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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欧阳修、苏轼、朱熹可谓是历史上的文学巨匠
和儒学大师，他们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无不与其伟大的母
亲息息相关。

天子也要好家风
晏建怀

开蒙启智

言传身教
——宋朝三位“儒学巨匠”的母亲

郑学富

○ 欧阳母画荻教子

欧阳修的母亲郑氏年轻守寡，在艰难困苦
中教授儿子读书做人。《宋史》称赞她“守节自
誓，亲诲之学”。

北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欧阳修4岁时，
父亲去世，不到30岁的郑氏带着一双儿女陷入
了生活困境，只好携儿带女投奔在随州任推官
的欧阳修的叔父欧阳晔。欧阳晔官俸菲薄，度
日维艰，更何况又平添几口人，生活可想而知。
好在郑氏出生于江南的名门望族，自幼接受过
良好的教育，知书达理，勤俭持家，贤惠孝顺。
欧阳修到了入学的年龄，郑氏为了减轻经济负
担，不送儿子进私塾上学，而是自己做儿子的启
蒙老师，承担起教子重任。可是，读书学习用的
笔墨纸砚等用具也是一笔开销，为了节省费
用，郑氏带着幼小的欧阳修来到随州城外的涡
水河畔，折来河边荻草的茎秆做笔，以沙滩为
纸，席地而坐，教儿子识字写字。在回家的时
候，郑氏还会带回一些荻秆和河沙，以便欧阳
修在家里温习功课。由于没有钱买书，母亲就
带着欧阳修到有藏书的邻居家借书读。欧阳
修10岁那年，从李家的废纸篓里捡到一套六卷
本《韩昌黎文集》，经主人同意，带回家里。他
被韩愈清新自然的文风深深吸引，手不释卷，夜
以继日地阅读。

欧阳修天资聪颖，过目不忘，贫穷的生活练
就了他坚忍的性格，学习刻苦且勤奋。再加上
郑氏循循善诱、谆谆教诲，欧阳修学业大进，往
往书不待抄完，已能成诵。少年习作诗赋文章，
文笔老练，有如成人。欧阳晔看到侄儿如此好
学，心里十分高兴，似乎看到了家族振兴的希
望，他对郑氏说：“嫂子不必担忧家贫子幼，你的
孩子有奇才！不仅可以创业光宗耀祖，他日必
然闻名天下。”

郑氏不仅教儿子诗书经史，而且还教育儿
子如何做人，将来做个好官。她时常告诫欧阳
修：“吾儿不能苟合于世，俭薄所以居患难也。”
欧阳修的父亲欧阳观做的尽管是小官，但是清
正廉洁，关心民间疾苦，为百姓所爱戴。郑氏就
经常给欧阳修讲他父亲做官时勤政爱民的故
事，她对儿子说：“你父亲在审理案件时，十分小
心慎重，往往通宵达旦阅读案卷，深入到民众中
去调查取证，唯恐冤枉一个好人，放过一个坏
人。特别是对那些孤老残疾的涉案人，更是同
情怜悯。他尽管官轻俸微，还经常接济那些穷
苦人，所以我们家里没有剩余的钱。他死后，没
有留下一间房，没有留下一垄地。”郑氏讲述丈
夫行事厚道、孝敬老人、乐于助人的具体行动，
教育儿子要继承父亲的遗风。

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欧阳修自幼就明白
很多为人为官的道理。他很体谅母亲的辛苦，
一边读书，一边替母亲分担家务。天圣八年
（1030），欧阳修不负众望，在科举考试中位列二
甲进士，由此走向仕途，被授任将仕郎，试秘书
省校书郎，充任西京（洛阳）留守推官。景祐元
年（1034），28岁的欧阳修回京做了馆阁校勘，参
与编修《崇文总目》。

欧阳修因为好友范仲淹改革失败而受到
牵连，景祐三年五月，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
昌）县令。正值年富力强的欧阳修遭到突如其
来的挫折和打击，情绪十分低落，回到家里长
吁短叹、怨言不断。郑氏看到儿子遭到不公平
待遇也非常气愤，她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但冷
静之后，还是心平气和、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
“汝家故贫贱也，吾处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

亦安矣！”听了母亲的一席话，欧阳修如醍醐灌
顶，茅塞顿开——遇到一点挫折就怨天尤人，
焉能建功业于世？于是，他从阴影里走出来，决
心走马上任。

同年十月，欧阳修举家到达夷陵，他给峡州
判官丁元珍写了一首诗：“春风疑不到天涯，二
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
抽芽。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曾
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诗中透露出
欧阳修在逆境中奋起的不屈精神。

康定元年（1040），欧阳修被召回京，后来官
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刑部尚书、兵
部尚书等职。欧阳修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
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他散文创
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
成为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

皇祐五年（1053），郑氏以73岁的高龄病逝
于南京。欧阳修悲痛欲绝，扶灵护送母亲回故
乡安葬。在欧阳修的故里江西省永丰县沙溪镇
泷冈有一座西阳宫，里面一对方石柱上刻有一
副对联：“亮节失青春，叹离鹰苦鸣，别鹄凄呤，
五夜怆神深渗澹；恩伦褒丹陛，忆弋雁失群，丸
熊课读，卅年回首尚辛酸。”在西阳宫附近欧阳
修父母的墓碑上有一副赞联：“阡表不磨崇国
范，古坟犹带荻花香。”这是对郑氏的高度褒扬。

○ 苏母勉夫教子

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跻身于唐宋八大
家之列，被誉为“一门父子三词客”，史称“三
苏”。“三苏”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是因为苏
家有一个勉夫教子的程氏。

苏、程两家都是四川眉山的名门望族，程家
极其富有。而苏家到苏洵这一代，家道开始中
落。苏洵19岁那年，与18岁的程氏成亲了。程
氏从小聪明过人，好学明理。司马光在为程氏
所写的《武阳县君程氏墓志铭》中赞美她“喜读
书，皆识其大义”。苏洵的母亲为人比较严厉，
家里人走路脚步重了，都要受到训斥，因此大家
都有些怕她。程氏虽出身豪门巨富，但无骄倨

之态，勤俭持家，举止得体，全家上下都喜欢她，
即使正在发火的苏母，见到她来，也会立即眉开
眼笑，怒气全消。

苏洵从小聪明且顽皮，喜好四处游历，交结
朋友。苏洵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说：“洵少
年不学，生二十五年，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
苏洵第一次参加乡试，名落孙山。应试失败，对
苏洵犹如当头棒喝，他搬出几百篇自己的旧作
细读，再对照古人的文章，不禁喟然叹道：“吾今
之学，乃犹未之学也！”愤然将这批旧稿付之一
炬。他取出《论语》《孟子》《韩非子》及其他圣
人、贤人之文从头再读，每日端坐在书斋里，苦
读不休。苏洵发愤读书一事与夫人程氏有关。
《武阳县君程氏墓志铭》记载，有一天晚上，夫妻
俩促膝长谈，苏洵长叹一声说：“我已近而立之
年，尚无一寸功名，若凭我的聪明才智，现在开
始面壁苦读，考个进士之类的易如反掌。可是
全家全靠我维持生计，我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
心只读圣贤书，全家人将如何生活呢？真让我
左右为难。”程氏听了喜上眉梢，鼓励苏洵说：
“相公才智过人，如果真能刻苦学习，中个进士
不是难事。我早有此心，但是不便说出口，担心
别人说你是因为怕老婆才发愤读书的。你只要
有远大的志向，家人的生活交给我好了，我保证
把家里料理得红红火火。”《三字经》上说：“苏老
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

程氏果然巾帼不让须眉。为了让丈夫安心
读书，她接过了大家庭的生活重担。她卖掉自
己的陪嫁物品和首饰，作为本钱做起了生意。
程氏确实是持家经营的行家里手，不过几年，苏
家就成了当地富户。家庭富裕了，程氏倒不安
起来。她认为家中钱财太多，不一定是好事，反
而会使子孙不求上进，那可是最大的不幸。于
是她乐善好施，散财救济，乡邻族人家中贫困、
婚丧嫁娶、生病有灾的，她都是有求必应。

程夫人与苏洵一共生育了六个孩子。大儿
子和两个女儿都早亡。她在26岁时生幼女八
娘，27岁时生苏轼，30岁时生苏辙。苏轼和苏辙
渐渐长大，程氏又把教育儿子的责任全揽过来，
她对两个儿子说：“读书不仅是自己考取功名，
更重要的是要有社会责任，要有正义。”她常常
用古代操守高尚之人的事迹来教育他们。有一

天，她教儿子们读东汉史，读到《范滂传》时，她
不禁慨然长叹。范滂为官清正，疾恶如仇，因受
“党锢之祸”牵连被杀，临刑前，母亲与其告别。
范滂跪倒在地安慰母亲，让她不要为自己悲
伤。母亲慷慨地说：“你现在能够与李膺、杜密
齐名，死也无憾了！已有好名声，再求长寿，可
兼得吗？你为了正义舍弃自己的性命，母亲支
持你。”苏轼站在旁边说：“如果我做范滂那样的
人，母亲允许吗？”程夫人毅然回答道：“你能做
范滂那样的人，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滂母亲那样
的母亲吗？”苏轼、苏辙后来能够为民请命、刚正
不阿，与母亲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

又十多年过去了，苏洵已是精通六经、熟读
诸子百家的大儒。苏轼、苏辙兄弟俩也是博古
通今，学问精深。1056年，苏洵父子三人同时进
京赶考。1057年的农历四月初八，苏轼以第二
名的成绩点为进士，苏辙也同时高中。49岁的
苏洵虽然没有及第，但也以自己的文章才学名
满京师。当时士人中流传一句歌谣：“眉山生三
苏，草木尽皆枯。”

而此时在眉山老家，长期不堪重负的程氏
已是油尽灯枯，来不及等到苏洵父子三人的好
消息传来，就匆匆地走了。苏洵父子闻听噩耗，
从成功的狂喜一下子跌入深深的悲哀，立即赶
回家乡奔丧。苏洵在妻子灵前写下了情真意切
的《祭亡妻文》：“与子相好，相期百年。不知中
道，弃我而先……归来空堂，哭不见人。伤心故
物，感涕殷勤。”
《武阳县君程氏墓志铭》的最后几句高度

概括了她的一生：“贫不以污其夫之名，富不以
为其子之累，知力学可以显其门，而直道可以
荣于世。勉夫教子，底于光大，寿不充德，福宜
施于后嗣。”

○ 朱母煮莲教子

宋代大儒朱熹的母亲祝氏，名五娘，出生于
一个名门望族，祝家产业雄厚，曾是新安巨富，
有“祝半州”之称。祝家还开办学院，开馆教
学。祝氏18岁时嫁给了勤奋好学、颇有才华的

朱松。后来朱松中进士，进京城为官，祝氏在老
家孝敬公婆，曲尽儿媳之心。

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九月，朱熹出生
于福建尤溪县，起乳名沈郞。朱熹5岁时始入小
学，能读懂《孝经》，并在书额题字自勉：“若不如
此，便不成人。”绍兴十三年（1143），朱熹14岁
时，父亲染病去世，此时，祝家也家道中落，祝氏
失去了丈夫的俸禄供养，又没有了娘家的补给，
生活日益艰难，祝氏坚强地撑起这个家。祝氏
生三子一女，长子、次子皆因病夭折，她把唯一
的希望寄托在三子朱熹身上，含辛茹苦、历尽艰
辛。年幼的朱熹也发奋苦读，经常帮助母亲干
些家务活，以减轻母亲负担。

在一个酷热的夏日，祝氏熬煮了一碗莲子
汤端给朱熹喝。朱熹看到母亲劳累瘦弱的身
体，连忙让母亲先喝。祝氏看儿子孝顺懂事，心
里很安慰，她摇摇头劝导说：“沈郞读书很用
功，莲子汤可补身体。莲子心是苦的，可以清
热败火，莲子却是甜的，这就是苦尽甘来。莲
花出污泥而不染，被喻为高洁的君子，做人更
应如此，要宁静致远、淡泊名利。”朱熹听了母
亲的话若有所思，端起莲子汤慢慢品尝，体悟
其中的道理：其一，莲子，谐音怜子，慈母怜子
的心虽苦，但日后我若学有所成，成为社会有
用之人，母亲的心是甜的；其二，梅花香自苦寒
来，现在只有刻苦读书，今后才能出人头地；其
三，以后步入仕途，要做一个高洁之人。朱熹
想到此，理解了母亲的良苦用心，他暗暗下决
心：今后要更加努力读书，不辜负母亲的谆谆
教诲和殷殷期望。

朱熹时刻牢记母亲的“莲子汤”，勤奋学
习。绍兴十八年，19岁的朱熹考中进士，入仕
后，曾任江西南康、福建漳州知府，浙东巡抚等
职。朱熹做官清正廉洁，体察民情，勤政有为；
治学严谨不苟，热心教育事业，整顿州学县学，
创办书院学堂，授徒讲学，诲人不倦。朱熹曾官
拜焕章阁侍制兼侍讲，为宋宁宗讲学。

祝氏因常年操劳过度，体弱多病，朱熹不求
仕进，陪伴在母亲身旁，一边尽心孝敬母亲，一
边治学，进行教育和著述活动。他每天早晨起
床后，必定要先到母亲房间问安后，才开始一天
的读书与生活。晚上回到家后，即使很累了，也
必先到母亲房间问好，见母亲身体安然无恙，才
回到自己房间休息。只要自己在家里，他都会
亲手做饭菜给母亲吃，并想方设法为母亲烹制
可口的饭菜。

祝氏六十大寿时，朱熹作诗《寿母生朝》，以
表达对母亲的热爱与祝福。其一云：“秋风萧爽
天气凉，此日何日升斯堂。堂中老人寿而康，红
颜绿鬓双瞳方。家贫儿痴但深藏，五年不出门
庭荒。灶陉十日九不炀，岂办甘脆陈壶觞。低
头包羞汗如浆，老人此心久已忘。一笑谓汝庸
何伤，人间荣耀岂可常。惟有道义思无疆，勉励
汝节弥坚刚。熹前再拜谢阿娘，自古作善天降
祥。但愿年年似今日，老莱母子俱徜徉。”此诗
语言平和温厚、用典自然恳切、感情真实质朴，
描写了母亲精神矍铄、健康长寿之相，感谢母亲
教导儿子坚守道义节操、坚毅刚正，抒发了自己
对母亲的孝义之情，感情真挚，引用老莱子娱亲
的典故表达母慈子孝、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勾
画出一幅其乐融融的天伦之景。

乾道五年（1169）九月，祝氏寿逾七十，含笑
辞世。朱熹建寒泉精舍为母守墓，开始了长达6
年之久的寒泉著述时期。朱熹终成为著名的理
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儒学集大成者，
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人尊称为“朱子”。祝氏
“性仁厚端淑”，她对朱熹以儒家的伦理道德所
做的言传身教，对于朱熹日后成为儒学集大成
者有开蒙之功。

汉文帝刘恒之所以能够顺利即位，
当上大汉朝的天子，关键的原因只有一
条，他是薄姬的儿子。为什么这样说
呢？因为在清除了吕后家族势力，废除
了吕后所立少帝，需要重选一位新皇帝
时，大臣们左商量右商量，最后鉴于薄姬
家族背景好，朝野对薄姬的评价好，所
以，大臣们迎立了刘邦与薄姬所生的儿
子刘恒，继任为皇帝。
我们知道，汉朝的第一个皇帝是刘邦，

而接刘邦皇位的，是刘邦与吕氏所生嫡长
子刘盈，是为汉惠帝。因为吕后是个“虎
妈”，霸道而狠毒，经常拉着皇帝儿子去看
她怎么折磨罪犯（比如，拉着他观看如何把
戚夫人做成“人彘”）。惠帝仁弱，看多了恐
怖现场后，吓得心理出了毛病，在位才七
年便抑郁而终。惠帝死后，由于没有儿子，
吕后便找了个小孩，对外说是惠帝的儿子，
把这个不知哪里来的孩子立为皇帝，但这
个儿皇帝不过是一个傀儡，吕后从此临朝
称制，内外威权，尽掌其手。

过了四年作威作福的日子，吕后又
废掉了这个少帝，另立恒山王刘弘为
帝。刘弘也是个年幼无知的小孩，小孩
易于掌握，吕后遂一手遮天。再过四年，
吕后去世，太尉周勃、丞相陈平、朱虚侯
刘章等举兵讨伐吕后诸侄，将吕氏家族
无论男女老幼全部杀掉，又将吕后所立
的少帝废除。朝野震荡之际，大臣们开
始择立新的汉室天子。

立谁呢？自然是刘邦之后。然而，刘
邦之后，子子孙孙不乏其人，选择颇难。
当时，刘邦的后代中，最有资格继位的几
个人，分别是刘邦长子刘肥的长子，齐王
刘襄，他是刘邦的长孙；另一个，则是刘邦
与自己女婿张敖的美人所生的儿子，淮南

王刘长，他也是刘邦最小的儿子；再有就
是刘邦与薄姬所生的儿子，代王刘恒。

到底立谁？这成了大臣们争议的焦
点。于是，经过反复商讨，确定了一个立
帝的准则，为了不重蹈吕后专权的覆辙，
所立新皇帝的母亲必须低调谦让，在朝野
有良好的口碑。

大臣们商量道：“今皆已夷灭诸吕，而
置所立，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不如视
诸王最贤者立之……吕氏以外家恶而几
危宗庙，乱功臣。今齐王（刘襄）母家驷，
驷钧，恶人也，即立齐王，则复为吕氏。”

如果按照继嗣的伦序而言，当立刘邦
的长孙，齐王刘襄，但是齐王的母亲家人
横行霸道，声名狼藉，尤其是刘襄的舅舅
驷钧，臭名昭著，妇孺皆知，倘若立刘襄，诸
吕之乱，又会重现。由于母亲家口碑不好
之故，刘襄继承皇位的资格就被否定了。

而淮南王刘长呢？刘长母亲虽然早
逝，但他一直跟着吕后，由吕后抚养成人，
如同吕后的儿子，与吕后有着千丝万缕的
关系，加上他不遵法度，心狠手辣，而特别
重要的是刘长“母家又恶”，他外祖母家恶
名昭彰，口碑极坏，故也被排除在外。

而代王刘恒呢？其母“薄氏谨良”，为
人谨慎，心地善良，从不觊觎权力，从不干
扰政事，刘恒一旦为帝，绝不会出现外戚干
政甚至作乱的现象。于是，因为母亲贤惠
的好名声，刘恒成为继承皇位的最终人选。

汉高后八年（前180），刘恒被大臣们
从代地迎到长安，立为皇帝，是为汉文帝。

由此可见，家风良好、为人谦逊，在平
时或许会受到一些冷遇甚至委屈，然而一
旦放置于公正的台面作为某种抉择条件
时，这些因素常常会使人脱颖而出，成为
最终的不二人选。

朱德：让亲戚交电话费
1970年，朱德为一桩生活琐事动怒。原来有

段时间，朱德家出现了大量拨往石家庄的电话记

录。朱德近来并没有同河北的领导联系过，他的

第一反应是家中有人公话私用，他十分生气，把

家人与身边工作人员召集到一起，发了一通火，

要求把事情查清楚。终于，私用电话的人查出来

了，是一名经常来朱德家串门的亲戚。朱德让人

统计了通话次数，然后叫亲戚照价付费。

邓稼先：“一个太阳不够用”
1958年，邓稼先秘密地参加了中国第一颗原

子弹的研制工作。当苏联单方撕毁两国政府签

订的援助协定和合同，撤走专家后，面对留下的

残缺不全的核爆大气压数字，为了研制出我国的

“争气弹”，时任原子弹理论设计负责人的邓稼先

和二机部的科研班子带头攻关。

由于条件艰苦，同志们只能使用算盘和4台老

式的上海通用牌手摇计算机进行极为复杂的原子理

论计算，为了演算一个数据，一日三班倒。算一次，

要一个多月，算9次，要花费一年多时间，常常是工

作到天亮。作为理论部负责人，邓稼先跟班指导年

轻人运算。每当过度疲劳、思路中断时，他都着急地

说：“唉，一个太阳不够用呀！”

就这样，他领导二机部科研人员用算盘和4

台老式手摇计算机，日夜加班，对原子弹爆炸时

的物理过程进行了“九次”模拟计算和分析，最终

推翻了苏联专家撤走时留下的结论，到1962年终

于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解决了中国原

子弹试验的关键性难题，迈出了独立研制核武器

的第一步。

金庸：创造“五字真言”和“二十四字诀”
金庸与同学在香港创办《明报》后，始终坚持

择善的优良传统，随着一篇篇力透纸背、客观公

正的新闻稿件见诸报端，《明报》的发行量也一路

上升。

对于如何选稿和写稿，金庸创造了“五字真

言”和“二十四字诀”。“五字真言”是：短、趣、近、

物、图。短：指文字要短、简洁，不宜引经据典，

不尚咬文嚼字。趣：指新奇有趣，轻松活泼。

近：一指时间之近，接近新闻，30年前可用，30年

后亦可用；二指空间之近，地域上接近香港，文

化上接近中国读者。物：指言之有物，讲述一段

故事，一件事物，令人读之有所得，大得小得，均

无不可，一无所得，未免差劲。图：指图片、照

片、漫画，配文须生动，有戏剧舞台之感，让读者

能够会心一笑。

选稿的标准，以“二十四字诀”为依据：新奇

有趣首选，事实胜于雄辩，不喜长吁短叹，自吹吹

人投篮（扔废纸篮）。

“门神”尉迟敬德：行为的“三利三益”
据唐代张鷟《朝野佥载》记载，唐太宗与吏

部尚书唐俭一起下棋，发生争执。本来唐太宗

和唐俭的关系很亲近，但一怒之下，要把唐俭

贬为潭州（今湖南长沙）刺史。把一个吏部尚

书贬为外州刺史，最好要有一个堂而皇之的理

由，于是太宗找到尉迟敬德（即民间传说中的

“门神”)，要他上朝时指控唐俭有指斥皇帝的不

恭言行。但等第二天上朝作决定时，尉迟敬德

却说：“我实在没有听到唐俭有什么不恭的言

行。”太宗气得将手中玉珽摔碎，袖子一甩，进

了内宫。

过后，太宗开宴宴请三品以上官员，当众表

彰敬德所为有“三利三益”：唐俭免于枉死、自己

免于枉杀、敬德免于曲从，此为三利；自己有改过

的美名、唐俭有再生的幸运、敬德有忠直的声誉，

此为三益。太宗讲完这番话后，还下令赏赐尉迟

敬德一千匹布。

溯源：“慈母”原本是“后妈”
春秋战国时期《仪礼》有言：慈母者，何也？

传曰：妾之无子者，妾子无母者，父命妾曰：女(汝)

以为子。命子曰：女(汝)以为母。什么意思呢？

首先，谁能当“慈母”？书中规定，是“妾之无子”，也

就是没儿子，且地位不能是妻，只能是妾。谁能当

“子”？必须是“妾子无母者”，也就是妾生的儿子，但

母亲不幸去世。

如此说来，至少在春秋战国及之后相当长的一

段时间内，“慈母”可不是人人都能当的。要当慈母，

不能是妻，只能是妾；这妾，还得是自己养不出儿子；

恰好，另一个妾生了儿子，但无力抚养就离世。种种

条件加起来，才能“培养”出一个合乎《仪礼》规定的

“慈母”。

照这个理解，这“慈母”，其实就是“后妈”。而光

看这“慈”字，顿觉古人用词都大有深意。正因不是

自己所生，更应面慈心善，以“慈”相待，视如己出。

如此一来，有“慈”方有“孝”。

马岛战争：BBC提前披露英军行动
1982年4月到6月，英国和阿根廷为争夺马尔

维纳斯群岛的主权而爆发马岛战争。

战争初期，英国舰队吃了大亏。1982年5月21

日，英军在东福克兰岛北岸的圣卡洛斯湾登陆后，决

定找个“软柿子”打一打，壮壮军威。距离英军登陆

点不远的绿鹅村就成为英军“祭旗”的首选，因为这

里阿根廷驻军不多、工事也不十分坚固。英军准备

于5月28日凌晨2时30分发起突袭，计划在28日早

饭前拿下绿鹅村。

然而，就在英军的攻击部队还在集结时，英国的

新闻机构BBC却迫不及待地对外播发了英军即将

发起绿鹅村战斗的新闻。这不是给敌人通风报信

吗？英军的前线军官都被BBC的行为给惊呆了。

也许英国人太需要一场胜利来鼓舞士气，也许阿

根廷人以为BBC播报的新闻只是英国人在玩的小把

戏，因为只有白痴才会在大战前，通过国际广播播报作

战计划。不管怎样，双方都没有改变自己的行动，英军

按时发起了攻击，阿军也没有增兵绿鹅村。

战斗打响后，英军遭到了阿军的顽强抵抗，原计

划五六个小时拿下的战斗，直到5月30日才在英军

付出17死、64伤的代价下结束，死者中包括这次战

斗的最高指挥官琼斯中校。

英军打扫战场时发现，阿根廷守军还储备着大

量的枪支弹药，如果阿军重视那篇报道，及时增兵的

话，这场战斗的胜负还很难说，整个战争的进程也许

会因此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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