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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锟与特褒
我喜欢古董，从五十年前

上大学开始，就喜欢观赏和收
藏，藏品不多但有特点。其中有
件民国特褒，就与民国名人曹
锟有关。

曹锟(1862—1938)，字仲珊，
天津人，布贩出身。后弃商从戎，
先入北洋武备学堂学军，毕业后
与袁世凯训练新军。辛亥革命
后，历任北洋第三师师长、直隶
督军等职。1923年10月5日，靠“贿
选”当上“大总统”后，他深知眼
前军阀割据，国家动乱，这个“贿
选”总统很难干。曹锟心里明白：
只有把仁爱学说具体化到治国
安民的政治实施中去，才可能国
泰民安。于是，曹锟一上任即抓
内务部，修改“褒扬条例”，积极
表彰宣传城乡出现的道德模范

人物，笔者收藏的民国十三年
(1924)表彰章丘县张高氏的特
褒，就是证明。

这件特褒，装在一个长45 . 5

厘米、宽6 . 5厘米、高5 . 5厘米的
樟木盒内，抽拉式的盒盖正面，
阴刻“特褒”篆书描金二字，内
装《大总统褒曰》奖状、内务部

《褒章证书》及《修正褒扬条例》
“第一条”。《大总统褒曰》奖状
长55厘米、宽41厘米，纸质，绫
边，金地，红格，楷书。这篇褒扬
词只有146字，但引经据典，纵
古论今。它开门见山，直破主
题，引用汉代刘向、班昭、郑玄
等千古流传的名著，说明重礼
仪、遵孝道、尚美德是中华民族
的光荣传统。山东省章丘县张
绪之的妻子张高氏，正是继承

和发扬传统美德的典型。她从名
门高家嫁到士族张家，不仅孝敬
公婆、友好亲朋、严教子女、忠贞
不渝，而且德洽邻里、施舍精粮、
扶危济贫、助人为乐，博得众乡
亲的称赞。张高氏的模范事迹，
应该写成书编成戏，在民间广泛
宣扬。另外，还应仿效历代传统
做法，将张高氏的品德操行载史
册、立牌坊、建华表，使其千古流
芳。

张高氏在得到盖有“大总
统印”奖状的同时，还得到盖有
民国政府内务部公章的《褒章
证书》，在证书的背面还附有褒
扬张高氏的有关根据。《褒章证
书》中提到，“呈准奖给黄、绿、
白绶金质褒章”一枚。这枚“金
质褒章”直径和含金量是多少？

上面有无褒扬字样、统一编号
和制作年限？是珍藏在张高氏
子孙后代家中还是被他人收
藏？笔者不得而知。

在民国二十年代，山东荣
获“民国特褒”的农村妇女，可
能只有章丘县张高氏一人。“生
自名门”的张高氏，很可能是章
丘县旧县城西关村高家大族。
此高家，是清末民初在济南、青
岛、天津等地经商有名的大商
家，与东方商人孟洛川齐名。大
商家高亦吾之子高肇甫，博古
通今，德才兼备，曾任周恩来总
理的老师，新中国建立后，被周
总理推荐到中国档案馆任馆
员。从年代上论，张高氏极有可
能是高亦吾之女，但这只是推
测，尚有待进行史料考证。

毛主席曾两次视察山东省农科院
1958年和1959年毛泽东主席

曾两次视察山东省农业科学院。
毛主席第一次视察是1958

年8月9日。时任山东省农科所
副所长的秦杰同志陪同毛主席
视察了棉田，并亲自数了数一
棵棉花上的棉桃数。毛主席看
到有的果节上没有桃子时，问
道：“这是怎么回事？”当回答说

“这是脱落了”时，毛主席当即
指示：“你们要研究一下为什么
落桃的问题，是否可以研究个
办法，叫它少落或不落。”为此，
我们全院科技人员认真落实毛
主席这一指示，不仅对棉花，而
且对小麦、玉米、水稻、花生等
作物在育种、栽培等方面开始
了艰难曲折的研究工作。

1959年9月21日，毛主席不顾
劳累，在日理万机中又抽出时间
第二次到我院视察棉田。记得恰
巧在这一天，我的大女儿出生
了，当时全家欢欣鼓舞，为这双
喜临门的日子无比高兴。

我出身贫苦，从小是靠吃
百家饭长大的，是党和毛主席
把我从苦海中拯救了出来，没
有共产党和毛主席就没有我的
今天。吃水不忘掘井人，毛主席
的恩情永远牢记心中。为落实
毛主席视察我院时“你们要研
究一下为什么落桃的问题”指
示，农科院再次成立了棉花队，
从全省各地植棉先进单位聘请
植棉能手，时任山东省农科院
院长的卢洪同志亲自调我到棉
花队任队长。我感到光荣，又感
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我与
秦灿石等同志采取温室营养杯
育苗、稀植栽培(每亩2000株)、
精心管理等措施，进行试验。刮
风怕棉花被吹倒，下雨又怕棉
花遭淹，起早贪黑地在农田中
忙碌。亲自逐棵修棉、施肥、打
药、浇水；逐棵调查芮铃脱落情
况并进行登记，有的还绘制了
图表。在这期间，当年的中共山
东省委副书记李震同志多次深

入棉田、地头，询问棉花生长情
况，院领导更是关怀备至。几年
的时间，棉花芮铃脱落率由
60%-70%下降到34 . 5%，获得亩
产皮棉274 . 5斤的好成绩，创下
了当年的全国最高单产纪录，

终于向毛主席交了一份满意的
答卷。为此，山东省农科院荣获
了山东省颁发的“全省棉花先
进单位”荣誉称号。

(本文作者原为省农科院
科研处副研究员)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
将领中，许世友不仅可称得上
战神，而且还是一位酒坛豪杰。
人生如歌，他 8岁就开始喝酒，
一直到80岁逝世，许世友的嗜酒
之癖始终如一，可以说酒伴随
了将军的一生。

那是1943年春节前一个雪花
飞舞的上午，在胶东军区司令部

驻地的空场上，集合了一批部队、
民兵和地方干部。他们被告知：

“新来的许司令要给大家讲话。”
就在这时，四名警卫员模样

的士兵，抬着一张杀猪用的案桌，
放在会场前头，桌上放着一把明
晃晃的菜刀和一只绑着双腿的大
公鸡。有位士兵把一只蓝花大碗
放在桌上，又提起酒壶向碗里倒
酒。不一会儿，许世友就虎气生生
地走到案前。

许世友大声说道：“同志们，
我们吃了大亏！敌人拉网大‘扫
荡’，制造了‘马石山惨案’，这回
我们赔大了。这一方面说明了敌
人的凶残，另一方面是我的工作
没有做好……”说罢，他忽然手起
刀落，一刀剁掉鸡头，让鸡血流到
酒碗里，然后一口气喝了下去。在
场的人们全都注视着他的一举一
动，刚见他喝完那碗鸡血酒，耳畔
又响起了他那气壮山河的声音：

“今后，胶东假如再出现马石山这
种情况，当杀我许某之头，就像这
只鸡！”顿时，全场掌声雷动，人们
从中清楚地看到了许世友的信心
和决心。

许世友运筹帷幄，身先士卒，
用智慧、果敢和忠诚，实现了自己
的誓言，终于领导胶东军民解放
了胶东半岛。

新中国成立后，许世友嗜酒
如故。他爱喝三种酒：山东的白兰
地、安徽的古井贡酒、贵州的茅台
酒。他喝酒向来公私分明，从不沾
公家的便宜，凡因公宴请，招待用
的酒，都由保管员保管；平时自己
喝的，或是私人宴会上的酒，都是
自己买的，由自己保存。

将军虽然嗜酒，但他从不
因喝酒而误事，更不是为了喝
酒而喝酒，对他来说喝酒的用
处大着呢！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我
国 与 越 南 就 边 境 问 题 发 生 冲
突，中央决定对越南的挑衅行
为进行反击，并把任务交给了
许世友。为了确保作战达到预
期的效果，中央授权许世友，整
个作战指挥班子的人选由他来
决定，许世友首先就想到了他
的老战友杨得志将军。

俗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而
这时杨得志已年近七十，打仗可
是个硬头活，他又担心杨得志的
身体是不是能撑得下来。于是，许
世友就专门邀请杨得志来喝酒，
两人一人一瓶茅台，向前平推。在
他们把各自的一瓶茅台喝完时，
许世友却发现，杨得志竟然酒量
不减当年，有点意犹未尽，这说明
他的身体还行，与他一起打这一
仗没问题。就这样，两人一东一
西，发动了我国建国之后，规模最
大的一次作战行动。这也是两位
将军组织指挥的最后一次战事。

在将军的一生中，虽然他喝
的酒谁也说不清到底有多少，但
不论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却从来没因
喝酒误过事，这对于一个好酒之
人，是很难得的，足见将军的敬业
精神。与他一起喝酒，不论你的酒
量大小、职务高低，只要实实在在
地喝，他也从不强人所难，这些优
良的作风，是我们很多酒坛中人，
应当好好学习的。当然，谁想在酒
桌上给他玩小心眼，偷奸耍滑，那
是绝对占不到便宜的，所以也有
人说他在酒桌上很霸道。

许世友与酒
□李炳来

□王树国

□杨东乾

作者珍藏的当年毛泽东主席视察照片。

毛主席有自己的生活习
惯，不睡软床、不喜欢上楼，因
此市领导决定安排毛主席在
迎宾馆一楼居住。当时迎宾馆
一楼的房间是前大厅、客厅、
接见厅、餐厅等，都是一些家
庭起居和公用房，只有二楼才
有带卫生间的舒适卧室。

怎样在一楼设计一个主
卧室，并有一个连接卧室的专
用卫生间？市领导研究后，将任
务交给了时任青岛市建筑设计
院主任的姜震工程师。一天，市
长李慕、交际处处长李敬斋约
见姜震，直接将此项“保密任
务”交待给他。姜震到现场仔细
察看后，觉得工程虽小，却是一

个难题。一楼除了华丽的大厅
都是一些附属房间，仅有的一
个卫生间还是公用的。如果利
用原有房间改造成带卫生间
的，需要动“大手术”，势必破坏
原有建筑平面布局。

毕业于山东大学工学院
土木系、时年31岁的姜震绞尽
脑汁，设计了一个既简单又实
用且不必动“大手术”的方案：
将迎宾馆一进大门向右拐的
第一个房间 (接见厅 )改为卧
室，与此一墙之隔的一间储藏
室改为卫生间，中间开一个连
通门，就可出入卫生间。这样，
原储藏室稍加装修，安装上浴
缸、洗手盆和相应卫生洁具，

再接上水电，即可使用。设计
只是从实用出发，其建筑设计
标准都大大低于楼上卧室和
卫生间的水平。姜震掂量着自
己手里的设计图纸，对能否满
足领导的要求，心里没数。汇
报到市里以后没几天，领导批
准了他的设计，姜震心里的一
块石头落地了。紧接着把具体
施工任务交到了市房管局，姜
震亲自在施工现场，监督一砖
一瓦的安放，一次特殊的改造
任务终于圆满完成。

事后姜震才知道，他设计
改造的住房是给毛泽东主席
准备的，为此他感到高兴和光
荣，可同时也有些懊悔，为什

么不把房子设计质量搞得更
好一些呢？当然这不能怪姜
震，因为当时毛泽东入住迎宾
馆的事是严格保密的，姜震自
然毫无所知。

毛主席于1957年7月12日
由南京乘专机到青岛，至8月11

日的一个月时间里，在这里召
开了政治局会议和省市委书
记会议，撰写了《一九五七年
夏季的形势》一文。夜深人静
时，这间卧室的灯光经常亮
着。8月11日，毛主席乘机离开
青岛，回到北京。而今，毛泽东
主席住过的房间内，大号的木
板床、写字台等摆设一如原
状，供访客参观（见上图）。

青岛迎宾馆
曾为毛主席局部“装修”

□田钢

1957年7月，中共
山东省委和青岛市委
为迎接毛泽东主席到
青岛，事先做了各方面
的充分准备，确定住处
是其中重要的一环。经
过多方权衡，最后定在
信号山南麓绿荫环绕
的迎宾馆。

迎宾馆是一座典
型的德国古堡式建筑，
建成于1908年，原为德
占时期德国胶澳总督
官邸，1934年改为迎宾
馆。为适应毛主席的生
活习惯和活动要求，青
岛市有关部门研究并
报经上级同意，对迎宾
馆一楼进行了局部的
特殊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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