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起李伯元（字宝嘉），人们自
然就会想到他创作的小说《官场现
形记》。其实，他还是一位出色的办
报人。从 1896年到 1906年，李伯元
在上海先参加了梁启超主编的《指
南报》，一年后，他脱离《指南报》主
编《游戏报》，1901年，《游戏报》停刊
后，他又接着改办《世界繁华报》。

1903年，应商务馆的聘请，他在
办报同时，又主编我国最早的文学
刊物之一《绣像小说》半月刊。晚清
时期，上海报界林立。《申报》《新闻
报》《中外日报》《时务报》等竟有数

十家之多。李伯元所办的报纸，能
常笔录当时社会黑暗、官僚腐败现
状，并进行抨击，另外，他撰写的文
章，“典赡风华、得隽字诀”，颇为读
者推崇。《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
作者吴沃尧说：李伯元“创为《游戏
报》，为我国报界辟一别裁，踵起而
效颦者，无虑数十家，均望尘不及
也”。胡适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记道：
一九零四年，他在上海曾看见过《世
界繁华报》，在同类小报中，该报“文
笔与风趣却称得第一流”。

（据《天津日报》）

李伯元：“小报界之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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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监白米喂鸡受“重笞”万历皇帝喊停“轮转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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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三

全国中奖情况

5712注
7811注
64注

1040元
173元

100000元

玩 法 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

体彩开奖公告
第20283期

排列三 5555
排列五

7777 0000
5555 7777 0000 9999 8888

排列五

奖 级

直 选
组选 6
直 选

体彩开奖公告
超级大乐透第20122期

2929 0808 3535 3434 1919 1111 0606出球顺序

开奖结果 0808 1919 2929 3434 3535 0606 1111

10注一等奖
基本
追加 1注

全国中奖情况

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奖 级

145注 50433元二等奖
基本
追加 40346元58注

280注 10000元三等奖 基本

1751注 3000元四等奖 基本

24566注 300元五等奖 基本

52513注 200元六等奖 基本

合 计 0注
本期奖池奖金：629576538.56元

5812539元4650031元

七等奖 基本 45924注 100元
八等奖 基本 1112660注 15元
九等奖 基本 9384878注 5元

在这本书的影响下，一批批爱
国青年和外国友人奔赴延安，白求
恩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曾在书信中
告诉友人：“要问我为什么去中国，
请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和
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读
后你们必将与我同感。”

延安，吸引了数万有志于抗日的
知识青年们。他们如潮水般接连而
至，其中就包括陈学昭一家和何其芳。

1937 年底，陈学昭一家三口转
移到涪陵避难。丈夫何穆在当地的
一所后方医院就职。这所后方医院
管理混乱。陈学昭此时偶然借阅到
一本《西行漫记》。夫妻二人被里面
介绍的延安所吸引，于是想办法离
开了涪陵，前往重庆联系十八集团
军驻渝办事处。

前往延安的路途遥远辛苦，延安
的生活条件也很艰苦。陈学昭的儿
子此时才 3岁，她带儿子去延安的想
法几乎没有人赞同，连她去延安想要
投奔的对象——张琴秋都不予支
持。但陈学昭“坚决要到延安去”。

而在成都，何其芳等人尝试的
“革命檄文”受到了诸多非难。“我所
接近的那些人，连朋友在内，几乎就
没有一个赞同我的，不是说我刻薄，
就是火气过重。”在这种情况下，何

其芳说，“我到底不是一个艰苦卓绝
的战斗者。我自己还需要伙伴，需
要鼓舞和抚慰。”

“我应该到前线去，即使我不能
拿起武器和兵士们站在一起射击敌
人，我也应该去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而且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这样可
以减少一点我自己的惭愧……”。

1938 年 7 月 21 日一早，陈学昭
不顾众多亲友的反对，携家带口满
怀希望地在成都登上北上延安的汽
车。半个月后的 8月 14日，26岁的
何其芳也与好友卞之琳、沙汀一起
向延安奔去。

去延安是他们一生作出的最重
要的决定，为此他们抛弃了名声、地
位、家庭，抛弃了一切。何其芳在创
作巅峰时期改弦更张，到延安为抗日
救亡呐喊；陈学昭携家带口到延安过

“苦日子”，以近距离观察这个中国最
富朝气的地方，最后选择长居于此。

据统计，1938年 5月至 8月，由
川入陕到达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
多达 2200 余人。为了培养青年干
部，党中央在延安先后创办了抗大、
陕公、鲁艺等 30多所干部学校，在延
安这个革命熔炉中，广大青年逐步
成长为具有坚定理想和革命意志的
无产阶级战士。（据《华西都市报》）

奔赴延安
寻求抗日救国路

4个月内2000余人由川入陕

他们的觉醒
创办《工作》杂志
在成都宣传抗日

《清宫逸事录》中说，一次，道光
前往香山健锐营巡视，发现很多八旗
兵丁的宅院养猫养狗养鸟，那些猫食
狗食鸟食多为小米、鱼肉骨头等，十
分浪费。道光见后十分生气，当即训
斥，并下令 :“即日起，健锐营总统大
臣、翼领、翼长罚俸半年，兵丁俸银、
俸米减半！”

清代雍正皇帝为节约粮食费尽心
思，曾针对剩粥剩饭的处理和浪费粮
食现象，下了两道旨。雍正二年，雍正
下旨:“谕膳房，凡粥饭及肴馔等食，食
毕有余者，切不可抛弃沟渠。或与服
役下人食之，人不可食者，则哺猫犬，
再不可用，则晒干以饲禽鸟，断不可委

弃。”雍正五年，他再发旨，强调“上天
降生五谷，养育众生，人生赖以活命，
就是一粒亦不可轻弃。即如尔等太监
煮饭时，将米少下，宁使少有不足，切
不可多煮”。

清朝节约粮食还体现在禁止烧锅
酿酒上。康熙二十八年，因山海关外发
生旱灾，而“彼处蒸造烧酒之人将米粮
糜费颇多”（民间大肆酿酒而导致粮食
浪费），康熙特命户部侍郎赛弼汉前往
奉天，会同将军、副都统等严加禁止。
康熙五十四年（1715 年），康熙特别召
见直隶巡抚赵弘燮，再次强调严禁烧锅
酿酒，并对失察官员加以重处。

（据新华网、中国新闻网）

道光重罚小米喂宠物 康熙严禁“烧锅酿酒”清朝

在严肃紧张或出现差错的时
候，邓小平的风趣和幽默，往往能起
到活跃气氛、松弛神经的良好效
果。1960 年，邓小平率团参加莫斯
科 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会议。有一
天，在激烈的争论之后，中共代表团
成员回到大使馆的饭厅吃饭。吃饭
时，大家都不说话，气氛很凝重。这
时，邓小平忽然招呼刘晓大使的夫
人张毅，笑着问：“张毅啊，你是江西
人，你知道‘兔子吃鸡’这个掌故
吗？”“什么，兔子吃鸡？”张毅以为听
错了。“对，兔子吃鸡。”“哎呀，小平
同志，我只听说过黄鼠狼吃鸡，可从
来没听说过兔子会吃鸡。”张毅欲忍
住笑却又忍不住，鼓着嘴巴摇头，

“而且还有什么掌故？”“当然有掌
故，此事发生在 30年代。”邓小平含
笑望望大家。大家也都望着他，急
切地等着听下文。

“这事出在陆定一身上。”“是在
延安吗？”有人问。“是在延安，但不
是延安的兔子。是有一次在延安作
报告，谈到托洛茨基什么什么的，他
那个无锡话就糟了。说来说去总是

‘兔子吃鸡’。我们有些同志听完报
告，总是不相信‘兔子吃鸡’，就像张
毅现在一样，边出会场边打听：‘兔
子吃鸡’怎么回事？没听说兔子还
会吃鸡呀……”大家恍然大悟，饭厅
里顿时笑成一片。

（据《天津日报》）

时间回到八十二年前的 1938 年，抗战最艰难的
岁月。这一年，《西行漫记》掀起一股热潮，并在春夏
达到高峰。据统计，就在这一年 5 月至 8 月，由川入
陕到达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就多达2200 余人。

他们都是谁？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国统区、沦陷
区、其他抗日根据地乃至海外，一大批爱国青年以宝
塔山为指引，开启了“朝圣”之旅，潮水般地涌入延
安。他们主要通过党组织和个人介绍，或者参加延
安各类学校的招生考试奔赴延安，在 1938 年前后形
成高潮。

据统计，这一阶段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大约有 4
万余人，他们大多文化程度较高，初中及以上占了
70%左右，还有像陈学昭、何穆这样的留洋博士。

抗日救国的共同目标，铸就了一代热血爱国青
年奔赴延安的信仰之路、理想之路。经过革命熔炉
育英才，这些知识青年茁壮成长起来，深入到各条战
线，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作出了卓越贡献。正如
1939 年 5 月毛泽东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所
说：“中国的青年运动有很好的革命传统，这个传统
就是‘永久奋斗’。我们共产党是继承这个传统的，
现在传下来了，以后更要继续传下去。”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学昭随丈夫何穆撤
往重庆后方。

陈学昭是正宗的江南书香世家小姐，她出生于浙江
海宁盐官镇一个老派的书香门第。陈学昭从小就受到良
好的基础教育，文科成绩优异。

1922 年，17 岁的陈学昭转学到上海爱国女学文科
班，与后来成为红军女将领的张琴秋成为闺蜜。彼时上
海，各种新思潮涌动，出版业发达，为陈学昭的文学才能
提供了一个新的舞台，也给了这个旧式家庭出生的女子
一条有别于依赖父兄、出嫁从夫的新路。

1924年，陈学昭参加上海《时报》一个妇女解放主题
征文比赛崭露头角。此后，她发表了大量风格清丽缠绵
的散文，受到报业先驱戈公振的照拂，并认识了茅盾、周
建人、鲁迅等文坛前辈。

1927年，陈学昭赴法国留学，1934年底取得了法国
克莱蒙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当地一所语言学院邀请她留
校做院长助理，她不为所动，很快买了回国的船票。

1937年和丈夫来到重庆后，陈学昭感到万分异样，她
这样描述当时的所见：“许多穿着华美衣服的男女老幼，在
街头、在戏院门口，一群群地走着立着……饭馆门口停着
许多辆挂着‘防空’标志的汽车……酒家星期六的晚上，除
非 5点钟之前去，否则找不到一个座位。大家用畅了钱，大
家也赚够了钱……（这）不是健康正常的生活，一切都在发
着寒热。”而在大后方另一重镇成都，更加平静安逸的生活
让陈学昭越发急不可耐。这里本应该是抗日复兴的根据
地，却没有一点战时的景象。陈学昭在望江楼公园看到提
笼遛鸟的富贵闲人，憎恶不已，“逃难来到这里的人，安居
下来了，喝茶、闲谈、散步，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1935年秋，23岁的何其芳从北
大哲学系毕业，前往天津南开附中教
书。这位年轻的先生出生于四川万
县（现重庆万州）一个旧式大家庭，敏
感率真心思细腻，醉心于诗歌。

如果时代变徵之音没有那么强
烈，他可能也会沉默在那样的生活
中。1935年 12月 9日，“一二·九”运
动在北平爆发。这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并迅
速波及到全国主要城市。当时，整个
华北已安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何
其芳还在讲台上面对着一群对电影
比对知识更热心的阔少爷。“我感到

我是一个帮助欺骗的从犯”，他说。
学生罢课，他照旧循着钟声到教室
里，对着墙壁谈话；学生搞运动，军
警围住宿舍，他又与学生同罪。

1936年夏，何其芳辞了教职，离
开了天津这个摇摇欲坠的名利场，
前往山东莱阳的一所乡村师范。次
年，他回到四川老家，与北平认识的
好友们相聚。

1938年春，何其芳与卞之琳等在
成都创办了《工作》杂志以宣传抗日。
卞之琳说：“我们并不是革命组织，没
有直接受过党的教育，终觉在这方面力
有不迨，我们自己还需要‘觉醒’呢。”

就在这时，何其芳看到了《西行
漫记》。《西行漫记》写的是美国记者
埃德加·斯诺于 1936年夏在陕北苏
区访问的见闻。在陕北，斯诺见到
了一个真实的“红色中国”。更重要
的，他见到了一批为自由和理想奋
斗终生的共产党人。

1937 年，斯诺将他在“红色中
国”的所见所闻所访，汇集成《红星
照耀中国》。此书一经问世，便引起
轰动。在书中，斯诺详细描述了延
安这座战时“新城”的新气象：

“大片土地可以很快地集体耕
种、集体收获，个别农民一时农闲现
象就不再出现。”

“在陕西北部的二十几个苏维埃

化已久的县里，中国大部分地方常见
的某些明显的弊端肯定是被消灭了。”

“事实上，我一进苏区以后就没
有看到过什么罂粟的影子。贪官污
吏几乎是从来没有听到过。乞丐和
失业的确像共产党所说的那样被

‘消灭’了。我在红区旅行期间没有
看到过一个乞丐。”

时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国
际宣传委员会负责人胡愈之，组织
翻译了《红星照耀中国》的中文译
本。1938年初，中译本在上海用《西
行漫记》的书名出版。限于当时的
环境，虽然隐去了“红星照耀”的字
样，却照亮了无数中国青年的心，把
他们引向了革命之路，引向了延安。

新的希望
《西行漫记》出版

照亮无数中国青年的心

爱国青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资料图片）

她的愤怒
看到大后方提笼遛鸟
心绪难平憎恶不已

“宁使少有不足，切不可多煮”
中国古人厉行节俭，雍正曾针对剩粥剩饭和浪费粮食现象两次下旨

崇尚节俭、珍惜粮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古人很早就意识到天下之事,常成于勤俭而
败于奢靡。他们当年如何节约粮食、惩治浪费
行为呢？

成语“纨绔子弟”中的“绔”字最
初写作“袴”或“裤”，后来才写成了
绞丝旁的“绔”。

《汉书·叙传》上讲到一个叫班
伯的人，这个人“出与王、许子弟为
群，在于绮襦纨裤之间，非其好
也”。班伯经常跟王、许两位皇后家
里的子弟们一起玩，这些子弟们穿

的都是绮襦纨裤。这是“纨绔”一词
的前身。

早期的袴穿在里面，外面有裳
遮挡，所以往往用低档面料制作。
后来在汉朝的文景之治和丝绸之路
畅通的环境下，富人消费丝绸不再
是大问题，所以逐渐演变为“纨绔”，
暗示用料的讲究。（据《厦门晚报》）

成语“纨绔子弟”其实与裤子有关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很特殊的一
个时期，一方面经济文化比较繁荣，
另一方面对外关系一直表现得较为
软弱。然而，有一点不容置疑，宋朝
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崇尚节俭，并且
生活上使过“紧日子”制度化。

宋代多数皇帝似乎骨子里有一
种节俭的天性，有着节俭国用、不敢
奢侈的传统。赵匡胤出身于军人家
庭，从小家教较严，养成了勤俭节约
的习惯。甫一建国就开始带头过起
了“紧日子”，宫室内一切从简，“皆
尚质素”，窗帘用廉价的青布，平日
衣服和一般的小吏没有多大差别，
宫女太监也只有 300余名，后来觉得
浪费，又遣散出宫 50余人。

宋代的节俭国用形成了制度，
其宫廷开销、祭祀支出、赏赐大臣等
方面都要求节俭。据记载，宋宁宗
中年节食惜福，每次喝酒不超过三
杯，下酒菜不超过五道。为了提醒
自己健康饮食，宋宁宗还做了两块
小屏风，一块写着“少饮酒，怕吐”，
一块写着“少食生冷，怕痛”。宋宁
宗在宫里散步，两个小太监背着这
两块小屏风走在前面，时刻提醒宋
宁宗。

宋高宗晚年做太上皇，别的地
方奢华，饮食上还是很俭省的。据
记载，他晚年早上和晚上两顿正餐
（宋朝人认为午饭不是正餐），主食
是面饭和馒头，菜只有一道煎肉。

明朝对任意浪费、糟蹋粮食的行
为会有惩治。明代余继登《典故纪闻》
中记载，明成祖朱棣一日上完早朝后巡
视皇城，见太监用白米喂鸡而勃然大
怒，他训斥曰:“此辈坐享膏粱，不知生
民艰难而暴殄天物不恤。论其一日养
牲之费，当饥民一家之食，朕已禁之
矣。尔等职之，自今敢有复尔，必罚不
宥！”糟蹋粮食的太监随后被重打二十

板并枷号半月，以示惩罚。
万历年间，京城的酒楼里悄然兴

起“轮转宴”，即官员之间请客时，为了
显示自己的身份，每次上四碟八碗十二
道菜，待品尝后撤下，再上一轮，循环往
复。所上菜肴大多吃不了几口，就被倒
掉。万历皇帝知道后震怒:凡被查实浪
费钱粮的官员一律重笞，并予以革职，
永不叙用。

节俭惜福从赵匡胤开始 过“紧日子”制度化

明朝

邓小平：擅长活跃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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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陈枚彩绘本
《耕织图》。

1938 年 5 月的一天，西南联大
校长梅贻琦正在开会，一帮学生闯
了进来，带头的说：“外文系主任叶
公超在招生过程中，私下收受某些
学生家长的礼金，导致该系招生出
现不公平现象。我们希望校方要严
查此事，给大家一个满意答复。”与
会的教授在窃窃私语：“叶教授怎么
做出这样的事情，这不是砸我们联
大的招牌吗？”

这时，梅贻琦从座位上站起来，
扶了扶眼镜说：“我相信自己的判
断，那就是叶教授不会做出这种事
情来。如果叶教授真的违反校规，
他不但要受到处理，我这个当校长
的也会引咎辞职的。”梅贻琦说完，
学生们都散去了。

会后，梅贻琦组织人员对叶公
超进行了调查。在被调查的那段日
子里，叶公超的课很少有学生听，其

他教授见了叶公超，也敬而远之。
只有梅贻琦每天下班后都要去叶公
超的住所，安慰他：“我相信你不会
做出这样的事。”一个星期之后，调
查结果出来了，叶公超收受礼金的
事果然子虚乌有。原来是曾被叶公
超批评过的一名学生，怀恨在心，捏
造事实报复。

当梅贻琦把调查结果告诉叶公
超时，叶公超激动地问道：“梅校长，
当很多人都认为我收受了学生的礼
金，而独有你一直相信我不会这么
做，你真的对我有把握？”梅贻琦笑
着说：“人们常说‘用人不疑，疑人不
用’。我当初请你来联大，不仅相信
你的学识，更相信你的人格。你说，
对一个学识渊博、品行高洁的人，我
会没有把握吗？”叶公超紧紧握住梅
贻琦的手，眼里含满了泪水。

（据《人民政协报》）

梅贻琦的信任

刘佳依（父亲:刘传
国，母亲:冀书萍）遗失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64012220170105214X，
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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