钦、白崇禧坐镇南京。李、白
提出用蒋介石命令黄埔同学会
招募的七个新兵团补充部队，
何应钦立刻答应，但被蒋介石
派人阻止。何应钦率领第 1 军取
得龙潭大捷、击溃北洋军主力
后，将庞大的第 1 军所部编为第
1 、第 9 、第 32 三个军，由刘峙、
顾祝同、钱大钧分任各军军长，
由何自任总指挥，继续北伐。

正当何应钦踌躇满志之

时，蒋介石准备复职了。
蒋介石于 1928 年 1 月 4 日

复任北伐军总司令。在事先未
告知何应钦的情况下，蒋介石
于 2 月 9 日到达徐州，在何应钦
出城打猎时，宣布调何应钦为
总司令部参谋长，还让人告诉
何应钦说：“没有我蒋中正，决
不会有何应钦。”

在何应钦请辞第一路军总
指挥后，蒋介石马上接受了何
应钦的辞呈，将原第一路军改
编为第一集团军，自己任北伐
军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
令，命何应钦“养病”休假两个
月，并说“待我将部队整理就
绪，仍然请你回来统率”，但蒋
介石后来也没有履行诺言。

据《人民政协报》

细腰其实是男腰

“女士”原指“女汉子”

“女士”这个称呼源于《诗
经》中的《大雅·既醉》。周朝贵
族在祭祀完宗庙后，会对主持
祭祀的人说一些祝福语表达
感激之情，其中常有一句“釐
尔女士”，“釐”是送的意思，就
是说送给你一个女朋友。什么
是“女士”？唐代学者孔颖达解
释：“女士，谓女而有士行者。”
即女性有男性的品德、胸襟和
才华，相当于现在说的女汉
子。这么理解的话，就是祝愿
对方拥有一个“女汉子”老婆。

据《广州日报》

“马虎”源自《聊斋》

褚玠惩恶被罢官

何应钦两度抗命被“夺”兵权

何何应应钦钦

钩沉

晚清大臣那桐能干能贪
那桐血统高贵，姓叶赫那

拉，与慈禧同宗，但因其父被牵
涉到咸丰时期的一起科场弊案，
从此家道中落。尽管那桐天资聪
慧 ，学 业 有 成 ，光 绪 十 一 年

（1885）乡试中举，成为晚清“旗
下三才子”之一，但步入官场，也
不得不从户部郎曹一步步做起，
而且一做就是十多年。

直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
那桐才在翁同龢鼎力举荐下，晋
升为户部银库郎中，执掌了户部
第一肥差的大权。于是，熬出头
的那桐乘国库管理混乱之机，上
下其手，使自己的财富就像滚雪
球似的膨胀起来。

《那桐日记》固然不会把他
贪污受贿的笔笔账单写进去，却
记载了在京城繁华地段购置两
处当铺、一处占地25亩豪华宅邸

（那家花园）以及在天津德国租
界购置一座小洋楼的事实。

众所周知，清朝沿袭了明朝
的低俸制，京官的日子大都紧巴
巴的。户部银库郎中的年俸也不
过六七千两银子，除去大家庭的
日常开销，所剩无几，而那桐仅
购置两处当铺就花了12 . 5万两白
银，再加上“那家花园”、天津租
界豪宅等，他的巨额财产的来源
是秃子头上的虱子——— 明摆着
的。难怪摄政王载沣的胞弟载涛

在回忆录中说“那桐平日贪得无
厌”，“只认得钱……”

不过，那桐可不是等闲之
辈，他贪是贪，却很会包装自己，
凡是能为自己增光添彩的事，他
都紧抓不放。比如，那桐任外务
部尚书兼步军统领、司职工巡局
事务时，河北抚宁县知县王维勤

“横行乡里”，因与一李姓者有过
节，便趁义和团起事，“率其二子
及所带拳团歼李家十余口并有
其资产”。

那桐得报后，迅速查明案
情，按律判决：王维勤凌迟处死，
二子斩首。一时朝野轰动，当地
永平府五县共千余村公送万民

伞、匾额等。又如，宣
统元年（1909），那桐
任直隶总督时，组织
人力兴修杨村及北
运河一带水利工程，

此举既疏解了水患，又有利于
农田灌溉。其间他还上奏筹款，
并捐款为风河修建了一座桥
梁，解决了当地百姓世世代代
出行不便的难题。为此，当地百
姓感恩戴德，特地派代表赴京向
那总督致谢。

很显然，那桐既是能吏，又
是大贪官；他既有惩恶扬善、为
民造福的一面，又有贪赃枉法、
欲壑难填的一面；既有工作勤
勉、踏实肯干的一面，又有投机
钻营、巴结权贵的一面，在一个
人身上所呈现的这种全然相悖
的官场做派，就是“那桐现象”。

据《今晚报》

唐代的弹劾机构是御史台，
共有23名官员。长官是御史大夫一
人（从三品）、御史中丞二人（正五
品）。其下属有三院：一，台院侍御史
四人（从六品下），负责与上诉、弹
奏、审理案件相关的各类事项。二，
殿院殿中侍御史六人（从七品上），
负责监察朝廷礼仪制度方面的违规

行为。三，监察院监察
御史十人（正八品
上）。唐代御史台
有以下几个特
点值得关注：

第一，官
阶只有八品
的监察 御史

在任命方式上
却享受五品高
官的待遇。唐

代任官制度规定：五品以上高
官，需要申报中书门下审核，然
后以皇帝的名义委任。然而，唐
代有三类低级官员的任命方式
与高官完全一样。他们是谏官补
阙（七品）、拾遗（八品）和监察御
史（八品）。这就从制度上避免了
专权宰相插手御史人选的可能，
也为君主直接控制弹劾权力提
供了方便。

第二，八品监察御史，可以
对宰相及尚书省六部高官随时
履行监察与弹劾。这种以卑职监
督高官的做法，是唐代君主政治
的一个显著特点。国家任用拾遗
这些资历尚浅、官位不高的年轻

官员，如同驱使初生之牛犊，很
少患得患失，容易激发他们无所
畏惧的士气，有利于实现监督朝
政的目的。

第三，御史享有充分的自主
弹劾权力。一旦掌握官僚犯罪违
纪的事实，三院御史均有自主弹
劾权力。在皇帝朝见百官之日，御
史可以直接当廷弹劾。武则天长
安四年（704年），御史大夫李承嘉
曾召集御史，责备他们说：“你们
弹劾不禀告长官，难道不失礼
吗？”监察御史萧至忠回答说：“御
史台无长官。御史都是君主的耳
目，彼此侍奉君主，各自实施弹
劾，无需请示长官。

《唐代监察制度研究》就记载
了15名宰相被弹劾，其中近一半
来自八品监察御史。例如韦思谦
弹劾宰相褚遂良用低价购买一
名中书省翻译的土地，事后，褚
遂良被贬为同州刺史；马怀素弹
劾宰相李迥秀仰仗张易之权势，
受贿违法，结果李迥秀被罢免相
职；李商隐弹劾宰相崔湜选官失
序，崔湜被贬官处分等。

除了宰相，御史台的长官也
可能遭弹劾。例如，监察御史纪
履忠弹劾御史中丞来俊臣独断
专行，结果，来俊臣被贬官。这些
历史事实反映出，唐代弹劾制度
的结构设计在实际运作中都有
具体的体现，制度与运作是一致
的。特别是监察御史弹劾所及，
几无死角。 据人民论坛网

唐朝卑职可参高官

早在北宋时期，宋
徽宗赵佶就开创了“艺
考”的先河。把绘画列入
科举制度和学校制度，
首创艺术考试，是宋徽宗的一大
创举。1104年，宋徽宗设立画学，
即现在的美术专业学校，正式将
绘画纳入“高考”科目，以招揽天
下画家。他将美术考试分为佛
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
六科。徽宗亲自主持当时的美术
考试，并以文人诗句来命题，要
求考生画出这些诗句的意境，看

看谁的构思巧妙，不落俗套。如
“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乱
山藏古寺”“踏花归来马蹄香”

“六月杖藜来石路，午阴多处听
潺授”“蝴蝶梦中家万里，子规枝
上月三更”等题目。

一次，宋徽宗以“嫩绿枝头
一点红，动人春色不须多”为
题，举行美术考试。大多数考生
着意于在花卉上装点春色，画

得万紫千红，春意盎然，
尽管画得惟妙惟肖，但是
徽宗看后均摇头不满意。
独有一人构思巧妙，画远

处绿荫掩映的楼亭，一个红衣
美女凭栏而立，准确地体现了
闺中少妇因春色撩人，按捺不
住思春的心情。画中用红妆一
点，渲染出诗句描绘的色彩，用
人点题，将色彩和人的感情糅
合在一起，更加接近诗中丰富
的含意。宋徽宗看后大为赞赏，
中为魁首。 据《西南商报》

宋徽宗首创“艺考”

韦韦思思谦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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