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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1865~1936 年），安徽合肥人，原名启瑞，

字芝泉，晚号正道老人，民国时期政治家，“北洋三杰”

之一。皖系军阀首领。

再说李白的遗憾，由于

他放荡不羁、傲视权贵的性

格带来了麻烦，给小人以可

谗之机。

李白承旨作《清平调》三

章，其第二首为：“一枝红艳

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

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

新装。”飞燕，指赵飞燕，汉成

帝皇后，善歌舞，以体轻，故

称“飞燕”，成帝时入宫，为婕

妤，后立为皇后。平帝即位，

她被废为庶人，自杀。

高力士以为李白脱靴为

耻，怀恨在心，在杨贵妃面前

挑拨：“以飞燕指妃子，是贱

之甚矣！”

高力士的挑拨是起作用

的。唐明皇几次准备让李白

做官，都因后宫作梗不成。

李白从此浪迹天下，是他自

己的不幸，却是诗坛大幸，他

因此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瑰丽

的诗篇。

肃宗至德元年，永王璘

（玄宗第十六子），为山南

东路节度史、江陵郡大都

督，太白辟于永王璘，为幕

府僚佐。永王璘起兵谋反，

结果兵败遭执被杀，李白遭

到牵累，“太白走彭泽，坐

系寻阳狱”。

关于此事，李白有《永

王东巡歌十一首》。从这

十一首诗歌看，李白是同

情永王璘的，因此愿为其

僚佐，以期日后能消灭安

禄山。他本出于一片爱国

之心，不料被卷入一场统

治集团内部斗争的漩涡，

被 迫 流 放 、坐 牢 ，抛 妻 弃

子，漂泊，痛苦到极点。李

白的一生，何其坎坷！实

在令人大呼遗憾。

2月5日
中国银行开业

1912 年 2 月 5 日，清政府在上海的金融机构

——大清银行，经全体股东一致呈请，由临时大总

统孙中山和财政总长陈锦涛批准，改为民国政府的

金融机构，称中国银行，并于这一天开始营业。

2月6日
张国焘向中共中央检讨错误

1937年2月6日，曾任红军总政委、陕甘宁边区

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在延安向中共中央作了《从现

在看过去》的书面检讨，他说，错误表现在过分估计

了五次围剿中的主观错误，抹煞了中央红军在长征

中的英勇与坚强。

2月7日
朱德对农村公共食堂提出异议

1959 年 2 月 7 日，朱德在各地视察中提出农

村办公共食堂，都吃一样饭菜，像军队一样，这有

点生硬。朱德明确指出，“这两年我们只强调最

好是消灭私有制，这是不对的。现在保留一点私

有制，保留家庭副业，农民才愿意多生产出一些

东西来供应市场”。

2月8日
日俄战争爆发

1904年2月8日夜间，日本不宣而战，偷袭停泊

在中国旅顺港的俄国舰队，为日俄战争之始。

2月9日
中国足球队首次出国比赛

1916年2月9日，中国足球队乘船离沪，这是历

史上中国足球队第一次出国访问比赛。足球队在

菲律宾的马尼拉进行了两场比赛，当时菲律宾是亚

洲的体育强国，第1场以0：4负于华洛拉队；第2场

以0：3负于蒲希明队。

2月10日
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

1958 年 2 月 10 日，《人民日报》刊载了马寅初

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

——“有计划的生育和文化技术下乡”。其目的在

于一面控制尚未出生的人口；一面提高现有人口

的物质文化水平。

2月11日
爱迪生获电影放映机专利权

1908 年 2 月 11 日，爱迪生获得发明电影放映

机专利权。在托马斯·爱迪生领导下，美国主要

电影制片公司达成一项专利权协议，这将使竞争

者永远停业。

国务总理段祺瑞租房生活

历史一周

做了官竟然还租房，实

在是奇迹，不过在过去很常

见。我在拙著《君子爱财：历

史名人的经济生活》里考证

过，白居易做官以后租了18

年房子，海瑞做官以后也租

了 18 年房子。我还在拙著

《千年楼市：穿越时空去古代

置业》里考证过，宋朝很多大

臣一生租房，元朝的蒙古人

到江南做官，只能租房，不能

买房（一是怕他们低价强买

民房；二是怕商人用房子变

相行贿；三是怕这些蒙古人

在江南置业之后乐不思蜀，

变得跟“南人”一样软弱）。

民国时代租房的官员也

不少，段祺瑞就是一个。段

祺瑞当过国务总理，还做过

中华民国临时执政者，要权

有权，要钱有钱，可是从账面

上看，他没有买过一处宅子，

也没有买过一片地皮。当

然，当领导的不一定需要买

房，别人会送上门去，袁世凯

就送过他一所豪宅，价值40

万大洋，按那时候大洋的购

买力，折合人民币将近5000

万元。他不要，袁世凯再送，

他还不要，老袁摆出老领导

的脸子来：“芝泉（段祺瑞的

号），你再客气，我可要翻脸

了！”段祺瑞只好不客气，住

了进去，可是等袁世凯一死，

他又把宅子退回去了。

民国十五年，段祺瑞的

卫队在天安门广场枪杀请

愿的学生，史称“三·一八”

惨案，惨案过后，段祺瑞逃

进东交民巷，在外国人的保

护 下 做 了 东 交 民 巷 的 房

客。然后他宣布下野，退居

天津日租界，皈依我佛，每

天吃素，自号“正道居士”。

民国军阀时热时冷，热时权

势熏天不可一世，一副治国

平天下的架势，等大势一

去，就把佛门当做避难所，

宛如一虔诚信徒。很多军

阀虽然“皈依”了，钱包还丰

满得很，买地皮，建别墅，纳

小妾，包戏子，忙得不亦乐

乎。但是，段祺瑞似乎是真

皈依，他捐钱做功德，他不买

也不建，他租房过日子。

不过谁也不敢断言段祺

瑞真的没买过一套房子。他

下野前，就有传言说他在天

津购置了一处商铺和一处别

墅，只不过没用他自己的名

字，用了他们家亲戚的名字

而已，这还有待考证。

史海钩沉之段祺瑞

名流史话之李白

话说李白的荣耀和遗憾
李白的诗歌像醇美的乳汁，哺育一代又一代的诗人相继成长。但他命运多舛，常遭不幸。笔者从他的

荣耀和遗憾两个方面去探究他的人生。

杨培干

李白先后五次来到安

徽 ，分 别 是 天 宝 元 年（42

岁）、天宝六年、天宝十二年，

上元二年（61 岁）。尤其是

他晚年遭到被谗，被逐出京

城长安和流放夜郎两次政

治上的重大打击后，更是长

期在安徽淹留，直至最后定

居当涂，埋骨青山，可以说，

李白晚年是把安徽当做自

己故乡的。游历皖山皖水，

留下了两百多首诗篇，占到

他全部诗歌千首的四分之

一。安徽的许多名山大川因

他的诗歌而声名远播，比如黄

山、敬亭山。

李白从年轻时起就有

着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他

的理想是“济苍生”、“安杜

稷”，“申管晏之谈，谋帝王

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

使匡宇大定，海县清一”。

遗憾的是，他大济苍生的理

想没有实现，不过，也留下

千古奇谈。有个家喻户晓的

故事，唐玄宗召李白草《白莲

辞》，让杨贵妃捧砚，高力士

脱靴，可荣耀也乎。李白以

其“下笔千言，倚马可侍”之

奇才，有了诸多荣耀，幸甚！

李白最大的声誉应首推

他的诗歌，正是他“年五十

余，尚无禄位”，因此浪迹天

涯，云游四海，祖国的大好河

山。足之所之，盘桓吟咏之

处，后人都为他留下了纪念

建筑，如太白楼、太白亭、太

白台、太白山、太白酒楼、醉

右、太白岩、李白墓、李白坟、

李白衣冠冢等。还有太白画

像、李太白图、李白扇图、李

白送子美图、李白脱靴图、李

白骑驴图等。这些因其而留

下了胜迹之多，在史上也是

罕见的，而且这些楼、台、亭、

阁、图像都有名人的赋诗、行

文以记叙，留存于后世。

其中采石太白楼与武

昌的黄鹤楼、洞庭湖的岳阳

楼及南昌的滕王阁齐名，被

誉为长江流域的“三楼一

阁”。纪念李白的如此之多

的古建筑已成为我国可贵

的文化遗产，是人们长期

仰慕、趋之若鹜的旅游景观

和旅游资源。

李白四分之一的诗歌写安徽

傲视权贵引来遗憾

李开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