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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王勾践击败吴国以后，越

国大夫范蠡功成身退，做起了生
意并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人称陶
朱公。

陶朱公二儿子在楚国杀了
人，被囚禁于楚，范蠡的家人想
将儿子赎回来。但范蠡说：“杀人
偿命，这是天理，我的儿子也不
能例外。我只希望让他不要在街
上示众。

于是他让小儿子带上许多
钱去楚国。范蠡的大儿子却坚持
要替弟弟去，范蠡只好同意。临
行前，范蠡给他一封信，要他交
给自己的老朋友庄先生，并嘱咐
说：“你到了那里，把带去的黄金
都交给庄先生，让他代你处理。”

到了楚国，大儿子好不容易
才找到庄先生的住处，交给他书
信和黄金。庄先生收下之后说：

“你的事情已经办完了，赶快离
开这里吧。”

不久，庄先生晋见楚王发现
天有异象，说：“臣夜观天象，发
现有个星宿的位置有些异常，这

有害于楚国。只有积德行善才能
避祸消灾。”楚王想了想，传旨封
存所有的国库。

一个贵族闻讯后告诉了大
儿子。范家大儿子听后高兴极
了，但又一想大赦乃是楚王恩
赐，庄先生没有理由白拿那么多
黄金，于是就登门去取回了那些
钱财。

他走后，庄先生心里很窝
囊，便又去面见楚王，说：“我上
次说星象不好，大王就要大赦，
这太好了。但我听到人们议论
说，大王你其实是为了陶朱公的
儿子才实行大赦的，因为陶朱公
的儿子杀了人被囚禁在我们楚
国，他家拿了许多钱来贿赂我们
楚国的大臣。”

楚王一听大怒，立即下令将
范家的二儿子先杀死，然后再实
行大赦。

大儿子将弟弟的尸体运回
了家，他的家人都很悲痛，唯有
陶朱公说：“我知道他这一去，他
的弟弟一定会死。他不是不爱他
的弟弟，只是舍不得花钱。他小
时候吃尽了苦，知道谋生的艰
难，所以生活非常节俭。至于他
的小弟弟，他生出以后就看到我
万贯家财，所以花钱像流水一
般。我派小儿子去，就是看他舍
得花钱。而大儿子却硬是要去，
他这一去，我就一直在等我二儿
子的尸体回来。 据百家讲坛

范蠡“救子”

山海工学团刚成立的时候，
农民的孩子有了读书的地方，烧
香拜佛的红庙成了教室，可是没
有孩子们用的桌椅。上课的时
候，同学们带来自己的凳子，有
大有小，高低不一。

一星期以后，学校请来了木
匠师傅，他闷着头做凳子，一天
能做好几个。陶行知走过来，看
见木匠师傅满身是汗，就递给他
一杯水，说：“我们不是请你来做

凳子的。”木匠疑惑地望着陶行
知：“那叫我来做什么？”

“我们当然是请你来做‘先
生’的。”

“我可不识字。”木匠慌了。
陶行知笑着说：“我是请你

来指导学生做木工的。你如果教
会一个人，就可得一份工钱。如
果一个也没教会，那么就算你把
凳子全做好了，还是一文工钱也
得不到。”木匠显出为难的样子。

陶行知亲切地说：“不要紧，你不
识字我们教你。我们不会做木
工，拜你为先生。我第一个向你
学。”说着，陶行知拿起一把锯，
对准木板上划好的线就“吭哧”

“吭哧”地锯起来。
第二天，广场上摆着很多木

匠工具，老师带着孩子们来学做
凳子了。

有个小朋友嘟囔着：“我们
是来读书的，不是来做木匠的。”
这时，陶行知笑着说：“我有一首
诗读给大家听听：‘人生两个宝，
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

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
饱。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
地的大好佬。’你们看写得如
何？”小朋友们都拍手说好，那个
嘟囔的孩子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从此，每天孩子们都学做凳
子，他们也当“小先生”，教木匠
师傅认字。3个月后的一天，教室
里的50个孩子，都坐着自己做的
凳子。讲台上还有孩子们自己制
作的杠杆、滑车等玩具和仪器。
家长们挤在窗口、门外，信服地
点头叫好。

据《广州日报》

陶行知请木匠做先生

有一次，蔡锷和小伙伴们
外出放风筝，玩得正高兴时，风
筝断了线，掉进了知府家的花
园之中。小伙伴们都不敢去要，
唯有蔡锷不怕。他翻身跃过花
园的围墙，跳到园中准备捡回
风筝。正巧知府在园中漫步，见
一个小孩跳了进来，以为是谁
家的淘气鬼故意捣乱，便命令
家人上前驱赶。蔡锷没拿到风
筝，哪里肯走，便大声嚷道：“我
的风筝掉到这儿了！”知府向周
围扫视了一番，发现小亭子旁
边果然有个断了线的风筝，也
就消了火气，慢悠悠地说：“如
果你能对得上我出的对子，风
筝自然还你。”蔡锷一扬头，自
信地说：“对就对，你快出吧，我
们还等着玩哩！”

知府皱起眉头，正要思索，
忽见墙外又冒出几个小脑袋。
他触景生情，马上吟出一句上
联：“童子六七人，无如尔狡。”
蔡锷听后，不慌不忙地对起下
联：“知府二千石，唯有公……”
他故意留下一字没说。知府以
为蔡锷没词了，便得意地追问
道：“唯有公什么？”

蔡锷调皮地眨了眨眼睛回
答：“我已想好两字，现在由你
来挑。如果你把风筝还给我，那
就是‘唯有公廉’。”知府忙又问
道：“如果我不还呢？”蔡锷说：

“那我就对‘唯有公贪’。”
知府没料到蔡锷一个小孩

子家竟如此足智多谋。面对这
一“廉”一“贪”的选择，他只有
将风筝送还。

据凤凰网

蔡锷智讨风筝
南唐人徐铉博学多才，见

多识广，通达古今，能言善辩，
在北宋朝野名声很大。

有一次，南唐派徐铉前来
朝贡。按照礼节，北宋要派一名
押伴使前去陪同。北宋的满朝
文武都因自己的辩才不如徐铉
而害怕担任这个差事。当朝宰
相也一时找不出合适的人选，
只得请示宋太祖。太祖皇帝叫
人列出十个不识字的殿前侍卫

的名单来，随便在上面圈点了
一个人的名字，说：“让这个人
去吧。”大家都莫名其妙，但又
不敢细问，只好催促这个人赶
快动身。

那位被选中的殿中侍卫丈
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又不敢
违令，只得前去充当押伴使。一

上船，徐铉就滔滔不绝地向押
伴使挑战，词锋锐不可挡。陪同
的人都为这个押伴使捏着一把
冷汗。然而，无论徐铉提出什么
问题，殿前侍卫都默默无言，不
置可否，弄得徐铉不知他的葫
芦里卖的什么药，自己心里反
倒没了底。

一连几天，徐铉疲惫不堪，
又自觉没趣，就再也不吭声了。

据《联合早报》

闷葫芦憋住大辩才

乾隆三十三年，退休多
年的前两淮盐运使卢见曾，
在山东德州家中，接到儿女
亲家纪晓岚送来的一封信。
这封被封得严严实实的信，
里里外外没一个字，只装着
一撮食盐，一撮茶叶。同属进
士出身的卢见曾，目光在这
两撮盐、茶上扫过来扫过去，
吓出一身冷汗。他看明白这
封无字信暗藏的信息：“盐引
亏空，立案侦查(茶)”。

原来，这年春，新任盐政
龙拔世“不会做人”，为“引”
银分赃不均，跟同僚闹翻。一
气之下，向乾隆奏报，将侵吞
盐引案情全抖搂出来。乾隆
又惊又气，忙召开御前会议，
同包括纪晓岚在内的几位近
臣议定：派员秘密侦查，查清
后一一严办。会后，天色已
晚，纪晓岚彻夜未眠。这案子
牵扯到二女儿的公公卢见

曾。一旦查出，卢家完蛋，女
儿难逃株连。聪明绝顶的纪
晓岚，自以为那无字信是个
不留蛛丝马迹的泄密妙计。
哪知聪明反被聪明误。他派
人到山东给卢家送信情事，
全被他的政敌和珅探听到并
上奏乾隆了。

纪晓岚通风报信后第三
天，乾隆帝单独召见他，“你
虽然未写一字，未传一言，但
通风报信，证据确凿。”乾隆
帝对这个他最看重、最欣赏
的“大清第一才子”，网开一
面，批示：“纪昀从轻谪戍乌
鲁木齐。”

酷爱诗文、附庸风雅的
乾隆帝，身边没了纪晓岚，深
感少了诸多乐趣。不到三年，
纪晓岚就得到“特赦”，召回
京城。不仅官复原职，而且官
越当越大。

据《深圳晚报》

纪晓岚给贪官亲家通风报信

林则徐被“押”升职

1804年秋，年仅19岁的林
则徐参加福建乡试中举。第二
年，满怀信心的林则徐来到京
城参加会试，没想到却名落孙
山。为了谋生，他当起了私塾
先生。后来，几经辗转，到了长
乐县县衙担任幕僚。

当时的福建巡抚张师
诚，求贤若渴。一天，他阅读
公文时，发现本省长乐县呈
上的公文文书字迹端正工
整，书法也颇具功力，而且从
头到尾，没有一丝涂改，不禁
大为赞赏。经询问，张师诚得
知该文书文笔出自长乐县衙
内一个叫林则徐的书生，不
由暗暗点了点头。

不久之后，长乐县衙收到
一封从巡抚府传下的紧急公
文，命令知县迅速把林则徐押
往巡抚府衙。长乐县令见到
公文后大吃一惊，不忍心他
遭受牢狱之灾，便拿出二十
两纹银，劝他连夜远走高飞。

林则徐拒绝了县令的好
意，毫无畏惧地说：“是福不
是祸，是祸躲不过!我坐得正，
行得端，有罪甘愿服刑，无罪
一定会弄清，不能含糊了事!”
于是任凭衙役押解到省里。

在省里，林则徐坦然的
神态令巡抚张师诚心中暗暗
称赞。等问明长乐县的文牍
果然出自他之手时，张师诚
哈哈大笑道：“老夫早闻林先
生之贤，特设虚文，一试你的
胆识，果然是有胆有识之人!”
于是林则徐被留在巡抚府委
以重用。 据百家号

苏东坡“八面受敌”读书法

有个名叫王庠的人在应制
举时，向苏东坡请教读书方法。
苏东坡就给他写了封回信，信中
有这么一段话：“书之富如入海，
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尽取，
但得其所求者尔。故愿学者，每
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之兴亡
治乱、圣贤作用，且只以此意求
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实
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
他皆仿此。此虽似迂钝，而他日
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
同日而语也。”

据《意林》

冯玉祥读书到痴

冯玉祥生平读书十分用
功，他当士兵时，一有空就读
书，有时竟彻夜不眠。晚上读
书，为了不影响他人睡觉，就
找来个大木箱，开个口子，把
头伸进去，借微弱的灯光看
书。冯玉祥担任旅长时，驻军
湘南常德，规定每日早晨读英
语2小时，学习时，关上大门，
门外悬一块牌子，上面写“冯
玉祥死了”，拒绝外人进入。学
习完毕，门上字牌则换成“冯
玉祥活了”。

据《内蒙古日报》

屠格涅夫称乞丐为兄弟

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一
次在街上散步时遇见了一个乞
丐，那个人走过来向他乞讨。

屠格涅夫摸了摸口袋，不巧
的是，他出门忘了带钱，口袋里
面空空如也。他很抱歉地对那个
人说道：“兄弟，对不起，实在对
不起，我的钱包放在家里了，也
没带什么吃的东西。”

那人突然拉着他的手连声
说：“谢谢，谢谢你！”

屠格涅夫很惭愧也很不解。
那人接着对他说道：“我原本打
算讨一点儿吃的后就去自杀，没
想到你却居然称呼我‘兄弟’，这
使我很感动，你给了我活下去的
勇气！”

据《读者》

1922年，党派
肖楚女去四川开辟
工作。他应邀担任

《新蜀报》主笔，几
乎每天都以“楚女”
之名发表文章。由
于 他 文 笔 潇 洒 俊
逸，逻辑性极强，很
快声名大震。有的
青年猜测“楚女”
者，一定是“楚楚动
人之女子”，于是，
一封封求爱信像雪
片 似地飞 至 编 辑
部。肖楚女见后啼
笑皆非，便在报上刊登了
启事：

“本报有楚女者，绝非
楚楚动人之女子，而是身
材高大，皮肤黝黑并略有
麻子之一大汉也。”还有的
未等见报，就精心修饰打
扮后，赶到编辑部“约会”
肖楚女。当看到竟是一黑
大汉时，惊得瞠目结舌，继
而面带羞色离去。肖楚女
见状，大笑不已。

据《人民日报》

肖
楚
女
曾
被
误
认
为
是
美
女


	1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