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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红色记忆

抱定“誓与桂林共存亡”之
信念 毅然担起城防重任

1944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接连
失利，遂调集 15万人的兵力，沿湘桂线
南犯广西，妄图打通“大陆交通线”，挽
救其孤悬东南亚的部队。同年 8月，时
任第三十一军一三一师少将师长的阚维雍
奉命率部从驻地钦州、防城徒步开赴桂

林参战。途经柳州时，他顺路回家看
望。由于路途劳乏，到家时阚维雍的双
脚已经红肿、溃烂，亲属劝他休息一两
日再走，但他求战心切，仅停留不到一
小时便继续挥师赶赴桂林。

1944年9月中旬，阚维雍率部抵达桂
林后，立即投入到紧张的战备工作中。就
在此时，蒋介石一面将嫡系部队集中到贵
州“整训”，一面下令国民党桂系部队“死
守桂林 3个月待援”。面对向桂林杀来的
10余万日军，桂系将领为保存实力，竟以

“机动作战”为名，将负责城防的 4个师中
实力较强的 2个师调出城外，致使防守桂
林城的部队仅剩阚维雍率领的一三一师
和多数为新兵的一七○师及配属的一个
炮兵团和一个高炮营，共 1.7万余人。为
此，桂林城防司令部不得不重新布防，命
令一三一师负责桂林东、北两个方向及核
心阵地的防务（又从一三一师抽调一个营
担任城防司令部警卫）；一七○师负责西、
南两个方向的防务。

当时，很多桂林城中的国民党将领
认为：人数和装备均处于绝对劣势的城
防部队根本无法完成“死守 3个月”的任
务，并私下做好了逃跑的准备。阚维雍
虽明知守城是九死一生，但毫不惊慌，
并坦然表示：已做好誓与桂林共存亡的
准备。在给家属的信中阚维雍写道：

“不独不怕敌人来攻，正恐其不来攻。”
“桂林天险，加以工事完成，真所谓金城
汤池……官兵战斗意志旺盛，此战确有
把握。”他在给其妻的信中写道：“此次
保卫桂林，大会战不日即可开幕，此战
关系重大，我得率部参加，正感幸运！
不成功便成仁（战死叫做成仁），总要与
日寇大厮杀一场也。”

此后，阚维雍继续指挥部队疏散居
民、利用岩洞抢修工事，并每天深入各
部队、各阵地进行战前动员。在师长的
激励下，一三一师官兵均表示：“奋勇杀
敌，誓死保卫桂林。”

率部浴血奋战 打退敌人多次
进犯

9月下旬，日军开始向桂林进犯，由
桂林派出的国民党桂系部队与日军打了
一些小仗后即行撤退。当日军进至桂林
外围时，部署在桂林城外的第十六集团
军总司令部、第四十六军军部、新编第
十九师、第一七五师、第一八八师等所

谓“机动作战”部队也跟着慌忙撤退，桂
林城内的守军变成了孤军。

10月下旬，日军对桂林形成合围，
又经一周准备，于 10月 31日上午开始进
攻。其攻击的重点是一三一师防守的
东、北两面阵地，战斗中，阚维雍冒着枪
林弹雨亲临前线，指挥部队英勇反击，
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犯。

在随后的几天里，阚维雍指挥一三
一师官兵凭借桂林溶洞地形节节抵抗，
予敌以重大杀伤。敌人久攻不下，遂调
集重炮、坦克和飞机助战，又接连向一
三一师官兵阵地施放毒气、喷射火焰，
并利用一三一师缺乏照明设备的弱点接
连发动夜袭。一三一师在敌人优势兵力
的猛攻下伤亡惨重。战斗中，屏风山、
猫儿山等工事被敌攻陷，守军大部牺
牲，三九二团团长吴展阵亡；坚守在七
星岩的一三一师三九一团 800多名官兵
壮烈殉国……

随着城外阵地接连丢失，一三一师各
营之间的联络也随时有被敌人切断的危
险。阚维雍立即命令各部队，要求大家

“但凭军人报国的满腔忠心，保证有一个
掩体打一个掩体，有一个人打一个人”。

11月8日，日军集中火力摧毁了一三
一师桂林北门外的阵地，守军伤亡巨大，
余部被迫退入城内，继续与敌人血战。

城破之际自戕殉国 实现“大忠
大孝 成功成仁”之诺言

11 月 9 日，大批日军渡过漓江，向
桂林城内发动全面进攻，阚维雍指挥退
入城内的官兵继续顽强抵抗。10 日下
午 3时，阚维雍等调集预备队发起反攻，
收复了城外部分阵地，并将攻入城内之
敌围困起来。

10日下午 4时许，阚维雍正在指挥
部队和敌人激战，忽然接到桂林城防司
令韦云淞“在铁佛寺召开紧急军事会
议”的命令。阚维雍立即前往，并在会
上向城防司令部提出继续坚守的主张。
韦云淞则指责阚维雍作战不力，接着又
宣布决定弃城突围。

阚维雍听后，心情极为沉重。会
后，域防司令部诸人留阚维雍一起吃晚
饭。据时任桂林城防司令部副参谋长
的覃戈鸣回忆：“阚维雍和我们一面喝，
一面谈，席间他斟满了一大杯喝下去，
并说：‘来生再见！’防守司令部参谋长

陈济桓拉一拉他的手说：‘不要讲这种
话！’我看见阚维雍态度仍和往常一样
平静地回他的师部去了，我没想到他这
时已经决定自杀。”

当晚 7时许，阚维雍返回一三一师
师部，师部人员已集合在会议厅等候。
阚维雍当即召集师直各处室主任、各直
属连长和有关人员开会。会上，他向大
家检讨自己对未能完成坚守桂林的任务
负有责任，接着向各部布置突围路线和
时间，然后又对大家说：“目前战况危
急，毋须再叙，现在你们马上准备率所
部突围外战，不能再在此困守待毙了。
我要执行军令，完成我的天职，不能和
你们一起出去。”卫士杨霖超听后急忙
劝说：“师长请换便衣，我领您从小路突
出去。”参加会议的人也跟着说：“师长
不走，我们也不走！”阚维雍以命令的口
吻说:“你们突围出去，我不能走。”说罢，
挥毫写下绝笔诗一首：

千万头颅共一心，岂肯苟全惜此身；
人死留名豹留皮，断头不做降将军。

写毕，阚维雍将这首诗交与参谋主
任钟其富，又将装有任职令、履历表、地
图的包和一方写有“大忠大孝，成功成
仁”8 个字的手帕交给卫士杨霖超，并
嘱咐杨霖超说：“如我发生不幸，你将这
些物件带到融县交给我妻子，叫她不要
过分悲伤。儿女的教育费用国家必有
照顾。”接着，又对其他官兵说：“我死之
后，师长职务由郭副师长代理……桂林
的防守失败了，相信中国是不会亡的！”
说完，他以稍事休息为由走进后面电话
机房，将灯熄灭，随即举起手枪自戕殉
国，时年 44岁。

众官兵闻声冲入房内，已经抢救不
及。大家悲泣不已，连忙把师长的遗体用
一三一师军旗包裹，放入在城内找到的棺
木，就近掩埋。随后，一三一师大部官兵
遵照师长的生前部署，奋勇突出重围。

1945年 4月，国民政府追晋阚维雍
为陆军中将。抗战胜利后，阚维雍遗体
被葬于桂林七星岩霸王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阚维雍相
继被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民政部
批准为革命烈士。2014年，阚维雍被列
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 300名著名抗日
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据《人民政协报》）

“人浮于事”这个成语的演变很有意思，今天的意
思是机构重叠，人员过多，或者人多事少，人人都像浮
在事情的表面一样，真正干事的人反而很少。因此，这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不过古时刚刚相反，“人浮
于事”竟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褒义词！

这个成语出自《礼记·坊记》：“子云：‘君子辞贵不
辞贱，辞富不辞贫，则乱益亡。故君子与其使食浮于人
也，宁使人浮于食。’”东汉学者郑玄注解说：“食，谓禄
也。在上曰浮。禄胜己则近贪，己胜禄则近廉。”

这是记的孔子的话。“食”指俸禄，古代的俸禄以
粮食计算，故称“食”；“浮”不是浮起来，而是超过。这
段话的意思是说：如果人人都像真正的君子一样，宁愿
推辞掉富贵，安贫乐道，那么天下就不会出什么乱子
了。如果所得的俸禄超出了自己的能力和奉献，那就
类似于贪污，为君子所不齿；只有自己的能力和奉献超
出了该得的俸禄，才能称得上廉洁。因此，君子宁肯少
拿工资，使“人浮于食”，也不愿意“食浮于人”。

由此可知，“人浮于事”最早应该写作“人浮于
食”，是指个人的能力和所作的贡献超出了该得的俸
禄。只有“人浮于食”，才能称作君子的风范，所以说这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褒义词。大约到了清代，人们已经
不理解这个词最初的含义，再加上“食”和“事”同音，于
是望文生义地改成了“人浮于事”，人好像浮在事情的
表面一样，这个词从此就变成了一个贬义词。

（据《天津日报》）

桃树和李树，都是我国常见的食用果树，它们开花
后能结出许多酸甜可口的果实，供人食用。后来，人们
就用桃、李的累累果实来比喻教师所教的学生很多、各
地都有，表达对老师辛勤工作的赞美之意，这就是成语

“桃李满天下”。
说起“桃李满天下”这句成语的来历，还有一个小

故事。唐代名臣狄仁杰，曾担任最高司法官，他办事干
练、刚正清廉，尽力救助含冤入狱的人，深得百姓敬
重。某年，狄仁杰裁决了 1.7万名罪犯，而没错判一人，
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女皇武则天十分欣赏狄仁杰的才
干，于是提升狄仁杰为宰相，主管朝政。狄仁杰担任宰
相后，为了限制朝中奸臣的权势，保持清明的统治，曾
屡次劝谏武则天大力选拔贤才、知人善任。同时，他身
体力行，积极挑选下层官吏中有才能的人士，大力推荐
提拔，起用了张柬之、姚崇等一批能干的人才。有一
次，武则天请狄仁杰保荐一人担任尚书郎，狄仁杰毫不
犹豫地推举自己的儿子狄光嗣，十分信任狄仁杰的
武则天接受了这一举荐。事实证明，狄仁杰推荐自己
的儿子确实没有丝毫私心，因为狄光嗣果真能力非凡，
十分胜任这一职务。

后来，有人对狄仁杰开玩笑说：“天下桃李，悉在
公门矣。”意思是说，当今天下的杰出人才，似乎都出自
您的门下。狄仁杰听到这话，严肃地回答说：“这一切
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着想，我个人绝对没有拉帮结派、
沽名钓誉的野心。”后来，这段对话慢慢传开了，“桃李”
逐渐成为有能力有贡献人才的代称。

历史印证了狄仁杰的话，他荐举的张柬之后来成
为一代名相，为恢复大唐江山做出巨大贡献；姚崇成为
杰出的政治家，担任唐玄宗的宰相，开创了史称“开元
盛世”的大治局面。后人用“桃李满天下”这句成语，赞
扬狄仁杰栽培提拔后辈贤才所取得的成绩。再后来，
逐渐演化为对教师工作成绩的肯定和赞美。

（据《西安晚报》）

1938年 9月，陶行知决定创办一所难童学校，专门
接收和培育那些流落街头的难童。

1939年 7月，从香港回到重庆不久，陶行知便在重
庆合川县地处偏僻的古圣寺创办了一所难童学校，取
名育才学校，并担任校长，学生中有革命烈士的遗孤，
也有流落街头无家可归的孩子。学校虽然条件艰苦，
却吸引了很多知名学者前来教学和兼课。音乐家贺绿
汀、电影艺术教育家章泯、诗人艾青、舞蹈家戴爱莲、画
家陈烟桥等分别担任各组主任，翦伯赞、何其芳、丰子
恺、田汉、姚雪垠等知名学者也常来学校兼课，学校师
生最多时有 160多人。

由于学生人数不断增多，育才学校的办学经费
经常捉襟见肘。陶行知经常要四处奔波筹集办学经
费，还写信向各界人士求援。梁漱溟、陈嘉庚、李公朴、
赵超构等民主人士都给育才学校寄过钱和物，周恩来、
邓颖超等革命家也多次派人送来办学所需的物
资。尽管有各界援助，陶行知的办学之路还是步履
维艰。

一次，运送物资和粮食的汽车在路上遭遇日军，不
得不绕道多走了几天的路程。而此时育才学校已经钱
尽粮绝，百余名师生面临断炊挨饿的局面。陶行知情
急之中把衣柜里几件八九成新的呢料大衣和裤子拿去
县城的当铺，换成钱买了粮食和蔬菜，总算解决了全校
师生一天的口粮。

陶行知能筹集到的办学经费越来越少，他不得不
频频光顾当铺，当一些私人物品以解燃眉之急。后来
陶行知家徒四壁，仅剩下一套衣服。每次洗了衣服后，
由于没有别的衣服可替换，陶行知冬天就围着被子在
床上看书，夏天就光着膀子在桌子前写字。等衣服晾
干后，再穿上去给学生们上课。

育才学校坚持办了 7年，直到抗战胜利、内战爆发
时才被迫终止。7 年间，育才学校共招收了 600 多名
难童学生，后来，其中 300 多名学生参加了地下党，
43 名学生参加了华蓥山游击队，有 21 名学生成了革
命烈士。 （据《人民政协报》）

阚维雍：断头不做降将军

抗日名将阚维雍，原国
民革命军第三十一军一三一
师少将师长。1944 年 11 月，
他奉命率领部队防守桂林，抗
击日军入侵。守城期间，他率
部奋勇杀敌，在桂林城破之
际，他举枪自杀殉国，表现出
中国军人的民族气节和刚毅
勇烈。阚维雍牺牲后，相继被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和
民政部批准为革命烈士，2014
年 9 月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
第一批 300 名著名抗日英烈
和英雄群体名录。

陶行知当衣办学

“人浮于事”
原指廉洁的行为

“桃李满天下”的来历

■ 文人轶事 ■

乡会试的日子里，举子们紧张备考是
自不待言的。同时，和他们一起忙碌的，
还有在京为官的同乡们。这些京官，不但
曾经用自己的家宅，接待过来京赶考的同
乡，还曾捐宅或集资营建会馆，并承担起
会馆的运营与管理。同时，他们又给举子
们做必要的授课，指导答卷的方式方法、
讲述考试经验等等，事无巨细、传授点拨、
叮咛嘱咐，唯恐遗漏一二。

《曾国藩日记》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记载：“闰三月，三十日，……中饭后，春
冈、旋凌九兄弟来”；“四月，初五日，下半
天，吴春冈、曾心斋来，久谈。……拟为心
斋做策本，无所成”；“初六日，……又拟为
心斋做策，仅改数句，文思迟钝，可恨！”“初
七日，……饭后走仑仙处，请渠代改心斋
策。”“初八日，早起，饭，为吴春冈作策头

子八道。”“初十日，……夜为春冈作策首
三道。”“十二日，……为吴春冈作策首，誊
十六道。”“十四日，……为吴春冈改策四
道。”“十五日，……为吴春冈做策头尾样
子。”“十六日走会馆，送吴春冈、心斋考。”

在半个月的时间里，曾国藩为吴春冈、
曾心斋两位同乡所作指导有 8次，而且，
还有做策文的具体示范，甚至还有“拟为
心斋做策，仅改数句，文思迟钝，可恨！”的
自责。不但自己动手，还去登门延请与自
己同年中进士的钱仑仙为试子修改策
文。可以想见，在这段时间里，他们的多
次晤谈会涉及策文的主题、内容、结构及
行文等各个方面，乃至对相关社会情况及
官方对策的讨论等。最后到了考试的日
子，曾国藩还专门到会馆，送吴春冈、曾心斋
二人赴考场。

古代举子会试 也要考前一对一辅导？

《闽中会馆志》记载：光绪三十年
（1904 年），两宫驻跸颐和园。按照规
定，殿试设有读卷大臣，有资格的候选
人要在殿试前夜到园候宣。福建籍京
官们估计，时任商部左侍郎的陈玉苍最
有可能被任命为殿试读卷大臣，于是，
陈侍郎安排部员力钧备健马于福州新
馆，在殿试即将开场之前，将试子殿试
的策文第一行填写为“诗片”，派差役半
夜骑马直奔颐和园。天未明，诗片送
到，读卷大臣的任命也正好下达，陈侍
郎果承钦派。因而，陈侍郎的门人多数
列殿试二甲。这里说到的门人，即陈侍
郎在福州凤池书院执教时的学生。这
便是当年一个“公开的秘密”，即所谓

“快马送诗片”。
《旧京琐记》“卷六·考试”中写到，

同治、光绪以来中进士的，一种是拔贡小
京官，经考试成为军机处章京，其人的才
学及能力，在朝廷枢要部门，已经有了不
错的声誉；再一种是边省举子中的才俊，
会试未中，留都过夏，“锐意结纳时流，
平日师友，早有定评”。他们“平时以楷
样遍呈师门，或世交当道之有阅卷资格
者”。及至出场应试，就将考卷中诗作的
前两句、殿试则将策之前一行，“驰马遍
递，力不足则朋好代为递之，至次日阅卷
命下，即不及矣”。能参加殿试而得中
的，一般不过百十人，大凡“夙精书法，
或有力之诗片已递到者为有望”。其余
考生，“自知不能入选，亦不作此梦想
矣”。《旧京琐记》的这个记载，说明“快
马送诗片”是当时各地京官和考生都知
道的“节目”。

《安乐康平室随笔》一书有记述道：
“本朝自乾嘉以来，得鼎甲者，其出身以
内阁中书及各部小京官居多。”他们“大
都工于书法，或当时知名之士，既登朝
籍，遇事更得风气之先”。“而殿试读卷诸
大臣，或为旧时座师，或为本署长官，或
为同乡老辈，赏识有素，故此中遇合，亦
非偶然。”

基于此，阅卷时，即便是“糊名”（将

考生姓名、籍贯等信息用纸糊起来）了，
读卷诸大臣看试卷上的字迹，也能辨识
二三，何况还有“诗片”提醒。

不过，即便如此，考官们也还是有
“打眼”的时候：据《旧京琐记》记载，翁
同龢先生主持光绪十八年（1892 年）会
试，他最看好同乡的张謇，某房得一苏
州籍考生试卷，古雅朴茂，同房考官传
看，都认为必是张謇的试卷，而且一定
会“拔冠群士”。没想到及唱名，是武进
的刘可毅。问遍各房考官，却没人知道
这位刘可毅。中试后，刘可毅拜谒翁先
生，这才得知他原名刘毓麟，字葆真，亦
为世家宿学，在河道总督许仙屏手下供
职。会试前梦某科会元为刘可某，下一
字模糊，但辨右为殳，临试更名为“可
毅”。这年殿试后，刘可毅中二甲进
士。同年五月，改翰林院庶吉士。光绪
二十年（1894年）四月散馆，授翰林院编
修。今人如果看到张謇与刘可毅两人
的“大卷”，若也“糊名”，或者也会让人
难辨张刘。

光绪三十年（1904 年）甲辰恩科会
试，福州新馆“快马递诗片”的事情过去
了。那年所有人都没想到，次年，1905
年，科举就被罢停了。甲辰恩科成了科
考的最后一次。

除上述故实之外，当年还有人给
乡试的试子办培训班的。如河间会
馆 ，乾 隆 二 十 四 年 由 任 丘 舒 成 龙 捐
建。乾隆三十五年（1770 年）舒先生再
度捐资修缮并建河间客寓。《增修河间
会馆内外房屋创建河间客寓碑记》中
说道：“会馆之右有房一所，房主现议
让卖给，或可做任邱客馆书屋，乡试之
前有早进京者诵读其间，就教名师寒
士，酌给薪水。事成公另为筹办。”尽
管碑记中说这书屋是来年的计划，但
也可见当时乡试试子会有提前进京，
寻师求教者 ,也会有寒士设塾，以为试
子授课辅导的。这“寒士”，或是以往
落第的举子，亦未可知。

（据《北京青年报》）

“快马递诗片”会试公开的秘密

来自其他地方的京官也会同样为家
乡试子竭尽所能。如果说曾先生对同乡
试子的考前辅导是一对一，或一对二，一
对三，那么还有在会馆对殿试者的集体考
前模拟训练——“练大卷”。

据《闽中会馆志》记载：“光绪三十年
（1904年）甲辰恩科会试，来京殿试者均
同聚福州新馆，每日群蹲榕荫堂练大
卷。张（贞午）侍御（元奇）、沈爱苍府尹
（瑜庆）、郭春榆侍郎（曾炘）、陈玉苍侍郎
（璧），皆轮流到馆督视练卷。”这记载，让
我们看到一个栩栩如生的画面：榕荫堂
里，试子们“群蹲”着，练习小楷楷书殿试
大卷。同乡京官在他们中间慢慢地穿行，
不时停下来，点评、校正。那是殿试前一
连数日的“集训”，每天的导师不同，但都
是曾经殿试且金榜题名的京城高官。

文中所谓“练大卷”，就是练习殿试试
卷的书写。都说科举考试特别重视考生
的“书法”，究其实，那是对公文书写的基
本要求。殿试，在皇帝面前答卷，更是要

展示书写的训练有素且一丝不苟，不能有
半点失误。

清代举子殿试练习卷（局部）。

曾国藩指导作文还专门到会馆送考

“督视大卷”的特别训练

阚维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