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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武皇一生
生死决斗

入住蓬莱宫33

杨妃越发和蔼：“昨日琐事颇多，你
又来得有些迟，故而委屈你一夜。此处
与长安不同，你可入住禁苑，少时便给
你安排住处，与其他姐妹也见见面，今
后在宫中要……”

“我何时能见到皇上？”武照迫不及
待地打断杨妃的话。

殿上宫人的脸无不变色，杨妃也不
禁一怔，老宦官又厉声斥责：“武才人，
娘娘好言教诲，你怎可随意插嘴？”

“王公公言重了。”杨妃一笑置之，
“她才多大年纪？刚入宫，什么都不懂，
你这般大声训斥，别把她吓坏了。”

“是。”老宦官连忙低头。
杨妃凝视武照：“你急着想见

皇上吗？”
“是啊！”武照直言不讳，“娘亲对我

说，我入宫就是来侍奉皇上的，一定要
得皇上欢心。”

杨妃掩口而笑：“你娘说得对，可你
知道如何讨皇帝欢心吗？”

这倒把武照问住了，她默默低头，
竟不知如何作答。

杨妃却没耐心等她思考，转而问宦
官：“万岁今日如何安排？”

老宦官道：“听陈公公说，最近关东
诸州都遣来朝集使，等着皇上召见。另
外，皇上近来常到西苑打猎，今天保不
准会去……”

武照甚感诧异：“难道皇上不知
我来？”

宫女们咯咯而笑——区区才人，比
我们身份高多少？还值得惊动皇上？

杨淑妃重重咳了一声：“你们笑
什么？”

这句话声音虽不大，却冷冰冰的，
所有人都闭上了嘴。杨妃扫视左右，缓
缓道：“别以为离开长安就可为所欲
为。本宫体谅你们难得出来一趟，略加
宽纵，想不到你们越来越没规矩。本宫
忍而不发乃是念在皇上近来心情尚佳，
不便扰了皇上的兴致。这里虽不及长
安宫闱森严，也不要得寸进尺，留神回
到长安我与你们秋后算账！”

她的口气虽不甚严厉，却有一种端

庄的威严。众宫女噤若寒蝉，没人敢笑
了，却都偷偷把眼光扫向武才人。武照
根本没听出杨妃的弦外之音，只觉得这
位淑妃娘娘的脾气很合自己心意。

杨妃舒了口气：“有劳王公公领才
人到蓬莱宫暂住……”说着，她站起身
来，又瞄一眼武照，“难得你面君心切，
我会尽快把你入宫的消息禀报皇上，你
耐心等候吧。”言罢，她轻提裙摆而去。

武照兀自迷糊，这场接见却已结
束，昨日伺候她的宫女早带了她的东西
在殿外候着，一行人似走迷宫般在宫苑
中穿来绕去。

青竹围墙、紫竹楼阁，窗棂处的碧
纱随风摇曳，没有飞香殿的雍容华贵，
却多了几分清雅灵秀。武照没见过这
么别致的地方，顿时喜不自胜，一路小
跑奔上阁楼——里面的陈设更具匠心，
桌椅乃至梳妆台都是竹制的，桌上壶碗
皆是白陶所制，连衾被都是用罕见的绿
色菱花织锦制成的。

不多时，姜尚宫来了，还带来了两
个宫女和一个宦官：“今后，他们仨专门
侍奉才人。这是朱儿、碧儿，伺候才人
的日常起居、梳妆打扮，若嫌她们名字
不好，才人可以改。”

武照见她俩有十六七岁，身材高
挑，反绾发髻，皆着一身粉樱色衣裙，相
貌却不怎么出众：“你们是亲姐妹？”

朱儿笑盈盈地说：“我是宋州人，
碧儿妹妹是扬州人，一南一北，岂会是
姐妹？”

“我瞧你俩有些像。”
碧儿道：“我俩入宫就住在一起，或

许相处日久自然连相貌也……”
朱儿接口道：“我俩天生凡胎，当然

比不上才人天生丽质……”
碧儿又道：“只盼以后伺候才人能

沾点儿您的贵气，似您一般美丽。”
武照被她们你来我往的答话逗乐

了，连说：“好，好。朱花碧叶甚是般配，
这名字就不必改了。”

“谢才人。”朱儿和碧儿齐道万福。
姜尚宫又拉过那宦官：“这小厮也

拨与才人，以后有跑腿的差事尽管交
给他。”

这宦官当真是个“小”厮，看模样比
武照还小一两岁，又瘦又矮，面容白净，
薄薄的嘴唇，小鼻子小眼，单眼皮一眨
一眨，一副笑眯眯的样子。武照见他样
子滑稽，笑着问：“你叫什么名字？”

“小的姓范，诨名云仙。”这小宦官
口齿伶俐、嗓音清脆。

“范云仙？”武照很意外，“你这副模
样怎叫云仙？”

小宦官笑着说：“我本岭南人，到底
姓什么自己也记不得，宫中师傅姓范，
我便随了他姓。范师傅的养子名字里
都有个‘云’字，云福、云禄、云寿……到
我这儿取了‘云仙’这个名。”他话说得
轻巧，笑容中却带着几分苦涩。

（摘自《武则天：从三岁到八十二
岁》王晓磊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

张居正与痔疮19

捧腹大笑
警醒人生

如果不算八国联军那次，中国和日
本在历史上，有过三次正面交锋：第一
次是明朝的抗日援朝战争，第二次是甲
午战争，第三次是14年抗日战争。在
这三场战争中，14年抗战，中国通过浴
血苦战和盟友帮助，在付出了惨痛代价
后取得名义上的胜利，属于惨得不能再
惨的胜利。甲午战争，中国完败，日本
将大清帝国踩在脚下，走上了繁荣富强
的道路。而明朝的抗日援朝战争，中国
完胜，此战后300年，日本只能乖乖地

龟缩一隅，不敢有西窥之心。
而这场战争，只是万历朝的“万历

三大征”之一。从1592年至1600年，
明朝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
分别为平定蒙古人哱（bā）拜叛变的宁
夏之役、抗击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入侵的
朝鲜之役以及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
变的播州之役。

打仗是烧钱的活儿，这三次大规模
军事行动耗费了明政府1200万两白
银。三大征实际军费由内帑和太仓库
银足额拨发，短短8年，三大征全部完
胜不说，三大征结束后，内帑和太仓库
仍有存银，远未达到伤筋动骨的地步。

此时的大明王朝可谓兵精将强、国
库充裕。可惜，这只是大明王朝的余
晖。此后的大明朝就沿着下坡路滑去，
直到灭亡。

而令大明王朝焕发最后的光辉，
并差一点儿就令大明王朝实现中兴的
人，叫张居正。三大征前10年，张居
正就已不在人世，他死后被皇帝抄家
并险些开棺鞭尸，他的家人或饿死或
流放，他励精图治推行的改革也付之
东流，但是，三大征的精兵良将和充裕
军费，无不是他生前呕心沥血留下的
大明家底。

人才分好几种，其中最难得的一
种，叫无双国士。这种人能逆天改命，
能决定王朝兴衰，能影响历史走向。这

种人，可遇而不可求。明朝嘉靖、万历
两朝的皇帝，其昏聩程度令人发指。嘉
靖一心潜修玄道，不管洪水滔天，他死
后的大明朝，已经成了一个烂得不能再
烂的摊子。万历皇帝也不遑多让，这个
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隐居深宫数
十年，不见朝臣、不理朝政，放出太监四
处搜刮民财。后人说：明之亡，实亡于
神宗（万历）。

这两个皇帝没把大明朝搞亡，还能
有三大征这样的威风，在很大程度上是
因为一个人——张居正。

隆庆六年，万历皇帝登基，张居正
代高拱为首辅。当时皇帝年幼，一切军
政大事均由张居正主持。张居正在任
内阁首辅的10年中，实行了一系列改
革措施。他采取“考成法”考核各级官
吏，使得吏治肃然；他清丈田地，推行

“一条鞭法”，大大增加了财政收入，一
举扭转了长期的财政赤字；他任用戚继
光、李成梁等名将镇守北疆，用凌云翼、
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乱。一时间，本已
暮气沉沉、朝不保夕的大明王朝重新焕
发生机。

可惜，张居正仅仅做了10年首辅
就死了。勇于谋事、拙于谋生的张居正
死后，万历皇帝执掌大权。在他将张居
正的遗产败光后，万历新政带给大明朝
最后的光辉也就逐渐散去了。

张居正死的那年，只有57岁。如

果张居正不死，能够再执政一二十年，
大明朝的气数会不会在他死后62年就
终结，实在是未知数。

关于张居正的死因，与张居正差不
多同时期的王世贞在《嘉靖以来首辅
传》中说：“（张）得之多御内而不给，则
日饵房中药，发强阳而燥，则又饮寒剂
泄之，其下成痔。而脾胃不能进食。”王
世贞一向看张居正不顺眼，这段话未免
有些假，而且没有科学依据，但他提到
张居正患有痔疮而且死前不能进食，这
应该是可信的。至于其他的，怕是他想
象的成分多一些。

而比较主流的说法，也认为张居正
是死于痔疮。

万历九年，张居正的故乡荆州来了
一位民间医师给张居正治病。这位医
师对痔疮的治疗效果不错，但极大损害
了张居正的健康。据张居正在奏章中
说：“臣宿患虽除，而血气大损，数日以
来，脾胃虚弱，不思饮食，四肢无力，寸
步难移。”张居正在《答上师相徐存斋三
十四》中也说：“贱恙实痔也，一向不以
痔治之，蹉跎至今。近得贵府医官赵裕
治之，果拔其根。但衰老之人，痔根虽
去，元气大损，脾胃虚弱，不能饮食，几
于不起。”

（摘自《八卦医学史：不生病，历史
也会不一样》烧伤超人阿宝（宁方刚）
著 鹭江出版社 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