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014年12月12日 星期五

ZHENGZHOU DAILY

更令商人不满的是，国民政
府还强行规定各地征税机关只准
用中央银行汉口新票和鄂湘赣三
省通用大洋券交纳税收。这样，
本来还可以低价收购贬值的中央
银行临时兑换券用来交税，现在
不行了。

江西商人忍无可忍，于 1927
年 2 月书面请愿武汉国民政府，
要求整理江西金融。

商 人 请 愿 ，军 人 就 来 武
的。2 月 2 日，第 3 军第 7 师部分
士兵闹饷，在南昌城里开枪示威
后，每个士兵发了 3 块现洋才平
息此事。

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后方对
于蒋介石急催军费非议不断，可
以想象蒋介石这时内心的火气。

就在此时，国民党上海市党
部执行委员汤济沧给蒋介石出主
意了：“上海如为我军所得，即发
行公债数千万元，亦无问题，即就

‘二五’附税一款而论，汉口每年
仅得180万，上海则十倍之也。”

1927 年 1 月 24 日，陈其采，
也就是陈其美的弟弟，时任中国
银行杭州分行副行长，就北伐军

进至浙江后面临的财政问题也向
蒋介石建议：

查浙省全省收入照现在情
形，每月不过百万元有零，能供军
饷只敷四五师之用，将来所需大
宗饷款均应筹措沪上，故于南京
未下以前，非赶组临时财政机关
担任处理，不足以资应付。还祈
察洽。

陈是浙江湖州人，是晚清第
一批官方派遣赴日本学习军事的
留学生，回国后先入军界，被授陆
军少将，后投身南方的财政金融
界，因此对上海金融圈内人头很
熟悉。他还郑重推荐了北伐军到
上海后财政机关领导的人选：

至人选问题，似应选择具有
财政经验，熟悉当地情形，且平素
倾向革命主义者，最为适当。如
现任上海商业银行总经理陈光甫
（镇江人）君堪备担任上海财政之
选，拟请存记，至相当时期发表委
任。（《1927 年蒋介石与上海金融
界及江浙商人的关系》，《近代史
研究》，2002年第4期）

陈光甫被国民党人看上了
——他成了负责在上海筹款的最
适合的人选。

蒋介石在为钱发急时，还想
到了另一位大佬，他的结拜兄弟
张静江。

张静江被孙中山称“中华第
一奇人”。蒋介石称他为“革命导
师”，陈果夫称他为“党国理财第
一人”，毛泽东则称他是“有经济
眼光”的人。

此人一身侠气，有血性，甘
为朋友两肋插刀，少年时因冲进
火海救人被严重烧伤，落下终生
残疾，走路一跛一跛，但这丝毫不
改他侠肝义胆的秉性。

蒋介石结识张静江，是在他
的结拜兄弟陈其美处。张静江与
陈其美同为浙江湖州老乡。当时
蒋介石为陈的部下，给革命元老
张静江留下了一定印象。张静江
有意考验蒋，常常和蒋交流天下
大势、世事哲理，发现蒋介石确有
远大志向，便有意栽培。

1916 年 5 月，陈其美惨遭袁
世凯暗杀，张静江痛失至交，蒋介
石失去靠山。无望之中的蒋介石

与张静江、许崇智焚香换帖，结拜
为盟兄弟，张静江与蒋介石相差
10岁，为老大。这一结拜之举对
蒋介石以后的政治生涯产生了巨
大影响。

这种影响也让蒋介石成为
上海滩上的一个股民。

于 1920 年 12 月 15 日，张静
江与蒋介石等人又合资创办了恒

泰号经纪人营业所，共计股本
35000 元，1000 元一股，共 35 股，
资本几乎是“茂新”的10倍。

交易所成立之后不久股价
即扶摇直上，蒋介石等人的投资
获得了惊人的回报。

可惜好景不长，物极必反。
到 1921年夏秋之交，上海出现了
交易所过剩的状态，这些交易所
如多米诺骨牌，一批一批地倒
闭。最终，蒋介石及陈果夫所有
的盈余甚至连本钱也赔了进去。

上海待不下去了，张静江点
拨蒋介石，广州军政府告急。于
是，1922年6月25日，蒋介石去了
广州。

1923年，孙中山计划筹建黄
埔军校，在最初的校长人选名单
中并没有蒋介石。但蒋介石却以
为这个校长位子应该是他的，得
知消息后又气又恼，就从广东跑
回了浙江老家去了，并向张静江
发泄了一肚子怨气。

不愧是结拜兄弟，张静江不
顾身残和路途不便，专程从上海
到广州，说服孙中山起用后起之
秀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

1926 年 5 月，蒋介石在国民

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推举张静江为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两个
月后，张静江投桃报李，为树立蒋
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威望，力辞此
职，提名由蒋担任，但北伐期间则
由张静江代理该职。

这年 6 月，张静江以国民党
元老的身份提名蒋介石为国民革
命军总司令，统率三军。一个管党
务，一个抓枪杆子，国民党的天下
就基本掌握在他们兄弟俩手里了。

1926 年 7 月 9 日，蒋介石誓
师北伐，张静江以代理主席的身
份留守广州。

某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
鲍罗廷，以外间对蒋介石非议颇
多为由，向张静江建议不如劝蒋
辞去党政工作，专理军事。

张静江听后火了，干脆把话
挑明：“在前方战事紧张之际，要
蒋先生辞去党政，无异反对中国
革命。我们请你来做中国的顾
问，但并不希望你是这样做的。”

以前广东国民政府一向以
鲍罗廷为中心，得到苏联人的接
见被视作一种荣誉，而现在一个
只能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却成了
中心。鲍罗廷有什么事情都得与

张静江商量，否则就很难办成。
穿着白色的制服、蓄着八字胡、有
着优越感的鲍罗廷对这个腿脚不
便、瘦小的浙江人特别反感，这种
反感到后来逐渐演变为对蒋介石
的反感。有人认为，鲍罗廷在武
汉进行反蒋活动，就是从他与张
静江之间的对立开始的。

1926年 12月 5日，平静的赣
江划开了一道道水波，载着第一
批广州国民政府北迁人员的轮船
到达南昌。

蒋介石一身戎装，乘坐快艇
前来迎接，他的身后是两排威武
整齐的士兵。

那时南昌已经是蒋介石的
天下。各路人士，甚至洋人都来
到南昌一探虚实。蒋的总司令部
门庭若市。

1926 年 9 月 9 日，武昌尚未
攻克之时，蒋介石就致电留守广
州的张静江与谭延闿称：“武昌
克后，中正即须入赣督战，武汉
为政治中心，务请政府常务委员
先来主持一切，应付大
局，否则迁延日久，政治
恐受影响。”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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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法律之美
柴清玉

长期从事人大工作，使我对法律有了一种特殊
的认识，一种深厚的感情。我惊喜地发现，终日奉为
神圣庄严、与我们心神合一的法律，其实蕴涵着极美
的韵致。

法律蕴涵着人类对真、善、美永恒的追寻。在
她似乎冷峻的外衣下面，涌动着火一样的激情。
从一个生命孕育到降临这五彩斑斓的世界，直至
最后回归自然，甚至在此之后，法律就像慈母一
样，一直在默默地注视着他，给予他无微不至地关
怀和呵护。哲人说，一个人无论在多大年龄上没
有了父母，他都成了孤儿。同样，一个人缺少法律
的关爱，他也是孤儿，他的灵魂注定是游走在无望
的漂泊之中。

法律之美，首先美在形式。每一部看似独立的
法律，都是充满生机的法律之树上的一个遒劲的枝
丫。她们紧密相连，浑然一体，形成了独具魅力的
法律体系。在每一部法律里面，每一个条文之间，
在凝练简洁的语言背后，又都潜藏着一条厚长的主
线，把他们紧紧地串联，又错落有致地排列在一起，
相对固定中富有变化，简洁明快中富有转折，语言
严谨又留有发散的空间——诸如此类，无不展示着
一种内在的逻辑之美、流动之美、和谐之美。

法律的美，美在程序。法律的制定，有着严格
的程序，程序避免来自各方面的干扰，保障法律追

求着至善之美。法律体系的运行，以铁定的规则，
展示着一种严厉的规则之美，也必须严格依照法定
的程序运行，任何人不得僭越，否则即为违法。而
这程序，在设定之时，就已经相当完备，竭力引导着
人们在法律的道路上从容前行，以避免因为运行规
则的不公正而影响到人们承担法律后果的不公平。

法律之美，还美在内容。当权利被邪恶践踏，
法律为你伸张正义；当利益受到侵害，法律还你一
个公平；当贪婪为所欲为，法律会喝令警醒；当你遭
遇困境，法律会为你解忧；当你需要特殊的关怀，法
律会及时提醒人们把你关注；法律不是人类社会终
极的目的，她只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艰难选择的结
果，她以自身特有逻辑和经验结合而成的智慧，引
导着人们迈步在走向民主的自由的道路上。

法律之美，更在于她的洁净。弗兰西斯·培根
在久远的年代就曾深情地提醒人们：“律法所在之
处，乃是一种神圣地方。因此，不但是法官的座席，
就连那立足的平台、听证的围栏，都应当全无丑事
与贪污的嫌疑才好。”应该说，法律是具有自洁功能
的。她圣洁如泉水，不仅自身晶莹透亮、清爽怡人，
而且时刻不停地冲刷着一些邪恶和不干净的东
西。虽“独抱清高，顿成凄楚”，但来也冰清，去也玉
洁，把一种精神、一种气度、一种神韵，留在烟波浩
渺的世间。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由衷地呼吁：“在这
个世界上，邪恶的力量太强大了，单个人的正义几乎
无法实现，只有所有正义的力量团结起来，才有可能
战胜邪恶。”所以说，尽管法律自身是美的，然而要培
植出绚丽的法律之花，要使法律的理想之美转化为
现实之美，还需要立法者、执法者和全社会长期不懈
地努力和艰辛地耕耘。

法律人是“戴枷的舞者”，在司法实践中，既要严
格地遵守法律的规定及其运行的准则，又要尽情地
把法律演绎得出神入化，使之不断地接近法律的原
则和精神，不断地接近人性的真、善、美，并使之充满
着人文主义的关怀。这，对于所有人来说，有一定的
难度，同时又有一定的深度，更有一定的高度。

法律工作者要把法律之美演绎得翩跹如蝶，
首先自身就必须美丽如蝶。优秀的法律工作者，
须具备良好的美德和品行，须具备渊博的学识和
卓越的才华，须具备训练有素的性格和心理特征，
须具备扎实、敏锐、果敢的职业技能，须具备深思、
慎言、庄重的职业修养，而不能把自己混同于市井
百姓、街头游民，不能凭借着对法律的一知半解就
匆忙地决定了他人的命运，不能屈服于权势、财色
而把良知抛却一边。

让我们感受法律之美，让我们尽情地演绎法律
之美，让我们勇敢地捍卫法律之美！

散文

小喜欢
阮小籍

董桥说，之所以给他的书起名为《青
玉案》，是因了贺铸的《青玉案·凌波不过
横塘路》。董桥还在作品的扉页上详细注
解了所有与“青玉案”有关的出处，大约最
早是出自张衡的《四愁诗》“美人赠我锦绣
段，何以报之青玉案”一句。青玉案就是
美玉做的几案，男人都喜欢美玉，更喜欢
挑选美玉送心爱的女人，所以董桥把作品
定名为《青玉案》的确是很雅致的一件事。

但我要说的不是董桥，也不是他的
《青玉案》，我感兴趣的是“美人赠我锦绣
段”这一句，何以赠我锦绣缎呢？

美人赠我金错刀，美人赠我琴琅玕，
美人赠我貂襜褕，金刀、玉琴、貂皮衣，都
是男人的喜欢，我没听说过大男人喜欢锦
绣缎的。

读过雪小禅的一篇文字《绸缎是微
凉》，雪小禅说陆小曼或者言慧珠这样的
女子，她们几乎穿了一生绸缎，当它们裹
在一个女人曼妙的身体里时，当一个男人
把手放在女人腰间，绸缎，已经有了太多
意味。言外之意，雪小禅的意思是女人的
绸缎是用来吸引男人的，雪小禅举例为
证，说徐志摩在家信中曾经说，小龙：买了
一块绸缎给你，看看做什么合适？

雪小禅说：“这样的男人，真适合当情
种。”

看来，男人的多情，除了美玉，还该用
丝绸，就是锦绣缎来表达。所以我不明白
的是，女人为何要送男人以锦绣缎呢？

台湾的星云大师说：“人这辈子最重
要的不是金钱，是喜欢。”而我，却是喜欢
锦绣缎的。早先，比如明代，唐伯虎和祝
枝山、文征明他们泡妞穿的就是锦绣缎，
一袭撒花的苏绣长衫，说不出的潇洒，逼
人的临风玉树；就算是民国，大宅院里老
爷一把紫砂，嵌白玉黑缎瓜皮帽，湖蓝色
泥金团龙马褂，圆口绣花布鞋，就算是俗
气十足，也俗得喜庆，俗得有男人的范儿
……可惜这些都是旧事的月色，徒让人心
生向往而已。

绕了这么大的一个圈子，我只想弱弱
地说，一个男人，其实我是那样地喜欢锦
绣缎。

如今家里，只有早些年结婚时妻子陪
的嫁妆，有六七床丝绸的被子。说是早些
年，其实都已经过了10年了，儿子都9岁
了。枕边人鬓角有了星星白发，桃红色花
草龙凤的被面已经有些发暗，有些地方还
脱了线，细细地用丝线绣了几只蝴蝶落在
脱线的地方，一眼看去有了新婚的味道，
心里就有了小小的喜欢。

美人赠我锦绣缎，咱再做一床缎被
吧。她听了，说，只要你喜欢。

文史杂谈

古代官员的教材
范方启

古代的领导干部，也要不断地加强
学习，也要接受专业教育，学习的目的
为了培养官德。官无其德，如何使人？
统治者深深地明白这一点。培养官德
的专业性的著作并且不少，《官箴》、《帝
范》、《臣规》、《帝鉴图说》等，都算得上
很有影响的文献。从事这方面研究并
且成果颇丰的大师级的人物有西汉的
杨雄、唐太宗李世民、则天女皇、明大学
士张居正等。

《官箴》存在着不同的版本，出自不
同的时代，出自不同人之手，体现的是
集体的智慧。《官箴》也就是针对官场的
某些现象，提醒身为领导的应该怎样为
官。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箴》，公认的
是 1975 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出来
的一批秦朝的竹简，其中就有一篇专门
谈为吏之道，这就是最早的干部培训教
材。大意是，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
慎谨坚固，审悉无私。基本上将官德勾
画了出来。

《官箴》在实际运用中不断地完善，
西汉的杨雄也写过几十篇的《官箴》，以
后历代都有《官箴》出现，仅仅被列入四
库全书和史部保存的就有 8部 107卷之
多，可以说，其专业性相当了得。

若论影响力，南宋吕本中的《官箴》
当为佼佼者。吕本中本人在朝为官，属
高级官员，政治经验丰富，目睹着朝廷
的无能和官场的腐败，他感到改朝换代
只是时间的问题，为提醒后人重蹈覆
辙，便将自己的所感所悟辑录成册，虽
然只有 33则的篇幅，但言简意赅，的确
为官德培养的经典之作。

吕本中提出，为官要做到“清、慎、
勤”。这三点被后人称为千古不易的为
官之道，清乾隆帝曾专门手书这三个字
刻在石头上，以示推崇。

在吕本中看来，为官必须要树立
“清、慎、勤”这三德，得此“三德”，可以
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到皇帝的
肯定，可以取得下级或者老百姓的称
赞。立德事实上也就是方便自己。当
官的人见财不能自制，自认为拿点钱拿
点什么都没关系，则无所不为，结果只
能是自毁前程。要想立于不败之地，

“故设心处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
“借使役，用权智，百端补治，幸而得免，
所损已多，不若初不为之为愈也。”这话
的意思是说，做了错事，后来费多少劲
来补救，当初为何不警诫自己不干那些
作奸犯科的事情呢？深入浅出，一本难
得的好教材。

出 自 唐 太 宗 李 世 民 之 手 的《帝
范》，是唐太宗当皇帝当出的心得。帝
范，帝范，也就是做皇帝的规范，表面
上是针对帝王，实际上没少针对官员，
也是官员立德的一部好教材。《帝范》
其实是为太子李治所写的，唐太宗也
有着秦始皇一样的私心，希望江山一
直姓李，说与家人的话语自然都是一
些肺腑之言。唐太宗从君体、建亲、求
贤、审官、纳谏、去谗、诫盈、崇俭、赏
罚、务农、阅武、崇文等方面谈怎样去
当一个皇帝，可谓用心良苦。除此之
外，他自己还编了一个《自荐录》，都是
自己深刻的体会。

武则天为教育臣子编了一部《臣
规》，意思也就是做大臣的规范，苦口婆
心地告诫大臣要怎样忠于国家、忠于皇
帝，要怎样的工作。

明朝大学士张居正的《帝鉴图说》
是写给明神宗万历皇帝看的，神宗当
时年龄很小，张居正辅佐他，为了能使
神宗看得懂，用了不少直观的图画。
图画加故事，实际上也就是政治性的
连环画，这样的连环画的读者一直不
少，以至于后来的市面上都能找到《帝
鉴图说》。81 个小故事，从尧舜开始，
一事一议，具有相当强的启发性，不仅
皇帝看，众多的官员都爱看，影响力自
然不可小觑。

新书架

《鲜于枢赵孟 行草书字典》
干琛艳

鲜于枢（1256~1301），字伯机，自号困学山民，又号
寄直老人。大都（今北京）人。以草书最为精妙，代表作
有《老子道德经》、《韩愈进学解卷》、《论草书帖》等。

赵孟 （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吴兴（今浙
江湖州）人。各体皆精，尤擅行、楷，对后世书法有重要
影响。传世作品有《洛神赋》、《道德经》等。

本书为作者在多年搜集完成的鲜于枢、赵孟 书法作
品集。以字头为单位编排，注明所选字迹出处，并附有
笔画目录，拼音目录。使读者对其书法艺术有直观了
解，是手边查阅的实用工具，为读者提供临摹创作范本
的同时也是书画鉴定、治学研究的重要资料。本书共三
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书法字体汇编，第二部分为常用印
鉴，第三部分为艺术年表。

掌故

实事求是
阎泽川

“实事求是”一词，源于东汉史学家班
固所撰《汉书·河间献王传》。文中称西汉
景帝之子河间献王刘德，特别嗜好收藏各
种书籍。有一次，刘德到都城去拜见汉武
帝，同汉武帝及大臣们谈论起学问道理，人
们都赞扬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1941 年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改造我
们的学习》一文中对这一古语做了一番改
造，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
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
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掌故

古书名意解
陈永坤

古代书名中的最后一个字，往往能概括出一本书的成书
和编著方式，下面用举隅的方式，分别予以说明。

一、用“抄”或“钞”。首先要明确：“抄”同“钞”，它们在意
义上并无什么差异。凡用了“抄”或“钞”字结尾的书名，说明
作者将某一时期的诗、文等文学作品誊写编汇在一起，整理成
书，其取材务求广泛，颇有资料价值。书中除附作家小传外，
一般不加编者自己的评介。如清代吴之振等人编选的《宋诗
抄》。

二、用“醇”。书名中用“醇”，表示成书者通过鉴赏，选录
自己认为或被公认为较好的作家作品，汇编成册，并在各篇之
后常引正史或杂记以考订事实，或附录各家评语，可供参考。
如清乾隆十五年御定的《唐宋诗醇》。

三、用“汇”。它是把许多有代表性的作家和若干较少流
传的作品分类辑录，显示这一时期艺术思想的演变和社会历
史的变迁。收录作品多，一般较为完备。如清人陈元龙等奉
敇编的《历代赋汇》。

四、用“综”。书名中用它，标示出书的编录范围往往是一
个较长时期的作品；对于已选编了的作品，一般都简略地叙述
作者的生平及诸家的评论，也多附有编者自己的品评，资料性
强。如清初著名诗人朱彝尊编的《明诗综》。

五、用“铎”。“铎”，本指古代宣布政教法令时或有战事时
用的大铃。这里取其比喻意，有“号召”、“警戒”的意思，因而，
编选的作品比较重视其思想内容，多能体现当时社会的道德
规范和思想准则，有一定数量的作品不乏爱国主义的气质，同
时书中绝大多数作品是这个时期比较重要的作家的代表作。
如清代张应昌编写的《清诗铎》等。

六、用“别裁”。因编书者以温柔敦厚的“诗教”、“文规”作
标准分别去取，分体编排，故名“别裁集”。凡以“别裁”为名的
书，选材广泛，能照顾到一个时期各种风格的作品，一般都是
质量较高的选本。清人沈德潜选编的《唐诗别裁》就是此类书
的代表。

山水清音（国画） 北山堂主

寒林微熙 陈忠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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