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考证

“以人为本”出自管仲
“以人为本”最早出自《管子》

一书。原文如下：夫霸王之所始
也，以人为本。

管子，名夷吾，字仲，安徽颍上
人。春秋初期政治家。他由好友
鲍叔牙推荐任齐国宰相，大力推行
各项改革，辅助齐桓公成为春秋五
霸之首，且长达40年，可谓政功卓
著。管仲曾告诫齐桓公：若想成就
一番霸业，“则必从其本事矣”。齐
桓公赶紧弯腰离开座席，拱手向前
追问：“敢问何谓其本？”管仲回答：

“齐国百姓，公之本也。”齐国实行管
仲的富民强国的措施没几年，国力
日渐强盛，为齐桓公日后称雄奠定
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据《文史天地》

第一个给古典小说
加标点符号的是谁

我国古代文章是不用标点符号
的，第一个给古典小说加标点的人
是我国现代出版家、翻译家汪原放。

汪原放是安徽绩溪人，5 岁丧
父，少年时只读了 7 年书，后进图
书社工作。1915年9月，陈独秀在
上海创办《新青年》时，要汪原放写
信向胡适约稿。1917 年 7 月胡适
留美回国，7月10日乘大轮抵达上
海，汪原放等在码头相迎，下榻亚
东图书馆。

汪原放与胡适初次晤面，一见
如故，他倾心于胡适的有关《论白
话》、《论标点符号》的论述。1917
年底，他在胡适家住了一个多月，
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从此他心中
埋下了标点古典小说的“火种”。

1920 年，汪原放率先用新式
标点符号标点了古典文学名著《水
浒传》，由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出
版。这在胡适的《水浒传考证》中
得到印证：“我的朋友汪原放用新
式标点符号把《水浒传》重新点读
一遍，由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出
版。这是用新式标点来翻印旧书
的第一次。我可预料汪君这部书
将来一定要成为新式标点符号的
实用教本，他在教育上的效能一定
比教育部颁行的新式标点符号原
案还要大得多。”鲁迅也对此举大
为赞赏，他曾说过：“我以为许多事
是做的人必须有一门特长的，这才
做得好。譬如，标点只能让汪原
放，做序只能推胡适之，出版只能
由亚东图书馆……”

以后，汪原放陆续标点了《红
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儒
林外史》、《镜花缘》等10多种古典
名著。汪原放在 20 世纪 20 年代，
运用新式标点符号，堪称我国新式
标点第一人。 据《石家庄日报》

一代伟人毛泽东说过：一个人做
一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
事，不做坏事。这句话千真万确。就
在伟人的家乡湖南省，民国十三年就
有一个后来做了不少大坏事的人做
了一件大好事，当时惊动全省、全国，
并在近现代史料中留下一篇如同封
建时代清官的“判牍”一般的骈四俪
六的杀人布告，被老一辈湖南人传诵
了几十年。这个人也正如古人诗云：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
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
知。”

这个人，就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
争时期被工农红军处死的国民党军
队中官阶最高的将领、毛主席《渔家
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一词所述“齐声
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中的国民革命
军第十八师中将师长张辉瓒。他在
任湖南省会警察厅厅长时，排除干
扰，为民除害，毅然杀了一个专事引
诱良家妇女与人苟合的绰号叫“刘麻
子”的女流氓。

□据《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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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暖适体，勿侈华艳，可以延年。

——《养性延命录》”
健康快乐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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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一桩惊动全国的扫黄案

“刘麻子”
沦为“胭脂虎”

“女流氓”是今天的叫法。在旧
社会，有一种专门勾引妇女供有权、
有钱的人寻欢作乐的场所叫“台基”，
又称“调台”。从事这种勾当的还有
一个像官职一样的称谓叫“提调”。
刘麻子就是当年长沙城中名气最大、
手段最厉害的提调。

干提调的人都是妓女出身，因年
老色衰，“门前冷落车马稀”而作此营
生。但所谓“年老”，实际不过二三十
岁。因为旧社会的妓女最当行的年
龄是十五六岁到十八九岁，一过二十
岁就只能“老大嫁作商人妇”了。刘
麻子曾是长沙名噪一时的妓女，极具
姿色。她绰号“刘麻子”并不是因有
满脸大麻子，而只不过眉梢眼角稍有
几点小小的瑕疵，薄施脂粉，淡扫蛾
眉，益增其娇俏。旧社会的妓女不单
以色取胜，还要会吹弹歌唱。刘麻子
原是“蓬门未识绮罗香”的贫家幼女
而流落风尘。长沙是湘绣之乡，平民
百姓家的女子自幼就会刺绣。刘堕
落平康以后，不仅学会了弹唱，以色
艺事人，还保留了一手工于刺绣的本
领。这就为她以后出入大户人家，施
展勾引妇女的伎俩增添了便利条件。

刘麻子与一般妓女的归宿相同，
二十岁后嫁给了一户有钱人家作姨
太太；但她以姿色遭嫉，为大老婆所
不容，只得向丈夫索取一笔不菲的钱
财后离开了这户人家。由于多年妓
院生活的耳濡目染，她已丧尽良知，
从一个为环境所迫而沦落的薄命红
颜,变成了一头残害更多善良姐妹的

“胭脂虎”。

刘麻子离开夫家后，利用
她得到的“青春补偿费”租赁了
一座公馆。由于装饰华丽，陈
设高档，人称“刘公馆”。她出
入乘坐人力包车，盛装华服，珠
光宝气，俨然贵妇人，当年长沙
城中的有钱人不是随便什么人
都可进入刘公馆的，纵是达官
贵人、富商巨贾，还须呼朋引类
才能登堂入室。刘麻子在勾引
妇女与人苟合之余，凭其犹存
的风韵，也向人自荐枕席。

被刘麻子勾引的良家妇
女既有平常人家的妇女，也有
大户人家的姨太太、少奶奶。
她通常采取的手段就是利用

工于刺绣的席领，乔装上门为
女眷们刺绣被面、枕套之类，
有 时 还 借 故 在 别 人 家 留 宿 。
这就给了她更多的浪说风情
以进行勾引的机会。二十年
代的内地省份社会风气未开，
旧式家庭女子极少与外间异
性接触，经不起淫词浪语的挑
逗；有些姨太太则原本放荡风
流，像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
中 那 种 深 闺 怨 妇 也 不 少 见 。
这些都便利了刘麻子得售其
奸。有了一次她就可要挟对
方，不能拒绝二次、三次，直至
难以自拔。其行为真可谓“书
罪无穷，流恶难尽”。

引诱良家妇女
与人苟合B

民国十三年，张辉瓒以驻
军司令兼任省会警察厅长。此
人原是辛亥革命后以清朝进士
赞成革命而任湖南都督的谭延
闿的部下，秉承了他的上司的
封建道德传统，信奉“万恶淫为
首”的教条。他上任伊始，早闻
刘麻子恶名，必欲为民除害。

旧中国没有法治，只有人
治。官要杀人，只要杀得对就
行。张辉瓒杀刘麻子虽无所顾
忌，但他知道此人神通广大，省
城文武官员中，刘公馆座上客
不在少数。如果走漏风声或拘
捕后拖延不决，势必说客盈门，
反而会弄得虎头蛇尾，贻人笑
话。所以，他在一天傍晚趁各
机关官署办公时间已过，便派
警察将刘麻子拘捕，也不经过
审讯，只等次日天明就将她处
决。而刘麻子被拘后，自恃次
日必有人说情，故神态自若，尚
与看守她的警察调笑。张辉瓒
则连夜请长沙一位名士拟就了
一篇颇有六朝文风的骈四俪六
杀人布告，等天明将刘麻子斩
首后（那时湖南还没有实行对

死刑犯执行枪决）即张贴。待
到天明前，行刑军警将刘麻子
的上衣剥掉上绑时（女犯斩首

也要裸露上身），她这才知道这
个警察厅长硬是要动真格的
了。刘麻子于是大哭大闹，想
拖延时间。等天色大明，行刑
军警押解她将要出发时，刘麻
子却死活赖在地上不肯走。军
警无法，只得找来一只大箩筐，
由二人抬着她走向刑场。若干
年后，长沙人还把“坐箩筐”当
作一句骂人的话。

张辉瓒后来任第十八师师
长，参加蒋介石在江西发动的

“剿共”。第一仗即中红军诱敌
深入之计，全军覆没，张也被活
捉，后被处死。张辉瓒葬在长
沙名胜岳麓山。解放后，张墓
被平毁，而“张辉瓒杀刘麻子”
一事，则在湖南流传了几十年。

由于旧时杀人布告不像今
天的法院布告，要印刷许多份
张贴，而只是书写一份张贴在
刑场，因而杀刘麻子的布告，只
能从当时的报纸上看到。由于
年代久远，故杀刘布告仅留下
其中一些警句在老长沙人口中
流传，而全文无人能记忆。惟
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当年《申报》
上有这篇布告。全文如下：

案查刘李氏（笔者注，即刘

麻子），专以蓄妓卖淫为业，引
诱良家女子，何止累万盈千？
情关秘密，难寻告发之人；事涉
闺帏，不得确实之据。以致度
身法外，流毒人间，为所欲为，
肆无忌惮。本兼厅长职司易
俗，责在锄奸，特饬军警，拘拿
到案。为被污之妇女，解已结
之淫缘；使忍辱之家庭，洗难言
之隐痛。是以敢将重典，除此
孽魔，除曾奉总司令兼省长赵
（笔者注：赵恒惕）面谕照准外，
特提该犯妇绑赴刑场，枭首示
众。该犯妇败名损节，其害无
异人妖；设阱投机，其毒甚于蛇
蝎。为地方计，一死犹恨其迟；
为风化计，一刀尚嫌其薄。岂
不思开一线之恩，实出于不得
已之举。论人论事，各有疑然；
知我罪我，评之月旦。特此布
告，俾众周知。

张辉瓒
速斩“胭脂虎”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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