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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运”一词最初源于《诗经》，在《国
风·桃夭篇》中原文是这样说的：“桃之夭夭，
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
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
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室人。”这首诗描
写的是女子出嫁时的情景。用桃树的果实
累累、枝叶茂盛比喻将来的后世子孙人丁兴
旺，这样的女子婆家自然满意。所以古人在
赞美、祝贺婚姻时常说“既和周公之礼，又符
桃夭之诗”，就是出典这里。这大概是“桃花
运”一词比较官方的来历。

关于“桃花运”还有一个山寨版的传说，
说的就是诗人崔护的故事。那首耳熟能详
的《题都城南庄》就是诗人记录的自己一段
情感经历：“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
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
风。” 摘自《读友报》

列宁出生于1870年，1924年去世，官方传
记中只提到他拥有俄罗斯、德国和瑞典血
统。在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最近的一次展
览上，一个尘封已久的秘密浮现：列宁的外祖
父是犹太人，这表明列宁本人有犹太人血统。

1932年，列宁的姐姐安娜·乌里扬诺娃给
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此次在展览上被展出。
安娜在信中称，列宁的外祖父出生于一个贫
穷的犹太家庭，洗礼证书上的内容显示外祖
父是摩西·布兰克的儿子，而布兰克出生于乌
克兰。安娜在信中还说，列宁“对犹太人评价
很高”，她催促斯大林将列宁的犹太背景公开，
并认为“对群众隐瞒这一信息是不对的”。斯
大林并没有这么做，反而命令安娜保守这一
秘密。几年后，斯大林开始清理革命领导者
中的犹太人。 摘自《文史参考》

40 多年来，为了治疗咳嗽气闷，陈老汉
喝下差不多1512升（约1.5吨）汽油和煤油。

尽管陈德均身体不好，但他的生活还是
能够自理。陈老汉回忆，1969年上半年突然
生病，除了咳嗽，还感觉心慌气闷，全身没气
力。他在当地医院看了多次，都没有好转。
后来听人说喝煤油有效，他便找来煤油尝试，
结果竟出人意料，不仅感觉到身上好受多了，
咳嗽的症状也大大缓解。

老人告诉记者，从他喝煤油的那一天到
现在的42年间，装油的壶换了无数个。10年
前，由于煤油越来越少，他便尝试喝汽油。让
他感到满意的是，汽油效果比煤油更好，而且
口感更纯正。

重庆红楼医院普外科专家现场检查发
现，老人除了有明显的肺气肿外，血压 130/
80 毫米汞柱，脉搏 90 次/分钟，其他基本正
常。至于煤油汽油直接浸入人体40多年，为
什么没有危及他的生命或身体健康？消化科
专家冯小霞副教授认为，正常人根本无法承
受，但老人却喝上了瘾，说明他的身体已产生
耐性。 摘自《读友报》

近期，南海紧张局势引起各方高度关
注，中国的“核心利益”一再受到挑战。社科
院国际问题专家叶海林发表评论文章表示，
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应划定红线。

中国与东盟国家签订的《南海各方行为
宣言》（下称《宣言》）如今已是名存实亡。说
其亡，是因为不断有国家用经济、法律乃至
军事手段改变南海现状。部分国家甚至打
算另起炉灶，用所谓的“东盟南海行为宣言”
将其取代。叶海林分析认为，《宣言》只有一
个原则，即“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
发”，却没有对原则不被遵守的时候应该怎
么办作出细化的规定。就是说，“它规定了
这个事我们应该这么干，但它没有规定说，
这个事如果你不这么干的时候，我会怎么对
付你”。所以，“现在该是中国给南海划定红
线的时候了”，“‘红线’的意思是说只要踩
了，脚就有被砍掉的危险”。

海军少将尹卓也指出，在主权问题上，
必须强调“主权在我”，《宣言》不能成为“只
有中国单方面遵守的一个协定”。叶海林表
示，主张用经济手段维护红线的尊严只不过
是诸多对策之一，决不意味着排斥其他选
项，特别不意味着排斥对等的军事选项。

摘自《南方都市报》

中国历史上各个王朝对官员的私生活，即
个人生活，一般都要予以密切注视。不仅对官
员的“公德”，而且对其“私德”，即个人日常生活
中表现出来的道德品质，也都实行严密监管。

宋代吕本中《官箴》一书，就是适应这种需
要而编写的。书中开头写道：“当官之法，唯有
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
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
援。”自宋代至清代，这段话都是官员的座右铭。

逛古玩铺 也属违法行为
官员不准去古玩铺，这是清朝对他们的禁

止性规定。原来，对官员形形色色的贿赂中，有
一种贿赂叫“雅贿”，即给官员送字画、古董等，
既可达到行贿目的，又显得“高雅”，便于官员接
受，也不易被察觉、查处。“雅贿”多借古董商之
手进行。

古董商将名贵字画或稀世之珍的古董三文
不值两文“卖给”官员，再由行贿者跟古董商按
实际价格结清货款。这种方式的行贿，非常诡
秘。对古董店的猫腻，朝廷不是不知，为防范和
杜绝“雅贿”——当然完全杜绝是做不到的，清
朝禁止官员出入古玩铺。

清代刘声木《苌楚斋五笔》记载：咸丰年间，
当时有一个侍郎（“副部级”官员），偶尔至北京
琉璃厂坐坐，即遭御史弹劾，丢了官职，赋闲在
家。不仅如此，还被众人唾弃。

据此书说，光绪皇帝以后，情况大变。清朝
军机处官员、尚书、侍郎等人，就不是逛古玩店
了，而是“自开古玩铺、碑帖店，自题店招牌，公
然出入其间，肆无忌惮”。向他们行贿的人，有
的自称“门生”，孝敬他们的银子称“太平钱”，还
有什么“点心钱”等等。“廉耻道丧，实始于此”。
刘声木认为，清朝败亡，未尝不由于官员经商、
腐败，并非由于一人愤而振臂高呼，而是由于

“万众皆叛也”。
嫖娼被捉 终生不得录用
明代对官员的私生活管得很严，禁止使用

官妓，禁止嫖娼。明太祖朱元璋还现身说法，劝
导官员不要为“声色货利”所惑、所累。

明代陆容《菽园杂记》说起明朝超过前朝的
几大方面，其中之一便是革官妓、禁宿娼：“本朝
政体，度越前代者甚多。其大者数事……前代
文武官皆得用官妓，今挟妓宿娼有禁，甚至罢职
不叙。”

官员嫖娼，在唐、宋、元三朝，都不算多大事
情，但在明朝，是要丢官且永不录用的。

明代王錡《寓圃杂记》写道：“唐、宋间，皆有
官妓祗候，仕宦者被其牵制，往往害政，虽正人
君子亦多惑矣。至胜国时，愈无耻矣。我太祖
尽革去之。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虽遇赦，
终身弗叙。其风遂绝。”唐、宋官妓害政，元朝尤
其如此。明太祖革除官妓，而且规定官吏嫖娼，

罪下杀人一等，虽然遇到大赦，也终生不得录
用。由于明朝以严刑峻法治理嫖娼，一时竟也

“风清弊绝”。
喝公家酒 也会喝出罪来
古代公家的酒，官员们不是想喝就能喝，不

是想喝多少就能喝多少，不是想喝“极品”就能
喝“极品”，不是想送人就能送人。有的官员贪
杯，而又公私不分，就会喝出罪来。

宋代王銍《燕翼诒谋录》中记载：宋初定规
定州郡官库贮存的公酒，是专门用来馈送往来
的官员，与上任、罢任的官员，供他们换成银钱，
充作旅费。官员们若要讲“睦邻之好”，拿公酒
送给邻州邻郡的官员，邻州邻郡的官员回赠以
公酒，都是可以的。互相送公酒，一手送出去，
一手收进来，收到公酒后，若是以为是送给自己
享用的，那就大错了，那仍然是公家的酒，务必
要交还国库。

宋朝治平元年，凤翔府知府陈希亮就是在
公酒问题上栽了跟头。他向有关部门自首，承
认曾私自喝掉了邻州馈赠的公酒。朝廷对其处
理是贬为太常少卿。宋朝严令禁止私自喝别的
官员赠送的公酒，公酒必须全部上交国库。有
个名叫祖无择的官员，也因为私自将 300 小瓶
公酒送给亲戚，被免去直学士的职位，以“散官”
（有官名而无固定职事的官员）安置。

摘自《读友报》

北京紫禁城后宫的御花园是在明永乐年
间与整个皇宫一起筑建的，面积 12000 多平方
米，其园内的建筑物和古树，多是五百多年前
的旧物。

御花园中的石子甬路，辗转相连，纵横南
北，遍布全园。在石子甬路上约有用五色匀称
的石子组成的九百多幅图画，称为“石子画”。
然而在众多石子画中，有几幅既奇怪又诙谐幽
默，很难让游览者理解。

众所皆知，紫禁城中的皇帝，是任何人得
罪不起的。然而，在御花园西北角的石子甬路
中，至今仍保存着四幅石子画，竟胆大包天地
戏弄皇帝。

第一幅画是皇帝头上顶着一个花瓶，跪于
搓衣板上，两只手撑地，一宫女竟骑在皇帝的

背上嬉戏。第二幅画是皇帝头顶小板凳，跪
在搓衣板上，向骑在身上的宫女求饶，宫女却
手持扫帚痛击皇帝。第三幅画是皇帝头顶一
只陶盆，双膝跪在一女子前。第四幅画上的
皇帝则是骑着马落荒而逃，一女子穷追不
舍。这些石子画的嵌砌位置正好是在皇妃们
居住的西北角旁边，也正是皇帝大驾光临之
地。相传每逢皇帝与后妃游走在石子路时，
均是后妃们行走在其上，而皇帝则常躲着走
在旁边，也有传说这些画是某个皇帝惧内的
写照。

对这些戏弄皇帝的诙谐幽默的石子画，多
年来老北京百姓怎么猜测议论的都有，至今它
仍是紫禁城众多奇闻逸事中的未破解之谜。

摘自《北京日报》

父亲在家庭教育中缺失会导致哪些问
题？专家指出“严母慈父”会使孩子心灵扭
曲，家庭教育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亲密平
等、建设性的亲子关系。

父亲缺失后果严重
古话说“子不教，父之过”，但是，即便在

过去，父亲在家庭教育中也是缺失的，历史上
只留下“孟母三迁”或“岳母刺字”这样的故
事，并未留下父亲教育的经典，现在也是如
此，家长会往往成为“妈妈会”。

国内一项调查表明，八成家长认为教育
子女最主要的是家庭的责任，有六成的母亲
在家庭教育中独当一面，父亲真正起主导作
用的不超过 15%，由父母共同承担教育责任
的只有一成。

父亲在家庭教育中“若隐若现”、母亲付
出很多，这样对子女教育的不均衡，会导致严
重后果。

父亲为何不可缺少
为何母亲不可以取代父亲？因为父亲和

母亲对子女的影响是不同的。男性总体上比
女性粗心，他们更多地提供孩子成长的“主
干”，母亲的细心则提供了枝叶与养分，只有
粗细结合，孩子这棵“树苗”才会长得主干挺
拔同时枝繁叶茂。

有位女大学生快毕业了，但她不知道自
己今后该与男人还是女人一起生活，她并非双
性恋，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她的性别认同感没
有建立。这则病例说明，父亲的缺失会让孩子
的性别认同出现问题，也就难以适应社会。

家庭教育应“宜粗不宜细”，分清“主干与
分支”，不可本末倒置，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是
相辅相成的，教育是父母双方的责任，父亲不
要放权，母亲也不应争权。 摘自《读友报》

蒋介石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他
在南京卜选自己百年之后风水宝地的事儿，
一直是秘闻级故事。实际上，这在当时确实
发生过，不少民国要人、学者的笔记中都有
记录。

蒋介石相中紫金山之阳
在南京紫金山南麓，孙中山的陵寝与朱元

璋陵寝之间，有一座很特别的建筑——正气
亭。此处即是当年蒋介石选中的墓地，因系未
来的陵寝所在，特筑亭标志。

蒋介石为何相中了位于紫金山之阳的正
气亭所在？原来，此处特别符合蒋介石的

“政治需要”。蒋曾对幕僚表示，希望自己百
年之后也能安葬在中山陵附近，永远陪伴总
理。但墓址的地理位置有讲究，当年蒋介石
自诩比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高明一点，葬地
应高于明孝陵；但不能和孙中山先生相比，
墓址应低于中山陵。“正气亭”所在地正合乎
此标准。

正气亭实为风水先生所卜？
蒋介石选择紫金山墓地还有另一种说法，

是风水先生的杰作，由一名来自浙江奉化老家
雪窦寺的名僧太虚相中的。

太虚是蒋家的座上宾。在民国政府迁回
南京后，蒋介石刚好60大寿，自觉年岁渐老，遂
开始考虑选择一块墓地。于是，与蒋家缘分不
浅的太虚被请到了南京，秘密执行蒋介石交代
的陵寝卜地事宜。

雪窦寺长老太虚法师在紫金山看了一遍，

最后选中了中山陵同明孝陵之间的一处，这地
方虽在紫金山的半山腰，但仍可瞰视南京全
景。太虚法师看定后，对蒋介石说：“地理之秘
诀，东汉时说形势，西汉时说星辰，今人只知说
势，吾人所见不同，发现山川之秘。”太虚继续
说道：“吾观梅花山，其龙穴在中山陵与明孝陵
间。紫金山周边各山势大小远近相趁，虎踞龙
盘，左辅右弼有天门地户。其天关地轴，拱卫
紫垣。虽不能保蒋家江山万世，也使你蒋家福
寿绵长。”

正气亭原来是“镇气亭”
蒋介石听后大喜。太虚法师又说：“我今

已说破天机，龙穴已动，公当在中山陵、明孝陵
间盖一亭，谓之‘正气亭’，可将龙镇住。”“正”
即“镇”也，正气亭即“镇气亭”。

数日后，蒋以寻览钟山名胜为由，扶杖登
山，远眺天阙，见太虚所示之处，山川之胜，林
壑之美，他处无法相比。又见此处既高于明孝
陵，又低于中山陵。东为紫霞洞，西为独龙岗
宝球峰，下为“忠烈塔”，四周环境幽雅，悦人心
目，遂下令开建。

是年秋，工程告竣。蒋介石看了，很是高
兴，命名为“正气亭”，并亲笔题写亭名。这3个
字用锱金阴刻于亭正面横眉上。两旁抱柱联
亦为蒋介石亲笔所写。联文为：“浩气远联忠
烈塔；紫霞笼罩宝珠峰。”落款为：“蒋氏中正。”
亭后砌有花岗石挡土墙，墙中央竖有碑刻，碑
文是由孙科撰写的“正气亭记”。

摘自《读友报》

古代被严管的官员私生活古代被严管的官员私生活

故宫里有四幅诙谐的石子画

企望以此占住龙穴 确保蒋家江山万世

蒋介石秘选紫金山墓地

严母慈父会使
孩子心灵扭曲

42年来重庆老人
喝下1.5吨燃油

列宁有犹太血统

“桃花运”
借“花”喻情

社科院国际问题专家叶海林称：

中国应给
南海划定红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