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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取天下之量”
194 年冬，徐州牧陶谦病势沉

重，临终前，他告诉别驾糜竺说：除非
刘备，没有人可以保得本州平安。历
史学家黎东方在讲到这段历史的时
候说：陶谦没有把徐州交给自己的儿
子或部下，而吩咐糜竺等人交给刘
备，他这么做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
徐州百姓。

事实上，俩人仅一年前刚刚见
过。当时曹操因为自己父亲在徐州
被杀而攻击陶谦，大兵压境。曹操此
时的会用兵之名声已经超过了袁绍，
陶谦只有唯一的名将曹豹和 4000 人
的军队，因此只能向青州刺史田楷和
刘备求救。

而刘备此时是田楷的部下，所谓
平原国的国相，职位比平原国县令稍
大——刘备早年一直在县尉、县丞、
县令的职位上徘徊，这是他所做到的
最高职位。因为陶谦求救，他帮助曹
豹守住了下邳，以数千人马抗击势大
的曹兵。

这在当时令人称奇。《三国志》中
记载，当时除数千兵马，跟随他的还有
幽州乌丸杂胡骑，数千饥民。为什么
有这么多饥民跟随？黎东方解释：《三
国演义》中写刘备经常痛哭，婆婆妈
妈。事实上，刘备之所以能得民心，在
于他能够体恤当时百姓之苦。

刘备的真性情
刘备早年的真性情很突出：“不

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
而且“好结交豪侠，年少争附之”。这

些真性情使他不太合儒家规范，但史
书上记载他，“士之下者，必与同座而
席，同簋而食，无从择捡，众多归
焉”。

关羽、张飞与他感情至厚，早在
召聚队伍前，三人就已经“寝则同床，
恩若兄弟”，每逢有公私聚会，他二人
都“侍立终日，随从周旋，不避艰险”，
所以后来关羽虽被曹操俘获，不顾优
厚待遇，回归故主。赵云原来隶属于
公孙瓒，可是见到刘备后，早就想把
他收于麾下的刘备倾心接纳，也“同
床卧眠”。

在三国时代，人才竞争非常厉
害，出身寒族的刘备很难得到出身士
族的众多谋士，所以他与曹操、孙权
吸纳人才的方式不同。他不是靠意
气或者权术，而是靠性情，这种罗致
人才的特点伴随了他的终生。

驭人之术
如果说刘备早年是靠性情和义

气去获取人才的扶助，成年后的刘备
越来越掌握了成熟的用人之术，由于
他始终处于用人困境，使他用人其实
也做到了无论出身如何、经历如何，
而求贤若渴的状态，最典型的就是诸
葛亮。

诸葛亮《出师表》说：“先帝不以
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
中。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但
是对于“三顾草庐”，以往人们的目
光，大多只注意到刘备造访的次数之
上，其实更为有意味的，还在于“不以
臣卑鄙，猥自枉屈”，即并不计较孔明

身份的卑下，能够枉驾屈尊，登门礼
请。

刘备“三顾”发生在建安 12 年
（207），当时二人之间，年龄、地位和
资历的差距相当悬殊。就年龄而论，
刘备虚岁 47，诸葛亮虚岁 27，相差整
整 20 岁，后者是名副其实的晚辈。
就地位而言，刘备具有的左将军官
衔，乃是东汉高级军职，诸葛亮仅是
一介躬耕隆中的平民。

军职都低于张飞的魏延提拔上
来，使得全军将士惊讶不已。这些都
是突出的例证。

而最能体现刘备身为一代明主
特征的，还是他入蜀后的用人之道。
张作耀说：他对待归降的刘璋的部
属，诚心相待，如对原益州太守董和
授以重职，让其同诸葛亮一起管理

“左将军大司马府事”。再如对待刘
巴，刘巴本来与刘备嫌隙很深，他同
黄权曾阻止刘璋接纳刘备，试图拒刘
备于国门之外。刘备攻成都，下令军
中说：“其有害巴者，诛及三族。”可见
其对于刘巴的重视和情诚。事后刘
巴果然对稳定蜀国的财政作出了重
要贡献。

刘备主要使用了两方面人，一是
自己原有的荆州班底及其心腹。这
些人或掌枢要，或统重军而兼治地方
重郡。二是原益州牧刘璋的重要部
属，引刘备入蜀者自然得到重用，其
他不管是主动出降，或宣布归附的，
也大都被量才录用或得到适当安排。

刘备这样安排，注意了两股势力
的主次和平衡关系，一下就把各种势
力，特别是把自己以前的部属同刘璋
的部属摆平了，融合了，收到了“有志
之士，无不竞劝”的效果。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从古至今，有识之士都非常重
视对孩子的培养与教育，而且十分
讲究教子的艺术，往往是寓教育于
文化之中，留下了不少佳话。

吟诗示儿 宋代诗人陆游在
《冬夜读书示子聿》一诗中写道：
“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
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
躬行。”诗人告诫儿子(子聿)，成就
学问在于少年时就要下苦工夫，但
光从书本得来的知识还是表面的，
要彻底了解事物的本质还得亲自
去实践。这也是陆游一生做学问
的经验总结。我国著名教育家、社
会活动家黄炎培也为儿子黄大能
写过示儿诗：“理必求真，事必求
是，言必求信，行必踏实。”教育孩
子 为 人 要 发 奋 、沉 着 、正 直 、诚
恳。

以联示教 清代林宾日对其儿
子林则徐写过一副训子对联：“粗衣

淡饭好些茶，这个福老夫享了；齐家
治国平天下，此等事儿曹任之。”林
则徐没有辜负他父亲的期望，牢记
教诲，并付诸行动，终于成为高举反
帝大旗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也给自
己的儿孙们写过一副训子联：“子孙
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
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
愚而多财，益增其过。”主张长辈要
让儿孙们自强自立，不能有所依
赖。读后让人深受启迪。

刻铭训儿 宋代大文豪苏东坡
的长子苏迈赴任时，苏东坡亲送砚
台一方，手刻砚铭曰：“以此进道常
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治财常
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苏迈表示
一定不负父示，做一名勤政廉洁的
好官。

家书教子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
之子陶晓光欲进成都无线电修造
厂，但无正规学历，便瞒着父亲向人

索取了一张假文凭。陶行知得知
后，立即从外地电告其子将文凭退
还，并捎去一封语重心长的家书，信
中还撰有一联：“宁为真白丁，不做
假秀才。”陶先生的一生就是这样真
实做人的。

赋词示教 清代诗人袁枚的小
女儿，天资聪明，不少名门望族纷纷
前来求亲，他均不允，却将她嫁给姑
苏城中一个百姓之子，并作了一首

“嫁女词”相送：“姑恩不在富，夫怜
不在容。但听关雎声，常在春风
中。”女遵父训，把这首词作为传家
宝世代相传。

身传言教 北宋名臣、著名史
学家司马光，一生以“俭素为美”，

“不喜华靡”，史有“卖田葬妻”之
说。他还以自己的慎言、慎行影响
着子女，时时告诫子女要懂得“俭则
久，久则平，平则稳”的道理。在《训
俭示康》一文中司马光旁征博引，循
循善诱，向儿子讲述尚廉节俭的道
理。他在文中提出的“由俭入奢易，
由奢入俭难”，堪称是治国治家的警
句名言。

摘自《文史天地》

狄仁杰是唐朝名相，他心胸阔
达，方正廉明，被武则天看中，提拔任
宰相，他初任这一职务，也碰到过有
人向他告密的事，告密者不是别人，
而是武则天。

那天，群臣退朝，武则天独将狄
仁杰留下，先是拉了一会儿家常，提
及狄仁杰在汝南政绩，连连夸奖，“卿
在汝南，甚有善政”，然后附耳过来：
你知道你在汝南，谁经常打你的小报

告吗？“卿欲知谮卿者乎？”你想知道
吗？我告诉你吧。

狄仁杰听了这话，赶紧说：陛下，
请您别告诉我。

武则天有点讶异：你不相信我？
狄仁杰说：不是。不是我不相信

您，而是我不相信我自己的雅量。
狄仁杰对武则天说：“陛下以臣

为过，臣当改之；陛下明臣无过，臣之
幸也。臣不知谮者，并为善友。臣请

不知。”我不知道哪些是小人，我只知
道他们都是好朋友，我请您不要告诉
我哪些人向您打过我的小报告。因
为狄仁杰还想与他们照样相处，照样
共事，不想在心中留下任何疙瘩。狄
仁杰做宰相，他有太多的机会报复小
人，可是作为政治家，他能以公器报
私怨吗？他怕自己克制不住内心的
报仇冲动，一不小心私仇公报了，不
能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所以他

“臣请不知”。
不相信才是真相信。狄仁杰不

相信自己的雅量，他拥有最大的雅
量，也因此他被人誉为：“河曲之明
珠，东南之遗宝”。

摘自《知识窗》

历代名人教子艺术
秦凤岗

好友老王的妻子，实实在在，众
人称她为真实的人。

当文坛朋友聚在一起，谈论自己
有什么作品和著述的时候，她便说，
我的作品是：

十九岁时交上男友，认识了现在
的丈夫，二十三岁时与他结婚，幸福
了一辈子。

二十九岁时，生了一个儿子，肥
头大耳，都说是有福气的样子。现
在，儿子也还不赖。

三十三岁的时候，自己动手给儿

子做了一件小棉大衣，式样与尺寸大
受好评。

三十九岁时，饲养了一群鸡，日
进数蛋，“文革”时期仍然保证了全家
的动物蛋白供应。

四十三岁时，在春节期间做了一
桌菜：珍珠丸子、爆炒鱿鱼卷、豆腐酿
馅、清炖鱼头……在供应最困难的时
期，搞到了二斤花生、一斤粉条、两瓶
泸州老窖招待好友。此饭吃后，许多
食者由悲观论者变成了乐观主义者
——世界观都变化了。

四十九岁时，写了一本小书，一
直放在抽屉里。有几个朋友看了，都
说受了感动。

五十三岁时，到了海边，开始学
游泳。

五十九岁时，每天早晨与丈夫一
起到公园跳交谊舞，买了舞鞋、舞裙，
得了业余比赛老年组大奖。后来，舞
鞋鞋跟儿掉了，也就不再跳了。

六十三岁时，开始打保龄球，最
好成绩是一百六十六分。

六十九岁时，在白纸上学画画。
画来画去，最后在纸上画了一个大
圆。

一位写过许多著名作品的女士，
听了她的话，突然哭了起来。

摘自《青年博览》

父亲在世时,曾向我讲述过他年
轻时所获得过的一次免费午餐。

那是 20 世纪 20 年代初,父亲才
十七八岁,因为祖父远行,而后祖母对
他极为吝啬,所以他离开了家庭,一个
人在社会上闯荡。那时他的维生手
段之一,是代人投考名牌大学,他也实
在是有应考的才能与气数,竟每回都
能高中。但是他从那些私雇他冒考
的少爷手里,每回也得不到几个钱,用
不上多久便又一筹莫展。

父亲本人何尝不想进入名牌大
学,但纵使他让自己考取了头一名,也
没钱缴纳学费。就算学校爱才如渴,
准许他减免学费,他也无法应付食宿
等方面的开支,而勤工俭学,路子也不
是那么好找;唯一的办法,便是设法贷
到一笔款,毕业后尽早归还。谁能贷
给他款呢？想来想去,有这种实力并
可能情愿的,应在祖父所交往的伯叔
辈中。

父亲在那一年的夏天为自己去
应考,以优异成绩被协和医学院放榜
录取,这令他万分兴奋,当一名救死扶
伤的医生既是祖父对他的期望也是
他自己的夙愿,于是筹措入学读书的
费用便成了当务之急。他经过一番
盘算,决定向自己的一位长辈求助,该
人当时在社会上已享有很大的名气,
经济状况极佳,并且从小看着他长
大。

父亲找到了那位名人,住在一所
很堂皇的四合院里。该人见了父亲,
不待父亲发话,便感慨万端地说了很

多同情的话。父亲听了非常感动,原
来这位伯伯很了解情况,并关爱着自
己,于是便倾诉起自己的具体窘境和
祈盼来。名人没听完便有电话打来,
一连接听打出了几个电话后,名人便
蔼然可亲地对父亲说,中午有个饭局,
无妨一同去,席间可以继续聊。

父亲跟着那位名人,乘坐当时仍
颇时髦的弹簧马车,到了前门外的

“撷英番菜馆”,这是当时显贵名流们
才有财力与雅兴去消费的一家最著
名的西餐馆。

祖父在北京时不曾带父亲吃过
这么高档的西餐,想到这一点父亲便
更加感激那位伯伯的厚待。而这一
切都还并不是主要的,更令父亲念念
不忘的,是那天在席间出现的,几乎都
是后来进入历史的人物,有的是社会
活动家,有的是艺术家,有的是学者、
教授。刚进入餐厅时父亲惶恐不安,
非常自卑。但那位名人牵着他的手
引他入席,并向大家介绍说他是祖父
的公子,显然祖父在众人心目中也是
有相当分量的,父亲发现席间的名流
们对他都很友善,于是也就慢慢放松
下来？

那是父亲青年时代所享用到的
一次高档、丰美、雅致的免费午餐,令
我听来也不禁神往。父亲没有详细
地向我讲述这顿免费午餐的结局,但
有一点那是交代得很清楚的:他没能
从那位名流伯伯那里得到另外的帮
助。

我问父亲:“您饭都吃了,为什么

不能要求他借给您钱呢?”
父亲说:“他们一直聊得很欢,我

简直没有办法插进话去。”
我再问:“吃完饭,您可以单独向

他提出呀？”
父亲说:“饭局一散,我发现他们

都忙极了,各人都有自己的下一站?我
实际上也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单独的
机会？人们都纷纷礼貌地,甚至可以
说是带有爱怜之情地跟我握手告
别？”

我还问:“那么,您可以再到他家
里找他呀？”

父亲说:“也曾有过那样的念头,
不过,没有去？”

我说:“是因为觉得,他太虚伪了
吧？”

父亲正色道:“不!怎么能怪人家
虚伪呢？那顿午餐,人家让我一起去,
是出于真心真意的!”

我说:“可是,他到头来没有借给
您钱呀!”

父亲说:“这就是我讲这件事给
你听,要你悟出来的:别人不该你不欠
你!在你一生中,你应该尽量去帮助别
人,可是却一定不要有依赖别人的想
法!别人可能会向你提供一顿免费午
餐,但你自己一生的餐饭事业,还是需
要你自己去挣出来!”

父亲作古快 20年了。我的人生
历程中，已积累了不少“免费午餐”的
经验。在那些场合，我常常铭心刻骨
地意识到，每一个人要真正解决他所
面临的生存问题，除了他自己的努力，
真正靠得牢把得稳的，还不是个别他
人的帮助，而是一个好的社会机制、一
些好的(尤其是把公平原则放在第一
位的)“游戏规则”、一套好的社会保障
体系、一种好的道德文化氛围。

摘自《心灵体操》

一个女人的作品
王 蒙

海伦在没有认识车的时候就认
识船。十一岁的她已经是一个划船
高手。她太迷恋那种驾一叶孤舟、
纵横于水上的感觉。

海伦的父亲拉罕姆是一个优秀
的弄潮儿，他的人生理想就是以最
快的速度驾舟横渡 1.28万公里的大
西洋。在海伦二十三岁那年，拉罕
姆决定实施自己伟大的横渡计划，
但他拒绝带着一心想与他同行的海
伦上路——他担心航途莫测的危险
会吞噬了心爱的女儿。就这样，拉
罕姆只身登舟，不久，一项新的吉尼
斯世界纪录就在他手中诞生了。

海伦的心在那一片辽阔的蔚蓝
上摇曳。当一个叫约翰的青年驾着

一艘自己设计的帆船向她驾来的时
候，她毅然嫁给了他。她开始寄希
望于自己的爱侣，希望能与他一道
去领略那1.28万公里的蔚蓝。

然而，水波不兴的甜美日子水
草般的羁绊住两个人的手脚。那条
帆船在岸上做起与水无关的梦……

拉罕姆走了。约翰走了。转眼
就有十一个孩子追着海伦喊祖母
了。海伦重新走向那条闲置已久的
帆船。在能够携手的人相继辞世之
后，她才顿然明了——有一种灵魂
深处的焦躁只有自己的双手才可以
去安妥。

2000 年 8 月，一个阳光灿烂的
日子，八十九岁的海伦只身离开英

格兰，开始了她向往已久的大西洋
之旅。

她在那一片蔚蓝中晤见了自己
慈爱的父亲，沿着他当年的航道，追
随着他当年的足迹，她跟过来了！
在死神衣袂飘忽的海上，她没有给
自己丝毫畏惧的权利，毕竟，与那生
长了差不多整整一辈子的渴念相
比，风浪显得太微不足道了。融在
那片让她魂牵梦绕的蔚蓝中，她的
心开始向那一条美丽的帆船致歉
——它等了太久太久。它的身上负
载着一个爱海的男人的深情，而这
份深情注定了要通过她来进行淋漓
酣畅的表达。

海伦成功了。她以“最年迈的
老人驾舟横渡大西洋”刷新了一项
世界纪录。

——理想的花，包孕了太久；惟
其如此，绽放时，才惹得我们泪下沾
襟。

摘自《思维与智慧》

本地晚报副刊，我最爱读她的
文章。

她姓柴，擅写生活。她写邻家
女孩，短发，走起路来“一耸一耸”；
她 19 岁生日，有人送她一顶宽边草
帽——她的文字和生活，都让我着
迷。

有一天，我读到了她的《婚纱》。
故事中，“我”陪女友去买婚

纱。女友挑中款领口有 19 朵玫瑰
的，“我”觉得贵，女友却说：“一辈子
就这么一次。”婚纱挂在女友的卧
室，她朝看暮看；婚期将近，准新郎
却意外丧生。几年后，女友再论婚
嫁，婚礼上，她穿了件租来的、有几
处黄渍的婚纱。“我”想起 19 朵玫瑰
的那件，女友说：“有些事一辈子一
次就够了。”

我还记得《婚纱》在版面上的位
置。偏左，楷体，千把字，像块瘦长
条的豆腐干。看《婚纱》时，我在爸
爸的办公室，人来人往，我不好意思
擦眼泪，就低着头，直到嘴角尝到
咸。

那是 1996 年，很快，我面临升
学。那时除了她，我还喜欢三毛；报
志愿时，她的草帽、瘦长条豆腐干和
三毛的长发在我眼前浮现，我报了
中文，后来被调剂去历史。

我没忘记她。大学里，我常给

同屋的老五讲故事。有两次，老五
哭了，为《婚纱》，和三毛的“俄罗斯
套娃”。

几年后，我在北京工作，单位在
一条著名的古街。有同事说，90 年
代初，三毛曾来过我们这儿，声音极
低，脚步极轻。我说：“是吗？”手不
知不觉握成拳头。下班时，我的脚
步也轻了，在街口我回头张望，突然
想到一首歌《原来你也在这里》——
原来三毛在这里，不知我的脚步有
没有与之重合。刹那间，我还想到
她。

又过了几年，我结婚了，婚礼
在老家，我们赶回去时，只来得及
租婚纱。天冷，婚纱外总要套件什
么，我和老公转了一天，直至看见
一件红大衣。大衣领口是一圈玫
瑰，我走过去，摸了摸，“就是它！”
我想念她。

去年夏天，我收到一本样刊，目
录上我和她的名字排在一起。我很
久没看家乡的报纸，很多年不见她，
那一刻，我呆了，仿佛看着一个遥远
的青春季。

我去搜她的博客，把她所有的
博文看完；我找到杂志的编辑，兜了
好几个圈子，最后问，我能不能得到
她的联系方式。

加上qq后，有一刻，我希望她不

在线，但她的头像亮着。我的手心
开始冒汗，仔细酝酿第一句话，她却
先问好了。于是，我的第一句话仓
促出口：“你写过一篇《婚纱》，对
吗？”她惊呼：“天啊！你还记得！很
多年了。”我说，1996。

然后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指
尖碰触键盘，仿佛抓住她的手。我
又回去了，回到一个字一个字读她
的文章，想象着有一天能像她一样
生活；我又回去了，回到在镜子前转
来转去；焦灼、新奇地感受着自己身
体鼓蓬蓬的成长，总觉得有个人在
前方等着我，那是光，是方向。而现
在她在这里，一直都在，我在时光中
转了一个圈，身形变大，年纪渐长，
终于与她相遇。

她的头像跳跃着。那天我们聊
得欢快，聊家乡风物；聊我迷恋她
时，她就住在我们学校对面处，也只
比我大几岁。

她并不知道，电脑这端，我软弱
地想哭。

那些辛酸成长，一路上对她的
惦念和追逐……仿佛她是我的重要
印迹，就该知情我的一切，1996别后
的一切；可一时间，我讷讷不能出
口。

我又像在古街街口回首——
“千言万语只能无语，喔，原来你也
在这里。”

谁在年少时，没有过偶像呢？
我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你，幸运的是，
你美好如昔。

摘自《经典美文》

原来你一直在这里
林特特

1909 年，晚清重臣张之洞的生
命即将油尽灯枯，临终前，他给子孙
留下遗嘱：“人总有一死，你们无须
悲痛，我生平学术治术，所行者不过
十之四五，所幸心术则大中至正。
为官四十多年，勤奋做事，不谋私
利，到死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
可以无愧祖宗。望你们无忘国恩，
勿坠家风，必明君子小人之辩，勿争
财产，勿入下流。”

8 年前的 1901 年某日，李鸿章
自知不起，给慈禧和光绪皇帝上了
最后一道奏折，这实际上也是他的
遗嘱。奏折里，李鸿章在叮嘱最高
统治者要“举行新政，力图自强”的
同时，也表白了自己的心迹，说自己

“服官四十年，未尝因病请假”，“臣
受知最早，蒙恩最深，每念时局艰
危，不敢自称衰病，惟冀稍延余息，
重睹中兴”。

张之洞与李鸿章在遗嘱中都提
到了自己的勤政，这一点不是自吹，

有他们一生的行事为证。张之洞与
李鸿章有许多共同之处。比如两人
都是少负才名，聪颖过人。李鸿章9
岁读完《四书》，24岁考中进士，列全
国第39名，授翰林院编修职务，成为
当年安徽省最年轻的翰林之一。张
之洞少年时便被人称为“神童”，13
岁考中秀才，名列第一，15岁考中举
人，26 岁考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
修、教习、侍读、侍讲学士、内阁学士
等职。比如两人都有卓越的政治才
能。1853 年，28 岁的李鸿章开始办
团练，后来成为曾国藩的幕僚，显露
出军政才华。1861年，他编练淮军，
逐渐形成淮系集团，后来又镇压太
平天国、捻军农民起义，为挽救清王
朝立了巨功。1881 年，张之洞出任
山西巡抚，他设清源局清理山西 30
多年的悬案、积案，根据个人表现，
对县官严加奖惩，还为清政府荐举
了数十名人才。他创办令德书院等
学校，建立山西铁矿等实业，深受当

地老百姓称赞。
但张之洞有一点跟李鸿章截然

不同，那就是他的个人操守远在李
鸿章之上。张之洞为官清廉，从不
索贿受贿，因为家中人口多，日子过
得很艰难。有时年关实在挺不过去
了，他就派人典当衣服之类的东
西。当年，武昌“维新”等大当铺有
一规矩：凡是总督衙门拿皮箱来当，
每口箱子都给200两银子，并不开箱
验看，只照箱数付给银两。开春后
张之洞手头松动一点，必会派人用
银两赎回箱子。

李鸿章则是一个典型的贪官。
据沙皇冬宫档案记载：1896 年李鸿
章签订“中俄铁路条约”后，即从道
胜银行获得沙俄给予的回扣 300 万
卢布，时值 50 万两白银。他从办洋
务、办海军中得到过多少好处，只有
他自己知道了。李鸿章初入仕时，
他家只是中产之家，李府最盛时居
然有田100多万亩，难怪当时有人讽
刺他“宰相合肥天下瘦”。也许因为
心里有鬼吧，李鸿章写给慈禧和光
绪的遗嘱只敢说“服官四十年，未尝
因病请假”，而不敢像张之洞一样声
明自己“不谋私利”。

摘自《联谊报》

两份晚清重臣的遗嘱
游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