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森纳赫的瓦特堡 徐迅雷 摄

■八面来风

最好的历史遗产
□迂夫子

据说， 前几年考古部门在四川

彭山江口古镇的岷江江底张献忠沉

银之地， 挖掘出大量金册、 银册、

金币、 银币、 铜币和银锭等黄白之

货， 真是可喜可贺。 不过， 和这黄
澄澄白灿灿的金子银子比起来， 我

倒是更感兴趣一根绳子。 这根绳子

史料里记载过。 张献忠建大西政权
的当年冬天， 突然下令开科取士，

将四川一万七千余文人集中到成都
青羊宫 ， 考试的题目别出心裁 ：

“先在两柱之间横系一条绳子， 叫

应考的走过去， 太高的杀， 太矮的
杀 ， 于是杀光了蜀中的英才 。 ”

（鲁迅 《批评家的批评》）

可怜近两万文人捧着文房四宝

兴冲冲而来， 却稀里糊涂做了刀下

鬼。 秀才遇到兵， 有理说不清， 川
西文人幼稚地以为山大王转性要做

伯乐， 结果全都倒在一根绳子下，

临死方悟 “伯乐” 其实是 “屠夫”。

想来这根染血的长绳， 沉银考

古很难发掘到 ， 即使有也早已朽
烂， 但是绳子可以化为泥土， 历史

的真相却不能被掩盖， 山大王的凶
残绝不会也不应湮灭于人类文明的

历史中。

挖出历史的沉银固然可喜， 但不

能满足于炫耀家底的丰厚或历史的久

远， 更不能只把那些金银宝贝摆到博
物馆供人观瞻， 或干脆藏到保险柜里

让它接着沉寂， 还应深度打捞这段历
史。 考古是为了还历史以真相， 千万

不要忘了从中吸取大教训。

有人把明朝灭亡的责任都推到

崇祯身上 ， 其实并不准确 ， 早在明
神宗时期 ， “神宗不理朝政委顿于

上， 百官党派纷争于下”， 朝廷完全
陷入空转之中 。 所以 《明史 》 说 ：

“论者谓 ： 明之亡 ， 实亡于神宗 。 ”

到了崇祯时期 ， 宦官专权 、 党派纷
争、 贪污腐败 ， 朝廷在根儿上就已

经烂掉了 。 农民起义军揭竿而起 ，

觊觎已久的满清大军趁势进关 ， 明

王朝土崩瓦解颓势难挽。 可笑的是，

有 276 年历史的大明王朝始于农民
起义 ， 终于农民起义 ， 难道不是历

史的必然？

我们当然不会惋惜大明王朝的轰

然倒塌， 但我们应该在一个个历史朝

代的兴替中寻找经验教训， 换言之我

们不仅挖张献忠的银子， 还要寻找那
根染血的绳子 。 试想 ， 如果国家昌

明， 百姓安居乐业， 卖红枣出身的张

献忠怎会成长为山大王？ 是谁让很容

易就满足于 “农妇、 山泉、 有点田”

的农民揭竿而起 ？ 腐朽的封建统治
者， 苛捐杂税多如牛毛， 置百姓于水

火而不顾， 官逼民反理所当然。 “君
视民如草芥， 民视君如寇仇”， 两千

多年前孟子正告齐宣王的话， 振聋发

聩， 只是中国历朝太多的统治者都当
耳旁风， 依然故我， 骑在人民的头上

作威作福， 走马灯一样， 你方唱罢我
登场， 各朝统治若干年， 华夏大地不

断上演着 “兴 ， 百姓苦 ； 亡 ， 百姓

苦” 的历史悲剧。

大西政权是短命的， 只做了短短

两年土皇上的张献忠， 便在凤凰山被
清军乱箭射死。 作为高举义旗的农民

起义军领袖， 在推翻腐朽的明王朝和

抵抗清军入关上 ， 张献忠做出了贡
献。 只可惜， 战争使他嗜杀成性， 最

终走向了灭亡。 好在他还留下了这白
灿灿的银子 ， 让我们钩沉那一段历

史， 使我们警醒： 继承历史的遗产，

不光挖掘一堆银子， 还要寻找一根绳
子， 物质的也好， 精神的也罢， 总之

我们要明了历史的兴衰 、 人事的得
失， 永远牢记， 历史的教训才是最好

的遗产！

■灯下漫笔

嘉庆帝：清代禁烟第一人
□沈 栖

在入主紫禁城的10位清代

皇帝中，嘉庆帝虽说主政了25年，

但影像色素黯淡、史册记载寥寥，

显得有些平庸， 就连禁烟也被后

任道光朝的虎门销烟抢了风头。

其实， 清朝全面禁烟的第一人正

是嘉庆帝。

倘若溯源， 鸦片进入中国始

于唐代贞元年间。 清代开放口岸

通商，鸦片以治疗头痛、失眠之药

用允许纳税进口， 如康熙朝规定

每百斤鸦片征银三两。据《清史纪

事本末》载：雍正朝每年输入中国

鸦片仅200箱（每箱100-120斤）；

到了乾隆后期，政府逐利关税，鸦

片大量倾销， 仅乾隆五十五年已

上升到4000余箱。 鸦片带来的社

会乱象成为了康雍乾“盛世”的B

面。

嘉庆帝一俟继位， 大刀阔斧

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禁烟， 将其列

为治国第一要务。梳理史实，他在元

年就烧了“三把火”———

首先是堵住源头， 禁止鸦片入

关，宣布鸦片贸易为非法行为，予以

严打。 英国商人利用澳门作为鸦片

囤积地，货船偷运至黄埔私行交易，

受到查处，朝廷在福建、浙江、江苏

等沿海筑起“堤坝”，走私鸦片大为

敛迹；其次，在停止征收鸦片税，严

禁鸦片进口的同时， 禁止内地种植

罂粟。 为在流通领域打击鸦片的贩

运和销售， 嘉庆帝谕令驻军介入地

方禁烟，一旦缉获即按律严惩。军政

一体力堵贩售鸦片的流通， 堪为嘉

庆帝首创；再次，颁行吸食者的定罪

条例， 对吸食者严加罪罚， 绝不姑

息。如朝廷官员无论功勋，吸食鸦片

一律革职，杖一百，枷号两个月；太

监枷号两个月，发往黑龙江为奴；百

姓杖一百， 枷号一个月。 ———嘉庆

帝禁烟起步就是三管齐下： 杜绝源

头，遏制流通，吸食罪罚。

值得一提的是， 嘉庆帝始终把

禁烟作为从严治吏的题中之义。 兹

列举嘉庆十九年的一则案例。 广州

驻防正红旗满洲骁校骑兴亮随广东

副都统萧昌进京， 乘公务之便携带

11斤鸦片，入京时被查获。 兴亮被

革去军职，枷号一个月，发配新疆；

萧昌虽不知情，却以失察罪惩处；广

州将军本智用人不当和粤海关署督

祥绍疏于管理，两人殊属疏纵，均交

兵、吏部议处，按责处理。 此案在朝

野形成了超乎想象的威慑力， 禁烟

效果昭然。

人们对乾隆朝马戛尔尼使华

不欢而散的逸闻耳熟能详。 其实，

嘉庆朝同样发生过一场中英纠葛。

嘉庆十三年，英国以武力侵占澳门

后，于二十一年，乔治三世派遣阿

美士德使团来华， 自恃武力威胁，

就改善英商地位、税收待遇、开放

广州以北通商口岸等要求提出谈

判， 其根目的是要恢复鸦片贸易。

嘉庆帝对鸦片祸患早已深恶痛绝，

倘扩大中英贸易岂不是为鸦片再

次泛滥华夏提供绿色通道么？ 结

果，阿美士德使团铩羽而归，清朝

赢得了外交上的一场胜利。 而受挫

的英国人之后筹划以另外的渠道

进入中国市场， 即发动了鸦片战

争，英国称之为“通商战争”。

为巩固禁烟的成果， 嘉庆二十

年正式颁布《查禁鸦片烟条规》，对

贩售罪、走私罪、失察罪、诬告罪等

刑责一一作出了具体规定， 并增加

了举报、禁毒有功的奖励细目，使清

代的禁烟向法治化迈出了坚实的一

步。

■私人相册

初春，在父母屋里小住
□任炽越

初春， 因房子装修， 我去

近在咫尺的父母亲屋里暂住。

父母亲的房子就在我住宅的后

面， 从二楼的窗口能看到我家

的后窗。

母亲在世前， 常常倚在窗

口， 看我屋里的人影幢幢， 作

出自己的想象。 我去时， 母亲

有时会根据“遥看” 的情况，

向我描述我家的生活状况， 往

往因牛头不对马嘴， 引得我俩

哈哈大笑。

父母亲是十多年前从老宅

搬来此地居住的， 俩老在这间

屋里度过了人生最后的阶段。

搬来前， 我请人帮他们将房子

装修了一番， 姐姐们还特地帮

父母挑选了一套合适的家具。

在装修过程中， 我充分征求父

母的意见， 以满足他们老年生

活的需求。 虽然房子不大， 但

我们看到父母亲在屋中过得平

和适意快乐， 让我们做儿女的

倍感欣慰。

父亲去世后， 母亲又在这

间屋里独自生活了三年， 晚年

时， 我们做儿女的轮流陪着她，

让她始终生活在家人的亲情之

中。 在陪伴母亲的日日夜夜中，

可能由于把关注都沉浸在母亲

的身体健康上， 我们没有感觉

到屋里生活设施的不方便， 也

没听到母亲因生活施施不方便

而产生的怨言。

但这次我在这屋里住下后，

没过几天， 就感到一些生活设

施的不便之处， 特别是我现在

也步入老年， 一些设施在使用

时甚感不适。

住下后的第二天早上， 我

在台盆前洗漱， 感到台盆又小

又低， 洗脸时人低下去， 十分

吃力， 手拿着毛巾擦脸， 舒张

不开， 毛巾上的水滴都顺着衣

袖淌进了手臂里， 我只好直起

腰， 绞干毛巾， 把脸擦了几遍。

我想当时母亲蛮胖的， 她弯腰

低首可能比我现在更不方便，

但从没见她说起洗脸时的“不

舒服”。

有时我早晨赶过来给她喂

药， 总见她笑呵呵的弯腰低头，

用毛巾把脸洗上两遍， 手指粘

着雪花膏， 慢慢走到厅里的桌

前， 把雪花膏抹在脸上， 用掌

心擦得满屋暗香浮动， 没见她因

洗脸不方便而有任何的不快。 而

当时， 我站在旁边， 在她一连串

洗脸的连贯动作中， 也没看出任

何的不谐调。

一连几天， 我在卫生间里洗

脸、 上厕所， 进出的时候， 有时

有一种人站不稳， “斜” 的感

觉。 开始我以为是因装修房子的

疲劳所引起， 谁知一天下午午睡

起来， 精神十足的去卫生间上厕

所， 人站在马桶前， 也竞有站不

稳的状态， 我朝地面一看， 发现

卫生间的地砖铺得向“落水” 一

边倾斜得非常明显， 装修师傅为

让水流得顺畅， 有些矫枉过正

了。

这一发现， 让我很惊讶， 我

不能想象年老的父母亲， 特别是

晚年高龄体弱的母亲， 每天多次

进出卫生间， 是如何克服因这

“斜” 而引起的不适的。 也许，

因长期的“斜”， 他们在日常生

活中也麻木了、 习惯了？ 我更无

法判断母亲晚年的那次骨折， 是

否与卫生间的“斜” 有关！ 我无

法再想下去。

小住了一周后， 那天晚上我

洗了个澡。 脱了衣服跨进浴缸，

顺势坐下后， 发现浴缸一下子变

得狭小了， 人坐在里面， 身体左

右都被“夹” 住， 两条腿也无处

安放， 身体好几个地方的肌肉都

抽起筋来， 浑身无法动弹。 我屏

住气， 静息了一会， 肌肉痉挛才

渐渐缓解， 匆匆用莲篷头冲了全

身后， 我用两手撑住浴缸边沿才

慢慢站了起来。

我这时猛然想起， 老年以后

的父母亲为什么冬天洗澡不多的

原因。 我不算太胖， 洗个澡尚且

这么艰难， 比我胖许多、 年老许

多的父母亲， 在这狭窄的浴缸

中， 如何坐得下， 起得来。

这几年， 老年人生活持续改

善， 无障碍养老理念逐浙深入人

心， 适老化改造也在不断扩大，

但如何发现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

的种种“障碍”， 要先消除在与

老年人沟通了解中的无形“障

碍”。

我们每一个儿女都应从扫除

自己父母的生活“障碍” 做起，

让我们的老年人在无障碍的环境

中快乐生活！

■并非闲话

没有任何

权利浪费
□石 路

日前， 去一家单位食堂就餐， 看

见湿垃圾桶有不少饭菜， 心想 “光盘

行动” 由来已久， 为何仍如此浪费？

是习惯， 抑或无奈？ 不得而知。

我们说， 勤俭节约， 自古以来就
为国人所提倡。

明末清初著名理学家 、 教育家

朱伯庐在 《朱子家训 》 中曰 ： “一
粥一饭， 当思来处不易； 半丝半缕，

恒念物力维艰。”

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所作 《咏

史》 曰： “历览前贤国与家， 成由节

俭破由奢。” 这些都告诉我们要时刻
珍惜衣食， 常思节约之事。

每年 10 月 31 日是世界勤俭日，

你知道吗？

它最早在 1924 年举办的第一届

国际储蓄银行大会上由一位意大利教
授提出并最终于 2006 年联合国确

立。 该节日旨在号召人们勤俭节约，

进而促进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曾讲过一件媒体报

道过的事： 一所大学食堂的垃圾桶里
经常有白花花的馒头和米饭， 清洁工

看着心痛， 就捡起来再吃。 总书记语
重心长地告诫大家： “即使生活一天

天好了， 也没有任何权利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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