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8月4日 星期五 编辑：张攀峰 美编：顾佳泉Anecdote 轶闻20

清末经学家、文学家王闿
（ kǎi）运玩世不恭，性情乖戾，
成为当时人们茶余饭后的谈
资。受奇葩老子影响，王闿运的
三个女儿也大有说头。

王闿运长女学问最好，幼年
时即许配新化邓弥之的长子，两
家都是湘中名流，门第相当。但
谁知道邓弥之之子少不知学，连
字都不认识，这让王大小姐如何
受得了。一日，王大小姐书一函，
令丈夫送呈父亲王闿运。丈夫打
开一看，都是篆书，见都没见过，
好奇之余，便拿到父亲书房，问
写的是什么？邓弥之打开一看，
信中最后竟然有：“真蒲留仙所
谓‘有婿如此不如为娼’”一语。
顿时勃然大怒说：“说我儿子蠢

如猪狗，倒也罢了；说不如为娼，
两家声名岂不全部被你丢尽
了。”于是，老王无奈，只能领女
儿回家。

大女儿如此，二女儿也不
含糊。二女儿精通诗词，新婚之
夜，问夫婿：“汝熟精《文选》
否？”但不知老王是如何选婿
的，二女婿也是个粗鄙汉子，当
即回答说：“我不知文选，只识
武选，他日汝以文选来，我以武
选报之。”此后，二女儿一语不
合，女婿必挥拳相向，二女儿实
在不堪其殴，告知父亲，王闿运
深恨遇人不淑，也只能带二女
儿回家。

如果说王闿运大女儿是
奇葩，二女儿有些窝囊的话，

那么老王的三女儿绝对就是
女汉子了。

诗人易顺鼎，少年时住在
王闿运家，楼上即是老王三小
姐的闺房。一日深夜，易顺鼎情
难自禁，上楼去三小姐闺房，长
跪不起，也不说一句话。三小姐
一见，也不言语，开灯起来，坐
在椅子上，自顾捻纸吸水烟，等
纸上的火将燃尽时，用以炙易
顺鼎的额头，易不想走，还是呆
呆地跪着。如此三番，到第三张
纸快烧完后，三小姐才大声呵
斥说：“请你速速下楼，可保全
自己的名声，否则我高呼有贼，
你就别怪我无情了。”易顺鼎知
道无望，鼠窜而去。三小姐的胆
识和有勇有谋，着实青出于蓝
而胜于蓝！而老王有此三闺女，
也着实出了一口恶气！

据光明网

自古谈庄子，多谈他的哲
学和文学，很少谈到他这个人。

最让人乐道的，大概就是
他和被他骂了一辈子的老朋友
惠施的友谊。

庄子一开口便和惠子抬扛；
一部《庄子》，几乎页页上有直接
或间接糟蹋惠子的话。说不定庄
周著书的动机大部分是为反对惠
施和惠施的学说，他并且有诬蔑
到老朋友的人格的时候。

惠施对庄子说：“魏王给了
我一个大葫芦的种子，我种了
后结出了一个特别大的葫芦。

但这么大的葫芦，用来盛水肯
定承受不住那种重量，用来做
瓢又太大没地搁？所以大倒是
大啊，有什么用？”

庄子听了冷冷一笑：“你真
是不会用大的东西 (你脑仁太
小)……这么大的葫芦，你干嘛
不把自己系在上面，漂浮在江
湖之上逍遥快活呢？”

惠施很是不服，又举了个
例子：“我有一棵叫做樗的大
树，树干上长满了疙疙瘩瘩的

瘤子，树枝弯弯曲曲的，长在路
边木匠看都不看一眼。这棵树
大吧？但有什么用？”

庄子微微一笑：“……你干
嘛不把它种在虚无之乡的广漠
荒野上，自己在树旁自由自在
地溜达，躺在树下自在地做白
日梦，不是很爽吗？”

可是惠施死后，庄子是什
么表现呢？有一次庄子和弟子
们经过惠施的墓，他情不能自
禁地悲叹道：“自夫子之死也，
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

据煮酒论史

张千载，号一鹗，跟文天
祥是同乡好友，从小在一起读
书，被老师视为“双璧”。可惜
张千载的运气不是很好，当文
天祥高中状元、飞黄腾达甚至
官至宰相的时候，他还只是一
个小举人，郁郁不得志。

文天祥知道他的才学，
就想拉他一把，推荐他出来
做官。但张千载心气很高，
始终没有去见文天祥，一直
在家里种种田、读读书，安
贫乐道。

1278 年文天祥率领宋军
抗击蒙元失败后被俘，一路北
上押解到大都（今北京）。张千
载听说后，立即变卖家产，等
文天祥一行路过他的家乡时，
就跑去上下打点，请求跟随文
天祥一起去大都，照料他的起
居。元军统帅也很敬仰文天祥
的为人，就答应了。于是，一路
上，张千载天天服侍文天祥，
给他喂饭，帮他洗漱，像一个
忠心的仆人。

到了大都后，文天祥被关
押起来，张千载就在附近找了
个房子住下，每天去给文天祥
送饭，文天祥在狱中写的一些
诗文，他也花钱买通关系，将
它们秘密带了出来，其中就包
括那首著名的《正气歌》，在民
间广为流传。

张千载倾家荡产，不避寒
暑，尽心尽力地服侍了文天祥
三年之久，直到文天祥被忽必
烈下令处决。此时已身无余财
的张千载，不知道又用了什么
办法，硬是将文天祥的尸体运
了出来，而且还将在俘虏营中
自杀殉夫的文夫人欧阳氏的
尸体也一起找来，火化后将二
人的骨灰带回了老家。

后人敬佩文天祥的这位
义友，把这种朋友之间的情义
称为“生死交情，千载一鹗”。

据《洛阳日报》

1922 年，青年张友鸾入北
京平民大学新闻系求学，后因
编辑《文学周刊》而崭露头角。

1925 年，《世界日报》总编
辑张恨水提出辞职。报社经理
吴范寰向社长成舍我推荐张友
鸾接任。成舍我见张友鸾是个
20 岁刚出头的青年，不禁疑信
参半。加之张恨水经挽留后已
答应暂时不走，故而张友鸾到
报社上了 3 天班就被辞退了。

张友鸾一气之下，写了一
封信大骂成舍我，说他“狐埋
之而狐搰之，是以无成功”（语
出《国语·吴语》），谓狐性多
疑，刚埋一物，又不放心，复掘
出来看看。以此骂成舍我疑虑
多，出尔反尔，不成体统，所以
办不成一件事。

成舍我见信，非但不生
气，反而大喜过望。他说：“此
人虽出言不逊，但骂得痛快，
切中要害。文章也写得漂亮，
有才气。”继而斩钉截铁地说：

“此人非用不可！”于是立马请
回张友鸾，让他做了《世界日
报》社会版编辑。

1926 年年初，张恨水正式
去职，遂由张友鸾继任《世界日
报》总编辑，时年仅 22 岁。

张友鸾坚持有理不让，成
舍我可谓慧眼识珠。

据《读者》

张友鸾写信骂人
却复得工作

从古至今，多少文人雅士、
名流权贵爱猫，数不胜数。

大家都背过著名诗人陆游
的这首《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
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
冰河入梦来。

这首诗抒发了陆游忧国忧民
的爱国情怀——— 虽然身在村里床
榻上，但心中仍不忘报效国家。但

是，你知道这首诗的上半段吗？
风卷江湖雨暗村，四山声作

海涛翻。溪柴火软蛮毡暖，我与
狸奴不出门。

“啊，外面狂风暴雨的真可
怕，家里多暖和啊，我和猫猫才
不要出门呢！”

这首只是其中之一，我们的

大诗人没事就写首诗表达一下
对猫的喜爱之情。据统计，陆游
一共作过十二首咏猫诗———“裹
盐迎得小狸奴，尽护山房万卷
书”“陇客询安否，狸奴伴寂寥”

“狸奴共茵席”“狸奴睡被中”“夜
长暖足有狸奴”，有了“狸奴”陪
伴，人生充满温暖和乐趣。

千言万语，都及不上一句
“我与狸奴不出门”。据微在官微

文天祥的生死之交

陆游也是一个猫奴

王闿运的“奇葩”女儿们

庄子最爱损好友

张作霖起自草莽，常常骂人，
但是他对重用并有所依赖的王永
江、杨宇霆从来不说一句粗话。

张作霖最初任命王永江为警
务处长，王要求有完全的用人权，
不受军人干涉，张答应了他，王就
致力于改革全省的警政，设立高等
警官学校。那时候军中有一些张作
霖早年的绿林兄弟，像冯麟阁、汤
玉麟等，经常推荐人给王永江，王
一概不用，他们意见很大，常常和
王捣乱。无奈之下，王只好据实告
诉了张作霖。有一次在“老虎厅”开

会议事，张作霖说王永江用心要办
好警察，大家不许乱荐人。

汤玉麟绰号“大虎”，随老张
征战多年，险要之时几次救过老
张，那两只有名的老虎标本就是
他送给老张的，骄横跋扈，不可一
世，其部下胡作非为，屡犯军纪，
多次被王永江惩处。所以他在席
上发言攻击王。不料老张大怒，当
众大骂他。汤也大怒退席，密谋举
兵作乱，但老张稳住了汤部几个
主要干将张作相和张景惠，兵变
没有发生。但情况已闹得很严重，

全城戒严，甚至架起了机关枪。王
永江辞职避往大连，老张最后把
他请回来了，让他全权做警政的
改革。

汤玉麟则脱离奉天，重操旧
业，干起了土匪的老本行，一年多
不归，老张几次叫他回去，他总是
不肯回去。有一天张作霖过生日，
演戏，其中有一出关于关羽和张
飞的《古城相会》，老张看了忽然
泪下，众人问故，他说：“人家兄弟
失散了还能相会，咱弟兄一去就
不回来了！”这话传到了汤耳朵
里，大为感动，就自己跑回来了。

摘编自《南方都市报》

张作霖用人不疑

金庸小说《鹿鼎记》第三十
六回中，描述了主人公韦小宝与
罗刹国公主苏菲亚之间的一段
奇遇。先是韦小宝在俄罗斯雅克
萨地遇到了公主苏菲亚，随即到
了莫斯科，并由此引发了一段异
国情缘。后来，凭着自己的聪明
才学和谋略，韦小宝竟然帮助他
的这位金发碧眼的情人成为了
罗刹国摄政女王。

这场浪漫的跨国艳遇当然
纯属虚构，但清史中却有类似的
故事，清朝有个赵翼写了一本书

《檐曝杂记》，作者赵翼是乾隆进
士，清中叶有名的史学家、诗人。
书里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康
熙中，圣祖尝遣侍卫托硕至彼定
边界事。托硕美须眉，为女主所
宠，凡三年始得归。所定十八
条，皆从枕席上订盟，至今犹遵
守不变。闻近日亦易男主矣。

“大致意思是说：康熙皇帝时
期，派遣了一个叫托硕的侍卫
到边界议事。托硕长得很美很
帅，眉清目秀，被俄罗斯的公主
宠信，公主喜欢上了托硕，不让

回国，三年后，才放了回来。他
们所签订的俄罗斯签的十八
条，都是在床上签订的，订盟后
至今大家都在遵守呢。

韦小宝一生娶了七个妻子，
还睡了俄罗斯的公主，很是威
风。当然啦，金庸小说里的韦小
宝毕竟是虚构的人物，他的身上
有许多历史人物的影子，和俄罗
斯公主相爱的侍卫托硕只是其
中之一，还有很多其他说法，金
庸先生戏说历史，妙笔生花。

据搜狐历史

“韦小宝”的原型：清廷侍卫被俄公主宠幸

夏天各地的气温居高不下。
千百年来，古代的人们消暑的过
程中，除了冷饮、扇子、冷水浴、
睡地板、还有许多其他的方法。

唐玄宗为了避暑，曾经想在
宫内建造一座“凉殿”。凉殿的原
理很简单：利用水车把水提到
殿、亭的顶部，任水从房顶上流
下，在殿的四周形成人工小瀑
布，既增加湿度，又促进空气流
动，可谓唐代的“空调房”。

然而，建空调房的举措，却
遭到大臣陈知节的极力反对：不
能这么劳民伤财！不能这么奢侈

腐化！唐玄宗听了进谏，脸上没
怎么表现，暗地里却记下了陈知
节的名字。

凉殿建好后，唐玄宗搬到了
凉殿，大手一挥：叫陈知节来这
里汇报汇报工作吧！陈知节不敢
怠慢，连忙来到凉殿。

进了凉殿，陈知节才发现，不
仅殿檐下有人工瀑布，殿内四角
还放着四座“冰山”——— 用冰块堆
起来的，正散发着丝丝凉意。

唐玄宗发现陈知节到了，继
续挥大手：“来人！给知节搬个石
头凳子坐，再上一份‘冰屑麻节
饮’让知节喝！”皇命难违，陈知
节只好打着哆嗦坐在石凳上，一
边喝着加冰饮料，一边向皇帝汇
报工作。然而不一会儿，这肚子
里就开始拉警报了。

陈知节忍不住，只好暂停工
作汇报，跟皇帝说：我想上厕所！
皇帝摇摇头：你这工作还没说完
呢，说完再去也不迟！如是再三。
最后，唐玄宗估计也玩够了，终
于恩准陈知节去上厕所。

陈知节慌忙起身，可还没
出凉殿的门，就已经“遗泄狼
藉”。第二天，唐玄宗又见到陈
知节，说：“你不是皇帝，别什么
事都想管！” 据国家人文历史

唐玄宗建环保“空调房”

《唐代的水车》

张张友友鸾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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