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迅打维权官司也在行

清明时节踏青、野餐的历史，自古
有之。其实，古代清明节就是一个“美
食节”，不仅有很多时令美食在这个春
暖花开的季节上市，而且清明节和古
代“寒食节”的习俗在今天逐渐重合，
寒食节的一些特色美食也流传下来。

清明节在古代是祭祀性的节日，
一般人家要用四碟六碗时馐清酒祭奠
祖先。祭完之后，家人和应邀来的亲戚
共享酒食，叫“吃清明”。

古人为适应寒食禁火冷食的需
要，创造了一些食品。比如用麦草捣
汁和糯米做青粉团，乌桕汁染乌饭做
糕，或者用香椿芽拌面筋、嫩柳叶拌

豆腐作寒食食品。古代在江南，人们
要挑荠菜做馄饨过节，清明扫墓时要
做黄花青果糕作供物，采用一种菊科
野草的嫩叶捣烂去汁和粉做成，非常
好吃。

尤其古代的女子平时不能出门，
而清明节这天的祭祖、踏青是古代女
子出门的好时节，她们在这一天会精
心打扮，早早出门去祭奠先人，然后就
踏青游玩，所以在古代清明节也是女
人们的节日，她们可以到郊外赏玩春
色，放风筝，然后野餐。

历史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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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硬脾气”，众所周知。1925 年
发生的一件事儿，让鲁迅的“硬脾气”有了
用武之地。说起来，这是鲁迅任职教育部佥
事时，发生的一起诉讼。现在看来，鲁迅不
但打笔仗在行，打起维权官司来，也毫不逊
色。

“女师大风波”致鲁迅被免职

1 925 年 5 月，爆发了著名的“女师大
风波”（1925 年，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准备
北伐，各种学潮不断。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
学生，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驱羊运动”，这
个“羊”，就是女师大时任校长杨荫榆。 5 月
7 日，杨荫榆开除许广平、刘和珍等 6 名学
生。 搅动北京高校的“女师大风波”旋即爆
发）。在学校中兼任教师的鲁迅，站在学生
一边，抨击了杨荫榆的种种劣迹，支持学生
的正当诉求。而教育部最高长官章士钊，则
支持杨荫榆。这么一来，两人难免矛盾激
化。

两人之前在文学上已颇有分歧，并在
报刊上“笔战”不断。而这起风波，立场的不
同，让两人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在鲁迅看
来，自己行得正，站得直；但在章士钊看来，
鲁迅却有点“无理取闹”。

他认为此时的鲁迅，毕竟还是以教育
部的职位为正职，在女师大授课，不过是兼

任。而且，这风波是因学生不满校长而起，
和兼任教师的鲁迅，实在没什么关系。在这
种情况下，鲁迅帮着学生，反对自己的上
司，在章士钊看来，这就是“瞎搅和”。

章士钊认为，鲁迅别有用心。所以，在
如何处理上，章士钊是先礼后兵。先派人安
抚鲁迅，让他不要闹，还说如果不闹，以后
就让他当校长。但鲁迅没有让这“糖衣炮
弹”炸丢了理智和操守，果断拒绝了。

接下来，章士钊得到段祺瑞批准后，以
“迅雷不及掩耳手段”，将鲁迅免了职。不
过，章士钊将鲁迅免职，并非真的想一脚把
他踢开，而只是想小惩大诫。在章士钊看
来，得了教训的鲁迅，只要回过头来，好言
相求，保证不再闹事，自然就可以复职。

鲁迅状告教育部

殊不知，这正好触到了鲁迅的“硬脾
气”。他一纸诉状，将教育部给告了。

受理这官司的，是平政院。平政院在
裁决书中提到，首先鲁迅是否有违规行
为，应当谁主张谁举证，教育部既然认为
鲁迅违规，就该提供充分证据，但这点教
育部没做到；二来，就算鲁迅真的违规
了，也该交由相关委员会裁决，教育部没
有权力将其免职。同时，章士钊的理由是
“形势严重”，所以不得不简化程序，以

“迅雷不及掩耳手段”将鲁迅免职。但平
政院认为，区区一名佥事，在报刊上发表
文章，支持学生运动，所造成的影响也挺
有限，和“形势严重”实在是不沾边。基于
以上种种理由，平政院判定，免职命令无
效。

其实，早在鲁迅决定诉诸法律、维护自
己权利时，教育部就希望能小事化了。章士
钊本意，也并非将事情闹大，而是希望对鲁
迅小惩大诫。所以，在诉讼过程中，章士钊
一直希望能和解，且不惜替鲁迅安排了一
份委员会的工作，直属于教育部，比免职前
的职位更吃香。无奈，鲁迅铁了心，非把官
司打到底。

这场维权官司，有几点还是挺令人钦
佩的。

首先，鲁迅从始至终，坚持不和解，就
连律师都没请，自己亲自上场。诉状是自己
亲笔写的，开庭答辩时，也由自己来。可见，
鲁迅的脾气，硬得很！

其次，平政院的判决效率和结果，不禁
令人心生敬佩。效率上，从起诉到胜诉，不
过半年的时间。鲁迅告的，是堂堂的教育
部！而比起效率，更令人意想不到的，还是
这官司的结果。

一说起那个年代，多数的印象，总和军
阀混战脱不了关系。你方唱罢我登场，政局
瞬息万变，军阀混战，社会黑暗。于是乎，司

法自然也成了军阀操纵政局的工具，为何
判决结果反倒让鲁迅胜诉？

堂堂教育部，败在一个小职员手里，这
在任何时候都是少见的！一方面，固然有舆
论压力的作用，借官司的判决来缓解汹涌
的民愤，平息学潮；但同时也说明，当时哪
怕社会黑暗，但司法还是有一定的独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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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学询仅是清末一介进士，竟被同乡
孙中山心甘情愿地奉为首：“或称总统，或
称帝王，弟决奉足下当之。”

1855 年出生在广东香山的刘学询 31
岁时中进士，后成为候补道台。他并不满
足于这个小小的功名，搞起赌博生意。每
逢科举考试前，刘学询就会将所有参考人
员的姓印制在彩票上，由买彩票的人预测
中榜者的姓。凭此名为“闱姓”的赌博游
戏，刘学询广积财富，结交权贵。当时书籍
记载：“其金钱势力以左右士子之成败，及
官吏之进退，典试者莫不仰其鼻息。”

1893 年，孙中山到广州行医开局，开
始与同乡刘学询相识交往。两年后，孙中
山在广州创办农学会以掩护自己的革命
活动，刘学询曾提供过资金帮助———两人
在诉求上有着一致的地方，孙中山此时在
计划建立民国，而刘学询想当一回皇帝。

1896 年，考中进士的康有为，向朝廷
控告其他大臣时牵涉刘学询，从此与刘结
下不解之仇。“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
等被清廷通缉而亡命日本，刘学询向两广

总督李翰章自告奋勇，愿亲赴日本抓康回
国受审。康有为没抓到，但经孙中山引见，
刘学询见到了日本首相，由此受到李鸿章
的看重，与孙中山的关系也进了一步。

1899 年“惠州起义”爆发后，孙中山派
平山周持函到上海请刘学询代筹军费，企
图攻打广州，并表示事成后可奉刘学询为
总统，或帝王。同一年，清廷要挖康有为祖
坟，刘学询亲赴南海指挥挖坟，与康有为
的斗争愈演愈烈。1900 年 4月 24 日，刘学
询从澳门回广州，一上岸即被康有为派遣
的刺客开枪击中胸部，好在他穿着厚衣，
子弹仅入皮肉三分，大难不死。

1900年趁着义和团运动，刘学询极力
怂恿李鸿章和孙中山联合，趁乱搞“两广独
立”。李鸿章权衡一番，最后还是决定北上救
驾。刘学询心灰意冷，渐渐退出政坛，开始在
杭州西湖建造水竹居，也就是后来的“刘庄”。
上世纪50年代，刘学询家人将刘庄无偿赠
给政府，成为今天戒备森严的西湖国宾馆。

■■刘刘 庄庄 又又 名名 水水 竹竹
居居，， 原原为为晚晚清清刘刘学学
询询别别墅墅，， 坐坐落落在在西西
湖湖西西面面的的隐隐秀秀桥桥西西

“骨朵”一般与“花”连用，专指花蕾。
它最初其实是一种兵器。
“骨朵”这种兵器为铁或硬木制成，

长棒的顶端安装有石质或金属的头，头
呈圆形、蒜头形等多种。宋人吴处厚所著
《青箱杂记》载，五代时徐温的儿子徐知
训“作红漆柄骨朵，选牙队百余人，执以
前导，谓之朱蒜”。这是关于“骨朵”的最

早记载。另据《辽史·刑法志》记载，当时
的杖刑中有“铁骨朵之法”，这是把“骨
朵”当刑杖使用了。
“骨朵”指代花蕾大约出现在明代，倒

非常符合花蕾的特征：花茎似棒身（支撑
的骨），花蕊似蒜头或瓜形。

古史新知

■■11993333 年年 55 月月 11 日日，， 鲁鲁迅迅在在上上海海春春阳阳照照
相相馆馆留留影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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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朵”原是一种兵器

古代清明节是“美食节”
孙中山愿奉刘学询为帝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