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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

事，使马皇后以大脚而闻名：
有一年元宵节的晚上，朱元
璋微服出行，京师（即南京）
的风俗是元宵节晚上猜灯
谜，老百姓把这个当作元宵
节娱乐活动。朱元璋忽然发
现一幅画，画上画着一个女

人，她赤着脚，怀里抱着一个
大西瓜。这个谜语不难猜，大
家一看就明白，随即哄然大
笑。可以想象，朱元璋有多生
气了。第二天，他竟然下令将
那片地方“空其室”，就是将
那里的居民都杀了。这个谜

语，其实是在暗喻“淮西妇
人好大脚”，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马皇后祖籍淮西，根
据这个传说，出身社会底层
的她脚很大，而在那个时代，
对于妇女来说，大脚是地位
卑微的标志。

这故事是真是假，暂且

不论，但我们可以从这传说
中推断，皇后马氏有一双大
脚则是可能的。

马氏生于乱世，本是壮

士之后，是郭子兴的养女。郭
子兴起事之初，正处于用人
之际，前来投奔的朱元璋表
现不俗，得到了郭子兴的喜
爱。于是，郭子兴便将马氏许
配给了朱元璋。这时，朱元璋
二十四岁，马氏二十岁。郭子

兴本意是为了笼络朱元璋，
而朱元璋与马氏结婚则提升
了他在郭子兴军中的地位。
同时，这也使朱元璋在身处
茫茫人海、孤立无依时有了

一个最贴心的人，马氏最终
帮助朱元璋成就了帝业。

传统的中国人把能相夫

教子的女人称为“贤内助”。
他们是一对患难夫妻，马氏正
是朱元璋的贤内助，甚至还救

过他的命。
早在朱元璋还在郭子兴

军中时，马氏就是他事业的好
帮手了。朱元璋有信件札记，
都交给马氏掌管，不管多忙多
乱，马氏都保管得清清楚楚。
后来，朱元璋受到郭子兴的猜
忌和他儿子的迫害，经常吃不
上饭。有一次，朱元璋被关在

空房里断绝了饮食。马氏就偷
偷地给他送吃的。一次，马氏
就趁做饭的时候偷了几个煎
饼，被郭家的亲信发现了，她
匆忙中就把滚烫的煎饼藏在

怀里，她胸前的一块皮肤都被
烫伤了。

朱元璋带兵作战时，马氏
总是把干粮准备好，不让朱元
璋饿着，而她自己却经常吃不
饱。马氏还用自己的首饰贿赂
郭子兴的夫人张氏，从中调解
朱元璋与郭子兴的关系，以消
除郭子兴与朱元璋间的嫌隙。

朱元璋在前方作战，将士

们的家属就由马氏统领。朱元
璋攻克太平后，就由马氏率领
将士们的妻妾渡江。当朱元璋
在江宁的时候，东有张士诚，
西有陈友谅，前线每日战事不
断，马氏则亲自与将士家属们
一道做衣、做鞋，支援前线将

士。陈友谅大举进攻龙湾时，朱
元璋亲自带兵迎敌，战斗十分
激烈。马氏把内室的全部金银、
布匹都拿出来犒赏将士，鼓舞
士气，朱元璋最终取得了对陈
友谅的胜利。此外，马氏还经常
提醒朱元璋，平定天下以不杀

人为本。因此，朱元璋很尊重
马氏，经常听取她的意见。

还有历史记载说，在一次
激烈战斗中，朱元璋遭遇不
利，马氏则“负之而逃”，就

是背着朱元璋逃跑。后来，太
子朱标把这段故事画成图
画，作为创业艰难的记录收
藏了起来。可能有读者会怀
疑，马皇后一个女人家，怎么
能背得动朱元璋呢？然而，不
管这条记载是否可信，但至

少说明马氏和朱元璋曾经共
同艰苦创业，共同经历过生
死患难。

洪武元年（1368年）正
月，身经百战的朱元璋即皇
帝位，马氏理所当然地被册
立为皇后。朱元璋对马氏一

往情深，在马氏之后，他身边
有过很多女人，但马氏的地
位却无人可以取代。马氏死
后，朱元璋没有再立皇后。

BCDE

袁庭玉等苏小妹的脸色

恢复正常，才说：“你说哪里
话？我跟你从小就在这条街
上，一起长大。你对我的心思
我明白，你要给我一点时问
……不是才和王秋媛分手
吗？”苏小妹低头良久，说：
“那女人不是你该要的人，走

了倒好。反正你考虑着，你我
要是能在一起的话，我不要你
做家务事，你爱怎么就怎么，
你爱看闲书，你就一天到晚看
……”袁庭玉眼珠子朝她一
转，“你说错了，我可没有一
天到晚看闲书。”苏小妹不理

会他，继续说：“你喜欢王南
风你就喜欢去……”袁庭玉
抗议：“谁说我喜欢那个泼妇
的？”苏小妹苦笑一声，说：
“我和你成不了的话，我也不
会埋怨你。但是我要看着你结
婚，我才结婚。”

说完话，苏小妹就安静
地看着袁庭玉。袁庭玉感觉
到她的安静里头透着一股逼
人的执拗，但她因为是安静
的，袁庭玉也不好说什么。他
放下烟，说：“我有一瓶香
水，是我表姐从法国带回来

的，有点薄荷香，男女都能用
的，你拿去用吧———在我的
电脑桌上。” 苏小妹嘴里
“哎”的一声，甜甜地答应了，
拿了香水就走了。

苏小妹从袁庭玉家里出
来，走过半条巷子，回到了桥

头。这座阔板桥宽宽的，几乎成
了个正方形。苏小妹在桥头上
摆了一个油炸臭豆腐摊子。桥
头上还有一个修鞋摊，摊主是
个瘦精精的老头，戴着瓶底一
样厚的眼镜，身边放着一个破
录音机，整天放着评弹大书。

过了一会，王南风驾驶
着黑色轿车经过，她摇下车

窗，墨镜也不拿掉，“哇哇”
地叫着：“小妹，给我炸十块

臭豆腐干。我中午喝多了酒，
肚子现在是空的。你快点!”

老鞋匠笑嘻嘻地凑过去
问苏小妹：“王局长要几块臭
豆腐干？”苏小妹悄悄地说：
“什么王局长，是王副局长。
她的局里，平起平坐的副局

长还有两个呢。”老鞋匠还
是笑嘻嘻的，嘴巴凑着苏小
妹的耳朵，说道：“你不要不
服气。你们两个人是我看着
长大的，她从小就比你能干。

你住的还是旧平房，人家住
的是别墅，小区门口有警卫

一天二十四小时看守。做人
不服气不行的。”苏小妹微
笑一下，低下头不吭声了。

苏小妹炸好了十块臭豆
腐干，放在塑料袋里，走过去
递到车窗口。王南风就在苏
小妹的手里拨开袋口一看，

拿起来“扑”地摔在地上。
苏小妹吃了一惊，朝四

下里看看。王南风中午的酒
意还在，破口骂道：“你看什
么？我知道你心里想的什么，
你巴不得袁庭玉现在正好出
来，看见我虐待你。你哭啊!

你一哭，他就出来了。”
苏小妹俯身拾起臭豆腐

干，端着手上，开腔说话了：
“王南风，你开口闭口袁庭玉，
你要是真的喜欢他，为什么不
敢嫁给他？”王南风戴起墨镜，
摇晃着脑袋说：“把他留下来

给你。”苏小妹笑着说：“你有
这么好心？谁不知道你是个好
色的女人，生活复杂得一塌糊
涂。”王南风变了脸色，“想男
人想疯了不是？可惜人家心里
没你。”苏小妹说，“我刚在袁
庭玉那边坐了一会儿……我

给他送被子去，他叫我给他点
烟。他还送了我一瓶法国香
水。”王南风闻言“哈哈”大笑，
说：“小妹，你真够纯洁的。以后
记着，该叫男人为你点烟。”苏
小妹眼神定定地说：“我就是喜
欢给他点烟，一个女人一辈子

爱一个男人是幸福的。”
她刚说完，大家的耳边

“呱……”地响了几声，原来

是一只鹩哥站在柳树上，想必
是刚从主人的笼子里逃出来。
鹩哥看见众人瞧它，来了精
神，一抖羽毛，张嘴卖弄道：
“我爱你!”字字清楚，把正在
吵架的两个女人惹笑了。

吵不成架了。

FGHIJ

相比毕业班的紧张忙碌，
我们并没有感受到太大的压

力，但谁都明白，这个暑假
将是我们最后的疯狂。因
此，这个难得的暑假要是庸
庸碌碌地就这样过去，咱谁
也对不起。

具体怎么规划其实我也
没想好，功夫肯定要坚持不懈

地练，除此之外是谈谈恋爱呢
还是找个大城市旅旅游？我还
真没拿定主意。

就在暑假前的倒数第二
个星期，体育老师老张找我谈
话，说学校准备在高中年级内

组建一支散打队，问我愿不愿
意参加。虽然我并不清楚散打
是个什么东西，但光听一个打
字就已感觉激动人心，想都没
想我就点了头。回去和我爸一
说，当然没忘了强调将来要参
加县里的散打比赛，拿到名次

高考有加分等等。我爸答应得
倒出人意料地爽快，“最近拆
了老王家猪棚的砖吧？别以为
我不知道!你小子呆在家里也
不让人省心。”

7月2号，也就是放暑假
的前两天，我们学校历史上的

第一支散打队在食堂大厅里
正式组建，散打队除了两个教
练外一共是5个人，分别是老
杨、老邱、老林、老吴和我（为
显出亲热，同学间我们一律都
是以老×称呼），大家都是高
一年级的，彼此都认识，所以
气氛显得特别热烈。奇怪的
是，我并没有看到老盛的身
影。后来我才听老张聊起，老
张说散打很讲技巧，以老盛的
笨重身材练练相扑还差不多。

我想要是老盛能听见这番

话，绝不会再满操场地举自行
车表演，也省得每天一放学，不
少人骂骂咧咧地满校找车。

校长老毛对成立散打队
很重视，成立那天还专门抽空

来讲了话，意思大抵是说这是
学校素质教育的试验田，将来
要争取在县里的比赛上拿到
好名次，最后他还用了一句当
时很时髦的话：“好好练出成
绩，不管你是白猫黑猫，为学
校争光就是好猫。”

老张还给我们介绍了从县
体校请来的教练李彪———一个
白白静静的矮个子男人，听老
张介绍，李教练是他在体校时
的同学，主修的就是散打专业，

最好成绩是拿过全国比赛的亚
军。我听着有些不太相信，这个

李教练身材又瘦又小，打起架
来肯定不是个儿，怎么看也不
像拿过全国的亚军。

李教练看起来性格有点
内向，但一到讲台上就似乎变
了一个人。他给我们讲，散打
这个名称是上世纪70年代末

出现的，一招一式正是中国武
术的精华，散打讲究的是远踢
近打贴身摔，拳是两扇门、全

靠脚打人。我们听得津津有味
但其实一个个似懂非懂。好在
李教练和老张还当场做了示
范，这一演练让我们全都傻了

眼。别看老李个子小，他的动
作真是又快又猛，特别是他踢
出的腿又高又狠，像一条鞭子
似的抽在靶子上啪啪作响，这
要是踢在脑袋上谁受得了啊？

在食堂大厅里的四块垫
子上，我们散打队的生活这就

算开始了，在我的高中生涯
里，这绝对是一段全新的体
验，我觉得全身充满了活力和
激情。每天天还没亮我就出了
门往学校赶，为的是跟着李教
练和老张晨练，每天天都黑了
还舍不得走，缠着老李多示范

一遍怎么踢好高鞭腿。我爸见
我痴迷成这样又是好气又是
好笑，“你小子要是学习有一
半这样的劲头，也不至于五门
才考了一百分。”

刚刚才训练了一个星期，
我就意识到前几个月的砖算

是白举了。因为散打讲究的是
快准狠，而不是蛮力，老李为
此还举过一个例子，他说在拉
犁耕地上老虎的力气肯定比
不上牛，可要讲到搏斗，牛绝
对不是老虎的对手。“这就说
明，牛靠的是力而老虎靠的是

劲，而搏击靠的是劲而不是
力，记住，对手永远不会站在
那里不动让你打。”

KLMN>DOP

宾夕法尼亚大道的人行

道上，矮小的她站在两幅标语
牌之间。每次去白宫参加记者
招待会，我都要经过那里，都
要遇见她。在暴雨中，在炎炎
烈日中，在冰天雪地里，她永
远坚守在那里。有人说她是白
宫的“守望者”，有人说她是

美国总统的邻居。
最初，我觉得她不过是一

个普通的无家可归者，一个落
魄的人，失去了亲人的爱，失去
了温馨的家，流落到这里，在这
个游人如织的地方乞讨为生，
也许是由于忽略或者偏见，也

许是因为担心她会像别的乞讨
者一样追着要零钱，每次经过
那里，我总是试图避开她。

后来，偶尔走近她的“阵
地”，她拿了一份 《人民日
报》刊登的一张关于她的照
片复印件送给我。报纸的日期

是 1993年 3月 9日，照片是
我的同事、原新华社驻华盛顿
摄影记者樊如钧拍摄的。照片
说明上写道：“美国妇女康塞
普赛昂·皮奇奥托，从 1981
年 8月 1日至今一直在白宫
对面的草坪上宿营，以宣传和

平，反对战争。”
看了这份复印件，我倍感

亲切，而且对这位矮小的女人
顿生敬意。屈指算来，她已经在
这里度过了数十个春秋。此后，
我再路过那里时，总是主动和
她打招呼，顺便也聊几句，有时

将身边的硬币递给她。
盛夏的一个中午，气温接

近 40摄氏度，华盛顿好像在
下火。我来到宾夕法尼亚大
道，远远地看见她站在热浪
中，依然戴着厚厚的假发套，
身穿浅黄色短袖衫和长裤。由

于天太热，参观白宫的游客很
少。她孤零零地站在那里，默

默地看着标语牌，好像在思索
什么。我走近她，她马上和我

打招呼。
两个一米多高、约一米宽

的木制标语牌是她最重要的
财产，她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
它们。两块木板后面分别用两
根木条支撑着，木板漆成了黄
色，木框全漆成了绿色。康塞

普赛昂告诉我，这是7年前，
一位素不相识的朋友帮她亲
手制作的，她自己买来油漆，
漆成了现在的颜色，黄色鲜
艳，这样容易吸引游客；绿色

则象征和平。
木板从上到下都贴满了反

对战争、反对核武器的各种照
片和文字，连标语的木框上也
用英文、阿拉伯文、日语、中文、
俄语、德语和法语等十几种语
言写满了“和平”的字样。

标语牌之间就是她的家，
那里堆放着她的衣物、水瓶、

塑料桶和其他一些生活用品，
一个塑料口袋里装满了各种
剪报、复印的传单等，在标语
牌后面摆放着她创作的 “和
平石”。在石头上作画是她工
作的一部分，她捡来不少石
头，自己花钱买了油漆。她最

喜欢用的是绿色和白色。“和
平”是她所有油漆画的惟一
主题，鸽子、地球是她“和平
石”的中心内容。摆在标语牌
下面的石头油漆画大大小小，
上面画着绿色的地球和白色
的鸽子，有几块石头上还用中

文写着“和平”二字。
她反复告诉我，这些石头

不是为了出售，而是为了告诉
所有到过这里的人热爱和平，
一些游客向她捐款，她便将石
头作为礼物送给他们。

几名游客来到标语牌前。

她立即走过去，提醒他们不要
在那里停留。她对我说：“我
允许大家在这里照相留念，也
可以阅读上面的内容，但不喜
欢他们停在这里，挡住别人的
视线。有些游客就是没眼色，
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听得

出来，她是一位十分严谨的
人，从她画的石头油漆画上就
可以看出她一丝不苟的性格。
“我不是无家可归的流

浪者，”她说，“如果我愿意，
我可以随时离开这里，去找
工作、挣钱、租房子，有一个

家。但我选择了这里，我愿意
以抗议为生，世界要和平，不
要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