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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李宗仁回国是“误上贼船”
1949 年 1 月 24 日，李宗仁从登上

中华民国“代总统”宝座伊始，即以“早
启和谈”为第一要务，采取了一系列

“和谈”的举措。由于蒋介石的干扰，
“和谈”最终破裂。

1954 年，李宗仁侨居美国。1965
年7月2日，李宗仁终于回到祖国的怀
抱。7 月 27 日，毛泽东在接见李宗仁
时说：“德邻先生，你这一次归国，是误
上贼船了。”见李宗仁愣了，毛泽东接
着说，“台湾当局口口声声叫我们为

‘匪’，还叫祖国大陆为‘匪区’，你不是
误上贼船是什么呢！”毛泽东的幽默使
李宗仁等人哈哈大笑起来。

“文化大革命”时，中央领导人想
尽办法保护李宗仁不受伤害。1966
年国庆节，毛泽东邀请李宗仁登上天
安门城楼，并热情地握着李宗仁的手，
大声说：“请多保重身体，共产党不会
忘记你的！”

亲自为程潜持桨荡舟
程潜初识毛泽东，是在 1924年广

州国民党“一大”上。这之前，程潜任
湖南督军府参谋长、军事厅长时，毛泽
东在湖南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旅）第
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过半年列兵。程
潜绝对想不到，他手下那个叫毛泽东
的普通士兵，有一天会成为新时代的
开创者，而且如此不忘故旧，敬称自己
为“老上司”。

新中国成立后，程潜为新中国的
建设作了很多贡献。而毛泽东一直对
程潜恭敬有加，对他的生活、工作都十

分关注。尤其让程潜感动的是，1952
年秋，毛泽东邀请他去中南海游赏，竟
不顾自己已年近花甲，亲自为他持桨
荡舟。此后，程潜当了十余年的湖南
省省长，直到1968年去世。

夸卫立煌“非常厉害”
1938 年 4 月 17 日上午，时任国民

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卫立煌秘密
前往延安会见毛泽东。当第二战区指
挥部的十辆大卡车开到离延安还有二
三十里地时，发现沿途到处是新贴的
欢迎标语。到了延安城外，更是锣鼓
喧天，口号声此起彼伏。受到共产党
如此隆重的礼遇，卫立煌深感意外。

毛泽东一见到卫立煌，就快步跨
出客厅与他握手。卫立煌说：“八路军
的仗打得非常好啊。今天能有机会来
延安领教一下，真是不胜荣幸！”毛泽
东说：“你也非常厉害啊，‘支那虎将’
可是名副其实呢。”

1948 年，卫立煌到沈阳后固守要
点、消极避战，抵制蒋介石指挥，被蒋
介石软禁。1955年春，周恩来总理写
信给暂居香港的卫立煌，希望他返回
北京。卫立煌回来后，先后担任政协
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副
主席，并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
央常务委员。

与李济深肝胆相照
李济深曾因反对蒋介石独裁统

治，被三次开除党籍，国民党中央还下
令全国通缉。

1949 年 4 月 4 日，毛泽东在香山
双清别墅会见了李济深。当时，毛泽

东 早 早 走 出 门
外，热烈欢迎这
位“神交”已久的
朋友。李济深见
此情景，紧紧地
握 着 毛 泽 东 的

手，激动地说：“我过去反对共产党，也
犯了很大的错误……现在我认识到，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毛泽东连连摆手说：“你我是老朋
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奖。应该
对我们共产党多提意见，多批评，这样
咱们今后才能相处得更好啊。”事实也
证明，李济深后来与毛泽东相处得很
好，真正做到了荣辱与共，肝胆相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李济深
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民革中央主席等职。
奖傅作义“像天坛一样大的奖章”

抗日战争期间，傅作义为抗日战
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劳。

1949 年 1 月，在蒋介石反动政权
即将崩溃之际，为保护北平这座历史
文化古城，傅作义毅然起义，率领 50
余万官兵回到人民阵营中来。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第一届体
育运动会在天坛公园举行，毛泽东看
到一半，就约傅作义出去走走。走到
祈年殿时，毛泽东指着修补过的天坛
一角，问傅作义：“宜生，你看这一块我
们补得好不好？”傅作义会意地笑笑说：

“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如果我们兵戎
相见，这墙补也补不得 。”毛泽东高兴
地说，“你是北京的大功臣，应该奖你一
枚像天坛一样大的奖章。”后来，傅作义
虽然没有得到“像天坛一样大的奖章”，
但是在1955年9月，傅作义却得到了毛
泽东亲自授予的“一级解放勋章”。

摘自《党史天地》

有“清代第一才子”美誉的纪晓
岚，学富五车，更是位大收藏家，一生
嗜砚成癖，将其书斋命名为“九十九砚
斋”，所藏多为古砚名品。

纪晓岚所藏砚都有砚铭，集佳石、
文学、雕刻、书法于一体，使精巧玲珑
的砚锦上添花。在一方“留耕砚”上，
纪晓岚所题砚铭是：“作砚者谁，善留
余地，忠厚之心，庆延于世。”表达了他
对于那些相处时给别人留有余地的忠

厚人士的由衷赞赏。
纪晓岚晚年将所藏古砚拓编成

《阅微草堂砚谱》，特把乾隆嘉庆两位
皇帝的 3 方赐砚列于砚谱之首，他对
这几方砚极为珍重，勒铭嘱“子子孙孙
世宝用之”。

纪晓岚一生阅砚无数，却曾与一
方朱砂盏名砚失之交臂。有天一位顾
姓老妪叫卖一件旧瓷器，此物像是宋
代哥窑所产名瓷却又没有冰纹特征。

纪晓岚不知这是什么器物，就未买
下。后来他在读《广异志》等书时，看
到有关朱笔、朱盏、朱杯的记载，才猛
然明白顾老妪所卖的是真正的国宝古
董朱砂盏！他赶紧叫人找到顾老妪，
问她那件瓷器现在哪里。顾老妪说这
东西是她花30钱买来，卖者是从井中
捞得的，见没有人要就以20钱卖给了
杂货摊，现在一年多过去，也不知它流
落到了何处。纪晓岚知道后大为惋
惜，感叹道：“世人多以高价买赝品，可
真正的古董却往往被弃，连我这样的
人都会失之交臂，可想而知有数不胜
数的宝贝无人识得！”

摘自《收藏快报》

纪晓岚与九十九砚斋

安史之乱突然爆发时，唐玄宗毫
无思想准备，朝廷上下毫无思想准
备，整个军事行政系统毫无思想准
备。盛世危机，就在于此。大家全都
如痴如醉地进入了另一种习惯性准
备：准备当夜的诗会，准备明天的乐
舞，准备河边的郊宴，准备山间的论
道。在这种情况下，当危机轰然降
临，猝不及防的大地只能等待着首先
挺立起来的人格支柱。这第一个人
格支柱，就是颜真卿。

唐朝的三分之一军队都掌握在
叛乱者安禄山手里，唐玄宗着急而又
凄楚地问道：“河北二十四郡，难道没
有一个忠臣吗？”首先回答这个询问
的，居然是一个书法家。

颜真卿当时真的不容易，因为他
和哥哥颜杲卿都是安禄山管辖下的
太守。颜真卿的所在地在平原，即现
在的山东德州。颜杲卿的所在地，是
现在的河北正定。颜真卿首先起兵，
发表了讨伐安禄山的檄文，并且在一

天之内就募集了上万名士兵。由于
他的号召力，黄河以北的反安禄山力
量都纷纷靠近他。在很短的时间里，
就集中了二十万人的军队，颜真卿被
推举为主帅。

颜真卿领导的军队很快就和安
禄山的部队交锋了。身在山东德州
的颜真卿要与身在河北正定的哥哥
颜杲卿互通信息，距离比较远，需要
有专人联络。谁是联络人呢？就是
颜杲卿的儿子，一个年轻人颜季明。
他来来往往骑马坐车，什么时候起
义，什么时候发表檄文，什么时候组
织队伍，现在安禄山的部队在哪里，
人数多少……这些信息都是颜季明
在传递。通过颜季明的联络，颜杲卿
也举旗平叛。

安禄山攻下了颜杲卿所在的城
市常山，逮捕了颜杲卿，把他的舌
头割下来，把他的手剁下来，用最
残酷的刑罚对付这位英雄。随后，
颜家三十几口全部被杀害，颜季明

被砍头。
在几乎全家喋血的情况下，颜真

卿仍然坚持领导队伍攻打叛军。这
个仗很难打，因为都是临时召集起来
的人，缺少战斗力。而且当时唐王朝
的战略有误，所以只能边打边走，慢
慢向当时正在陕西扶风的唐肃宗靠
拢。最后，终于会合了。

对于颜家的巨大牺牲，皇帝当然
有高度评价，但朝廷总是打败战，也
顾不上去纪念这个家族了。 两年
后，颜真卿自己用文章来祭祀牺牲的
家人，其中最震撼的，是那份祭祀侄
子颜季明的《祭侄稿》。由于后来成
了中国书法史上的经典法帖，又称为

《祭侄帖》。世界上很少有这么一个
艺术作品，即使不了解它产生的背
景，一上眼就被它淋漓的墨迹、痛苦
的线条、倔强的笔触所感动。满篇的
汉字，都在长叹和哭泣，而在长叹和
哭泣中，傲然筋骨又毕现无遗，足以
顶天立地。这是中国文化史上唯一
用生命符号勾勒最伟大人格的一幅
作品。这种最伟大的人格，刻画了一
个英雄的时代、英雄的家庭、英雄的
文人。幸好有它，让盛唐即使破碎也
铿锵有声。

摘自《特别文摘》

傲然筋骨颜真卿
余秋雨

一个名叫摩顿森的美国人，在挑
战世界第二大高峰乔戈里峰时，他想
沿着巴基斯坦境内的山坡登上它，意
外却发生了。

雪崩蜂拥而来，他被无情的白雪
覆盖在山峦下面，两天两夜时间，他
凭借着雪堆中残存的氧气生存下来，
但饥饿时时折磨着他的肉体与神经。

幸运的是，与他同时被雪崩覆盖
的还有几个巴基斯坦马尔蒂人，他们
熟悉雪崩的救援流程，他们首先自救
成功，意外地发现了摩顿森，将奄奄
一息的他也救了下来。

摩顿森醒来时，感觉半个身体失
去了知觉，他看到了面前的土著马尔
蒂人，将他们当成了强盗，因为他们
的打扮装束十分传统野蛮，摩顿森感
觉又进了龙潭虎穴。

他们用马尔蒂语问他哪里不舒

服，他却听不懂他们的话，只是用右
手指自己的另外半个身体。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他们经历了
千辛万苦和许多生死劫难，为了将他
抬出乔戈里峰，马尔蒂的一个成员竟
然意外掉下了无情的山峰，他们并没
有将他放下，而是始终不离不弃地将
他救回了马尔蒂人的宿营地。

摩顿森醒来时，看到几个彪形大
汉手持着刀子，旁边煮沸着热水，本
能告诉自己，他们可能要对自己动手
了，他挣扎着想说什么，却浑身无
力。马尔蒂族长亲自主刀，刀子扎进
了摩顿森的身体里，原本麻木不仁的
身体突然间产生了疼痛的感觉。

再次醒来时，却发现自己的全身
裹着绷带，马尔蒂的族长寸步不离地
照顾着他，他们请来了英语翻译，英
语翻译告诉他：他们在用原始的方法

救治他的身体，这会很疼，但效果比
西医还要好。

摩顿森坐在小桌前面，族长告诉
他后面有一壶烹制了一百年的茶，茶
叶和水一直向里面续，但火却一直未
曾熄灭过，这也是马尔蒂人结交朋友
的最佳表白方式。三杯茶摆在摩顿
森前面，第一杯茶表示你我是陌生
人，第二杯茶表示你已经是我们的朋
友，最后一杯茶则说明你已经是我的
家人，我将用全部的生命来保护你。

摩顿森回到美国后，用大半生的
时间写了一本叫做《三杯茶》的书，这
本书阐述了自己在马尔蒂得到悉心
照顾的亲历，着重介绍了马尔蒂人的
友谊与交际方式。这本书的出版，赢
得了空前的关注，《纽约时报》评论说
这是一个美国人对于生命的全新承
诺。

其实每个人在与陌生人的交际
和沟通中，都需要这三杯可贵的茶，
茶叶飘香，盈入彼此的胸怀，将陌生
和羞涩驱散，残留下来的，尽是倾心
与和谐。

摘自《做人与处世》

从古至今，以一篇文章而影响了
中华民族政治文明、人格行为和文化
思想的美文为数不多。我排了一下
有十篇。

这里说的是“政治美文”，就是说
既要有思想，还要文字美，要符合三
个条件：一是文章提出了一种影响了
中华民族政治文明、人格行为的思
想；二是文章中的一些名句熟词广为
流传，成为格言、成语、座右铭，有的
已载入辞典，丰富了民族语言；三是
文章符合艺术规律，词、句、章，形、
情、理都达到了美的要求。如果我们
只是就文字“选美”，当然还会选出更
多，如王勃的《滕王阁序》等，但那是
另一个范畴。

下面按这个标准一一分析。
贾谊的《过秦论》探讨一个政权

为什么会灭亡。为政者必须施仁政，
不能反人民。后来提到农民起义时
常用的“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一词，
即出自本篇。

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探讨生命
的价值，提出一个做人的标准：“人固
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用之所趣异也。”成语“士为知己者
死，女为悦己者容”即出自本篇。

诸葛亮的《出师表》提出忠心耿
耿的为臣之道和勤恳不怠的敬业精
神。名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亲
贤臣，远小人”“受任于败军之际，奉
命于危难之间”等广为流传。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以文学的
手法描绘出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
从中可以看出老庄哲学与空想社会
主义的影子。西方的政治名著《乌
托邦》《太阳城》与其相类。“桃花源
中人”“只知秦汉，不识晋魏”，已成
后人常用的成语。而“桃花源”已
经是理想社会和优美风景的代名
词。

魏徵的《谏太宗十思疏》探讨一
个政权怎样才能巩固，并且塑造了一
个较理想的君臣关系样板。提出“居
安思危，戒奢以俭”“载舟覆舟，所宜
深慎”，提出“凡昔元首，承天景命，
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这就是
1945 年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谈的
政权周期律。后人常说的“居安思
危”“善始善终”“水可载舟也可覆

舟”，主要出于此。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
天下之乐而乐”的为人、为
政理念。这句名言几乎成
了范仲淹之后所有进步政

治家的信条。范仲淹的这篇文章和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都做到了形
美、情美、理美，是用文学来翻译政
治的典范。

文天祥的《正气歌序》提出的为
人要有正气的气节观鼓舞了历代的
民族英雄，成了中国人的做人标准。

“正气”成了战胜一切邪恶、腐败势力
的旗帜。

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反对保
守，提倡革新。提出抛弃老朽的中
国，创造一个少年中国，振兴中华。
几乎通篇都是美言美句。

林觉民的《与妻书》呼唤共和，敲
响了数千年封建王朝的丧钟。再次
响亮地喊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牺牲个人，报效祖
国。

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提出的
为人民服务思想成了共产党人立党
立国的宗旨，并已是检验一个政权成
败、好坏的标准。

这些文章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
经典。

摘自《中国日报》

影响中国历史的十篇政治美文
梁 衡

有多少人像我一样，是被这本书
开头的一段文字猛然击中的——

“很快你就八十二岁了。身高缩
短了六厘米，体重只有四十五公斤。
但是你一如既往的美丽、幽雅、令我
心动。我们已经在一起度过了五十
八个年头，而我对你的爱愈发浓烈。
我的胸口又有了这恼人的空茫，只有
你灼热的身体依偎在我怀里时，它才
能被填满。”

这是一位八十四岁的老人写给
爱妻的最后的“情书”。炽烈的表达，
不啻热恋；半个多世纪的相依相偎，
不但丝毫没有磨损两人之间的爱，反
使之“愈发浓烈”。

倾听这哝哝爱语的，是世界上最
幸福的一个女人：D。倾诉者安德
烈·高兹揣着一腔少年情怀，痴狂地
爱着她。他“淌着眼泪”，深情回顾了
他们从相识到相知、相爱的点点滴
滴，说着“爱情，只有在与钱无关的情
况下才是真正的爱情”之类的爱之箴
言。相信太多的读者和我一样，在他
们最初那张“用来当床的、已经深深
塌陷的、六十厘米的旧沙发”面前感
到一种窘迫的甜蜜……而此刻，“美
丽、幽雅”的 D 已身患绝症。因为曾
经“承诺彼此柔情相待”，安德烈·高
兹便在写完了他的《致D情史》之后，
毅然打开家中的煤气，与爱妻共赴黄
泉。

在不同的译本面前，读者们抛洒

着同样的热泪。
曾经想，或许，这就是无可企及

的爱之结局了吧？但是，当我走近了
她，当我听到她生动地讲述着他的故
事、模拟着他的语气讲话时，我分明
看到，她的那个他，就躲在她的笑纹
里偷笑——她活着，就是在努力延长
着他的寿命啊！我跟自己说：这又何
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承诺彼此柔情
相待”呢？

“我们的杨绛”。这是我在苏州
十中听到的一个亲切的称呼。在这
座园林般的校园里，我寻觅着少女杨
绛的芳踪。总是忍不住地猜想，能让
钱钟书说出“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
到要结婚”的女子，该是怎样一个妙
人呢？

她是个才女——她成名比钱钟
书早，最初别人介绍钱钟书时会说：

“杨绛的丈夫”；她翻译的《堂吉诃
德》，曾被邓小平作为“国礼”送给西
班牙国王；1989 年，钱钟书的《围城》
被搬上银幕，当改编人员讨论如何才
能更好地突出主题时，杨绛立刻提笔
写道：“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
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
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钱钟书览
毕盛赞：“实获我心！”

她是个贤妻——在钱钟书写《围
城》的日子里，她为节省开销，辞掉女
佣，心甘情愿做“灶下婢”。握笔的
手，乍干粗活，免不了伤痕累累，“一

会儿劈柴木刺扎进了皮肉，一会儿又
烫起了泡”，但她明白夫君工作的价
值，她说：“我赖以成名的几出喜剧，
能够和《围城》比吗？”

她是个勇者——1997 年早春、
1998年岁末，她的女儿和丈夫先后去
世，她伤心已极，便逼着自己“找一件
需要我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的
工作，逃避我的悲痛，因为悲痛是不
能对抗的，只能逃避”。她于是决定
翻译柏拉图《对话录》中的《斐多》；她
思考人生，在耄耋之年写出《我们
仨》《走到人生边上》等力作；她用小
楷抄写钱钟书的《槐聚诗存》，每天写
几行，一写就是半年，“通过抄诗，与
他的思想、诗情亲近”。

她活过一个世纪了！而他，又何
尝不在分享着她的“活”啊——活在
她绵长的思念中，活在她深挚的文字
里。

一闭眼，他们那张珍贵的黑白照
片就在眼前晃啊晃——她穿了碎点
子旗袍，披一件小方格长外套；他着
浅色西装，打领带，笑得那么深。这
一对“璧人”，真个是惹人怜、招人妒
啊！

我想，如果安德烈·高兹没有走
出那一步，他今年刚满八十九岁，与
我们一百零一岁的杨绛先生相比，他
是小弟弟呢！在我眼中，安德烈·高
兹与杨绛，都堪称是与爱者“柔情相
待”的典范，所不同的是，他们，一个
选择了与爱者共死，一个选择了与爱
者共生。我不想对他们的选择作出
评判，我只想说：谢谢你们珍贵的提
醒，愿天下爱者都能够“彼此柔情相
待”，直到地老，直到天荒。

摘自《美文》

烹制了一百年的茶
古保祥

承诺彼此柔情相待
张丽钧

一个朋友家里有几十把茶壶，用
以泡不同的茶，对我来说有一点不可
思议。

他说：“茶壶是很奇怪的，只要混
过了别的茶叶，就一辈子也洗不清
了。所以一把壶只能泡一种茶。”

“这到底为什么呢？”我问。
“可以这样说，茶壶是有细胞的，

泡茶的时候，它的细胞就张开，吸进
饱饱的茶，从此它的基础就奠定了，
以后每次泡茶，壶也和人一样喝茶，
积出来的就叫茶山。”

然后，他告诉我许多养壶应注
意的事项，例如茶壶不可以放在橱
柜里，因为壶是有呼吸的，它一吸
进油烟，永远也洗不清；例如好壶
不可以泡劣茶，会破坏一把壶的味
道与色泽；甚至于壶要放在空气流
通的地方，否则就会有窒息的气
味；壶要常常使用，否则就失去了
光泽……

养好一把壶以后又怎样呢？
“对于一个嗜茶的人，壶是他的

化身，只要看见一把壶，几乎就看见

它的主人了，不擅品茶、不真爱壶的
人是养不出来好壶的。一把好壶，它
的外表和内力都酝酿了时间的光泽，
有着深沉的香气，即使不放茶叶，光
是冲进开水，也会有茶的香味，那香
味是无数好茶所凝聚起来的。”

“最重要的是，当你拥有一把好
壶，光是想象曾有多少知己与你共饮
这一壶，它就收藏了无数友谊的记
忆，面对那样的好壶，纵是独饮，也要
醉了。”

原来，一具小小的茶壶也是有动
静、有回忆、有历史、有呼吸、有生命
的，它的壶水是生命之水，穿过了一
个好主人的关心与爱而呈现金澄精
碧之美，壶都能展现这样美的生命，
何况是人呢？

摘自《智慧》

养壶
林清玄

晚清的时候，整个官场腐败，清
政府丧权辱国，而政府官员更是贪赃
枉法、鱼肉人民。而就在这时候，反
映清政府官员贪赃枉法的一部官场
小说则在下层百姓甚至一部分官员
中广为流传，而且引起了很大的反
响，这部小说就是晚清著名的《官场
现形记》。

《官场现形记》写于 20 世纪初，
作者李宝嘉在动笔写这部小说后，就
开始在他自己创办的《世界繁华报》
上连载。这部小说的连载很快引起
了轰动，《官场现形记》由许多相对独
立的官场故事连缀起来，涉及清政府
中上自皇帝、太后、军机、中堂，下至
衙役、狱头等一百多个大小官吏，李
宝嘉将这些形形色色官僚们的各种
恶行、丑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
们为升官而逢迎钻营、蒙混倾轧，或
卖官鬻爵，大发横财；或名“剿匪”，实
则害民；或冒名得官，寡廉鲜耻；或媚

外惧洋，奴性十足。《官场现形记》犹
如一幅封建社会末期官场的百丑图
长卷。

因为在《官场现形记》里，写的大
多是清朝的真人真事，只是名字换了
而已，而且涉及的好多情节都是清朝
的秘密。《世界繁华报》的发行量很快
由几千份上升到几万份，甚至出现了
洛阳纸贵、供不应求、报贩加价出售
的现象。

很快，《世界繁华报》传到了慈禧
太后的手里，慈禧太后看过后很是生
气。当时，清朝已经可以说是内忧外
患，于是慈禧太后把清朝的衰落、受
列强欺负的罪都算到了这些政府官
员的头上。慈禧太后开始了一场大
的“反腐败”行动，而这场“反腐败”行
动中的主要对象就是《官场现形记》
中所影射的官员。

慈禧“反腐败”行动方法也很简
单，她就是按图索骥，照着《官场现形

记》里影射的名单抓人。很快，就有
一大批官员被慈禧太后抓起来，以谋
反罪斩立决。摄政王载沣下令通缉
此小说的作者，并令两广总督端方派
人刺杀这个胆大妄为、扰乱社会的李
宝嘉，取缔连载此作品的《世界繁华
报》报社。

可是，李宝嘉却一点也不担心，
他把《世界繁华报》化整为零，搬到了
当时的英租界，继续连载《官场现形
记》。很快《官场现形记》连载完了。
但让慈禧太后没有想到的是，李宝嘉
的《官场现形记》很快就在一些列强
中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有的外国人
甚至把这本书带到了国外。

而慈禧太后则让人把《官场现形
记》中的一些行贿、受贿以及官员的
腐败行为整理出来，下令全国官员凡
有此行为者，皆为重罪。而当时《官
场现形记》里所涉及的大部分官员都
被慈禧太后以谋反罪处决了。

虽然，这本书没有改变清朝的命
运，可是当时的官员也因为《官场现
形记》而收敛了很多。一本小说能够
成为一个国家的“反腐指南”，这恐怕
也算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奇迹吧!

摘自《知识窗》

慈禧太后的“反腐指南”
郭 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