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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将牌又称麻雀牌，始于清代，由马

吊牌演变而成。

毛泽东主席曾说：中国对世界有三

大贡献，一是中医；二是曹雪芹的《红楼

梦》；三是麻将牌。可见他对麻将评价之

高。他认为打麻将中存在哲学，可以了

解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也存在辩证

法，有人手中拿的牌不好就摇头叹气，这

种态度不好。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不是一

成不变的，打麻将也是这样，就是手中最

坏的牌，只要统筹调配，安排使用得当，

会以劣变优，以弱胜强；相反胸无全局，

调配失利，就是再好的牌，也会转胜为

败。总之，最好的也会变成最坏的，而最

坏的也会变成最好的，毛泽东酷爱麻将，

在他的遗物中有两副麻将牌，一副是塑

胶的，一副是牛骨制的。

1949年国共和谈，国民党谈判代表

之一的刘斐，有一次问毛泽东是否会打

麻将，毛答道：“晓得些，晓得些。”刘又问

毛你是喜欢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

和？机智的毛泽东心知其话中有话，微

笑地答道，“喜欢打平和，还是平和好，只

要和了就好。”刘斐笑道：平和好，也有我

一份。于是在国共和谈破裂后，刘斐下

定决心，留在北平不回去了。

著名学者梁启超提倡趣味主义人

生观。以他的趣味主义标准而言，麻将

当然也是一种趣味的游戏，并且十分痴

迷。一次，几位朋友约他在某日去演讲，

他十分为难地说，你们定的时间我恰好

有“四人功课”。所谓“四人功课”原来就

是麻将局。梁启超有句名言，“只有读书

可以忘记打牌(麻将)；只有打麻将可以忘

记读书。”可见他对麻将的爱好了。据

说，他的很多社论文章都是在麻将桌上

口授而成，其文不仅流利，而且颇具特

色。

胡适，“五四运动”倡导者之一。这

位著名学者的夫人江冬秀是个麻将迷。

每当麻将局三缺一时，江冬秀总是要拉

胡适上麻将桌，胡适经不住夫人的纠缠，

本来对麻将不屑一顾的他，也会偶尔为

之，但他的技艺甚差，几乎每战必败，胡

适曾戏称：英国的国戏是板球，美国的国

戏是棒球，日本的国戏是相朴，中国的国

戏自然是麻将了。

胡适写过一篇题为《麻将》的文章，

文中极其痛心疾首地说：“女人们打麻将

为家常，老人们以打麻将为下半生的‘大

事业’，我们走遍全世界，可曾有哪个长

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

的吗？”

傅斯年，学者、教育家，先后留学于

英国和法国，曾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

院院长，北京大学教授和代理校长。他

曾在《申报·自由谈》撰文，讲述136张麻

将牌中蕴涵人生哲学，打麻将要能赢，关

键是要手气好、运气好。

梁实秋，教育家、翻译家，毕业于美

国哈佛大学。曾任多所大学教授，翻译

《莎士比亚全集》40卷，他写过《谈麻将》

一文，但他自己并不擅长打麻将，他身边

的好友徐志摩、潘光旦等人都是麻将爱

好者，有几次硬拉他上桌，玩了一玩觉得

吃力，觉得打牌不如看牌过瘾，以后好友

打牌，他总是坐在旁边看。他说：我不打

麻将并不妄以为自己志行高洁，而是我

脑子迟钝，跟不上别人反应的速度，影响

到麻将的节奏，一快就出差错。我缺乏

机智，自己的一副牌都照顾不过来，更不

能去揣度别人的底细了。既不知己又不

知彼，如何可以应付大局？打牌本是娱

乐，往往自寻烦恼，又受气，又受窘，干脆

不如不打。

1931年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

琦，很爱打麻将。其日记中，用“手谈”、

“看竹”代替麻将。据其日记统计，

1956～1957年两年间就打过85次，约每

周一次。共计赢25次，输46次，平盘14

次，前后输了1650元，按当时物价一碗阳

春面，不过一元左右，一千多元不是一个

小数目。

据《南方日报》

冰心把10元压岁钱捐给起义军
名人儿时如何用压岁钱

鲁迅自幼最喜欢的日子是除夕，因为

拜年就能得到长辈给的压岁钱，可以买些

小鼓、刀枪、泥人和糖菩萨等喜爱之物。

十二三岁时，因祖父周福清科场作弊下

狱，周氏兄弟寄宿在大舅家，压岁钱攒到

一定数额，心智初开、兴趣渐广的鲁迅就

不再借书抄抄画画，买了石印本的《毛诗

晶物图考》(日本冈元凤著)，这部书以画注

解《诗经》所述草木鸟兽虫鱼等物，是鲁迅

心仪已久的读物，鲁迅成年后多才多艺，

对绘画、收藏、篆刻等均有浓厚兴趣，受这

一类读物影响较深。他发现这书上有不

显眼的污损，不理会书店伙计的嘲笑，接

二连三地拿去换，换来的书还有毛病，就

减价一角转卖同学，另补一角压岁钱再买

一本，从中看出少年鲁迅爱书洁整、做事

认真和萌芽初生的经济头脑。

与大部分孩子相比，冰心的压岁钱

用得有些“惊天地”，像个“小大人”。辛亥

革命那年，冰心在烟台筹办海军军校的父

亲谢葆璋受诬辞官，全家迁回福州老家，

途经上海时，从报上得知武昌起义的消

息，民众们奔走相告，呼吁捐款劳军，11岁

的冰心慷慨地把自己攒下的10元压岁钱

送到申报馆，捐给起义军。10元压岁钱在

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不仅因为起义军首

领黎元洪是冰心父亲在水师学堂的同班

同学，关键时刻手足相助，而且经历过甲

午海战的父亲告诉她，美丽的威海卫、大

连湾、青岛都让外国列强占领了，只有烟

台是我们的，使她从小具备了强国除弊的

正义感。以至多年后，那张写着“幼女谢

婉莹君”字样的捐款收条，仍被她珍藏。

秦牧儿时家住新加坡，但仍保持着

广东澄海家乡过年的传统习俗。除夕夜，

七姐弟穿上新衣，住进一个大房间，在大姐

的带领下，不等天亮就齐齐给父母亲磕头

拜年，高兴地得到红包封着的压岁钱。年

初几天，上门拜年的亲友长辈不断，姐弟们

殷勤礼貌地端上糖果，巧嘴送福，又得到一

封封压岁钱。这些钱积少成多，都由大姐

掌管分配，平均每年每人能分二三十元。

儿时淘气且屡被父亲揍的秦牧，最想用压

岁钱购买的是食品和衣物，而不是书，尤其

是椰子，才五分钱一个，便宜又好吃！至于

成为一代散文大家，是他青年以后发奋努

力的结果。

压岁钱用得不好，能起负面作用，童

年的方成就差点做了“败家子”。他广东

中山的家乡以前过年有“赌牌九”的旧习，

大人赌，小孩也玩，方成的压岁钱

输光了，不懂事地朝母亲要：妈！

再给我点钱输去！弄得母亲哭笑

不得：光想输，真是个败家子！担

心孩子而又迷信的母亲，找了两个相士给

方成看相，都说他是个败家子。此话灵

验，方成初中毕业，父亲失业了，无力供这

个败家子上高中，还是叔叔在他面临失学

的痛苦时伸出援助之手，包了他高中的学

费开销。懂事开窍的方成知耻而返，刻苦

用功，拜师学画，终成幽默乐观的漫画大

师。 据《人民日报》

名人与麻将的有趣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