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C2015年12月8日 星期二 编辑／刘婷 校对／三朝 组版／鸽子

独家连载

武皇一生
生死决斗

鬼门关36

天下无人没有伤心事，但皇帝的伤
心事只能对天言、对地言，不能轻易对
旁人说。铠甲上哪怕有一丝裂缝都可
能是致命的，绝顶聪明的李世民自然不
会轻易说出自己的伤心事，但今夜面对
这个单纯的小姑娘，他的所有戒心都放
下了，竟忍不住一吐郁闷：“唉……你虽
离开了娘，但她毕竟还在世上。朕有三
个年幼的孩子留在长安，他们的娘却再
也回不来了。”

武照自不晓得他说的是晋王李治
和晋阳、金城两位公主，只道：“他们的

娘没了，不是还有陛下吗？”
“朕身系国事，平日不能陪他们，而

且一见到他们，朕就想起他们的母亲。
尤其朕的儿子稚奴，长得很像他母亲。
朕想给他们找个贤德的后母，但人心难
测，群臣也极力反对。”

武照头一遭见到男人为妻儿之事
愁眉苦脸，忽然觉得这个五大三粗的皇
帝很可爱，于是扮出一副小大人的模样
哄起了天子：“我娘说过，再难熬的日子
还是得过。他们没了娘，如果陛下不肯
见他们，他们就真成无依无靠的孤儿
了。我记得当年我爹无论多忙都会陪
我们，有时把我放在他的腿上，就像现
在您抱着我这样。”

李世民心头一震：自己滞留洛阳是
在逃避，我已愧对稚奴的母亲，不能再
愧对稚奴他们了。堂堂天子尚不如小
女子明道理，惭愧，惭愧！

想到这里，李世民越发觉得武照可
爱，轻轻握住她的手，说：“你说得对。回
到长安，朕就把他们接到朕的寝殿，再不
与他们分开。”

言方及此，李世民不禁苦笑道：“只
怕满朝大臣又要说朕偏心了。”他想起
李泰、李恪之事。

“哼。”武照不以为然，“偏心又怎样？”
李世民无奈摇头：“我猜你娘必定

也偏心，八成偏爱的就是你，你才如此
不在乎。”

一提到家事，武照变得格外认真，

也不顾他是皇帝，强辩道：“我娘是偏爱
我，但偏心自有偏心的道理。”

“什么道理？”
“我阿姊娇气得很，什么活都不肯

干；妹妹年纪小，身子又不好，整天病病
歪歪的。她们不愿做的事都是我来做，
有人欺负娘，也是我替娘出气。娘不宠
我宠谁？”

武照想卖弄自己的学问，又画蛇添
足道：“后汉光武皇帝是中兴明君，不照
样废长立幼？换上的新太子便是后来
的一代有道明君汉明帝。晋武帝司马
炎倒是不偏心，最后立了傻瓜一样的
晋惠帝，国破家亡怨谁？”她虽读过书，
却没有亲身经历过政治，对她而言，史
书上的一切仅仅是故事。且不论这两
个例子对当今太子、魏王之争的影射，
单是后妃干政这一条就足以把她打入
冷宫。

李世民没有发作，一则童言无忌，
她不过是两眼一抹黑的懵懂少女；二则
方才她帮自己平复了心情，李世民从心
里觉得她可爱；三则这“偏心有理”的论
调未尝不合他的心意。

武照全然不知，这一晚自己两度徘徊
在鬼门关前，反而亲昵地对李世民说：“陛
下真好，从来没人肯听我说心里话。”

“你也很好。”李世民轻轻吻了吻她
的发髻，“也从来没有人肯对朕说这么
多。那些向朕进言的人其实都有私心。”

“其实，我也有私心。”武照噘起小嘴。

“什么？！”李世民立时警觉起来，
“你有何私心？”

“我想让陛下宠爱我。”
李世民眼中充满迷惑：“为什么？”
“因为娘说过，接我入宫的宦官也

说过，能得皇上的宠爱是世上最荣耀
的事。我是娘最疼爱的孩子，要给娘
争气。”

“呃……哈哈哈！”李世民真是第一
次见到如此天真、直率的女孩儿，“好，
这几日朕天天来陪你。”

“陛下不是要回长安吗？我也随您
一起去长安吗？”

“那当然。”李世民捏了捏她的小鼻
子，“不过要等飞山宫建成，朕带你到新
殿住上几日，咱们再回长安。”

“长安比洛阳如何？”
“长安虽然不及洛阳热闹，但那是

朕的家，也是你的家……”李世民不想
再说什么，将她紧紧抱在怀中，嗅着她
的体香。

家？！
对武照而言，没有哪个字比家更令

她魂牵梦绕。并州文水那个没有快乐、
没有安宁的地方不能算家，她的家早已
随父亲的去世而消失。现在这个男人
说要给她一个家，还有比这更幸福的承
诺吗？武照无比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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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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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腹大笑
警醒人生

怎么办呢？人类在进化中选择让
孩子早点儿出生。对比一下其他哺乳
动物，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孩子出生
得实在太早了。其他哺乳动物生出来
就能走能跑，而人生出来是一个毫无自
我保护能力的胎儿，需要母亲辛辛苦苦
养到三四岁，才能像刚出生的小马、小
牛一样具备基本的活动能力。

即便如此，生孩子对人类来说，依
然是一个近乎极限的运动。胎儿要在
母亲的产道中变换多种姿势，让母亲
承受巨大的痛苦才能娩出。古往今

来，不知道有多少母亲因难产受尽折磨
而死去。

人类的审美观念，也和生育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胸大屁股大，一直
是男性的主流审美标准。女人胸大，
意味着发育成熟，哺乳能力强；屁股
大，意味着骨盆宽大，生孩子较为容
易。以往流行的“屁股大好生儿”的说
法，非常有道理。

既然正常的产道对一些胎儿来说
太小了，对这些难以娩出的胎儿怎么办
呢？一种思路是：既然胎儿出不来，那
就把胎儿弄碎让其出来，牺牲胎儿保全
母亲，这就是曾经流行的毁胎碎颅术。
还有一种思路是：既然明知道胎儿从产
道里出不来，那我们索性就不让这些胎
儿去挤华山一条路，直接把他从母亲的
肚子里拿出来，这就是剖宫产。

剖宫产算是人类历史上悠久的手
术之一。早在公元前700年，古罗马帝
国就颁布法令，要求将妊娠末期死去
的孕妇剖宫取出胎儿，然后才准安葬，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剖宫产手术的记
录。虽然当时的医生们胆战心惊地照
章办事，但母体死亡后，胎儿只能存活
5至20分钟，将其手术取出的存活率基
本为零。

真正意义上的剖宫产手术，可以追
溯到 15 世纪，据说瑞士的一个劁
（qiāo）猪匠的老婆遭遇难产，请来巫
婆施展各种法术均无效果。眼看妻子

疼得死去活来，劁猪匠情急之下拿出劁
猪刀，凭借多年工作积累的丰富经验，
斗胆剖开妻子的腹部取出胎儿，结果产
妇和孩子均得以成活。

有比较确切记载的剖宫产手术，
是在公元1610年。两名外科医生杰
里迈亚·特劳特曼与顾斯给一名产妇
施行剖宫产手术，产妇在术后25天死
亡，孩子却活了9年。由于技术和器材
落后，当时的医生只知道切开腹壁和
子宫壁，不懂得缝合子宫切口，而是听
任其自然收缩止血，大多数产妇在进
行剖宫产手术后，不是死于出血就是
死于感染。

公元1764年，美国的贝内特医生
在给自己的妻子做剖宫产手术时，尝试
用棉线缝合子宫切口，奇迹出现了，出
血止住了，母子均平安。此后，剖宫产
手术得以推广。

因为棉线容易断，产妇也容易感
染，公元1852年，美国医生波林用银
线代替棉线，剖宫产的死亡率降了
约45%。

公元1876年，意大利医生波罗在
剖宫取出胎儿后，面对不断出血的子宫
束手无策，最后选择切除子宫，这种手
术后来被称为波罗式剖宫产并被竞相
效仿。波罗式剖宫产将产妇的死亡率
降到25%，但做过剖宫产手术的女人，
将永远失去怀孕的可能，因此该手术备
受非议。

公元1882年，美国医生萨恩格把
孕妇的子宫前壁纵向切开，取出胎儿，
然后将子宫的切口缝合起来，使得她们
以后仍可再次妊娠、分娩，这是剖宫产
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

公元1912年，克罗尼格首次施行
子宫下段剖宫产术，对剖宫产术做出了
革命性的贡献。以后，医生们不断改进
手术方式，逐渐形成了现在的下腹壁横
切口子宫下段横切剖宫产术。

今天，剖宫产术已成为非常普及且
非常安全的手术，无数的母亲和孩子因
为这项技术而受益。

需要指出的是，剖宫产术是有损伤
的手术，对于那些适合顺产的产妇来
说，还是应该优先选择顺产。同样，妖
魔化剖宫产术，在需要剖宫产的时候拒
绝剖宫产，也是非常错误和危险的。

至于顺产和剖宫产哪个更优越，笔
者认为，合适的就是最好的，顺产和剖
宫产应对的本就是不同的情况，哪来的
优劣之分。顺产和剖宫产，都有相当明
确的指征。无论是强求顺产而拒绝剖
宫产，还是强求剖宫产而拒绝顺产，都
是极其错误的。到底选择顺产还是剖
宫产，应遵从医生的意见，切不可因为
偏见而自作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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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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