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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仪祉硖石遇盗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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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民所止”，语见《诗·商颂·玄鸟》：“邦
基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这是宋君
祭祀殷高宗武丁的乐歌，歌颂武丁的中兴功
业。程俊英译文是：“领土辽阔上千里，人民
定居这地方，四海之内是封疆。”其中“维民
所止”的“维”字，系止、居义。不料到两千多
年后的清朝雍正四年（1726），查嗣庭文字狱
就被哄传为“‘维民所止’试题狱”。

1980年出版的《辞海》，在“查嗣庭试题
狱”条下是这样说的：“清雍正时的文字狱之
一。世宗欲陷害隆科多，因查嗣庭曾受隆科
多等推荐，故先兴此狱。雍正四年（1726），
世宗指查嗣庭任江西正考官所出试题，‘显
露心怀怨望，讥刺时事之意’；命令查抄寓
所，又在其日记中，摘取议论时事之语，指为

‘悖乱荒唐’，对圣祖‘大肆讪谤’。查嗣庭死
狱中，被戮尸。世传试题为‘维民所止’，‘维
止’二字被指为‘雍正’去首，并非事实。”但

“维民所止”案的说法，在文字狱肆虐的雍乾
朝就传得沸沸扬扬，后来并出现在《清朝野
史》中。直到今天，这种以讹传讹仍在继续。
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的《汉字解读》一书中，
有《维民所止》篇，就提到了这桩文字狱：

清朝雍正时期，文字冤狱记录在案。主
考官查嗣庭以“维民所止”为考题，被曲解为

“砍雍正头”。“雍正”二字去其头，正是“维止”
二字。结果查嗣庭惨死狱中，还被戮尸示众。

实际上，查嗣庭所出的考题并不是《维
民所止》。雍正四年乡试，查嗣庭为江西正
考官，被人告发试题荒谬。雍正大怒，谓其
逆天负恩，特降旨曰：“查嗣庭……语言虚
诈，兼有狼顾之相，料其心术不端。今阅江
西试录所出题目，显露心怀怨望，讥刺时事
之意，料其居心乖张……”

这次考试所出的题目，后人以为是“维民所
止”，遂被人以“欲去雍正之首”告发，理由是“雍”字

去头则为“维”，“正”字去头而为“止”。
但雍正朝及乾隆前期有关资料记载的，

并非如此。《雍正朝起居注》《清实录》《上谕
内阁》及《永宪录》等记载，查嗣庭所出的试
题是：《易经》第二题：“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
矣”；第三题：“其旨远其辞文”；《诗经》第四
题：“百室盈止妇女宁止。”雍正帝说，其《易
经》第二题与《诗经》第四题，“前用‘正’字，
后用‘止’字，而《易经》第三题则用‘其旨远
其辞文’，是其寓意欲将前后联络。”很显然，
雍正帝将两道试题里的“正”“止”二字联系
了起来。不仅如此，还联系到前不久被枭示
的汪景祺《历代年号论》，该年号论“正”字，
有“一止之象”，皆非吉兆。雍正帝说，查嗣
庭与汪景祺属于同类，用“正”“止”两字，就
是把“正”字去掉一横成“止”字，就是攻击自
己的年号，也是“一止之象”，不是好兆头，欲
借此而治查嗣庭之罪。但他也知道此理由
难以服人，便又罗织罪名，说查嗣庭江西乡
试的命题，不是“出于无心，偶因文字获罪”，
而是由试题牵扯到他的“朋党”之罪：“向来
趋附隆科多和蔡珽。”嗣后成为隆科多的四
十一大罪状之一（《雍正朝起居注》五年十月
初五条），蔡珽亦以“交结大逆不道之查嗣
庭”为罪名之一获谴。（《清世宗实录》卷六十
一，五年九月戊寅条）查嗣庭于雍正四年九
月被捕，后病死狱中，还被戮尸枭示；其子斩
监候，家属流三千里。

雍正年间，文字狱肆虐，查嗣庭被罪，
固然与试题有关，然而究其实，并未出“维
民所止”的试题，“维民所止案”纯系以讹传
讹。遗憾的是这种讹传至今仍未穷尽，可
发一叹。 □杨乾坤

50后和 60后的一代人，都有种牛痘
的经历，或许已经记不得过程了，但是看
看胳膊，没有几个人的胳膊上，看不出种
牛痘的痕迹的。不要小看这个疤痕，正
是它，带给我们生命的保障，不至于出生
后的某一天就夭折了。在接种牛痘前的
很长时间里，婴儿的存活率，不足 70%。
成人的寿命，在18世纪及以前，也只有四
五十岁。

中国的人口基数，自秦皇汉武到明
末，没有超过1.5亿的。当然不是繁衍的
速度有问题，而是频仍的战乱、灾荒和瘟
疫，使中国人很少经历过百年平顺的。
中国人口的大幅度增长，是在 18世纪这
一百年。以 1700年的统计，当时中国有
1.5亿人，而此前一百年，也就是1600年，
一百年里人口不增长，可见其折损的程
度，有多么残酷。期间虽然经历了罕见
的寒冷天气，但最主要的抑制，还是明清
政权的交替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战争
屠杀。

18世纪的人口爆增，也不是因为“康
乾盛世”，只是因为闭关锁国的治理模
式，才使肆虐世界的天花、霍乱、黑死病
等瘟疫，在中国出现暂时的减缓。同时
因为玉米和马铃薯的引进，才使人口不
至于因饥馑大规模折损。

瘟疫为何在18世纪出现较长时期的
滞缓呢？截至目前，还没有学者就此研
究并得出可信的结论。但可以肯定，这
个时期的中国医学，还基本停留在原始
的阶段。中国人还没有享受到现代医学
的庇佑，现代医学的建立，也是18世纪以
后的事情。18世纪的欧洲，也呈现出人
口增长的趋势，但增长的因由千差万
别。比如英国，就得益于天花接种，才使
婴儿的死亡率开始减少。

天花病毒如同今天的冠状病毒，也
呈现出传播速度快、病症严重、死亡率高
等特征。而且天花病毒的后遗症还“挂”
在脸上，形成中国人所说的“麻子”，故称

“天花”。
天花接种被引入英国，是在 1721

年。当时，接种的方法，也只是把“取自
天花脓包的东西，注入在接受者皮肤上
开的小伤口，以人为引发感染。个别人
会因这样的手术发展成为严重的天花，
甚至丢掉性命。而一般来说，接种后的
症状往往比较轻微，只会留下一些小痘
痘，而获得的免疫力则与自然患病无
异”。（麦克尼尔《瘟疫与人》）

后来的接种，为什么被称为“牛痘”呢？
这得益于乡村医生爱德华·琴纳

（1749—1823年）的“发现”。琴纳注意
到，那些在奶牛场挤乳的妇女，好像从不
患天花，“由此猜测她们可能是从乳牛身
上感染了牛痘”（麦克尼尔《瘟疫与

人》）。牛痘也是一种传染病，但是由于
症状较轻，也很少死人，所以被人们常常
忽略。后来，用牛痘接种后，对天花的免
疫力的确形成了。琴纳于1798年把他关
于接种牛痘的方法和经验汇集成书正式
出版，而此前，欧洲已经广泛采用他发明
的接种法了。

1768年，叶卡捷琳娜大帝把英国的
医生请到皇宫给皇室的人接种，至于接
种的方式，没有明确的记载；1775年路易
十五死于天花后，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
把接种术引入其王国；1776年，乔治·华
盛顿命令为所有的士兵接种；1805年，拿
破仑也在军队中接受了牛痘的接种。18
世纪的后半叶到 19世纪，天花逐渐退出
历史舞台。

中国人对付天花，也曾进行过很多
实践。最早的记载，是用感染天花的棉
花棒插入鼻孔进行接种。这种方法据传
是由中印边界的游方道士所传。后来，
再由中国传入英国。但中国历史文献记
载，早在11世纪，中国就有了天花接种的
技术。但牛痘的接种，则源自欧洲。至
于牛痘传入中国的时间，至今没有确切
的说法，只是有很多文字，把中国接种天
花的时间推演得很长。

直到1980年5月8日，人类才终于申
明：威胁着人类几千年的天花，终于被消
灭了，消灭天花病毒的药源，还是天花病
毒自己。 □高均善

一

武昌起义爆发后，举国上下纷纷响应。
中国的这一革命消息也迅速传到世界各

地。在德国，留学生们听说辛亥革命之事，热
血沸腾。下了课，大家便聚在一起谈论革命，
群情振奋，一天比一天热闹。

李仪祉是我国著名的水利学家和教育
家，是我国现代水利建设的先驱。他参与
创办了我国第一所水利工程高等学府——
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和多所院校，为我国
培养了大批水利建设人才，并亲自主持建设
陕西泾、渭、洛、梅四大惠渠，树立起我国现
代灌溉工程样板，对我国水利事业作出重
大贡献。

李仪祉生于陕西蒲城，曾两次远涉重洋，
到德国求学。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正在柏林
皇家科技学院留学，已经小有名气。李仪祉
以品学兼优而赢得了许多学者的赞赏。在他
做毕业设计之时，柏林东方学院已慕名前来
聘请他去东方学院教授中国文学，并与李仪
祉签订了合同。但此时的他“既念祖国之危，
复思家门之难”，心早已飞回了祖国，因此拒
绝了优厚的待遇，并做好回国的准备。

当时正面临毕业考试，许多同学纷纷劝
他留下，等考完试正式毕业再走。李仪祉认
为：如要参加毕业考试，还需交五百马克的考
试费，不就是要一张毕业文凭吗？我不能拿
人民的血汗钱来买那个虚名！于是他还是放
弃了毕业考试的机会，随身携带在德国买的
手枪和子弹以及几件简单的行李，匆匆踏上
了回归祖国的旅途。

然而，经过漫长的航程，等李仪祉赶到上
海时，浙江的局势已经大定。但情绪激昂的
他随即跑到江南造船厂内继续练习射击，准
备为未竟的革命效力。可是随着南北和谈
的开始，民国成立，他的枪弹最终都没能派
上用场。

二

李仪祉从德国回来后，接到哥哥李约祉
的信，让他不要回陕，袁世凯的爪牙正在到处
捕杀革命党人，井勿幕等人都被捕入狱了。

辛亥革命取得成功后，黄兴组织元帅府
等待孙中山归来。孙回归后，南京临时政府
遂意成立。参议院开始召集各路人马，大家
都忙于自己的仕途。南北议和后，唯陕西战
乱未已。当时于右任任交通总长，准备派李
仪祉任津浦铁路局长。这是一个在当时很
重要的职位，许多人图谋以位，梦寐以
求。然而李仪祉却以学未有成而拒绝了。
于右任又给陕督致电，推举仪祉为参议员，
他仍坚持不就。

辛亥革命成功后，来到上海的李仪祉将
身上仅存的三百先令全捐给了豫晋秦陇四省
红十字会，一时身无分文。此时，正巧父亲李
桐轩从陕西经湖北来沪，得知儿子也在上海，
欣喜非常。见面后仪祉见父亲冬天还穿着单
衣，当即把手枪和子弹都卖了，给父亲买了件
皮衣。

李桐轩当时奉陕都督之命沿汉水南下，
为陕西募集救助物资，一路历经艰辛，受了不
少苦。李桐轩到达武昌后，才知道黄兴已到

南京。他准备去南京时，听说儿子在上海，于
是便过来相见。

李仪祉随红十字会回陕。船行至汉口
时，由河南人王榑沙多方协调，特开专车一
列，驶至洛阳。火车因装了大量药品、医械，
行驶得非常缓慢。

当时，平汉交通断绝已经有四个多月
了，沿途车站兵士见有列车过来，都感到非
常惊讶：“太平了吗？火车都通行了呀！”一
行人到达洛阳后，雇了八辆大车拉运医疗药
品和器械。

仪祉同四个医生及随行的人一共十多
个，第二天一大早由观音堂出发，前往陕西。

道路凹凸不平，车辆行驶缓慢。进入山
区后更是十分艰难。仪祉见山路崎岖陡峭，
车辆颠簸十分厉害，于是便决定步行。他的
倡议得到另外四个人的赞同，他们之中一个
是陕西的，一个是湖南的，一个是四川的，还
有一个来自东北吉林，是个朝鲜族。

当时是农历的正月十三，雨雪刚停不久，
山间背阴处还能见到皑皑积雪，与山间的白
云混在一起，难辨真假。

走了一会，大家都感觉有些热，额头微微
出汗，于是提议在一块较为平坦的石头上歇
息一会。几个医生听说仪祉刚从欧洲回来，
十分羡慕，要仪祉给他们讲欧洲见闻。仪祉
说了一些德国和瑞典的风土民情，他们大发
感慨，说我们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却完
全是两重天地啊！仪祉说其实德国最先进的
是他们的医学和音乐，可惜我们中国人学的
都是机械工程，物理、数学，忽略了这两门重
要的学科。你们以后如果有条件，应该走出
国门好好学习西方先进的医疗技术，改变我
国落后的局面。几位医生频频点头，表示赞
同。

“李先生，给我们唱一首外文歌吧？”四川
籍的医生提议，其余的几个也跟着附和。

“我唱歌不好，不常唱的。”仪祉说。
“你就唱吧，反正你唱什么我们也听不

懂。”河南籍的医生说。
“那好吧，我唱一首英文歌曲吧。”仪祉说

完便唱了起来。
刚唱了几句，忽然听见有枪声。大家顿

时慌作一团。
“我们到哪里了？”仪祉冷静地问。
“前面是硖石镇了。那里山匪出没，经常

白天肆意抢劫呢。”河南医生战战兢兢说。
“不要慌，我们过去看看吧。”仪祉说。
大家接着往前走，到了硖石镇，都感觉饿

了，于是就找了家餐馆吃饭，准备在这里等车
子到来。

饭刚上桌，河南医生惊呼道：“不好了，有
强盗在外面杀人呢！”外面人声鼎沸，哭爹喊
娘声不断。几个人一看形势不好，准备藏起
来时，几个强盗已经冲进来了！

冲在最前面的一个人大喊：“你们是干什
么的？”仪祉说：“我们是红十字会的人员，有
公事路过此地。”说完便出示护照。一个满脸
横肉的人说：“狗屁公事！奶奶的，给老子都
绑了！”

仪祉正要分辩，被一个强盗踹了一脚，让
他闭嘴。这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啊！

几个医生被捆绑后，吓得瑟瑟发抖，眼睛
不约而同注视着李仪祉。

一个强盗拿起绳子准备捆绑李仪祉，仪
祉说：“且慢，待我将饭钱开了再说。”说完掏
出父亲给的路费，付了饭钱，然后从容被缚。

一个强盗看上了仪祉脚上的皮鞋，说一
会儿到了我们的地方，把这双皮鞋脱下来给
我！仪祉没理他。

一群土匪拿着枪押着他们，几个医生走的
慢，被用枪托子砸了几下，不敢再拖延。

走到半路时，途中遇到一个山涧，水流急湍。
仪祉等人脱掉鞋袜过河，河水冰冷刺骨，

里面的石头很尖锐，脚都割破了。
过河后强盗们拒绝让他们再穿鞋，说是都

没收了。
几个人只能赤足行走在布满荆棘砂石的

山路上，不一会脚就磨破了，鲜血直流。山匪
们把自己的破鞋扔掉，换上仪祉的皮鞋及另外
几位医生的布鞋，一时高兴得手舞足蹈，忘乎
所以。回头看，几个赤脚的人脚上流着血，行
走越来越缓慢，他们怕后面有人来追，用枪顶
着他们让走快些，落在后面的人便会挨打。

有一个刚开始跟他们一起被绑的人，走
了一段后被松绑并扶上马背，原来是早就串
通好的。

行到半山腰，迎面走来一个乞丐。山匪大
喝一声：“干什么的？绑了！”乞丐忙跪地求饶：

“大爷，在下一个臭要饭的，求求你们放了我
吧！”绑匪不为所动。仪祉忍不住说：“他一个
要饭的，身无分文，你绑回去还要管饭呢。”绑
匪听了觉得也是，于是踢了一脚让他滚蛋。

走了大概有二十多里路，越过一个山头
后，看见一所寺庙。寺庙前有一个广场，许多
人在那里遛马。

寺院的名字叫崇明寺，前面有一个照壁，
上面有榜文。门上有对联，上联是：青山不墨
千秋画；下联是：绿水无弦万古琴。入其门内，
但见两旁戈矛林立，气象森然。

看来，这就是土匪的老巢了。

三

仪祉等人赤脚走了几十里山路，脚上早已
鲜血淋漓，踩在石板上一步一个脚印。山匪们
把几个人绑在柱子上，一个土匪持刀坏笑着走
到仪祉跟前，一手扶起他的脸，一面用刀刃在
脖子上比划着。仪祉怒声喝道：“士可杀，不可
辱——要杀就杀，少给老子动手动脚！”劫匪嘿
嘿冷笑一声说：“呵呵，细皮嫩肉的，一看就是个
白脸书生，哪来的胆量！”说完抡起大刀便要砍。

几个医生吓得一声惊叫，都闭上了眼睛。
此时此刻，仪祉也有些后悔自己的冒失了！如
果跟着车走，慢是慢一些，也不至于落到这伙
土匪手中。还有在山上就听到枪声了，硬是闯
了下去，自投罗网啊！

很长时间了，仪祉做事都非常谨慎，小时

候的扭扭脾气怎么又冒出来了呢？
仪祉这次回来的主要目的是参加革命，

谁知满腔热血风尘仆仆跑回来，人家南北和
谈了，练了几个月的枪法也没用上，连枪也卖
了！如果参加革命，抛头颅洒热血他都在所
不辞，大丈夫死得其所，轰轰烈烈，可是如今
死在这伙山匪手中，也太窝囊了啊！

见劫匪抡起了大刀，仪祉喊了一声且慢，
劫匪的刀便垂了下来。仪祉说：“你们不能杀
我，也不能杀他们。我这里有一副望远镜，对
你们很重要。”劫匪从他的包袱中搜出望远
镜，在身上又摸出一把小刀，还有其他物品。

劫匪们拿着望远镜玩弄了一会，不知如
何察看。仪祉说：“你们给我松绑，我教你们
看。”劫匪放开仪祉，他拿起望远镜调好后，让
他们看。

望远镜一下把很远的地方都拉了过来，
远处的人也看得清清楚楚，山匪们十分高
兴。奈何山上的土匪分为两拨，一拨为洛南
来的，主张立即杀了仪祉他们，以免后患；
一拨为当地土匪，认为这伙人有油水可榨，
不必立即杀掉。两拨土匪都想要望远镜，互
不相让。

两伙人争执中互相打了起来，打得十分
激烈。仪祉刚上山时就发现他们不是一伙，
望远镜只有一个，肯定会引起火拼。现在看
来，果不出他所料，他们反倒相对安全了。

洛南帮土匪毕竟势单力薄，寡不敌众，最
后落荒而逃。本地的土匪大获全胜，令手下
人把仪祉他们送入一间土室内，点燃一堆麦
草为他们御寒。

仪祉见局势有所缓和，请求松开他们的
绳子。照看他们的土匪说：“小的不敢，这个
需要请示于元帅才行。”仪祉说：“让你们的元
帅来，我跟他谈谈。”小土匪出去不久，一个头
戴绸缎小帽，着蓝布棉袍，羽绫马褂，带着一
副石头眼镜，手持铜质水烟袋的人进来了。

这个人一进门便收起水烟袋对仪祉他们
作揖，说：“对不起诸位兄弟，在下哥老会人
也。”仪祉听说他是哥老会的人，当即告诉他
红十字会的性质及南方革命之真相，劝他弃
暗投明。

那人说：“此话先打住，明天我派人探明
你们运送物资的车辆情况再说。”说完便起身
告辞了。

仪祉等人见到了所谓的“元帅”，被移到
了寺中的一间楼上，然后送来一块薄被，让五
个人一起盖。

几个人被折腾了一天，中午也没吃饭，饥
肠辘辘。山匪拿来几个窝窝头让他们充饥，
然后从外锁上门，出去了。

四

李仪祉等人被劫持后，运送物资的车辆
来到硖石镇，他们原来说好在那里相会，谁
知怎么都找不见人，询问镇上的人，大家都
不敢说。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之际，那个被仪祉救
了的乞丐站了出来，说：“我见到他们了，被劫
匪弄到山上去了！”

仪祉的父亲李桐轩当时也跟着车辆，得
知这一消息后大惊失色，半天说不出话来。

李桐轩赏了乞丐酒食，又给了他一串
钱。思量着如何解救人质。

这件事刻不容缓，山匪性情鲁莽，万一他
们一时恼怒杀了人质怎么办？

李桐轩沉思了一会，觉得还是让乞丐给
山上送一封信，说明道理。

乞丐吃饱了，又得了钱，自然乐意跑一趟。
第二天一大早，李桐轩的信送到了山

上。奈何土匪中竟无人识字，不知信内容。仪
祉说我来给你们读吧：“宜阳革命党同志伟
鉴”山匪听了这一句非常高兴，欢呼雀跃。

仪祉接着念道：“张其（硖石镇被杀者）为
富不仁，同志等铲而除之，替天行道，大快人
心！”山匪听到这里，更加高兴。信的后面便
是仪祉等人被误会捕拿，请即释放等语。山
匪有意允诺，说：“我们已派人到镇上探查，等
他们回来，你们就可以走了。”

黄昏的时候，探子回来了，说：“情况我都
探明了，是红十字会运送医疗物资的。人家
待我很优厚，给咱送了不少药物呢！”原来山
上的土匪大多生有疖子，李桐轩送给他们不
少治疗的药物。

“元帅”听了十分高兴，说：“我肯定会送
你们下山的。不过明天是元宵节，当屈留一
日。”仪祉等人虽然即刻便想离开，见山匪执
意要留，所以也不能强违其意。

第二天，山上杀羊煮荞面为仪祉等人压
惊。酒是大碗的酒，菜是大盘的菜，众土匪杯
盘交错，轮流传饮，好不热闹。“元帅”拿出自
己抢的自鸣钟请示李仪祉，说不知道该怎么
用。仪祉拿起表上足发条，自鸣钟八音齐鸣，
山匪们高兴得手舞足蹈。

“元帅”又说：“我还有抢来的几把快抢，
不知怎么用，也请教教我吧。”仪祉想他们若
是学会用这些武器，不知会杀多少人，于是谎
称自己乃一界文人，不会舞弄枪械。

“元帅”见仪祉相貌不凡，知之甚多，非常
喜欢，希望他能留下来当军师，必然厚待。

仪祉说：“等我去西安见到张都督为你们
请功，然后我们共同干革命，如何？”“元帅”非
常高兴，端起大碗与仪祉相碰，然后一饮而尽。

第三天，也就是农历的正月十六日，山匪
们用三匹马驮着5个人，派了两名非常健壮的
汉子送他们下山。一路遇见许多人，都躲闪
于石后，不敢露面。

护送他们的土匪大声呼喊，说：“我们这
次是送人下山，不抢东西的！”

仪祉一行离开后，山民们立即跑回山寨
躲避。

仪祉见此情景，说：“你先行一人，告诉沿
途山寨我们不是土匪。”

二匪遣一个山民前面报信，山民手提鞋
子跑了起来。仪祉问为何要把鞋子提在手
里？山民说这样才能跑得更快啊！

仪祉说：“你真的相信我们不是山匪吗？”
山民笑着说：“你们一看就不像土匪嘛！”
快到硖石镇时，仪祉对送他们的山匪说：

“你们任务完成了，可以回去啦。”山匪说：“不
行，我们必须护送你们入城。”

从山匪所在的寺院到镇上大概有九十里
路，到达镇上的时候已近黄昏，城门紧闭。外
面的人一阵呼喊，幸亏里面早就知道他们要
回来，所以门很快便打开了。

这次被绑，虽然只有三天时间，仪祉再次
见到父亲时，竟恍若隔世！

父子相见，先是愣了一会，接着紧紧抱在
一起，眼泪便流下来了……

第二天，李桐轩厚赏护送仪祉他们下山
的两位山匪。硖石镇属陕州，陕州知事当时
已逃，州政无人主持，山匪肆意横行，老百姓
叫苦连天。后来一路所行，发现许多州县的
知事都逃走了，一些人不敢西行便往东逃去，
仪祉父子一行则继续向陕西进发。途中到处
都能看见尸体，残骸断臂，树上悬挂着人头，
森然可怖。幸亏攻打陕西的清军已经退去，
李仪祉他们才得以平安到达西安。 □高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