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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珪（1731—1807年），字石
君，号南崖，祖籍浙江萧山。十八
岁那年，朱珪考中进士。乾隆二
十三年（1758年），朱珪成为皇太
子永琰、即日后嘉庆的老师。朱
珪人品端正，学问博洽，深得永
琰的敬重。

朱珪廉洁为官，“涯岸高峻，
清绝一尘”，平时“清介持躬，俸
廉外毫不沾取”。在山西布政使
任上，朱珪曾奉诏入京，竟连二
百两银路费都拿不出来，只得向
山西阳曲县令吴重光借钱，并郑
重其事地出具了借条。吴县令不
好意思收，朱珪严肃地说：“你不
收借条，难道是要向我行贿吗？”
吴县令只好取走借条，朱珪这才
收下银子。不久，朱珪从京城托
人捎了二百两银子给吴县令，并
索借条而去。在安徽任巡抚期
间，有一个炎炎夏日，一位下属
拜访他，送了一个西瓜给他。朱

珪收下瓜后，按市价付钱，以免
下属再送。送瓜事小，但若不防，
终会铸成大祸，朱珪此举体现了
慎微的操守。

朱珪日常生活十分节俭朴
素，冬天总是穿着一件旧棉袍，
每天上朝时，人们远远看见穿旧
棉袍的就知道是他。有一年，朱
珪到好友工部尚书裘日修家拜
年，恰遇大雪，天气很冷。裘日修
看朱珪只穿着一件旧棉袍，表示
没想到朱珪的日子过得这么清
苦，连一件皮袄都没有，应该将
这件旧棉袍换换了。裘日修拿来
一件裘皮大衣送给他。朱珪急忙
答谢，表示自己不接受别人的馈
赠，这是他一生坚守的节操。裘
皮大衣只是外观华丽，还不一定
比得上身上这件旧棉袍暖和。他
告诉裘日修，今天早上出门拜
年，不知他是否留意到，大雪天
里路边还有许多衣衫单薄破旧

的人需要救济。裘日修深为感
动，急忙道歉，并马上叫来仆人，
把这件裘皮大衣拿到当铺当掉，
用当来的钱买了十几件新棉衣，
送给路边的贫民。

嘉庆十一年（1806年）冬天，
朱珪去世，嘉庆亲自去朱家祭
奠，谁知家门太窄，御轿根本抬
不进去。史书记载，嘉庆见其家

“门庭卑隘，清寒之况，不异儒
素”。在他的卧室中，床上盖的是
旧棉被，除此之外，只有几筐书
籍而已。嘉庆在痛悼之余，写下
挽诗一首，其中有“半生惟独宿，
一世不言钱”之句。这是对朱珪
最恰当的评语，也是他一生的真
实写照。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阳翰笙：大度接受批评
阳翰笙曾请茅盾为他的

小说《地泉》写序，茅盾直言不
讳：“你的书是用革命公式写
的，要我写序，我只有毫不留
情地批评它。”阳翰笙倒也大
度：“批评也是好事。”茅盾推
辞不得，只好动笔作序，直言
这是一部不成功的小说，或者
说失败的小说，太过符号化。
没想到阳翰笙竟然把如此尖
刻的批评原文出版，茅盾连
叹：“雅量，真是雅量。”

蒋介石：演讲遭遇尴尬
1934 年 2 月，蒋介石在江

西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他
在演讲时说：“我们倡导新生
活运动，就是要优化国民素
质，使每个人养成整洁、清洁、
简单、实践力行的习性！”

这时，台下有位大胆的老
百姓说了一句：“那为什么不
让人人都吃饱呢？”蒋介石一
时语塞。

奕訢：对安德海动杀机
安德海依仗慈禧的宠信

作威作福，甚至欺负到同治的
头上。朝野对安德海都极为反
感，议政王奕訢对他恨之入
骨。有一次，安德海在朝房里
夸耀自己的翎子精美，一些大
臣只好连声附和。奕訢看了，
冷笑着说：“你的翎子再好，怕
也护不住后脖子。”从此对他
动了杀机。

据《老年生活报》

林森于1905年加入中国同
盟会，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
全国代表大会选为中央监察委
员，留任国民政府主席。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林
森于11月20日宣布迁都重庆，并
率员于11月底抵达重庆。1941年
12月9日，林森代表国民政府对
日宣战。1943年8月1日因车祸在
重庆逝世，葬于重庆歌乐山林
园，终年75岁。

林森的日常生活极其朴素、

注重节约。林森喜欢轻车简从，
平时不带侍从。公出行时，他一
般选择便宜的黄包车，有时也会
雇汽车公司的出租车。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出租车的价格有不
成文的规定：每 20 分钟路程收 1
元钱，雇车人还得付司机两角钱
小账。而林森却认为既然已经支
付了车费，就没必要给小账。久
而久之，林森不给小账的名声在
出租司机中传开了，闹得只要一
听林森叫车，司机们竟然“常相

规避”，纷纷找理由拒绝接活儿。
有一次，林森发现一些日用

器皿没有什么用处，为了不浪
费，便决定把这些器皿寄回老家
福建送人继续使用。他让秘书在
外找一名包扎器具的工匠前来
给器皿打包。工匠到达后，发现
是林森家，便直接对秘书说“此
工作应付小账”。秘书于是委婉
地向林森提出，林森连说“不可
不可”。工匠听后扭头就走。林
森怕耽误器皿寄出，无奈之下
只好让秘书叫工匠回来，经过
激烈的讨价还价，最后应允“付
小账四角”。 据《人民政协报》

1928年6月北伐胜利结束
后，冯玉祥将军来到南京担任
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
部部长。

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虽建
立不久，但作风拖拉，生活奢
靡。有一次冯玉祥应邀去参加
一个重要会议。通知上写明会
议时间是下午3点。冯玉祥准时
到达会场，他等了两个多小时，
与会人员才陆陆续续到齐。当
宣布开会后，只见桌子上放满
了水果、点心、瓜子，与会人员
一会儿吃水果，一会儿吃点心，
一会儿嗑瓜子，而对会议所讨论
各问题，或充耳不闻，或含糊敷
衍，不知所云，后来却大谈起不
相干的社会新闻与吃喝玩乐来。
这样松松垮垮拖了一个多小时，
就宣布散了会。

冯玉祥回到住处，对此事越
想越生气，决定写出一副对联，
对此官场腐败现象加以讽刺警
告：

三点钟开会，五点钟到齐，
是否革命精神？

半桌子点心，一桌子水果，
哪知民间疾苦！

横批是：官场旧样
冯玉祥的这副对联很快传

遍了南京官场，后来又传到民
间，轰动一时，使得那些达官贵
人又气又恨。考试院院长戴季
陶悻悻地说：“没有一个人能与
老冯相处和合作的。”

据《团结报》

顾颉刚任教燕京大学期
间，教学方式颇为独特。作为史
学界权威，他很愿意将自己的
学术观点与青年学生一起探
讨，而非简单地向学生灌输。

他的考试基本都采取开卷
形式，题目是开放式的，没有标
准答案。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
想法作答，只要能自圆其说都
会得高分。相反，如果学生的观
点与他完全一致，分数则会很
低。因为顾颉刚深知，科学研究
本就没有标准答案，他就是要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敢
于挑战权威的勇气。

据《今晚报》

冯玉祥写对联
讽刺南京官场歪风 朱珪：一世不言钱

朱朱珪珪

顾颉刚出考卷

梁漱溟的两次婚姻
1921年初冬，梁漱溟28岁，曾

发誓一生食素、终身不娶的他，
在其父死后，自咎未成家生子的
不孝，开始考虑自己的终身大
事。彼时，在军界的朋友伍庸伯
把自己的妻妹黄靖贤介绍给了
梁漱溟。

梁漱溟一开始对黄靖贤并
不十分满意，说她虽没有读过
书，但识得字。随着时间的推移，
经过几年的磨合，二人越往后越

生出爱意来了，属于那种典型的
“先结婚后恋爱”。

1935年8月20日黄靖贤在山
东邹平因难产去世，年仅41岁。
梁漱溟痛苦不已。1943年夏，年
届半百的梁漱溟偶然结识了在
桂林当教员的“老姑娘”陈淑芬。
陈淑芬本名陈树棻，毕业于北京
师范大学，一直没有婚配，47岁，
比梁漱溟稍年轻。有才有貌的陈
淑芬一心想嫁给哲学家。两人一

见钟情，你来我往，形影相随。
1944年1月，梁漱溟和陈淑

芬热恋半年后，在友人的家里举
行了传统的婚礼。婚礼由国民革
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主持，当
时在桂林的文艺界和学术界名
流100多人参加了婚礼。

梁漱溟很感激陈淑芬，因为
她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与他结
婚的，并为他做出了很大的牺
牲。因此当陈淑芬 1979 年 9 月
去世时，年已 86 岁的梁漱溟为
她诵经守灵。 据《团结报》

林森讨价还价付小费

唐时，任迪简为节度使
李景略麾下大将，有一次任
赴李所设盛宴迟到，李命大
觥罚酒，手下误以酽醋为酒。
任迪简因知道李景略性格暴
戾，手下有错常遭杀戮，所以
隐忍不言，喝了许多醋，在回
家的路上吐血致病。后来事
情传开，全军十分感动，李景
略也因此不再恣意杀人。李
死后，部下拥戴任迪简为节
度使，人称“呷醋节帅”。

据《光明日报》

“呷醋节帅”任迪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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