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时候!我故意装着很

冷漠!只是不想让对方知道

我依恋着他"

电话铃声响起!我明知

道是他打来!也故意在心里

数十下才拿起电话筒"我不

要他知道我一直坐在电话

机旁边等候" 拿起电话筒!

我只是装着很平淡地说 #

$你找我有事吗% &

其实!我多么依恋你的

声音" 见不到你的时候!我

整天想着你!好想扑在你怀

里" 见到面的时候!我只是

把两只手放在身后!规规矩

矩地站在你面前"你一定觉

得我是个没什么感情的人"

其实!我多么依恋你"

约会之后!分手的时候

到了" 你送我回家" 我根本

不想回去"我好想你陪我散

步!也许!散步到天亮也不

错" 我好想听你说话!好想

知道更多关于你的事 " 然

而!当你送我回来!当你还

没说再见的时候!我却抢先

跟你说#'再见" &

没等你转身 ! 我就增

了"其实你知不知道当你转

身离开的时候!我总会回过

头来看着你的背影%

我多么依恋你的背影"

下一次!当你觉得我很

冷漠的时候!你会否明白那

是因为我在乎%

摘自!感悟!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
时候"黄宗英就在上海演戏
了#

赵丹不在了"根也就不
在了" 黄宗英天南地北"去
做自己爱做的事#

这些年来"黄宗英多了
一句口头禅$%我有老年痴
呆症"记得过去的事"记不
得现在的事# &

说是这么说"说的时候
也严肃"但没人去理会#

黄宗英喝一种叫%腌笃
鲜&的汤"属于宁波菜系"配
料是鲜腿肉 ' 咸腿肉和春
笋"放在沙锅里焖煮# 而笋
是这道菜的灵魂#

去了北京"这汤就喝不
着了# 北京没有春笋呀#

春天"我特意托人捎去
杭州的鲜笋#黄宗英吃了也
忘了#

电话里我说 $%带去的
笋收到了没有呀( &

黄宗英道$%没有啊"没
有收到你的笋呐# &甚是无
辜#

这种事多了"人们才对
黄宗英的口头禅认真起来#

有些什么要紧的事"就写下
来"白纸黑字"算是凭证#这
样冤枉官司也就少了许多#

有段时间黄宗英织起
了毛衣" 一笔一画很努力#

初始" 人们以为是消遣"久
了"才知道毛衣是还人情债
的" 还的是书法家黄苗子#

黄苗子送黄宗英一幅字 $

%归隐书林&#黄宗英以为珍
奇"感激得很"遂日积月累"

织起了毛衣"以示心迹# 黄
宗英的这点风骨"与其夫翻
译家冯亦代如出一辙#

冯亦代样子如洋场阔
少"然而不纨绔浮华 "一向
以傲爽俊逸 ' 仗义疏财著
称" 有人落难有人缺钱"有
人需要疏通什么关节"都得
到过他的接济# 那种做派"

一如盛宣怀的外孙邵洵美#

当年张爱玲肯亲自去美丽
园找胡兰成"据说是邵洵美
居间牵的红线# 老上海"他
们曾一堆儿地扎在一起玩
文学#

人" 都想有棵大树"累
了是一种依靠# 那时节"人
们叫冯亦代%二哥&"黄宗英
也跟着叫# 叫了哥哥"心里
就像是有了依托#

后来"黄宗英失去了赵
丹" 冯亦代亦失去了安娜#

哥哥妹妹亲亲密密做了夫
妻# 婚后"黄宗英照例称冯
亦代为%二哥&#问二哥是否
疼爱妹妹"黄宗英斜视冯亦
代一眼"道$%他木知木觉拎
不清"一天到晚"只晓得看
书"写东西# &

黄宗英在电影 )家!中
扮梅表姐"那种幽深细致的
眼光是迷死过几代人的#而
黄宗英却是绕了个圈子"走
入书房"做起文人来 "且规
矩森严$ 上午不接电话"不
接待客人* 中午不赴酒宴*

下午小憩之后会见发过帖
子的朋友* 晚上没有应酬"

因袭着老上海洋房里的人
家" 唱机上摆一张小夜曲"

像是一扇屏风"挡去一点喧
哗和琐屑# 回忆起上海"最
是牵魂的是音乐学院附近
有普希金铜像的那条街"那
儿很安静" 也很有情调"有
漂亮的梧桐树"还有+++许
多约会都是从那儿出发的#

那年回上海老宅"秦怡
等好友各以看家菜谱设下
酒宴# 一巡一巡"待到辞谢
告归时"好好的"脚就折了"

裹厚厚的石膏 " 坐在沙发
上"照样讲笑# 她说$%我不
怕死"我怕活得太长# 让人
讨厌就不好了#老年痴呆了
很没有意思"活得太不好看
了" 把前面的好看给抹掉
了"太冤枉了# &

黄宗英从小迷糊"大了
也迷糊"经过南方公司的债
务和与周璇遗孤遗产交割
的两起诉讼"黄宗英依旧密
密麻麻地迷糊#她说$%凭良
心吧"良心是比较准确的# &

中秋节"在天安门广场
看人放风筝"想起与黄宗英
的一段问答$

+++山坡上有一棵开
满白花的树"你希望树底下
有什么(

+++有我#

+++有人送你一只箱
子"你希望箱子里有什么(

+++时间#

+++时间是什么(

+++像烟"没有踪迹#

见过黄宗英抽烟"那是
另一种风情了#

黄宗英一手好文章"字
亦娟秀"艺人的模样"文人

的骨子"难得有人可以与她
去比#

前些年"我因急诊入华
东医院#一墙之隔便是胡兰
成'张爱玲的故事发生地美
丽园"这就想起了那一段倾
城的乱世姻缘#张爱玲继母
的好友陆小曼亦住在附近
的四名,明-村"年轻时分娇
纵无比# 徐志摩陨落后"常
年素服"潜心书画"只剩那
位评剧青衣翁瑞午照顾她
的宿疾"抚慰她的寂寥# 听
说"陆小曼抽烟抽出一口的
黑牙"不可以笑的"一笑"就
着实令人失望了#物质匮乏
时期"翁瑞午三钱不值两钱
地卖了祖传的字画"排了长
队买得薄薄一片肉来"托在
手上"巴巴地送了来给陆小
曼# 陆小曼病故"从这个医
院进入天国#那些心碎细的
人"一直担心陆小曼即便到
了那里"也是不肯对徐志摩
抱歉的 # 她实在是不会做
人#

一整夜 "比如 )游园惊
梦!"花魂花精出没其间#

翌日醒转来"被轮椅推
去治疗"窗子旁"就见着了
黄宗英举了一对粉色的哑
铃# 十多年不见"一个美人
儿已是寸步难行"须得被人
搀着扶着了#这心里边不禁
%呀&的一声好不叹息"顾着
彼此的尊严"竟不愿前去招
呼#

有一日"在病人名册上
见到了李玉茹的名字#想起
她漂亮的珍珠发夹"自然又
是一番唏嘘#

美女老了 " 是一种罪
过#

,摘自)上海采风!-

成吉思汗巨大的可汗

金顶大帐内! 群雄聚集!很

多人情绪激情" 原来!全国

派来使者!要求成吉思汗帮

助全国讨伐塔塔儿人"

勒古台瞪着血红的眼

睛说#'当年!金熙宗把我们

蒙古的俺巴孩汗活活地打

死在(木驴)上!现在正是报

仇雪恨的时候!把那个傲慢

的完颜丞相的使者!也钉在

这(木驴)之上" &

成吉思汗盯着'木驴&!

两手用力按住桌案!牙咬得

'咯咯&直响"但只过了一会

儿! 他便缓缓地坐了下去!

出人意料地说#'也许我们

可以去打这一仗" &

这句话就像滚油锅里

滴了水! 一下子炸开了锅#

'什么%替金国去打仗%&'塔

塔儿人不过是金国的一条

狗!主人打狗有我们什么事

儿呀% &'金国*塔塔儿人都

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让

他们自己去打吧!我们正好

坐山观虎斗" &

成吉思汗扫视了一下

众人说#'敌人的敌人可以

成为我们的朋友!就是暂时

的朋友也是好的"我们暂时

与金国联合!先收拾塔塔儿

人" &

大将博儿术想了想说#

'我觉得可汗的主张是对

的" 我们打了塔塔儿人!表

面上又伪装成是奉金国之

命做的!这样!我们就不容

易在金国那里过早地暴露

自己!引起金国的注意" 等

我们悄悄地把自己的羽毛

养丰满了!在金国没有注意

的时候!我们一下子高高地

飞起来!那时!金国的末日

就到了" &

公元
!!"#

年 +金章宗

承安元年,! 成吉思汗随克

烈王汗!协助金国攻打塔塔

儿人"塔塔儿首领札邻不合

率残部仓皇逃走"

战后!金国封克烈王汗

为王!封成吉思汗为'札兀

惕忽里&+统领,"

成吉思汗击败塔塔儿!

不但报父仇*赢得了族人的

尊敬!而且确立了他在蒙古

东部的霸权!从而可以专心

统一蒙古各部" 可以说!成

吉思汗与金国联合攻打塔

塔儿人是一石三鸟之策"从

此以后! 整个蒙古地区!能

与他匹敌的部族!只有称雄

蒙古中部的克烈部和独霸

蒙古西部的乃蛮部了 " 这

样!成吉思汗拥有了充分的

回旋余地!为他以后的发展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摘自!好故事"

游客住宿难惊动中南海

!"$%

年底" 中国旅行
游览事业管理总局成立#主
管侨务'旅游和外事等工作
的廖承志亲自点将"任命爱
国侨领'全国政协副主席庄
希泉的儿子庄炎林为副局
长" 专门负责招商引资'筹
建旅游饭店#

为什么要建旅游饭店
呢(廖承志向庄炎林讲了个
中缘由#

随着对外开放等一系
列重大政策相继出台"来华
旅游观光的人员与日俱增#

但首都北京"此时仅有七家
涉外饭店"达到接待标准的
床位仅一千张左右"而且基
础设施'服务态度'管理水
平都与国外的星级宾馆相
距甚远#庞大的旅游大军令
北京的接待单位措手不及#

住宿难"则势必减少来华人
数*来华人数少"则创汇效
益低" 不利于国家经济建
设#这显然与邓小平强调的
%旅游业大有文章可做 &的
精神相违背#

可另一个矛盾是"国家
刚从十年浩劫中走出来"不
可能拿出大笔资金来建旅
游饭店#而归国旅游观光的
华人华侨中 " 多有豪商巨
贾" 手中掌握着大量游资"

且有意在国内投资#

游客住宿成了令人头
疼的大问题"也惊动了中南

海#邓小平发话说$%外资建
旅馆可以干嘛. &

被说成是阶级立场问
题

消息宣布后"引起国内
强烈震动" 赞同' 反对'怀
疑'观望"众说纷纭#但更多
的是反对声$%建合资饭店(

与外国资本家联盟一起赚
中国人民的钱( 那还了得.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
题"这是阶级立场问题. &廖
承志把庄炎林叫到办公室"

说$%炎林啊" 我这个后台"

可不是只给你出难题的啊.

我给你介绍一个合作伙伴
//&

廖承志介绍的人叫陈
宣远"早年在上海圣约翰中
学读书" 后来到美国定居"

在美国设计并建造过旅馆"

如今拥有美国四家假日大
饭店和一个建筑事务所"在
饭店的建设'经营和管理方
面颇有经验#

廖承志坦荡地告诉庄
炎林$%陈宣远是我的远房
表亲" 他的为人我了解"他
有好想法"举贤不避亲# 当
然"我只介绍"决不插手具
体事情"你们自己去谈# &

谈判进展很顺利#当陈
宣远了解到以往谈判中"中
方皆因有人怕吃亏而未成
功时" 他毅然作出重大让
步$%我看这样"我们拟定合
资方案"要按能让国内各方

面都能够接受的条件来办"

尽快在北京办成中国第一
家合资饭店# &

由于当时还没有相关
的法律法规" 最后议定$双
方各投资一千万美元建设
建国饭店"饭店共五百二十
八间客房"其中外方占百分
之四十九的股权"中方占百
分之五十一的股权*双方合
作十年"十年后"中方只需
花一美元"就可购下外方所
有股权"也就是说中方十年
后完全拥有饭店#既然陈宣
远诚心为国家作贡献"愿意
在十年后送祖国一个饭店"

为什么还要中方花一美元
购买呢(这区区一美元用意
何在(陈宣远带来的美国律
师道出其中奥妙$%按照美
国的法律"在国外投资是不
能送的" 白送就是违法"但
可以卖"至于多少钱则没有
规定"是一千万还是一美元
由业主说了算# &

最高决策层力主开工
&"$"

年
#

月
$

日 "庄
炎林签发了旅游总局送呈
国务院的一份报告# 为此"

国务院专门召开办公会议
讨论# 反对方认为$建国饭
店经营二十二年后"离还清
从汇丰银行借贷的两千万
美元的本息 " 还差两万美
元#庄炎林则认为快则六七
年"慢则八九年"能够全部
还清本息#

会议没有结果"只好将
双方观点和截然相反的分
析"上报最高决策层# 邓小
平态度鲜明"批示$要旅游"

就必须建造足够的上档次
的旅游饭店# 陈云'李先念
等一批元老级人物相继过
目"也力主上马开工#

不想问题又来了"所选
地址后面是国务院某部委
的宿舍区" 居民不同意"告
状说挡了他们的阳光#建国
饭店破土动工后"宿舍区的
一些干部子弟叫嚷$在这儿
盖房"既%扰民&"又影响风
水# 于是"工地上白天竖起
的篱笆"晚上就有%地下工
作者&秘密破坏"工程无法
进行下去#廖承志叫庄炎林
立即起草一份报告送报中
央#

邓小平看完庄炎林拟
就的报告"也不说话 "只在
上面批示了十一个大字"当
即就让秘书传下去#立竿见
影"工地上的%地下工作者&

很快就消失了#这十一个产
生了巨大效果的是些什么
字呢( 翻开当年的档案"只
见上面赫然写着$有理也不
得取闹"何况无理(.

建国饭店破除重重阻
力"于

&"%'

年
(

月顺利竣
工# 四年多后"连本带息还
清了全部贷款"以不争的事
实印证了当年庄炎林的期
望$%外方能赚钱"我们赚得
更多# &

,摘自)同舟共济!-

果在某个农忙季节的
早晨 "你走在通向乡村学
校的一条小路上 "必定会
遇到一两位头发有点蓬
乱 '面容有点憔悴 '肤色
有点黝黑 " 看似农民 "可
从匆匆的脚步 "和偶尔的
问候声中 "有感觉不是农
民的人 # 他们衣着朴素 '

谈吐文雅 "尤其是上衣胸
前口袋上的一支钢笔 "才
让人想起 "他们是乡村教
师#

乡村教师在农村扮演
着双重角色"工作时间"他
们是老师"工作之余"他们
仍是农民# 他们是一个村
庄的尊重# 一时他们因忙
于教书" 忽略了自家菜园
里的农活" 该红彤彤的蕃
茄挂藤' 嫩绿的韭菜铺地
时" 他们家的菜园还是一
片荒芜#

于是在某个礼拜天的
早晨 " 他们拎着菜篮 "来
到村庄的卖菜摊#谁知"他
们还未走近菜摊" 一个个
勤快的农家妇女左一声右
一声称呼他%老师. &他叫
不出她们的名字" 知道她

们说出自己的孩子被他教
过" 或正在他的班上读着
书时" 他才想起一个个孩
子的笑脸" 而她们像孩子
般多么纯朴呀 . 不一会
儿" 他的篮中塞满了新鲜
的蔬菜"他付钱"她们客气
地拒绝$都是自家种的"付
什么钱呀(再说"就允许你
对咱家孩子好呀//就这
样提着满满一篮蔬菜回
家#回家的路上"他感动得
双眼潮湿" 不住地对自己
说" 自己对孩子的教书还
要更好//

乡村教师在农村还是
小伙子时 "他的婚姻成了
一个村庄的大事 # 有人
说 "嫁个乡村教师 "肩不
能挑担 " 手不能提篮 "日
子过得肯定够呛 # 忽一
天 "一位勇敢而美丽的姑
娘 " 冲出传统的樊笼 "嫁
给了乡村教师 # 起初 "她
也胆怯 "可真嫁了 "才发
现 "乡村教师是她一生的

所爱 "不凭别的 "仅凭人
们称呼她 %师娘 &"就感到
这一生在沾乡村教师的
光# 还有乡村教师点点滴
滴细腻的爱 "那是乡村男
人无法做到的# 于是成了
%师娘 &的姑娘 "尝到了做
乡村教师的女人的幸福 "

心甘情愿地为自己的男
人操劳在田间 "忙碌于家
务//

乡村教式在简陋的乡
村校舍里教着书" 他们没
有属于自己的节日" 虽说
他们自己清楚有个 %教师
节 &" 但他们不想告诉学
生" 是害怕孩子们会送上
纯朴的如泥土般的礼物 "

那些礼物可是孩子们的学
费呀+++几颗仍有余温的
鸡蛋" 或一只仍在下蛋的
鸭" 或//乡村教师不过
自己的节日"他们不遗憾.

因为他们也有属于过自己
节日的方式+++要是某个
学生从乡村学校考到城市

读书" 寒暑假归来拜见乡
村教师" 那便成了他最荣
光的时刻+++他和学生走
在村里的每一条小路上 "

洒下的都是乡村教师幸福
的笑声* 若是某个被乡村
教师教过的孩子大学毕业
且留在城里工作" 忽一天
学生提着两瓶酒和一条烟
来看望乡村教师" 那是一
个村庄的沸腾+++乡村教
师会把正在教的学生 '家
长全都请来" 请他的得意
门生献身演说读书的好
处# 完毕"他散着烟"和众
父母分享着学生送来的
酒"哪怕不会喝酒的父母"

他也让他们闻闻//那场
面热闹不亚于一个颁奖
会.

乡村教师守着几间校
舍和三尺讲台"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培育着一批又
一批的学生"在他们%八分
为师 '二分为农 &的心里 "

学生就如田地里的庄稼 "

一年丰收过后"等着的"又
是下一年的丰收//

摘自!青年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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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一种人 !可

能你觉得他什么都不懂-

没有学识! 没有光鲜的衣

着!言语粗俗!双手粗糙不

堪! 还有一颗和手一样粗

糙的心"

你甚至不敢和他交

谈!因为他从来不会顾忌!

不管那对你来说是多么不

可示人的谈话! 他都可以

音量大到足以让对街的人

听到" 你也不敢让他靠近

你优雅的裙裾! 因为他的

双手刚刚蹭过他满是尘垢

的鞋面" 更让你不安的是!

他本人似乎并未意识到他

的双手和你那价值不菲的

衣裳有多么格格不入 !他

的唇正蠢蠢欲动! 因为他

并不习惯这样的安静
!!

总得说点儿什么吧.

内心的惊惧让你不着

痕迹地提起衣裙! 对他笑

笑说#您这是去哪儿呀%

他会以眉飞色舞的热

情迎接你! 既而说起此行

的目的# 儿子在省城某某

大学读书! 他妻子心疼儿

子!给儿子炖了只鸡!正好

他进城打工!让他捎过来/

几个月没见他了! 去看看

00他絮絮叨叨地说着 !

还是那么肆无忌惮! 周围

的人纷纷侧目! 你觉得有

些尴尬!想和他撇清关系!

可是他那种掏心掏肺的劲

儿! 让你无论如何也无法

把那句'我们不认识&说出

口"

他继续旁若无人地说

着自己苦难的生活# 高龄

的母亲瘫痪多年1 孩子妈

身体不好药没停过1 大大

小小
)

个孩子! 大儿子上

大学的钱靠借靠捐才凑

够! 孩子们的学杂费也总

是班上最后一个交上的 1

自己在工地上得做多少事

情! 有多忙有多苦00似

乎是一肚子苦水倒不完 "

可是你听着! 却觉得很困

惑# 怎么在他脸上还是洋

溢着快乐和幸福呢% 这么

苦难的生活被他讲出来 !

倒像是在给你说一个别人

的故事"

正在你发呆的时候 !

他费力地背起他那沉沉的

行李!说要下车了!仍然是

谦恭地和你道别" 可是此

时! 你忍不住帮他递过行

李!发自内心地说声#您慢

走.

车厢里又恢复了城市

人所习惯的冷漠和宁静 !

然而! 却有一种不一样的

情愫流淌在你心里"

彼时! 正是你为自己

的前程拼搏的时候! 背负

了太多的希望让你觉得身

心俱疲!想放弃!想抛下一

切" 可是这所有的思想在

这位看上去老实巴交的民

工的叙述下被轻轻击碎 "

你自以为高人一等! 自以

为深谙世事无常的道理 !

可是这一切都敌不过那个

看似粗糙!却活得踏实*知

足而快乐的人" 不管生活

对他有多么的不宽容 !他

总能在那些生命的碎屑中

找到只言片语的快乐" 他

没有空闲的时间去思考自

己有多可怜!或者!他压根

儿就没觉得自己可怜过 "

他就敢这么艰难地前行 !

往前走哪怕一点的距离都

能让他欣喜若狂! 而不会

因为目的地还那么遥远而

沮丧"

这也许便是愚钝的力

量!不对!也许这就是大智

若愚" 只有坚强的心才能

有这么大的力量吧. 粗糙!

却像野花一样充满生机"

摘自!广州日报"

张作霖! 人称 '大帅&!

!%$*

年
)

月
+"

日生于海城县

驾掌寺村" 年轻时混入绿林!

结识了许多黑道朋友" 因张

作霖为人机警! 善于网罗各

种人才! 终于拉起了一支人

马!受到了清政府的招安" 张

作霖被委任为骑兵营管带"

张作霖虽出身寒微!但

他喜拉拢!善应酬!广交各路

朋友"除结交黑道*官场人物

外!许多绅商也与之交往"他

驻防地郑家屯有一大粮栈!

字号'丰聚长&" 掌柜的叫于

文斗!是梨树县商会会长!不

仅经营粮栈!还兼营丝房大

买卖!为县里的头面人物"

'丰聚长&粮栈院落整

齐*宽敞!张作霖就把指挥

部设在这粮栈之内!并主动

同于文斗结交"于文斗也因

买卖长期受蒙匪骚扰!对张

作霖等前来剿匪的 '王师&

特别欢迎"每当张作霖的军

饷接济不上时!于文斗即代

为筹措" 为此!二人过从甚

密!成了好朋友"

!%"$

年农历五月初

八!于文斗的妻子在大泉眼

村生了个女孩!这女孩就是

于凤至" 于凤至聪颖好学!

性情温柔贤淑" 这一天!有

个算命的刘瞎子到了郑家

屯
,

于文斗就派人把瞎子请

到房中给于凤至算命"

报上生辰八字后!刘瞎

子念叨了好一阵!说#'女命

无煞逢二德!闺女的命中无

煞且逢德!真为夫荣妻贵的

好命了" &于文斗见瞎子说

得很有板眼!就问瞎子能不

能批流年" 瞎子说批可以!

不过批一次要
*-

块大洋"

于文斗有钱! 不在乎
.-

块

大洋! 便说#'只要你批得

细!还可以多给你钱" &

前后整整半个月的时

间!刘瞎子把于凤至的流年

批完了"就在最后一天结尾

之时! 有人报告于文斗!说

张统领到" 于文斗立即出

迎
,

将张作霖迎进了门" 张

作霖见有瞎子算卦! 很高

兴! 他对子平术本来很迷

信!又见瞎子批流年!知道

这瞎子本事不小!就跟瞎子

聊了起来" 从瞎子口中!得

知于凤至是贵夫人之命!张

作霖暗道#'这样贵命的女

子! 若与我小六子相配!我

六儿必能前程似锦"&日后!

于凤至便成了小六子张学

良的夫人"

摘自!知识就是力量"

张居正用人" 打破了
君子与小人的界限# 总结
他用人的经验" 最核心的
一点就是重用循吏' 慎用
清流# 循吏"就是脑子一根
筋"只想把事情做好"把结
果放在第一位" 而不会有
道德上的约束* 清流则不
同"总是把道德放在第一"

说得多"办成的事儿却少#

有这么一个例子 "就
是对于海瑞的任用# 中国
的老百姓" 几乎没有人不
知道海瑞抬着棺材给嘉靖
皇帝上书的事# 即便在当
世" 海瑞就已经成了一个
民间人物" 清官形象的代
言人# 嘉靖皇帝看了海瑞
的万言书"非常震怒# 不过
他没有处死海瑞" 但也不
放他" 就关在大牢里不闻
不问# 嘉靖皇帝死了以后"

徐阶把海瑞从监狱里放了
出来#

鉴于海瑞的名声 "徐
阶决定予以重用# 他让海
瑞到江南" 当了应天府的
巡抚" 管南京周围几个最
富的州府# 海瑞在那儿搞
了两年" 结果当地的赋税
减了三分之二# 大户人家
都跑了"没有了税源# 他自
己倒是非常清廉" 八抬大
轿也不坐"骑驴子上班# 这
样" 他班子里的其他领导
很不满意" 因为他是一把
手"既然他骑驴子"那二把
手岂敢坐轿( 因此都想办
法调走# 富人都很怕他"穷
人和富人打官司" 不管谁
有理"肯定是富人输# 海瑞
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人
物" 但他对行政管理的确

缺乏经验# 工作搞不上去"

海瑞气得骂 %满天下都是
妇人&"愤而辞职#

张居正当了首辅之
后" 让每一个三品以上的
大臣都向朝廷推荐人才 "

其中有不少人写信推荐海
瑞# 当时的吏部尚书杨博
就这个问题还专门找了张
居正"希望他起用海瑞"但
张居正就是不用他# 为什
么呢( 他觉得海瑞是一个
很好的人"做人没有话说"

道德'自律都很好# 但好人
不一定是好官# 好官的标
准是上让朝廷放心" 下让
苍生有福# 海瑞做官有原
则 "但没器量 *有操守 "但
缺乏灵活" 因此有政德而
无政绩# 这一点"张居正看
得很清楚# 张居正不用他"

还有一层原因$ 海瑞清名
很高"如果起用"就得给他
很高的职位" 比他过去的
职位还高"这才叫重用*如
果比过去的职业低" 那就
证明张居正不尊重人才 #

话又说回来" 如果你给他
更高的职位" 他依然坚持
他的那一套搞法" 岂不又
要贻误一方( 张居正想来
想去"最后决定不用海瑞#

张居正有一同年叫汪
伯昆"安徽人"和另一位同
年王士祯一起成为当时诗
坛两大领袖# 汪伯昆在湖
北当了几的眼神抚" 张居
正当了首辅后" 把他调到
北京当兵部左侍郎" 也就

是国防部副部长# 汪伯昆
履任之后" 张居正给他一
个任务" 巡视整个西北的
军事设施 "北京 '蓟辽 '陕
西'山西这一带# 汪伯昆的
巡边之旅" 第一站就是蓟
辽# 当时的蓟辽总兵是大
名鼎鼎的戚继光# 汪伯昆
到了之后" 首先不是听汇
报"探讨军事问题"而是和
当地的文人在一起吟诗作
赋# 张居正听到这个消息
后有点不满# 汪伯昆回到
北京" 给皇上写了一份奏
章" 汇报他视察边境军事
的情况# 字斟句酌"是一篇
非常优美的散文# 张居正
看了奏章以后" 批了八个
字 $ %芝兰当道 " 不得不
涂# &兰花芝草"都是最好
的花草" 但它长得不是地
方"长在高速路上"路是车
走的"不是花园# 既然长错
了地方"就得铲掉# 你汪伯
昆是优秀的诗人" 就到诗
歌协会去" 国防部是搞军
事的地方" 不是你吟诗的
地方# 这样就把汪伯昆免
了官#

戚继光从浙江调到蓟
辽总兵的位子上" 没多久
就跑到内阁找张居正发牢
骚"说蓟辽的兵没法带# 其
因是明代的兵役制# 所有
的兵都是世袭的" 老子退
下来儿子顶替" 这叫本兵
制# 因为是世袭"铁饭碗"

干好干坏一个样" 所以本
兵大都吊儿郎当" 平时也

不训练" 打仗时就溃不成
军# 张居正深知本兵制的
弊端" 于是鼓励戚继光训
练一支新军# 所以说张居
正的改革是从隆庆四年的
兵部开始"从戚继光开始#

当时他支持戚继光" 从极
为艰难的朝廷财政中挤出
军费来" 让戚继光从浙江
招募五千人"训练新军# 相
对于本兵" 这支部队叫客
兵# 也叫%浙兵&# 就这样"

戚继光在张居正的支持
下" 组建并训练出一支快
速反应部队" 能够胜任拱
卫京师的任务" 并给疲疲
沓沓的本兵起到了示范作
用#

这里面还有一个问
题" 就是军政首脑的关系
处理" 当时的总兵是部队
一把手" 他上面还有一个
总督# 总督既是地方行政
长官"又领导总兵# 过去只
要总督和总兵产生矛盾 "

朝廷一定是撤换总兵 "而
不会换总督# 张居正不一
样" 当戚继光这个总兵和
总督产生矛盾以后" 撤换
的都是总督# 而且每一个
总督上任" 张居正都会找
他谈话" 要他支持戚继光
的工作# 戚继光当了十三
年的蓟辽总兵" 蓟辽没有
发生一次战争" 蒙古人也
没有一次进犯" 这既是戚
继光的功劳" 也是张居正
知人善任的功劳#

摘自!张居正"

邓小平拍板建饭店

敌人的敌人是朋友

张作霖迷信为子合婚

张居正用人实在

美女老了是一种罪过 淳 子

其实#我多么依恋$$

张小娴

愚钝的力量 刘果奕

乡村教师 胥加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