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洋舰队战败最直接的战术原因，是
我方的火力处于绝对弱势，那么，我们进
一步要追问的是：为何决战将临，我方火
力弱势的状况得不到改善？谁应该为此负
主要责任？根本原因是什么？

挪用军费
修缮“形象工程颐和园

李鸿章根据丁汝昌、刘步蟾的建议给
朝廷上奏折要求“添船更炮”，翁同龢等
“清流”昏庸无知，慈禧腐败奢侈，朝廷决
策者们居然在 1891 年中日海军竞争已
经白热化时反向操作，不仅不追加军费，
而且还停止海军拨款两年，并挪用海军衙
门 750 万两白银，修缮“形象工程”颐和园
以供皇室骄奢淫逸。临战前，北洋舰队准
备花 32 万辆银子购买 12 门速射炮，居然
因无法凑到这笔款子而放弃。日本海军战
前实现了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装备了最
新式的大小口径速射炮共173门。如果战
前 750万两银子不被清朝廷挪用，可增添
最先进的大小口径速射炮 280门，这样一
来，在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要比日本舰队
多 107 门速射炮 （原有小口径速射炮和
“广丙”舰 3 门国产 120 毫米速射炮尚不计
算在内），即使不能彻底击溃日本的联合舰
队，起码也能在两军对垒中占据上风。

清廷先是战前停止拨款，继而要求北
洋海军决战必胜，实际上陷入到“又要马
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荒唐逻辑中，这
就直接决定了李鸿章和北洋将士们的悲
剧命运。以北洋舰队官兵在战场之“均狞
厉振奋、毫无恐惧之态”的忠勇表现，他们
在海上决斗中已尽了中国军人的最大努
力，他们虽败犹荣，对海战失败不负任何
责任。真正可耻的是把失败强加给他们的
清廷决策层。

也许有人说，如果不是昏君当朝，而

是秦皇汉武当道，中国就不会有如此的历
史命运。问题在于，几千年雄才大略的“明
君”毕竟寥寥几人，国家长治久安岂能依
赖人治？所以，从根本上讲，封建专制制度
导致国民财政收入不能正常地转化为国
防军事力量，皇室可无限制地挪用国家公
共财政，甚至可以挪用关乎国家生死存亡
的国防经费，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社会制度先进与否
决定着军事现代化的成败

人们可以把鸦片战争的失败归因于
当时中国生产力的落后，毕竟，英国工业
革命在 19 世纪中叶已进入尾声，中英对
抗是近代工业国家与原始农业国家的对
抗，军事技术的时代差距是任何因素都不
能弥补的。但是，甲午战争的失败就不能
归因于当时中国生产力的落后了，因为当
时的中日两国几乎处在同一起跑线上，都
是靠购买西方武器来打仗的，就财富和金
钱而言，中国甚至要远远超过日本；双方
对抗取胜的关键是哪一方能更合理地“花
钱”。在既无现代制度支撑、又无贤明“人
治”保障的情况下，清王朝选择了“反向操
作”，硬是把原可用于国防建设的资金挪
用于奢侈的皇室享乐，活生生地断送了北
洋海军和近代中国的军事近代化。

因此，从根本上讲，社会制度先进与
否决定着军事现代化的成败。德国在近代
解决了现代化国家制度问题，即使国家在
“二战”中被打得稀烂，其后照样快速崛
起。前苏联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现代化国家
制度问题，纵然一时成为超级大国，也难
免昙花一现。北洋海军的失败只是作为一
个反面的例子，提前一百年把现代化国家
制度与军事现代化的关系揭示了出来。

瑞典卡罗琳医学院 10 月 5 日宣布，
将 201 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中
国中医科学院的药学家屠呦呦等三名科
学家，以表彰他们对疟疾等寄生虫病机理
和治疗的研究成果。值得一提的是，屠呦
呦自称，她对治疗疟疾新药的“发现”，灵感
来自于东晋道教理论家、医学家、炼丹家葛
洪的《肘后备急方》。

《肘后备急方》的来源

《肘后备急方》由葛洪所著。至于青蒿

素，仅仅是《肘后备急方》中不起眼的一处
记载。若不是屠呦呦的火眼金睛，这种治
疟神药很有可能还深埋在故纸堆中。如今
广东惠州罗浮山朱明洞洗药池旁，就矗立
着一块“青蒿治疟之源”的石碑，以纪念葛
洪的伟大贡献。

但凡名医，必有一段艰难的求学历程，
以其超常的毅力去探索和学习。葛洪自幼
十分好学，沉着稳重，从不与别人嬉戏贪
玩，经常写字、抄书直到深夜。13 岁时，他
父亲去世了，家境败落，十分贫苦，就靠上
山砍柴换取文具，用来学习。《肘后备急
方》由葛洪摘录其共 100 卷的医书《玉函
方》中可供急救医疗、实用有效的单验方
及简要灸法汇编而成，是我国第一部临床
急救手册。

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可以放在
手肘后面，带在身边，随时拿出来救急使
用”。此书中他尤其强调灸法的使用，用浅
显易懂的语言，清晰明确地注明了各种灸

法的使用方法，只要弄清灸的分寸，不懂得
针灸的人也能使用。《葛洪肘后备急方》序
中说到，“穷乡远地，有病无医，有方无药，
其不罹夭折者几希。丹阳葛稚川，夷考古
今医家之说，验其方简要易得，针灸分寸
易晓，必可以救人于死者，为《肘后备急
方》。

中国免疫思想的萌芽

《肘后备急方》共有 8 卷 70 篇。后经
梁代陶弘景增补录方 101 首，改名《补阙
肘后百一方》。此后又经金代杨用道摘取
《证类本草》中的单方作为附方，名《附广
肘后方》，即现存《肘后备急方》，简称《肘
后方》。该书主要记述各种急性病症或某
些慢性病急性发作的治疗方药、针灸、外
治等法，并略记个别病的病因、症状等。书
中对天花、恙虫病、脚气病以及恙螨等的
描述都属于首创，尤其是倡导用狂犬脑组

织治疗狂犬病，被认为是中国免疫思想的
萌芽。
《肘后备急方》中收载了多种疾病，其

中有很多是珍贵的医学资料。这部书上描
写的天花症状，以及其中对于天花的危险
性、传染性的描述，都是世界上最早的记
载，而且描述得十分精确。书中还提到了
结核病的主要症状，并提出了结核病“死后
复传及旁人”的特性，还涉及到了肠结核、
骨关节结核等多种疾病，可以说其论述的
完备性并不亚于现代医学。书中还记载了
被疯狗咬过后用疯狗的脑子涂在伤口上治
疗的方法，该方法比狂犬疫苗的使用更快
捷，而且有效，从道理上讲，也是惊人的相
似。另外，对于流行病、传染病，书中更是
提出了“疠气”的概念，认为这绝不是所谓
的鬼神作祟，这种科学的认识方法在当今
来讲，也是十分有见地的。

中央纪委网站推出“中国传统中的家
规”专栏，带领网友走近充满温情和智慧
的传统家规，汲取精华、去除糟粕，延续和
弘扬中华民族的“家国”文化；吐故纳新、
与时俱进，涵养新时代的良好家风，使千
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
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石。本文带您了解一下
“江南第一家”———郑氏家族。

“江南第一家”：
朱元璋亲赐牌匾

郑义门，又称“江南第一家”，位于浙
江省金华市浦江县郑宅镇，占地约 5000
平方米，是中国古代家族文化的重要遗
址。自北宋崇和元年(1118 年)至明天顺三
年(1459 年)，郑氏家族在此合族同居历时
340 余年，以孝义治家闻名于世。长达
168 条的传世家训《郑氏规范》，被誉为中
国传统家训的重要里程碑。其事载入《宋
史》《元史》《明史》。今天的郑义门，是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浙江省廉政教育基地
以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历史上，一个家族累世同居被朝廷旌
表，可称“义门”。历朝表彰的“义门”中，一般
五世、七世就属难能可贵。而郑义门，其合众
生活的热闹场景，却足足延续了十五世。

北宋年间一个名叫郑琦的老人，自感
不久于人世，召子孙来到郑家祠堂，并立
下遗嘱：“吾子孙有不孝、不悌、不共财聚
食者，天实殛罚之”。

郑氏宗祠坐东朝西，占地约 5000 平
方米，共分为 5 进 64 间，其建筑无雕梁画
栋之华丽，保简朴整洁之本质，庄严宽敞，
古朴厚重。走进宗祠，就像走进了中国历
史的博物馆。内有元丞相脱脱书写的“白
麟溪”碑，明皇帝朱元璋亲赐的“江南第一
家”牌匾，明代“开国文臣之首”宋濂手植
的苍劲古柏,范仲淹、朱熹、柳贯、王锡爵
等历代历史名人及当代书法家题写的大

量匾额、楹联等……正可谓翰墨丹青赏心
悦目，诗书雅乐神韵悠远。

《郑氏规范》：
子孙无一人因贪墨而罢官

支撑“郑义门”的精神支柱，就是一部
名叫《郑氏规范》的家规。这是郑氏家族管
家治家的法宝。它将儒家的“孝义”理念，
如数学公式般转换成操作性极强的行为
规范。历经几代人创制、修订、增删，它最
终定格为 168 条，涉及家政管理、子孙教
育、冠婚丧祭、生活学习、为人处世等方方
面面，堪称世上最齐全的家庭管理规范。
它甚至将大家庭的管理成员，分为 18种
职务 26 人，形成一个网络式的多层结构。
一个庞大家族的秩序由此严丝合缝地建
立起来。正是这种智慧，指引着这个家族
在历史长河中前行。

在今天的郑宅镇，我们依然可以不时
看到以郑氏家族的“孝”迹为内容的景观。
郑氏世祖郑绮，其母亲张氏因患风挛疾，
手足不能伸，郑绮日候床边，侍奉饮食汤
药，三十年如一日，始终不稍懈怠。正是这
位老人以孝治家的躬行实践，为其后代子
孙树立了一个生动的典范。而这，只是这
个家族几百年风风雨雨中诸多故事中的
一个。

清廉为政，是历代都倡导的，但从家
庭的角度约束族人为官清正，则是郑氏义
门的一大特色。这 168 条家规，有些涉及
到廉政廉洁方面，像 86、87、88 这三条，就
是针对出仕当官的人规定的。

凭借好学的风尚和孝义的名声，从
宋、元到明、清，郑义门约有 173 人为官，
尤其是明代，出仕者达 47 人，官位最高者
位居礼部尚书。令人惊叹的是，郑氏子孙
中，竟没有一人因贪墨而罢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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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屠呦呦获得灵感的东晋名医葛洪

史海钩沉 甲午海战教训：
朝廷腐败断送了北洋海军 让中纪委推崇的三朝“郑氏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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