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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戏剧或者演义小说中，若干
名人手里常持一柄特殊武器。比如
李世民曾赐给程咬金一条钢鞭。宋
朝的佘太君拥有一条先帝给的紫金
龙头杖。著名的八贤王手里，则是一
把八棱紫金锏。这些武器比所谓的
尚方宝剑还有力量，尚方宝剑只能震
慑奸佞，上述武器却可以“上打昏君，
下打奸臣”，打奸臣是次要的，其要害
在于“打昏君”，它是限制皇权的一个
重要途径，对皇权的一枝独大是个消
解。当然，打奸臣也让它成为表达民
意的渠道，从另一个角度提供判断是
非的标准。

但 历 史 上 有 没 有 这 样 的 武 器
呢？哪个皇帝能信任某位臣子信任
到可以让他打自己或者打自己子孙
的地步？史书中关于这方面的记载
几乎没有。

不过，明人笔记中说，刘基父子
曾获得过朱元璋赠与的特殊武器，只
是用处不同。

刘基获得的是一枚金瓜，又名
“击门锥”，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击打宫
门。有一天深夜，刘基果然拿着金瓜
来敲皇宫的门了。太监问有什么事，
答曰，心里乱，睡不着，想跟皇上下
棋。而朱元璋也真的起来跟他下
棋。接下来，有人报告说太仓失火。
朱元璋想去看看。刘基说，你待着
吧，让太监坐到你的辇车里替你查一
下。不久，辇车回来，太监死在了里
面。也就是说，神机妙算的刘基预料
到朱元璋有这么一劫，特意拿着金瓜
替他解围来了。这里的金瓜仅是个
道具，整个故事表现的是老掉牙的效
忠情怀。

那么，有无打人的御赐武器呢？
有。刘基的二儿子刘璟便手持一条
铁锏，这也是朱元璋给的。铁锏上有

“除奸整佞”四个字。朱元璋还特意
交代他：“百官敢有不法，卿持此简

（锏）击”。这就有点钦命打奸臣的意
味了。史料中这条铁锏被用过一次，
过程如下。

某日，都御使袁泰上奏某件事，
但有违事实。由于都御使有闻风而
奏的权利，听到风声就可以提意见或
建议，并不一定要全部调查清楚，所
以朱元璋原谅了他。不知出于什么
原因，袁泰没有谢恩（或许是心里不
服？或者是心情紧张而忘记了？），刘
璟走过去，一锏抽在袁泰脖子上，让
他向皇帝谢恩。朱元璋对此很满意，
说，打得好！我虽然对此事不计较，
但要让他们知道朝廷的纪律。咱们
是讲纪律的。

在这里，御赐铁锏打人，完全是
替皇帝打的。在皇帝不好出头时，它
就是皇帝撒出来的一条狗，是皇帝的
流氓化、世俗化表达。所谓“上打昏
君，下打奸臣”，实际是“上谄皇帝，下
压群臣”，跟美丽的传说满拧。

公元 280 年 2 月 19 日，江
陵（位于今湖北省中部）一带的
长江上旌旗猎猎，战鼓齐响，排
成整列的巨型战船顺流而下。
第一艘战船的船头，一位须发
花白的老将军凌风而立，任江
风吹起他的胡须。此时，旁边
一位裨将献言道：“如今冬雪融
化，江水暴涨，不宜进攻东吴
呀。将军可以上书，就说暂时
收兵，等今年冬天水枯江平再
进攻不迟。”老将军深知晋武帝
下决心伐吴这一决策来之不
易。这是名将羊祜临终献策，
自己三陈伐吴，宰相张华极力
促成的结果。现在形势一片大

好，怎能说退就退？老将军强
压心中的怒火，掷地有声地说
道：“从前，名将乐毅在济西一
战获胜后，长驱而入吞并强齐，
一直为后人称道。我军自出发
以来，在乐乡擒获东吴西部战区
最高长官孙歆，攻克江陵并斩
杀吴军都督伍延，形势就跟劈破
竹子一样，劈过前两节，其他的
就会迎刃破裂，用不着再使什么
劲了。再言罢兵者斩！”

老将军分析很到位。很
快，沅江、湘江以南，直到广州、
交州（今越南北部地区）等地的
吴军纷纷来降。东吴末主孙皓
吓破了胆，遣使向晋朝另一将

领王浚投降。为后人称道的
魏、蜀、吴三家归晋。

这便是成语“势如破竹”的来
历。原文见于《晋书·杜预传》：

“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数节
之后，皆迎刃而解。”老将军就是
被时人称为“武库”的杜预。

杜预，字元凯，京兆杜陵（今
陕西西安东南）人，出身官僚世
家，其祖父杜畿是三国曹魏的名
臣。杜预从小广涉群书，聪明无
比；成年后，他刻苦钻研学问，夜
以继日地写作，终于成为远近闻
名的“武库”。司马懿的次子司
马昭执政后，知道杜预的名气，
便把二妹高陆公主嫁给他为妻。

杜预一生，研究涉及的领
域极广，真可谓“天文地理，无
所 不 通 ；诸 子 百 家 ，无 所 不
晓”。单从特长上看，杜预类似
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中的桃
花岛主黄药师，只是黄药师侧
重于艺术，杜预则对自然科学
和社会科学都极有研究。据史
实记载，杜预是一位非常优秀
的军事家、政治家、法律学家、
经济学家、农业学家、水利学
家、桥梁专家、发明家、文学家
和学者。逝世时，晋武帝对这
位建立灭吴奇功的“武库”感到
特别惋惜，当即追赐他征南大
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成侯。

★魏德勇专栏 成语故事

杜预，灭吴奇功的大“武库”

从前有个美国记者，不远
万里来到中国，去了 红 色 延
安，采访了毛泽东，跟红军同
吃同住，最后还写了一本《西
行漫记》，在历史教科书上大
名鼎鼎。

我们知道，这位记者名叫
埃德加·斯诺。

埃德加·斯诺有个女朋友，
也是记者，名叫海伦·斯诺。海
伦·斯诺跟埃德加·斯诺在中国
认识，并在中国结婚，结完婚，
去北京度蜜月，他们度蜜月的
地方是北京西山一座寺庙。

寺庙是修行的地方，戒酒，
戒荤，戒邪淫，跟爱情格格不
入，跟婚姻生活格格不入，怎么

能度蜜月呢？海伦·斯诺解释
道：“寺庙不但是修行场所，还
是中国俗家人的旅馆系统，很
多中国贵族都在寺庙里长期租
赁客房，在那里度周末。”

海伦没有胡说。据我所
知，滇系军阀唐继尧公务不繁
忙的时候，会去碧栖山云栖寺
住上一个星期；直系军阀吴佩
孚下野以后，常年在天津武清
寺隐居；统治江南的孙传芳孙
大帅驻兵上海，偶尔会去静安
寺暂住；包括蒋介石回宁波老
家探亲，跟家乡父老应酬烦了，
也会住进奉化雪窦寺。

除了军阀，文化人似乎也
喜欢住寺庙。1921年周作人给

北京晨报写专栏，专栏题目叫
《山中杂信》，写的就是他在西
山一座寺庙里养病的生活。
1929年冰心跟留美博士吴文藻
结婚，没有买婚房，在西山大觉
寺租了两间客房，开开心心度
完了蜜月。

在民国，特别是在古代中
国，寺院确实像海伦·斯诺描述
的 那 样 ，是“ 中 国 的 旅 馆 系
统”。举人赶考，途中没地方
住，会去寺庙；仕女投亲，途中
没地方住，会去寺庙；官员公务
缠身，应酬不断，累得像狗一
样，为了躲清静，也会去寺庙；
难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为了
遮风挡雨，仍然去寺庙。那时

候的寺庙一般都有田地，有客
房，占地多，房子也多，出家人
住不完，就让俗家人住，而且房
租低廉，环境清幽，算是佛教给
滚滚红尘提供的一个避难所。

现代人能不能在寺庙里住
一段日子呢？答案是可以。但
现在的寺庙过于逼仄，客房很
少，想入住，需要很多手续，需
要遵守很多清规戒律，需要像
和尚一样持斋念佛，度蜜月是
绝对不可能的。当然，某些寺
庙附近会有宾馆，往往挂着“十
方禅院”、“云水精舍”之类的招
牌，房费贵得吓人，随时欢迎情
侣入住，但它们统统都是俗家
人开设的，跟寺庙无关。

去寺院度蜜月

该怎么介绍陆军中将王赓
呢？他是陆小曼的前夫。王赓丢
了夫人，又被日军抓了，身陷囹
圄。莫须有的间谍的帽子戴着，
王赓的人生悲剧，似乎与陆小曼
无关，又似乎全因陆小曼而起。

无锡人王赓，有一个非常
高的起点，他在和陆小曼离婚
之前，可谓春风得意。留学美
国西点军校，与艾森豪威尔是
同班同学。

1919年，巴黎和会，王赓担
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上校武
官，兼外交部外文翻译。其间
认识了呼吁中国权益的梁启
超。就在这一年，王赓认识了
北京的交际花陆小曼。

1920 年的王赓晋升为陆军
上校，前途不可限量，陆小曼的
父亲看到这一点，把陆小曼嫁给
了王赓。郎才女貌，一武一文，在
时人眼中，多么般配的一对儿。

可是，“第一帅、第一有才、
第一有手段”的王赓，面对娇妻，
不懂浪漫，也不解风情。1924年
底，王赓任哈尔滨市警厅厅长。
他担心妻子陆小曼寂寞，就把他
托付给好友徐志摩照顾。这真
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王赓作为一
个将军，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但他无法预料接下来的剧情。

红杏要出墙，寂寞庭院锁
不住。陆小曼和徐志摩，金风
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

数。等王赓回到北京，发现这
一切时，他已经无法收复失
地。枪杆子没有打过笔杆子，
王赓选择退出。

1932 年 2 月，王赓任税警
团总团长，在上海奋力抵抗日
军的进攻。2 月 27 日，脱离战
场的王赓在公共租界被日军抓
获。王赓随身带的军用皮包
中，有淞沪兵力部署和战线配
置图。后王赓被日军放出，国
民政府军事法庭因“擅离戒严
地点”判处王赓有期徒刑两年
零六个月。王赓擅离阵地，据
说是想到公共租界看刚刚失去
徐志摩的陆小曼。

身 陷 囹 圄 ，意 气 消 磨 。

1935 年，王赓出狱后，一身疾
病。人生不顺，仕途蹭蹬，出国
疗疾归来，再也无颜在军队担
任要职。抗战爆发后，王赓重
出江湖，为国效劳。

1942 年 3 月 11 日，国民政
府决定派遣一个军事代表团赴
华盛顿，宋子文急招王赓参加
军事代表团。不料，正当王赓
鲲鹏展翅的时候，他从云端跌
落。军事代表团途经开罗，47
岁的王赓病逝于开罗皇家医院，
被开罗盟军安葬在英军公墓。

从巴黎和会开始，王赓声名
鹊起，有一个华丽的亮相，在开罗
陨落，有一个黯然神伤的结束。
王赓的人生悲剧，令人扼腕叹息！

陆小曼前夫王赓的人生悲剧

★李开周专栏 住在民国

御赐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