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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农民发现外星婴儿
身体关节似人类

这个真的是外星人吗？
墨西哥电视台近日报道了一起难以置信的

事件：一个活生生的“外星婴儿”于2007年5月间
在一个农场中的动物陷阱被捕获。现在，科学家
们开始对事件进行了调查。

墨西哥著名主持人与 UFO 专家，56 岁的
Jaime Maussan在他的节目中第一次公开了这个
生物的照片，并声称：“我很确定，这是真的！”报
道称，Jaime Maussan偶然间获知了这件在墨西哥
偏远地区发生的奇事。但是直到去年年底，农场
主人才愿意将这个生物移交当地大学进行科学
研究，并且进行DNA比较分析和CT研究。

据称，当时农场的农民发现这个外星婴儿陷
在陷阱中，并且发出喊叫。出于恐惧，他们首先试
图将其溺死。他们这样尝试了三次才成功。第三
次他们将这个生物溺入水中长达数小时之久。

对于这个生物体的检测结果表明，生物不属于
任何地球上的已知生物。其身体结构有类似蜥蜴的
特征（比如牙齿没有根部，可以较长时间在水中生
存），但也有类似人类的地方（比如一些关节）。生物
的头部非常的大——特别是后脑部分，以人类来说，
这个部位是负责学习与记忆的区域。由此科学家推
断，这个生物具有非常聪慧的头脑。

在事发地区经常会有 UFO 目击与麦田怪圈
的报告，由此，人们怀疑这个生物是“小外星人”，
他被外星访客无意或有意地留在了地球上。墨
西哥著名主持人与UFO专家 Jaime Maussan将继
续他的调查：在场农民曾告诉他，当时还有一个
同样的生物在场，但当农民们接近陷阱时，他便
逃之夭夭了。 据《环球时报》

说到彰德会操，就必须提到袁世凯的河
间会操。1905年阴历六月，袁世凯督练的北
洋新军六镇正式成军。为考察这支部队的实
际作战能力，清政府练兵处在直隶河间举行
了一次北洋军内部大会操。

这次演习非常成功，给各界官员和私下
受邀观摩的洋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光绪皇帝
和慈禧太后对演习非常关切，事后还听取了
袁世凯的汇报。慈禧太后开始对进行了10年
军事改革的清朝军队有了些底气。

此时的袁世凯等人提出了一个建议，想在
全国搞新式陆军大演习，目的是展示陆军改革

的成果；同时邀请各国列强前来观看，炫耀武
力，扫一扫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带来的晦气。

慈禧太后听后，很是高兴，并任命袁世
凯、铁良为阅兵大臣，决定在河南彰德（今河
南安阳）举行大会操。由外务部和会操举办
方积极邀请外国军事人员和新闻记者前来观
摩，要求各省派要员观摩，且充当评判员。

当时西方主要国家英、美、俄、法、德、意、
奥、荷、比等和日本，均派武官和情报人员前
往。最后观看彰德会操的中外各界人士共计
487人。

由于人员太多，被修饰一新的彰德府开

始变得人满为患。因为住宿紧张，一些人只
好住在满是虱子跳蚤的小客栈，有路子的人，
则借宿在当地的名流或土财主家。

会操指挥部对洋人和国内要员的安全保
卫，丝毫不敢怠慢，工作做得极为细致。他们
专程从天津派来了400名得力巡捕，并特别抽
调军人，日夜巡逻保障安全。

另外，为使军人吃上方便可口的食品，阅
兵处还研制了一种行军蒸米。他们用上等大
米淘净，以水浸泡50分钟，干湿相宜后再用蒸
笼蒸熟后阴干。需要时用水泡20分钟后即可
食用，被称为“方便米”。

作为共和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阅兵，今年国庆六十周年
的阅兵备受世人瞩目。但你知道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大规模的阅
兵吗？它出现在100多年前大清帝国的晚期，史称“彰德会操”。

这次大军演大阅兵究竟是什么盛况？结果又是如何？哪些人出
席观看了这次大军演大阅兵？

徐悲鸿与刘海粟均为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的奠基人，两人在各自
的艺术道路上都是开一代先河的大家；但这两位出生于江苏的艺术大
师，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人生交集中，却发生了一系列恩怨纠葛，是中
国近现代美术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6月21日，《世纪恩怨》一书签
售发行，作者荣宏君现场展示了徐刘之争的相关“证物”，把两位大

师的陈年宿怨重新推到国人的视线之中。
1953年，徐悲鸿去世那年，他曾就刘海粟的问题两次写

信给时任文化部常务副部长的周扬，但这两封信的内容
一直是个谜，也成为研究者一直追寻的线索。

一次偶然的机会，《世纪恩怨》作者荣宏君
发现了这两封信。两封信叙述的是同一个事

情，即著名画家刘海粟的人品问题。徐悲
鸿在信中直呼刘海粟为“汉奸”！这也
成为《世纪恩怨》一书创作的缘起。

根据最新发现的资料，荣
宏君就刘海粟是否为徐悲

鸿信中称呼的汉奸，徐
悲鸿是不是刘海粟
的学生等焦点问题

进行了细致的
考证。

在刘
海 粟 是
不是汉奸这
个 问 题 上 ，
历来存在两种
声音。一种声音
认为，在那种错综
复杂的动荡局面
下，刘海粟为了生存，
难免不被污水沾了鞋
子。还有一种声音认
为，在日伪统治期间，齐白
石可以拒绝日本人的重金，
梅兰芳可以蓄须明志，陈散
原老先生绝食而死，徐悲鸿多
次下南洋筹赈募款……他们同
样生活在日本人的高压下，有着生
命危险与生活艰辛，但他们为什么能
够做到乱世中洁身自好呢？

荣宏君详细考证了历史资料，得
出两点结论：日伪时期，刘海粟确实做
了一些有损民族气节的事情。在性质
上，尚不能草率地将刘海粟定性为汉奸。

荣宏君说，目前称刘海粟为汉奸最有力
的证据是1945年8月23日由周恩来主持出
版的《新华日报》刊有“文化汉奸名录”，第六名文
化汉奸就是刘海粟，名字旁边还打了三个黑点，下
面有一段文字说明：“这位有名的画家在太平洋事变
后由南洋到上海，受敌伪的利欲的引诱，下了水，公然
对伪新闻记者发表谈话，称颂‘大日本’的‘王道’了。”

但据荣宏君考证，《新华日报》的“文化汉奸名录”靠
不住，理由是此名录乃是“读者来信性质”。该报在 8月
21日第四版登载《文化汉奸名录》(二)之后(刊登有刘海粟
是文化汉奸之前两天)，附有一句：待续，欢迎读者供给材
料。8月 23日，“文化汉奸名录”文后，另有报纸发行人潘梓年
所写《致读者》：“我们希望知道各方面汉奸情形的朋友，都把他们
提出来。”

“因此，说刘海粟是汉奸过于苛责。况且，这只是一封读者来信，
声音来自民间，因此，并不能单凭这一个‘文化汉奸名录’就说刘海粟是
汉奸。”荣宏君说。

徐悲
鸿 与

刘 海 粟
结怨，起于
《新 时 代》
月刊主编曾

今可在杂志上
的一句话：“国

内知名画家如徐
悲鸿、林风眠……都

是他 (指刘海粟)的学
生。”一段文字公案由

此而起，并最终引发了
徐悲鸿与刘海粟的世纪恩
怨。那徐悲鸿到底是不是

刘海粟的学生呢？
荣宏君考证，刘海粟创办

的上海图画美术院的学生名
单和当时的教学记录证明，徐

悲鸿于 1913 年进入过上海图画
美术院第二期的选科学习是不

争的事实。但上海图画美术院是新
式的学校，刘海粟从未给徐悲鸿授

过课，因此，无论从传统还是现代意义
上来讲，徐悲鸿与刘海粟都不存在师生
关系。

论据一：画家卓圣格曾在《徐悲鸿研究》
一书中写道：“然而事实上，他在这一段时间加入
了中国近代第一所美术专科学校——上海图画美
术院学习。他日后极力淡化此事是有原因的，但
他曾加入的确是事实。”
论据二：王震在《徐悲鸿年谱长编》中记录：“徐先生

虽在该校约有两个多月，即不告而别，却被刘海粟糟蹋
一生。”
王震又考证，徐悲鸿应该报的是选科，而不是刘海粟所

教授的正科。因此，徐悲鸿虽然进入过上海图画美术院学
习，但没有跟刘海粟学过画。 据《中国文化报》

C 打压袁世凯，防备汉臣控制军权

对彰德会操印象最深刻的是当地的老百
姓。参加观摩的英国军官鲍尔上校说，老百
姓刚听说即将举行军演时，疑虑重重，因为以
前的军队行动常常伴有抢劫行为，人们往往
离乡逃难，有的妇女竟然投井自杀。而这次
他惊喜地发现，清朝军人纪律严明，买东西一
律付钱，甚至在行军中不得出队私买食物或
水，这使他对新军良好的军纪感到非常惊讶。

彰德会操不仅获得了国外的认可，也赢
得了国内各界的赞誉，袁世凯的声望大大提
高。国内舆论界不少人希望清政府认真总结
经验，继续加强军队建设，避免此次耗费百万
金钱，仅仅换来外国人的几句溢美之词。

这时，慈禧太后确实也在总结经验。但
得出的结论却是，必须从速打击最有才干的
袁世凯，以防备汉族大臣控制军权。

和袁世凯一起作为阅兵大臣的满洲权贵
铁良，对打击汉族官僚势力最为积极。他见
袁世凯风头正劲，既嫉妒，又暗生敌意，便秘
密上奏折，鼓动清政府对袁开刀，夺取北洋军
的领导权，这与慈禧太后的想法不谋而合。

演习结束后，袁世凯一直沉浸在成功的喜
悦中，直到一个月后的11月，看到朝廷公布了
酝酿已久的官制改革方案，才知道形势不妙。
这个方案不仅否定了袁世凯提出的方案，还将
所有军事方面的事务，收归陆军部3个满族大
臣办理。

迫于无奈，袁世凯急忙上折将其所兼的
参与政务大臣、会办练兵事等权力上交，以求
避祸。 据《世界新闻报》

参加彰德（今河南安阳）会操的军队有北
洋新军、湖北新军和河南新军。南北两军共动
用了战马2743匹，后勤车辆898辆，操演战线
长达40里。

湖广总督张之洞十分看重会操的胜负，
作为清朝元老重臣的他编练新军很早，对于
袁世凯这样的新贵有些看不上眼，自然想通
过此次会操，见识一下对方实力。

1906年10月19日，南北两军按计划到达
指定地点，形成了南攻北御的对阵之势。3天
后会操开始。第一天的内容是南北两军骑兵

冲击战。早上 8 点，南军马队北上，10 点钟，
前锋马队看到远方出现了一拨人马，十分兴
奋，很快将其包抄起来。然而走近时，他们才
发现自己错将阅兵大臣卫队误认为北军马
队，结果领队被骂了个狗血喷头。如此一折
腾，到了将近11点，南军马队绕了一大圈才发
现北军。在以逸待劳的北军面前，南军马力
疲惫不堪，结果首日演习北军占优。

第二天的内容是两军主力的遭遇战，这
回双方互有得失。第三天演练攻防大战。两
军全部出动，战斗颇为激烈，北军最后略占优

势，袁世凯笑到了最后。
由于准备充分，彰德会操达到了清政府的预

期目的。“统观两军阵法，当推北军为胜。大概是
平时北军操练、管理确实优于南军。北洋陆军的
兵械、军服、装具、马匹一律鲜明，一丝不紊，精神
状态很好。河南军队就稍次些，湖北军队最不突
出。”外国人对袁世凯的北军十分欣赏。

俄国和德国的武官甚至还认为，中国陆
军现在已经可以与日本匹敌。观摩的日军参
谋本部松川少将等人，也承认中国军队取得
了不小的进步。

A 阅兵处专门研制“方便米”

刘海粟是汉奸吗？ 徐悲鸿是刘海粟的
学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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