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章 历史名人 

 

吴希 

 

（1237—1279）吴希，字定高，号休甫。他出身于富裕之家，从小就学诗文，习谋略，

为以后的成长奠定了基础。宋朝南渡后，元朝军队大举南下，文天祥奉诏起兵万人勤王。当

时任庐陵主薄的吴希 ，带头联名上书枢密院(相当于今国防部)，他在书中慷慨地说：“今主

上危难，岂能苟且偷生？惟舍资募勇，忠忠烈烈，一死以报国。”随后他回到故乡，倾家荡

产招募勇士数千人，组成勤王之师。在家乡附近的山头上，立“勤王台”誓师勤王。同时派使

者联通当时四川和广西的勤王部队，又与毗邻的醴陵、攸县的抗元勇士相约，互为声援，互

相策应，以壮大抗元力量。  

  吴希带兵很有方法，他注重整肃军队，严格军法，鼓励将士誓死收复宋朝山河。他初次

率兵出击便收复袁州（今宜春）、萍乡等地。当时南宋王朝为表彰其收复失地的功勋，授他

为湖南招讨使（相当一省的军事长官）。从此，这支勤王之师军威大振。后来元军举重兵与

吴希 军激战，吴希迎头痛击，愈战愈勇，多次大败元军，乘胜收复醴陵、衡州等地。  

  当文天祥兵败被俘，南宋江山基本沦陷时，吴希 “一死以报国”的忠心并未改变，抗元

的壮志并未动摇，继续浴血奋战。1279 年，元兵大举进攻莲花，吴希率众抗击，激战十五

昼夜，身受十余伤，终因寡不敌众，全军覆没。他的一家三十余人都为国捐躯。当时，他的

两个儿子带兵去外围抗元，至一坳口马泣不前，不久就传来父亲殉难的噩耗，吴希的两个儿

子便自刎殉国。后人将此地取名泣马坳并立祠纪念。  

  吴希起兵勤王抵御外侮的事迹，已载入《宋史》。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当时任莲

花厅同知的李其昌为纪念吴希 ，曾修复勤王台，亲自作长歌、刻碑以吊之。 

 

李有棠 

 

李有棠（1837—1905）字芾生， 清代著名历史学家，今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赤山镇周

江村人 ，生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卒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享年六十九岁。在二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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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作为一个爱国的学者，他没有因伤痛而呻吟，当年那颗科学报国的心还是那么强烈那么

饱满那么滚烫。  

  希望祖国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有饭吃，有衣穿，娃娃有学上，生病有钱治。这些普通老

百姓的生存底线，是萧先生毕生关注的。  

  早年，以他的个人能力关照不了更多，他便将自己的心眼放在老家的子侄们身上，供他

们上学，他们中谁生了病，虽然远离千里之外，只要获知真情，他都会极尽所能地给予帮助。

萧绍松说：“那一年，我患了肺结核，没有钱治病，情绪很低落，叔父后来知道了，从他下

放的河北农村给我寄来了六十块钱，嘱我快快把病治好！……”要知道，叔父下放农村，每

月只有 17 块钱的生活费。每月买一支牙膏，肥皂，如下就是 5、6 块钱的生活费，除此，叔

父再没有其它花销。  

  自打回国，他的教务工资和早期归国留学专家津贴，加起来也就 200 来块钱，在当年可

是高薪。就是这样两块让人看起来让人眼馋的“高薪”，也常常被视着思想改造的成分，一到

普遍调资，或是遇到政治运动，他就首先写书面申请，不但不要求加薪，还要主动要求下

调……  

  回国之初，国民经济正处在恢复阶段，想到国家的暂时困难，自己拿这么多钱，花也花

不完。为什么花不完？对于清贫日子过习惯的人，他和家人花销不大。他对家里的收入和支

出，尤其是支出都是严格控制的。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餐桌上，一盆花生米，一次只许夹

一粒；上学，夏天天热消暑，一支冰棒，也要回家来向妈妈报账。至今他们家几十年的日开

支、月开支的小账本都完整地堆放在书房的橱下。  

  主动要求降薪，要说开头是一种自觉行为，到后来就成了贯例。直到他 1997 年辞世，

他的月工资还在 1000 多块钱。  

  他自己省吃俭用，把省下来的钱用来支助萍乡老家的子侄和一些孤儿寡母，此外，在他

逝世后亲属清理遗物，发现有捐助唐山大地震以及历次爱国运动的捐款票据……  

  籍此萧绍松曾撰挽联纪念五叔：  

  水木清华地 

  润物无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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