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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元帅钓鱼记

郭沫若否认

自己对毛诗的注解

著名作家、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周

国平是郭沫若之子郭世英的大学同学，在其

回忆录《岁月与性情》里，周国平提到了当年

的这样一件旧事：某日，周到郭家，闲聊中周

国平有意问郭沫若，有人把毛主席的两句诗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注解为“表达了

毛主席对资本主义虽然发展得早、但必将被

社会主义超过的坚定信心”，您认为如何？ 郭

不假思索地回答：“这也太牵强了吧？ ”于是

周抖开“包袱”：“这正是郭老您写的注解

呀！ ”郭沫若一愣，随即哈哈大笑起来。

国学大师章太炎

不懂新式标点

1919 年，新文化旗手胡适出版了《中国

哲学史大纲》， 书中采用了当时刚刚开始使

用的新式标点。 不久，胡适送了一本给国学

大师章太炎，恭敬地写上“太炎先生指谬”，

下署“胡适敬赠”，并在两个人的名字右边，

各加了一条黑线，这黑线是当年新式标点表

明人名的一种符号。 不料，太炎先生闹不懂

这条黑线符号是什么意思，当看到自己的姓

名右边多出一道黑线时，禁不住大骂：“何物

胡适！ 竟敢在我的名上，胡抹乱划！ ”待看到

胡适的名字右边也有一道黑线时， 才释然

道：“原来他的名字旁也有一道，姑且互相抵

消了吧！ ”

黎元洪北京遭软禁

1913年底， 黎元洪赴北京就任副总统，

北京方面的接待是高规格的。 黎抵达北京

时，袁世凯以自己乘坐的金漆朱轮双马车来

接他———前一年夏天这车拉过孙中山。 黎元

洪被迎进中南海， 袁世凯已替他安排下住

处———瀛台， 这个当年光绪被囚禁的孤岛，

说是为了确保安全。 黎的房里挂着一幅楷

书，题款“臣全忠敬书”，正是光绪幽禁时书

写———他不敢以皇帝自居，只好假托“全忠”

之名。 当时府里禁卫极严，进出瀛台的人有

限，黎当然对这样的“优待”不免有些情绪。

“我做了光绪的替身”，黎元洪常常向故交这

么哀叹。 后来，黎夫人吴敬君患病，黎向袁提

出：瀛台太冷，不宜养病，须另找住处。 袁起

先只是敷衍，直到两家订亲，黎家二小姐嫁

给袁家二公子，袁世凯才让儿子袁克定花 10

万元买下东厂胡同的一所房子， 送给黎元

洪，黎一直记着这笔账。 后来袁世凯病逝，他

送了 10万元的奠仪，把房钱还了。

张作霖训斥

张宗昌不懂谒见规矩

张作霖颇懂驭将之术。 同为土匪出身的

“狗肉将军”张宗昌落魄时投靠张作霖，凭借

战功，一跃成为奉系骁将。 一次，张宗昌从黑

龙江驻地前往沈阳谒见张作霖，他大大咧咧

地往老帅办公室走去，边走边高声喊道：“老

爷子，效坤（张宗昌字效坤）到了……”不料

话音未落，张作霖拍案而起：“出去！重进！你

是军人吗？当在家里呢！ ”高出张作霖整一头

的张宗昌一时目瞪口呆。 好在他反应快，马

上原地顿足、立定、向后转，迈步而出，然后

在门口回身举手敬礼：“报告！张宗昌到！”待

里面发话后才规规矩矩进屋。

（以上均据《文史参考》）

名人往事

亲手为夫人制作手杖

若干年前，我去京城柳荫街帅府家

采访，院落颇大，花木扶疏。 一楼陈设如

旧，会客室大小沙发都用了几十年。 元

帅生前根本不让换任何新家具， 粉刷、

修缮也是严格禁止的。

上了二楼， 晋见元帅夫人黄杰，她

忙起身让人沏茶让座。 当时已 87 岁高

龄的夫人手拄藤杖， 态度和蔼可亲，身

着青衫布裤，足踏千层底布履，很是朴

素。

我无意拨弄了一下轻巧的老人手

杖，“这是你徐伯伯送给我的，” 元帅夫

人说道：“是他亲手制作的， 我已经用

了 30 多年了。” 我忙拿过仔细观看：

这是一根几十年的老藤， 那深褐色、

明显的起伏纹棱十分坚硬， 杖尾有一

个橡皮套， 为防滑， 也是徐帅亲自为

夫人安上的。 杖头弯曲处， 是警卫人

员从广州山上取来老藤后， 徐帅亲自

用炉火烤制而成的。 尤其是手把之处

细密地扎缠了黄色藤皮， 捆扎得严丝

合缝， 手感舒适， 真可谓能工巧匠。

如不亲眼所见， 如不亲耳听帅夫人叙

说， 谁也不敢相信， 这是出自大元帅

之手啊！ 这也是元帅赠夫人的爱情之

物，夫人时刻不离此杖。

生活极其节俭

我们只知道元帅红军时代、解放战

争中，是统领雄兵、善打硬仗、恶仗之著

名将帅； 也知道 1936 年秋率红四方面

军四渡黄河， 与十倍之敌浴血激战河

西走廊四个多月， 人困马乏， 是既无

粮草， 又无救兵； 在西北的冬季， 战

士穿着单衣草鞋与兵强马壮的马匪激

战， 硬是死里杀出一条生路， 是泣鬼

神、 暗日月的悲壮历程啊！

后来我又见到徐帅的儿子， 已是

我军少将的徐晓岩。 他告诉我：“爸爸

生前总有一个工具箱和针线包， 东西

坏了自己动手修理， 他自己织毛衣、

补衣服， 勤俭极了。 父亲 83 岁时还让

护士给他穿好针， 他戴上花镜给自己

穿了多年的白衬衣修补领、 袖口。 解

放后几乎每次发军服都上交。 我们的

扣子都是他亲手缝的， 结实极了， 钮

扣损坏了半个， 那半个还牢固地附在

原处呢！”

徐晓岩将军在军队小食堂边请我

用餐， 边介绍元帅极节俭的生活习惯：

“所有的房间都要做到人走灯灭， ‘随

手关灯’ 的小字条到处皆见， 平时吃

饭都是粗茶淡饭， 父亲还不时让母亲

做些柳叶、 榆钱儿和马齿苋之类的野

菜当正餐来吃呢！ 而且决不许浪费饭

菜， 米粒掉在桌上都要拣起来吃掉。

厕所里的水箱， 要求设计成半箱就够

用了。”

钓到一条 32 斤大鱼

帅夫人、徐少将和随从人员又讲起徐

元帅在粉碎了“四人帮”后，1980 年初在武

汉东湖钓到一条特大鱼的故事。

那是仲春季节的一天， 徐帅用过早

餐，迎着明媚春光来到梅园湖边一排挺拔

的杉树前观看， 只见远处茫茫磨山如黛，

水天连成一线。 不远不近处成群白色鸥

鸟、 候鸟和野鸭在空中水面嬉戏翔游，空

气十分清新。 徐帅刹时感到心旷神怡，对

夫人讲道：“怪不得唐人王勃写下千古绝

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

知道吧，这就叫‘水天一色’尽风光呢！ ”他

舒展了一下近 1.8 米的高大身躯，下令道：

“这里的景致太好了，就在这里下竿。 ”早

有警卫参谋拿来了徐帅亲自加工好的粗

面粉，又加了些蒸熟的玉米面，喷了些曲

酒，掺进了南方的芝麻渣子，反复揉和成

鱼食。 徐帅又嗅了嗅，很有信心：“此等香

铒不信大鱼不咬！ ”到 ９ 时多，帅夫人阵

地上有动静，浮子下沉，梢子点头。 帅夫人

忙扯起，只见梢子紧弯不起。 徐帅微微一

笑：“有了，倒叫夫人先开竿了！ ”果然不

假，轮子摇起，中间略有来回，警卫员用力

抄起，将鱼丢在草地上。 徐帅笑道：“是条

小鳊鱼， 毛主席喜欢吃的就是这种鱼，也

就是武昌鱼，肉嫩味鲜，久负盛名啊！ ”老

帅一边讲着这东湖鱼的知识，一边目不转

睛地盯着那红色的乒乓球。转眼 40分钟又

过去了，只见浮球好像在上下浮动，警卫

员忙说：“首长您那儿有情况，拉一下吧！ ”

徐帅不屑一顾，胸有成竹地说：“都是

些小鱼在闹，不要管它！ ”又过了一袋烟的

工夫， 看乒乓球浮着纹丝不动， 徐帅说：

“没有食了！ ”自己摇起，须臾，赤裸的大黑

钩在眼前晃悠，徐帅说：“这是叶帅送给我

的日本钩，几十斤的鱼都钓得起！ ”“是啊，

首长亲自捆扎好的，万无一失。 ”警卫员忙

重新上好鱼食， 正要替元帅抛出鱼钩，徐

帅说道：“这一竿我自己来甩！ ”徐帅战争

中中弹后，开过刀，此时已是年逾八旬高

龄了，警卫员知道首长不太利索，忙扶住

了徐帅。 徐帅站定极目远眺，山光水色尽

收眼底。 青苍的磨山重叠起伏，东湖碧水

波光粼粼，祖国山河如此多娇，与西湖相

比， 这东湖显示出一种内在健美的力量。

作为职业军人， 一辈子出入枪林弹雨，可

谓九死一生， 也越发爱这可爱的祖国啊！

徐帅深深呼吸了一下这甜美的空气，抛了

出去，这“弹着点”和刚才打窝处不差盈

尺，真是一位掷弹高手呢！

日头渐高，湖水也暖和多了，元帅解

开了风衣扣子。 只见这时，徐帅的红色乒

乓球顶了一下又稳稳坠入水中。 徐帅看得

真切，忙前臂发力挑竿，几乎同时迅速向

上抖动了腕子， 立刻感到下面沉甸甸的；

收线再拉，似钩挂了石头一般，不能摇动

半点。 徐帅不敢怠慢，一边慢慢放线，一边

左牵右引，那水中物早沉不住气了，急急

忙忙向湖中远处奔逃。 徐帅心中有数，知

道“大家伙”到底是撞到“枪口”上了，决心

再放线与之周旋。 警卫员早跑来助威，“首

长我先顶一阵吧。 ”“也好！ ”元帅知道，这

小伙子跟了几年，钓技提高很快，身健力

壮，眼明手快不会闪失。 元帅忙在旁下令：

“收线，往左拉！ ”“放线往右扯！ ”警卫员遵

元帅令在湖面上练起横“８”字遛鱼法。 大

约遛了 40分钟，元帅下令：“收线！”并脱下

风衣，接过鱼竿自己边遛边收。 离岸只有

数米了，元帅吩咐拿抄网。 好在元帅平时

就喜钓大鱼， 有他亲自制成的细钢筋、桑

把大抄网。 元帅把鱼竿扯到岸边，抄网早

已隐在水中，两力齐放，大鱼三分之二已

进网中，成为元帅囊中之物了。 这时大家

才算看清，是条带两须的巨大鲤鱼。 那鱼

尾来回扇动，下到水中的军士两三个人按

不住它，只好依着岸边连拖带拉，再加上

士兵们的推力才能擒拿上岸来。 这大鲤鱼

有一米多长，宽阔的背腹，用大秤一称正

好 32斤。这时帅夫人且喜也钓上一尾五六

斤的武昌鱼。 此时已近正午，军士高唱军

歌抬上大鱼，提上小鱼，跟着双丰收的元

帅夫妇收兵回营。

徐帅返回住宅仍兴奋不已，又到厨房

吩咐：“黄杰钓的那两条小武昌鱼赶快送

给刚到东湖休养的薄一波同志，这位山西

老乡‘文化大革命’受苦最多，让他补养补

养身体； 这条大鱼除了鱼头给我熬汤喝，

其余全部送给咱们警卫排小伙子们，改善

生活！ ”军士们齐声欢笑：“谢谢首长！ ”

（据《中国文化报》）

心提示

核

战争结束后， 徐向前

元帅在贺龙元帅的不断召

唤下， 终于练成一名垂钓

高手。 他喜好舞剑， 坚持

练习书法， 对于太极拳、

台球、 游泳、 体操也常有

操练。 他关心体育运动，

“文革”之前，每当碰见贺

龙元帅总问：“你这个球

头， 最近有什么好消息

么？ ”

渔具自己制作

徐帅为《中国钓鱼》杂志题写刊名，四

个正楷大字很是规范、 苍劲有力， 很见功

底。一提起钓鱼，元帅夫人和徐晓岩将军都

显得很兴奋。 因为徐帅战争年代身上多处

挂彩负伤， 解放以后工作之余修养锻炼的

主要手段就是到青山绿水间去垂钓。

他垂钓时总是轻车简行，决不扰民。他

的钓具有几副：有贺龙元帅等人赠送的，也

有购买的， 但他最常用和顺手的则是他自

己加工制作的一副南方竹竿钓具。

夫人和徐少将说， 这副钓具除了鱼钩

外都是元帅亲手制作的， 就连铝坠也是元

帅找来牙膏皮，到厨房烧化，再浇灌到模子

里做成的。元帅晚年时视力不好，为了看得

清楚，他用乒乓球涂红漆做浮漂。

那天我从帅夫人楼上下来后， 秘书和

警卫人员还专门打开住宅院的后门， 锁已

经上锈了，元帅走后，夫人年迈，徐晓岩将

军整天在机关忙碌，已很少有人再过此门。

门外即是著名的什刹海后海。 只见这著名

的城中之水碧波涌起涟漪无数， 夕阳下水

面银光闪闪。除了“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

徐元帅有时约上住得不远的叶元帅， 两位

老战友边垂钓，边议论着军队、国家大事。

徐向前在打台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