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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律己以严，崇尚俭朴，从不“滥
使一钱”。蔡锷督滇时规定，不准滥行宴
会，非星期日不得宴客，一席之费，不得
超过五元。为使上述制度落到实处，蔡
锷身体力行，带头执行，纠正前清官场的
奢侈浪费之风。有一次，警察局长请蔡
锷赴宴，蔡发现不是星期日，即在请帖上
批示“违背功令，罚薪半月”。“闻者莫不
诧异发噱，而奉令唯谨。”

护国战争时期，蔡锷身患绝症，不携
家眷照顾，遣妻子陪老母亲回到宝庆乡
下，然后联合云南都督唐继尧通电全国，
举起反袁护国大旗，讨伐袁世凯。为了
护国战争的胜利，身体濒临崩溃的他，在
指挥川南纳溪战役时，“凄战经月，日眠
食于风雨之中”“平均每日睡觉不到三点
钟，吃的饭是一半米一半砂硬吞”。战
前，朱德去见过蔡锷。朱德回忆说：“蔡
锷起身向我们走来的时候，我大吃一惊，
说不出话来。他瘦得像鬼，两颊下陷，整
个脸上只有两眼还闪闪发光。”蔡锷谈了
作战计划。朱德说：“可是你不能带队去
啊！你有病，要送命的。”蔡锷说道：“别
无办法。反正我的日子也不多了，我要
把全部生命献给民国。”蔡锷抱着病体，
冒着生命危险冲锋在最前线。

蔡锷起兵讨袁，触怒了袁世凯，袁世
凯下令湖南都督汤芗铭查封蔡锷本籍的家
产，焚毁他老家房屋。不料蔡锷家中全无
产业，当时宝庆知事陈继良回秉上报说：

“查锷本籍无一梁之屋，无立锥之地，其母
亲寄食其乡人何氏家，实无财产可查封。”

1916 年底，蔡锷病危，弥留之际，想
到的不是自己的家庭，而是国之大事。
他感慨道：“不死于对外作战，不死于疆
场马革裹尸，而死于病室，不能为国家作
更大的贡献，自觉死有余憾。”蔡锷病逝
后，人们发现他不仅没有留下任何遗产，
生前“尚欠债三四千金”，亏得抚恤金和
友人的资助，才得以偿还各种债务。

蔡锷的清廉本色赢得了人民的爱
戴，尽管他立下遗嘱要实行薄葬，但人民
为了寄托对他的敬爱和哀思，纷纷请求
政府为他举行隆重的国葬典礼，“民国之
国葬自公始”。著名历史学家李剑农在
为《蔡松坡遗集》作的序中写道：“公起家
寒素，历岁治军南省，光复之初，开府滇
中且二年，未尝为身谋，盖棺后，室家萧
然无长物，尤是为当世军人楷模。”

蔡锷维护共和，不避艰险，苦心毅
力，卒底于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孙
中山先生挽蔡锷联：“平生慷慨班都护；
万里间关马伏波。”蔡锷与班超、马援一
样，功勋永载史册，彪炳千秋，成为中华
民族永恒的记忆。

蔡锷治军理政无不时刻恪守清廉之
道，身体力行倡导清风正气，举起反袁护
国大旗，“为四万万人争人格”。面对亲
兄弟谋取“一官半职”的请求，他严词拒
绝，不为所动，坚决做到公器不为私用；

面对云南财政危机，他刀刃向内，自上而
下，层层减薪，大刀阔斧抑贪扬廉，共克
时艰，坚决树立廉洁风尚；面对母亲妻
儿，他饱含厚爱，日思夜想，然穿上戎装，
誓死护国，一心装着百姓，唯独没有自己
和家人，坚决做到以天下为己任......蔡锷
的这些“有所为有所不为”俱是君子风
度，实为清末民初污浊横流中的一股清
流，激扬砥砺时人奋进的力量。他之所
以能取得如此丰功伟绩，归根溯源，与他
自幼素洁清贫的家风，立业后清正廉明
的作风一脉相承、密不可分。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
在身。”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家风建设尤为
重要。良好的家风有助于夯实道德根基、
涵养清廉之气，蔡锷将军成功的秘诀正在
于此。相反，败坏的家风极易成为滋生腐
败的土壤，一些领导干部锒铛入狱变成

“阶下囚”，往往始于没有把好家风建设
“第一道关口”，常常混淆了公义和亲情，
打着“光耀门楣”“遗泽炳蔚”等幌子，利用
权力为家人牟利或放任家人牟利，甚至出
现“老子办事，儿子收钱”“夫妻齐上阵，儿
女同贪腐”等家族腐败，最终沦为人人喊
打的“过街老鼠”，留下一世骂名，实在可
悲可叹。领导干部在为政生涯中，当以松
坡将军为榜样，从“修身、齐家”为起点，修
身慎行、怀德自重、清廉自守、正风齐家，
方能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境界。

（陈湘林，任职于邵阳市纪委监委）

◆史海钩沉

戒奢倡俭 不留遗产
——蔡锷廉政事迹之三

陈湘林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
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
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李叔同这首《送别》脍炙人口，传唱
甚广。细心的朋友大概会有疑问了，这个
长亭是个什么东西？有长亭，莫非还有短
亭吗？答案是有长亭，自然有短亭。且听
笔者一一道来。

说有长亭短亭，笔者有诗为证，李白
《菩萨蛮》词云：“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
亭。”熟悉历史的朋友大都知道，刘邦曾当
过秦朝的亭长，而关羽的爵位是汉寿亭侯
（这可不是《三国演义》里讲的汉朝的寿亭
侯，而是湖北汉寿这个地方的亭侯）。

《说文》中讲：“亭，停也，人所停集
也。”战国时始在邻接他国处设亭，任防御
之责，相当于哨所。秦制三十里一传，十里
一亭，故秦汉时又在驿站路上大约每十里
设一亭，负责给驿传信使提供馆舍、给养
等服务。可见，亭开始是建筑物，后成了长
度单位，继而又成了行政区划单位。亭有
亭长，亭长就是邮政驿站站长，接着演变
为这方圆十里的长官，相当于后世的里正
和保长。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亭又成为
了人们郊游驻足和分别相送之地。十里一
亭，尤其是城外大道旁的十里亭，似乎距
离有些长了，于是古人五里设一短亭，十
里设一长亭。长亭短亭倒不一定是形制有
差异，差异是在距离上。

说完长亭、短亭，再说凉亭。一般亭
子都称凉亭，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这也
不难理解，亭的建筑规制简单，四面透风加一个拱顶。这样的亭
自然凉快，因而凉亭的大号就不胫而走了。

趣话鱼书、鲤书和雁书

李商隐有诗云：“嵩云秦树久离居，双鲤迢迢一纸书。”晏殊
词云：“鱼书欲寄何由达？水远山长处处同。”李清照也有词云：

“雁字回时，月满西楼。”“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有文
学常识的朋友，大都知道这里鱼、鲤、雁都指书信，那为什么它们
都是书信的代名词呢？且听笔者一一道来。

鱼书、鲤书都源于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这首诗里说：“客
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成语鱼传尺
素就源于此。后人就把鱼尤其是鲤鱼视为书信的吉祥物。细究下
来，纸张出现以前，书信多写在白色丝绢上，为使传递过程中不
致损毁，古人常把书信扎在两片竹木简中，简多刻成鱼形。刻成
鱼形，想来也是书信畏水火，鱼生长在水中，水又克火，算起来这
也是一种迷信。至于为什么是鲤鱼，而不是鲈鱼、草鱼、青鱼、鳜
鱼等其他鱼，应该也是种迷信。鲤鱼在北方常见，为王公贵族重
视，要不民间就不会有鲤鱼跃龙门的传说，孔子也不会给儿子起
名孔鲤、字伯鱼啦。

大雁和书信的渊源则跟苏武牧羊有关。《汉书·苏武传》里记
载：苏武出使匈奴，被囚禁十九年，其志始终不渝。后来，汉使向
匈奴索要苏武。单于欺骗汉使，称苏武已死。而汉使者故意说天
子打猎时射下一只北方飞来的鸿雁，发现鸿雁脚上拴着帛书，是
苏武写的。单于只好放了苏武。鸿雁传书从此传为美谈，鸿雁、雁
足、雁书就流传开来。

“千金”究竟多少金

千金在中国成语里是个高频词，常见的就有一字千金、一刻
千金、千金买骨、千金一诺等。细心的朋友们大概会好奇了，这千
金究竟是一千两黄金还是一千斤黄金呢？

实际上，千金既不是一千两黄金，更不是一千斤黄金，大多数
情况下它指的是一千斤黄铜。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其实一点也不
奇怪。很长一段时间里，古人以黄铜为金。秦朝以一镒为一金，汉朝
时以一斤铜为一金。从秦朝到晚清，两千年来铜都是“头号”金属。

古人好夸张，千金多非实指，而是说钱很多，用以形容富贵。
像曹植《名都篇》：“宝剑直千金，被服光且鲜。”李白《将进酒》里
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有时，千金还用来比喻
贵重。譬如《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中有：“千金之裘，非一狐之
腋也。”这里的狐裘并非一定价值千金，而是说其珍贵，价值不
菲。药王孙思邈写过一部医书叫《千金方》，其由来是“以为人命
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以为名也”。

千金还用来称呼女子。这个有趣的称谓咋来的呢？传说伍子
胥逃出楚国，向溧水浣纱女乞食。好心的浣纱女赠食，并为其指
明逃往吴国之路。伍子胥疑心浣纱女会举报他，去而复返。浣纱
女知其心意，投水而死。伍子胥后来功成名就，想报恩，苦于不知
浣纱女名姓，投千金于溧水。这才有了千金小姐的称呼。

这个故事听听罢了，当不得真。千金开始并未用来称女子，而
是称男子。古人常说：“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南史》中说谢朏是
个神童，曾当着皇帝的面赋《洞井赞》，朝堂一片赞誉。其父谢庄拍
着儿子后背说：“真吾家千金。”此后千金一直用来赞誉出类拔萃、
德才兼备的男子。

千金称呼女子起于元代。元杂剧《薛仁贵荣归故里》中有“你乃
是宦官人家的千金小姐，请自稳便”。明、清之后的话本小说里，千
金就常常以大户人家的女孩儿的身份出现。到后来，平民家的女儿
也成了千金。即使家徒四壁，自家养的女儿也宝贵得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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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天立地三间屋；绝后空前一个
人。”这是我国近代思想解放的先驱、一
代名士樊锥的自署联。樊锥把思想解放
和崇学求真有机结合，与谭嗣同、梁启超
等人创办时务学堂，出版《湘学报》，在湖
南掀起一场变法图强，无情揭露和抨击
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专制和封建礼
教。因其思想激进，为当时所不容，再加
之他自署了这样一副门联，所以，他被时
人称之为“狂士”。

要说狂，他似乎还真有点狂。1872
年，樊锥出生于邵阳城东樊家冲一户农
家。小时候，他博闻强记，才气逼人，常
以犀利之笔针砭时弊。当时同乡有两个
不可一世的青年，一个叫金秋奎，为人傲
气，作文奇峻；另一个叫李寅，也是为人
为文怪诞不经，别人都不愿也不敢惹他
们，樊锥却与他们打得火热。

戊戌年间，樊锥积极响应康有为、梁
启超的变法维新主张，先是与梁启超等
人创办时务学堂，接着又成立南学会邵
阳分会，出任会长，联络同志、鼓吹变
法。然而，举人出身的邵阳保守派头子
曾廉，在邵阳学宫组织一群顽固分子“批

判”樊锥，怒斥他“倡邪说”“背圣教”，四
处张贴《邵阳士民驱逐乱民樊锥的通
告》。在家乡无处安身的情况下，樊锥只
得远走高飞，四处逃亡。

虽是亡命之徒，樊锥仍不忘奔走呼
号。在南京，他斗胆去见一品大员、两江
总督刘坤一。刘坤一面对樊锥的宣传，
不露声色，不置可否，待其说完，竟要他
回湖南去找赵尔巽。樊锥于是手持总督
大人的片子折回长沙，面见巡抚赵尔
巽。对樊锥关于大兴学校、广育人才的
建议，赵巡抚似乎兴味盎然，不时点头称
是。可是当樊锥建议他设立兵工厂、生
产武器时，赵尔巽则大惊失色，呵斥樊锥
是“大胆狂徒”，立马将他赶出衙门。

樊锥不得已又再赴南京，求见新任
两江总督魏光焘。魏和他的前任刘坤一
都是樊锥的邵阳老乡，自然热情接待了
他。岂料三杯老酒落肚，樊锥竟然提出
更加惊人的建议，劝魏光焘统率湘军，割
据东南，伺机推翻满清王朝。魏光焘虽
有维新思想，却无称王志向，便修书一
封，让他去天津见拥兵自重的袁世凯。
樊锥的话句句说到了袁世凯的心坎上，

可是老谋深算的袁世凯见他说话太没遮
拦，怕泄露天机，便赠以重金，把樊锥打
发去了日本。在一帮封建老臣那里，樊
锥这位锋芒过盛而韬晦不够的狂士，就
像皮球一样被踢到了东洋。

在日本东京，樊锥心想：与其劝他人
用武，不如自己习武，于是参加了军国民
教育会，身体力行地习武练兵，并因为练
习骑射时从马背上摔下致使肺部受伤。
伤愈后回国，应蔡锷之邀赴广西协办巡
警学堂。

蔡锷是樊锥的学生。当年樊锥在家
乡设馆授徒时，见蔡锷聪明好学，念其家
庭贫穷，免费收为弟子，给予精心培育。
蔡锷也十分敬重樊师，事之如父。但“吾
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也是蔡锷的信条，
在广西办巡警学堂时，两人因意见不合
发生了一点争执。脾气暴躁的樊锥一时
暴怒，引起肺病复发，当即呕血不止。蔡
锷赶紧将恩师送往医院治疗，病情缓解
后又资送恩师回邵阳疗养。可是回家没
几个月，年方37岁的樊锥便病逝了。

（陈扬桂，隆回人，中国民间文艺家
协会会员、文史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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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锥：“绝后空前”一狂士
陈扬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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