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

4

ＸＩＮＹＡＮＧＲＩＢＡＯ

旧闻新读
２０13

年
8

月
30

日星期五 责编：余保钢审读：郭靖组版：邱夏

声 明

●

兹有扶私娥所有的房屋坐落于羊山
一街，其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为信房权证私
字第

000635

号， 混合结构壹套， 建筑面积
47.65

平方米），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声明人：扶私娥
2013

年
8

月
28

日
●

兹有张才涛的豫
S2B085

号小型
轿车， 车架号：

770476

， 发动机号：

CB326723

，其车辆购置附加税完税证明
（证号：

11411633420

），因不慎丢失，特声
明作废。

●

兹有信阳中视高龙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副本不慎丢失， 证号：

411502000004027

（

1-1

），特声明作废。

信阳中视高龙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13

年
8

月
27

日
●

兹有方军的河南省烟草专卖检查
证（编号：

41T339

）和河南省烟草专卖执
法证（编号：豫

N39-0280

），因不慎丢失，

特声明作废。

●

兹有信阳市景福堂大药房光山分店
行政公章壹枚，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通 知

信阳技师学院（信阳高级技工学校）卢建平同志：

根据《信阳市财政供养人员“吃空
饷” 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意见》（信纪
发〔

2013

〕

12

号）文件精神，请于本通知见
报之日起十日内到单位办理相关手续，

逾期未归，单位将按有关规定处理。

特此通知
信阳技师学院

2013

年
8

月
27

日

公 告

陈书同志：

你自分配到我单位，长期脱岗，无故旷工至今，且无法联系，按上
级清理“吃空饷”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请于

2013

年
9

月
15

日前回单
位报到，逾期未到岗视为自动离职，单位将按有关规定处理。

特此公告
信阳市河区卫生监督所

2013

年
8

月
30

日

记

明

末

的

一

次

集

体

决

策

崇祯十七年（

1644

年）正月十九，一次影响了整个中国历
史走向的长达整整两个月之久的集体决策在北京紫禁城里拉
开了帷幕。

决策背景：

18

天前，正月初一，闯王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国号
大顺。

11

天前，正月初八，李自成统大顺军主力由西安出发，开始
了向北京的最后进军。而此时，北方的明军已经被李自成基本扫
荡干净，最后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是吴三桂指挥的数万辽军，正
在镇守山海关外仅剩的重镇宁远， 抵御着明王朝另一个强大的
敌人———满清。

决策者：主要领导崇祯皇帝，参与者明朝群臣。

决策总议题：国破山河在，如今怎么办？

决策议题一：要不要调吴三桂部进关勤王？

这个问题其实答案是很清楚的。除了吴三桂部，明朝在北方
根本无兵可用。如果连北京都失去了，王朝都灭亡了，对明朝而
言，守着宁远又有什么意义？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但丢弃了这么
多土地和人民，谁来负责呢？这才是这次集体决策的第一个焦点。

首先是领导发言。崇祯一开始试图在责任问题上彻底装糊
涂， 说只要调吴三桂和他最精锐的五千骑兵进关就可以了，关
外“余兵尚多”，未尝不可以支撑局面，因此不存在什么失地弃
民的问题。同时他又示意大臣们主动承担责任，说“此等重大军
机应行与否，原应先生每（们）主持担任，未可推诿延缓误事。”

然而，大家谁也不傻。吴三桂部虽然名义上有数万之众，

但其中真正的核心力量也就是那五千精兵。主帅走了，精锐走
了， 人心动摇了， 剩下那些滥竽充数的杂兵哪里还能守得住
城？别看皇上现在在这里打马虎眼，把问题说得轻描淡写，一
旦出了事，这些“主持担任”的“先生每（们）”可就难逃其咎了。

于是，首辅陈演当即冠冕堂皇地声称：“一寸山河一寸金，

锦州告急，宁（远）兵万不可调。”在随后的回奏揭帖里，大臣们
又说：“倘（吴三桂部）一旦调去，其余皆分守各城堡之兵，未必
可用也……万一差错，臣等之肉其足食乎？此真安危大机，臣
等促膝密商，意旨如此，实未敢轻议也……臣等迂愚无当，诚
不敢以封疆尝试，伏乞圣裁！”一脚把球踢回给了崇祯。而最终
把这层窗户纸揭穿的，是兵部尚书张缙彦，他说：“三桂之调不
调，视宁远之弃不弃，两言而决耳。”

眼见马虎眼打不了了， 崇祯只得硬着头皮做出了决策：

“收守关之效，成荡寇之功，虽属下策，诚亦不得已之思。”这时
已是正月下旬，李自成主力已经渡过黄河，深入山西境内。

可是，尽管领导有了倾向性意见，但集体决策的程序还没
有完，责任仍没有完全撇清。首辅陈演为了把责任推个一干二
净，再次召集更多的大臣廷议，意在分担责任。廷议通过后，他
还不放心，要继续扩大集体决策的范围，要求“请行督、抚、镇再
议宁远弃后关门作何守法？军民作何安顿？总欲完其不敢任之
局也”，就差没搞个全民公决了！也许是这种推卸责任的想法也
正中崇祯下怀，他竟然也同意了这个荒唐的意见，下旨“差官前去，及取回奏”。地方督抚
分处各地，文书信件一走就是好几天，来来回回，决策程序是彻底没完没了了。

可是，李自成是不等人的。三月初六，大顺军主力已经连克宁武、大同，进抵河北
宣化，奔居庸关而来。崇祯这才终于坐不住了，不再“集思广益”，下诏封吴三桂为平西
伯，并要求他放弃宁远入京勤王。然而，你们这些决策者的责任总算扯清楚了，人家执
行者的责任可还没弄明白呢。你是让吴三桂放弃宁远，可没有让他把关外几十万老百
姓都扔掉吧？若是吴三桂自己带精兵昼夜兼程入京，而导致老百姓或是后卫辎重被清
兵追杀受损的话，谁知道北京城解围之后会不会有人跳出来告“平西伯”一状呢？于
是，吴三桂慢慢悠悠地收拾行装，三月初十才带着几十万军民缓缓离开宁远，而且是
亲率精兵殿后，保护百姓辎重万无一失，每天行路不过

50

里。等到三月十九李自成进
入北京的时候，吴三桂才刚进山海关……

决策议题二：要不要把首都南迁？

当然，要说崇祯和明朝群臣只知束手待毙也是不客观的。就在为要不要吴三桂进
关一事“广开言路”、“畅所欲言”之际，他们也在同时讨论另一个备用方案，即要不要
把首都南迁。

应该说，与困守孤城相比，南迁对崇祯而言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出路。当然，南迁之后
可能会出现南北朝的局面，但这总比亡国好吧？因此，这个问题其实也不难回答。可是，一
旦要决策，涉及责任，问题就又来了。虽说当南宋比亡国强，但毕竟当南宋也很不光彩啊！

谁来当宋高宗？谁来当秦桧呢？聪明的人们很自然会想，最好是别人来当，我不但不当，而
且还要“义正辞严”地痛斥他们一顿，显示出我的“傲然风骨”，然后再万不得已地被他们
“裹挟”而去……一个人这样想，可能确实是好主意，可是如果所有人都这样想呢？

第一个这样想的就是领导本人。其实早在崇祯十五年（

1642

年）他就动过这个念
头。虽说早有此意，但皇上自己是万万不会做宋高宗的，他“恐遗恨于后世，将俟举朝
固请而后许”，坐等有人出来当秦桧。

可是，在连放弃个小小宁远的责任都没有人愿意承担的朝廷上，又有谁愿意来当
秦桧呢？面对南迁之议，大臣们一个个唯唯诺诺，就是没有人敢说放弃北京的话。应该
说，在明哲保身方面，明朝的大臣们是强中更有强中手。终于，代帝亲征的大学士李建
泰想出了一个高招———皇上可以坚守北京，而自己“愿奉皇太子南去”。这一招着实把
崇祯憋了个半死———北京丢了，自己送死，儿子当皇帝。北京不丢，也是孤城一座，毫
无实力，儿子分分钟可以效仿当年唐肃宗，自己在南京称帝。而不论哪一种情况，这帮
大臣都一点事没有，不仅不担丢失北京的责任，而且还要成为拥立新皇帝、再造社稷
的大功臣……这不是开玩笑吗！崇祯皇帝带着一肚子怨气，愤愤不平地说：“朕经营天
下十几年尚不能济，哥儿们孩子家做得甚事？先生早讲战守之策，此外不必再言。”比
李建泰更强悍的是给事中光时亨，他慷慨激昂地大骂“李明睿南迁为邪说”，坚决要求
死守北京，俨然是当年李纲、于谦再世，要跟这些新时代秦桧势不两立。

有这样的“忠贞之士”在朝，还有谁敢当宋高宗、秦桧？于是南迁之议与吴三桂进
关一样，一而再、再而三的议而不决。直到二月底、三月初，大顺军南路刘芳亮部沿黄
河北岸进军从南面包抄北京，切断了崇祯南逃之路，才帮助明朝终于完成了这次集体
决策，崇祯在绝望中哀鸣道：“国君死社稷，古今之正。朕志已决，无复多言。”

一次精彩纷呈的集体决策就这样结束了。故事的结局是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晚，

大顺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把自己挂在了皇宫后面煤山的一棵树上。貌似在这次集体
决策中崇祯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但其实也不见得，他至少成功做到了一件事，就是
把自己亡国的责任推了个干干净净———“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而后世居然还
有不少人真的相信了这一点。他之所以落到这样一个可悲的结局，只是因为他不巧自
己是大老板，从而在没有责任的情况下还不得不委屈地承担全部后果而已。

这次集体决策对我们的借鉴意义是极为深刻的。决策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呢？

明末腐败堕落的官场当然不能辞其咎。“明季士大夫”是著名的“问钱谷不知，问甲
兵不知”，只知道八股教条和党同伐异。遇到利益就上，遇到责任就退，是他们的座右铭。

在上述集体决策过程中，这些士大夫们的丑恶嘴脸已经暴露无遗，无需再赘述了。

然而，要与大臣们负同等责任，甚至更大责任的，是崇祯皇帝本人。尽管官场黑
暗，但明朝原本也不是没有敢担责任的人，只不过这些人承担责任的勇气都让崇祯给
打压下去了。俗话说“上行下效”，崇祯作为最高领导，带头推卸责任，不敢决策，拉着
一帮大臣来集体决策，替他背黑锅。他又怎么能怪手下那些大臣一个个向他看齐，也
来推责任，拉更多的人来一块集体决策呢？ （据《学习时报》张剑锋

/

文）

许世友秘书回忆性情将军真实一面

世人传说许世友办公桌上放着一把手枪，谁进门不报告，他甩手就是一枪，曾经打死过好几个老婆。这是谣传

被残酷环境所拆散的结发妻子
许世友一生结过三次婚， 在战争年

代复杂残酷的环境下，他的三任妻子，或
散或离或白头偕老， 没有一个是因为进
他的办公室不报告而被他打死的。

许世友的结发妻子叫朱锡明， 和许
世友是同乡。朱锡明

1901

年生，比许世友
大四岁。贫苦人家出身的朱锡明，勤劳、

能干，又天生丽质，早被许世友的母亲看
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在母亲的操
办下，许世友按照家乡的习俗，雇一顶简
陋的花轿和几个吹鼓手， 把朱锡明热热
闹闹地娶回了家。

许世友的蜜月只过了三天， 就接到
作战命令， 告别了母亲和新婚的妻子上
了前线。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许世友只
能偶尔在深更半夜回家与妻子小聚。

后来，许世友参加了黄麻起义，随起义
队伍离开了家乡。再后来，随红军长征队伍
到了陕北。 许世友和朱锡明共生了三个男
孩，前两个都夭折了，第三个男孩叫许光。

许世友离开家乡后， 音信全无。后
来，家乡传说他在战斗中被打死。为了不
让儿媳独守空房， 深明大义的许母左劝
右劝，最后自作主张，把朱锡明改嫁给了
一个老实本分的庄户人家。 而许世友随
部队出征不久， 就听到了反动武装对革
命家属进行疯狂报复， 母亲被迫离家逃
难，妻子和儿子被杀害的传言。因误听传
言，许世友后来重新组织了家庭。

花开花落，春去秋来，一晃几十年过
去了，许母的头发全白了，老人家盼儿子
的心也死了， 她不再幻想许世友能活着
回到她身边。就在这时，全国解放了，许
世友作为山东省军区的司令员， 他的名

字登在了报纸上。

朱锡明得知许世友还活着， 不禁悲
喜交织。 喜的是自己日夜思念的亲人还
活着，悲的是自己已另嫁他人。后来，许
世友把母亲接到济南居住， 每当老人向
许世友提起儿媳朱锡明如何孝顺贤惠，

如何遵从婆婆之命改嫁他人的往事，许
世友就会唏嘘不已。

受“张国焘路线”牵连而分手的第二任妻子
许世友的第二任妻子叫雷明珍， 四川

达县人，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战士。雷明珍
好学上进，工作大胆泼辣，长征到达陕北后，

被中央组织部分配到延安县担任妇女部长。

许世友到达延安不久， 便对雷明珍
产生了好感。经人介绍，两人相知相爱，

在延安举行了婚礼。 婚后， 两人互敬互
爱，感情很深。细心的雷明珍还把部队宰
羊后丢弃的羊毛收集起来，搓成毛线，给
许世友织了平生第一件毛衣。

天有不测风云， 没料到许世友和雷
明珍的这段美好的姻缘， 却因为许世友
在清算“张国焘错误路线”中受到牵连和
雷明珍一时的冲动而散伙了。

1937

年初， 许世友所在的红军大学
(

后改为抗日军政大学
)

， 从保安迁到延
安。抗大在清算“张国焘路线”时，一度出
现了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把红四方面军
在抗大学习的高级将领， 与张国焘的错
误联系在一起批。把红四方面军的学员，

一个个整得灰溜溜的，抬不起头来。许世
友对此倍感委曲。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们走！”

政治上还不够成熟的许世友，此时竟然萌
发了串联在抗大学习的红四方面军的高
级将领秘密出走，回四川打游击的错误想

法，并在暗中作准备工作。事情败露后，许
世友等红四方面军的数十名高级将领，被
关了起来，并被戴上“组织反革命集团”、

“拖枪逃跑”、“叛变革命”等罪名。许世友
感到天大的冤枉，但又觉得“浑身长嘴也
说不清楚了”，他把一切看得很灰暗，只求
一死了之。此时，他更加思念自己的妻子
雷明珍，他托人给雷明珍捎去口信，要雷
明珍赶快来见他一面，他要为不能陪妻子
白头偕老而当面致歉。

口信捎出后，许世友日思夜盼，盼来
的却是雷明珍的一封绝情信。 信上说：

“许世友，我恨你，我绝不爱一个反革命
分子，咱俩的事情一刀两断，我坚决要求
离婚，请你签字！”

许世友看完信，顿感五雷轰顶。他怎
么也想不到， 在自己落难需要向亲人倾
诉之时，心爱的妻子竟是如此绝情。这在
许世友这位刚烈的汉子心灵上， 留下了
一生都难以抚平的创伤。

后来，毛泽东亲自纠正了“批张”扩
大化的错误，许世友幸免于难，并重新带
兵打仗。 雷明珍对自己一时冲动而做出
的草率决定追悔莫及， 她多次找许世友
承认错误，希望复婚，可许世友不肯原谅
她。雷明珍后来又请朱德、陈赓、陈锡联
等许世友的老领导和老战友出面调解，

但许世友最终没有原谅她。

相携一生的田普
许世友的第三任妻子田普， 是山东

莱阳人，他们相识相恋在抗日烽火年代。

田普
1922

年生，比许世友小
17

岁。他们真
正是一对琴瑟相合的患难夫妻。 两人
1941

年结婚，相依相伴四十四年，育有两
子四女，白头偕老。

1939

年秋， 许世友调中共华北局党校
学习，不久经朱德推荐，毛泽东批准，调任
山东纵队第三旅旅长。从此，拉开了他在山
东战斗生活

16

年的序幕。 而他的第三次也
是最后一次婚姻，也从这儿拉开了序幕。

1941

年，许世友已
36

岁，却还是独身一
人。因整天带兵打仗，无人照料，他的生活
越来越马虎。许多老部下看在眼里，痛在心
里，私下里商量为他张罗对象。后勤部长高
大山，在根据地的兵工厂里，为他物色了一
个品貌兼优的姑娘， 陪着许世友骑马前去
相亲。到了兵工厂车间大门口，许世友并不
进门，还没等高大山开口介绍，许世友就指
着里面一位正在专注干活的姑娘说：“我看
她就行。”说完，策马而去。

许世友所指的姑娘叫田明兰， 后来
改名为田普， 她正是高大山事先为许世
友物色的对象。当时，正处在抗日战争最
艰苦的岁月，他们之间，没有花前月下的
浪漫，也没有卿卿我我的依恋，而是闪电
般的结了婚。用许世友的话讲，就是“见
面互相问问同意不同意，双方都同意，五
分钟就结婚，痛快干脆。”

许世友和田普结婚后， 为照顾许世
友的生活， 组织上正式安排田普为许世
友的生活秘书。 田普对许世友的照顾体
贴入微，两人相濡以沫四十四年。田普在
回忆许世友时， 曾深情地说：“许世友那
许多传奇般的英雄事迹， 深深地激励着
我，他是我的严师诤友。”而许世友生前
也曾感叹地说：“田普是我一生的忠实伴
侣，来世还要做伴侣。”

许世友的三任妻子没有一个是被他
用枪打死的。

(

据《在许世友身边的日子———我给
许世友当秘书》孙洪宪

/

著
)

杜甫李时珍黄巢洪秀全……

盘点古代“高考”落榜生
在中国历史上， 科举考试自隋朝始

至清朝终，这个古代的“高考”更是令人
纠结，多有失意者。

这些失意者大致分两类， 禁考和落
榜。禁考即被剥夺了考试资格，任你天下
第一，朝廷不带你玩，“起跑线”上没你的
位置，奈何？大诗人李白，就是禁考的受害
者。据说，被禁考的李白，出身颇有些不清
楚，其先祖乃流放西域的罪犯；再者，李白
的父亲是商人，且涉嫌不法。按唐朝律令，

罪犯和商人的后代， 绝对不能参加“高
考”，李白也不能幸免。这种禁考令将很多
人才拒之门外， 唐朝另一位著名诗人李
贺，因其父名晋肃，“晋”与“进”同音，于是
李贺为避父名讳不举进士， 即不能参加

“高考”。 这件事现在听起来不可思议，年
轻的李贺由此郁郁寡欢，

26

岁就故去了。

唐朝另一位大诗人杜甫，“高考”的
命运则与二李不同，二李是不许考，杜甫
是没考上。 但这并不意味着李杜没有才
学，“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从另一
个角度看， 虽说也有不少文学家出自科
举考场， 但那毕竟是为朝廷培养官员的
地方。 也有一次考不上继续多次参考的

落榜生。唐朝诗人张继便是如此，那首流传
千古的《枫桥夜泊》，就是在落榜之后写成。

这似乎是一种反作用力，后来张继终于考上
进士，算是范进中举的一个“正能量”版本。

在落榜生里，杰出人才比比皆是，除了李
白、杜甫、李贺之外，像贾岛（屡举进士不第）、

柳永，写小说的冯梦龙、蒲松龄、吴敬梓等等，

都是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人物。 著名中医药
学家李时珍也是落榜生，他曾三次赴考，均失

意而归， 于是他放弃科举做官之念，笃
志学医，完成了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药物
学巨著《本草纲目》。

还有些落榜生， 别看考试成绩不
佳，却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甚至成
为封建王朝的掘墓人。比如黄巢，屡次
失意于考场，那首《不第后赋菊》就是
在落榜后写的。同是落榜，张继选择了
复考，黄巢却没有那么好脾气，索性揭
竿而起，“我花开后百花杀”了。有意思
的是，曾经考上进士的优秀生皮日休，

居然成为落榜生黄巢手下的幕僚。

清朝是科举制度依存的最后一个
朝代，在这个末世，出了一位比黄巢还
有影响的落榜生。倘若考场过关，此人
可能会当个小官，按部就班地混日子，

近代中国的历史可能会改写。 遗憾的
是，历史没有可能，这位考生屡试科举
不中，便如他的前辈黄巢一样，聚众造
反了，此人便是洪秀全。倘若以科举来
划线，太平天国骨干洪秀全、冯云山、

洪仁都是落榜生； 而他们的对手曾
国藩、胡林翼、李鸿章诸人，皆进士出
身。这个阵容分明的现象值得关注。从
某种意义说，太平天国的创建，与这些
落榜生的经历不无关系， 至少也是一
种蝴蝶效应。

(

据《今晚报》王爱英
/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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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腐跟革命的一点不寻常的关系

豆腐是正宗的中国国粹， 有人说豆
腐应该算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据说是
西汉时的淮南王刘安在炼丹的过程中，

以黄豆汁培育丹苗，豆汁偶与石膏相遇，

成了豆腐。豆腐的发明者是贵族，让豆腐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也是个名门之后，

这人叫李石曾。

李石曾是李鸿藻的公子。李鸿藻是晚
清的重臣，在世的时候，很有点保守的色
彩，总是跟搞洋务的人过不去。但是他这
个晚年得的儿子，思想却新潮得紧，于国
学没有兴趣， 在科举上没有半尺进展，却
早早地就跑到法国留学。学成什么不太清
楚， 让人知道的却是身为贵公子的他，在
巴黎开了一家豆腐公司，比较成规模地让
洋人见识了中国发明的模样和味道。

李石曾在海外多年， 但却始终学不成

洋模样。 身穿西装， 却要扎个中国式的腰
带，走起路来，腰带凸在前面，硬是扎眼，据
说巴黎的银行曾经因为他这身打扮而不让
他进去。李石曾又嗜好大蒜，西服上边的口
袋里，装的不是手绢，而是蒜瓣。这样的中
西结合式的人物， 想到在西方贩卖中国国
粹倒也自然。为了让国粹很粹，李石曾豆腐
公司的师傅和小工，一律是从国内找来的。

那个后来帮助梅兰芳改革京剧的齐如山，

就给他带去了几十位。一路上，这些中国农
民要蹲在坐便器上方便，很是辛苦。

就这样， 洋人们尝到了正宗的中国

豆腐，李石曾的豆腐公司也发了洋财。

发了财的李石曾在政治上却不安
分，因好友张静江的关系，开始资助起孙
中山的革命党来。

据说，只要孙中山方面没钱花了，拍
电报去，

A

字代表一万，

B

字代表两万，

C

字代表三万，钱就从巴黎过来了。

李石曾父亲所忠于的王朝， 多少有
一点他的努力，被推翻了，可惜“民犹是
也，国犹是也”，李石曾只好再接着忙活。

第二件事从后来的结果看， 也跟革
命大有关系， 那就是组织中国青年留法

勤工俭学。成千的有志青年来到了法国，

来到了欧洲，学成什么我们不知道，只知
道这些人中间，涌出了一大批共产党人。

中国人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 就是
由这些勤工俭学的人成立的， 当时叫青
年共产党。

这些在法国搞共产革命的人，后来都
成了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而这些
人留法的基金，一部分就来自于豆腐。

中国人的豆腐，卖到外国之后，就这样
跟两次中国的革命都发生了一点不寻常的
关系。 （据《无所畏与无所谓》张鸣

/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