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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现任总统拜登
和前总统特朗普各自锁定2024
年总统选举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提名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
名。如不出意外，两人将再次在
今年11月的美国总统选举中对
决。历史上，像今年这样由相同
候选人再次争夺白宫宝座的情
况发生过不止一次。

美国历史上曾发生6次相
同候选人“重赛”争夺总统宝座
的情况。

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
斐逊都是富有声望的美国“建
国之父”，1796年，两人分别作
为联邦党总统候选人和民主共
和党总统候选人争夺白宫宝
座。亚当斯以71张选举人票战
胜杰斐逊，当选美国第2任总
统。而在1800年总统大选中，杰
斐逊以73∶65票战胜亚当斯，成
为美国第3任总统。

1824年的选举局面较为混

乱，当时参选的4位候选人都没
能拿到足够多的选举人票。根
据宪法，由众议院选举产生总
统，最后约翰?昆西?亚当斯被
票选为第6任美国总统。但在
1828年选举中，昆西?亚当斯连
任失利，总统宝座花落前对手
安德鲁?杰克逊。

1836年，民主党候选人马
丁?范?布伦以170∶73的选举人
票打败辉格党候选人威廉?亨
利?哈里森，当选总统。其任期
内，美国遭遇1837年经济危机。
布伦政绩欠佳，在1840年选举
中输给了哈里森。

有的总统通过“重赛”拿回
白宫宝座。1884年，民主党人格
罗弗?克利夫兰在总统选举中获
胜。4年后，他在与共和党人本杰
明?哈里森的对决中失败。1892

年，克利夫兰与哈里森“重赛”取
得胜利，第二次当选美国总统。

共和党人威廉?麦金利与
民主党人威廉?詹宁斯?布赖恩
分别在1896年、1900年同台对
决，布赖恩均以失败告终。

1956年大选则是距今最近
的一次“重赛”。共和党人德怀
特?艾森豪威尔在通往总统宝

座的道路上与出身民主党世家
的民主党籍候选人史蒂文森再
度相遇。1952年，艾森豪威尔以
442张选举人票打败史蒂文森，
成为美国第34任总统。而1956
年这次，艾森豪威尔成功连任，
主持白宫8年之久。

艾森豪威尔生于1890年，
其第二个任期结束时将年逾70
岁。与今年81岁的拜登和77岁
的特朗普相比，他还略显年轻，
但在1956年，70岁这个年龄在
一些美国人看来已经很老了
——当时男性的预期寿命只有
约67岁。1956年大选时，艾森豪
威尔因年龄太大受到对手的抨
击。加上他1955年因心脏病住
院7周，无法全职工作，给了民
主党人质疑他的机会。

艾森豪威尔同样“被搭档

问题缠身”。理查德?尼克松当
时作为竞选搭档、副总统候选
人也备受争议。史蒂文森在一
次竞选活动中说，共和党的未
来“不属于一位当选却无法胜
任的年迈总统，而属于他的年
轻的、野心勃勃的、被任命的继
承人——尼克松先生”。共和党
内部也讨论是否改用其他候选
人。但艾森豪威尔在首届任期
期间很受选民欢迎，因而在“重
赛”中以压倒性优势获胜。

如果特朗普今年选举获
胜，他将成为第二位重回总统
宝座的前总统。在美国历史上，
有几位前任总统试图“东山再
起”，例如布伦、米拉德?菲尔
摩、西奥多?罗斯福等，但是他
们都提名或竞选失败，只有克
利夫兰成为迄今为止唯一一个
竞选失败后，再回总统宝座的
前任总统。 （摘自3月20日
《环球时报》张红菊文）

美相同总统候选人“重赛”盘点

1957年4月，63岁的叶
圣陶游览浙江金华，写下散
文《记金华的两个岩洞》，文
章后被收录小学语文课本。
他还与当地罗店中学的师
生结成“笔友”，先后8封回
信，指导学校教学。

欣然复信 鼓励教改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
代，我国的语文教学基本采
用课文分析法：标题板书、
作者简介、朗诵课本、逐段
分析等，成为课堂的固定公
式。“填鸭式”教学，师生互
动少，课堂气氛沉闷。1979
年初，金华罗店中学语文教
研组的8位老师就教学改革
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适逢
学校开办教具厂，生产幻灯
片和投影仪。于是，教研组
决定以《记金华的两个岩
洞》为突破口进行一次教改
实践，采用一边放幻灯片，
一边讲解的新形式上课。他
们心里没底，决定写信向叶
圣陶请教。

因为没有联系地址，大
家就将信先寄到教育部，再
请教育部转交给他。半个月
后，他们竟然收到了叶圣陶
的回信。信中，他积极鼓励
师生进行教学改革：

拙作《两个洞》配着幻灯
片教学，此是新方法，自不妨
一试。我想，只要朗诵得好，
又有幻灯片看，在听与看之
际，学生必已能领会。

第二课的指导，不妨扼
要务简，不须琐琐多说。如
是，两节课就可以毕事，这
就改变了每课课文占时间
过多之通病。

收到复信鼓励的老师
们开始进行集体备课和试
教。新颖的教学模式一经推
出，受到广大学生的热烈欢
迎。金华地区为此组织了一
系列语文教学观摩活动，多

家媒体也纷纷对其进行报
道。老师们再次给叶圣陶写
信，告知目前的教学情况，
并希望他能为学校题写校
名。很快，他们收到回信：

嘱写校名，勉强写了寄
去。我眼力衰退，眼睛跟手
腕不能协作，写来很不好。
最好不要用，请擅长书法的
同志写。

此时，他已85岁高龄，
拿笔都很困难，但还是咬牙
坚 持 为 罗 店 中 学 题 写 了
校名。

唯期学生真受实益

1979年恢复高考后，许
多农村孩子希望通过考试
改变命运，致使“唯分数论”
盛行。1980年4月，罗店中学
的老师们写信向叶圣陶倾
诉对此的苦衷和忧虑。5月
26日，收到复信：

总之，不拘一格，唯期
学生真受实益，在生活和工
作中都能应用，方为教学之
成功。

此外，在课程实施中，
要着重培养学生的阅读和
写作能力，特别要注重内容
踏实的说明文写作。他曾在
1984年罗店中学开设全省
首个花果职业班时，特意
嘱咐：

如果作练习，介绍一种
花果，说明一种花果的栽培
方法，记录一次栽培的经
过，总结一次栽培的经验，
都可以作为练习的题目。有
了切身的体验，这类文章也
可以写得很生动的，不必借

助于华丽的词藻。
除了教学栽培技术和经

营管理，还要学点儿生物、理
化、气象等方面的知识，才可
能让同学毕业之后，在实践
中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
所前进，有所创造。

在他的耐心指导下，罗
店中学逐步建立起以学生
自我管理为中心的管理制
度，在卫生、安全等方面都
做出了富有特色、开创性的
成绩。

输送人才 造福地方

改革开放初期，各行各
业急需大量专业技术人才，
罗店中学开始了对职业技
术教育的初步探索。当花果
职业班的首期学员们亲手
种植的佛手结出果实时，他
们给叶圣陶写去书信。叶圣
陶非常高兴，但因眼睛患疾
刚做完手术，身体十分虚
弱，其子叶至善便代替写了
回信：

怪不得今年的佛手颜
色这样鲜嫩，香味这样清幽
……祝你们的学校不断进
步，跟上罗店的日新月异的
步伐，为改造家乡改造祖国
不断输送人才。

此外，还给师生们邮寄
了他的著作集。后来，罗店
中学又开办起建筑职业班，
他再次回信：

你们学校办花果栽培
职业班和建筑职业班的路
子走得对，前者发扬了乡土
的传统，后者适应了农村经
济发展的需要，希望你们坚
持下去，为地方造福。

在他的充分肯定和殷
殷嘱托下，罗店中学的职业
教育改革如火如荼。如今，
它已更名为金华市第一中
等职业学校，是首批全国重
点职校之一。 （摘自3月29
日《中国档案报》周巧娟文）

1906年9月，胡适从上海澄衷
学堂转入中国公学。而中国公学
的创办与姚宏业密切相关。

姚宏业（1881-1906，见图），
字剑生，湖南益阳人。因“慕朱洪
武、洪秀全之为人”，曾改名洪
业。姚宏业自幼聪明好学，且“慷
慨喜任侠，人有急，辄舍己从之”，
曾读王船山遗书，“慨然有民族思
想”。1903年，姚宏业入长沙明德
学堂，就学于黄兴门下。1904年，
经黄兴介绍，姚宏业加入华兴会，
后入日本宏文学院，接触明治维
新历史，认为近代日本“倒幕攘
夷”皆由教育，“遂有志于师范”。
1905年，姚宏业在黄兴主盟下加
入同盟会。同年，因与陈天华抗
议日本文部省颁布的旨在禁止中
国留学生活动的《清国留学生取
缔规则》而回国。不久，姚宏业与
一群志同道合者创办中国公学，

“开民间自办新学之先河”。
姚宏业等人创办中国公学的

初衷是为了解决新自日本归国学
生的就学问题。但在办学过程
中，他们逐渐认识到中国公学与
中国前途息息相关，办好中国公
学“造成真国民之资格，真救时之
人才”。

姚宏业等人集思广益，不辞
辛劳。短短几月，中国公学就有
了200多名学生。可惜，中国公学
的办学经费严重不足，且求助官
府、官绅均无效果。同时，社会上
不少人对新式学堂、新式学生予
以嘲讽、诽谤，甚至仇视、破坏。
1906年3月，万般无奈的姚宏业悲
愤交加，投黄浦江而殁，年仅25
岁。他在遗书中写道：

务扶我中国公学为中国第一
等学堂，为世界第一等学堂而后
已……希望同胞们能支持中国公
学，之前仇视中国公学的人也能
幡然悔悟，那么我虽死犹生。

姚宏业之死，引起了不小的
震动，支助和报考中国公学的人
日益增多，胡适就是其中一位。
胡适表示，“我也是当时读了姚烈
士的遗书大受感动的一个小孩

子。”胡适所言不虚，除了自主投
考中国公学，他还以中国公学创
办为背景创作了小说《苦学生》。
小说中，两个学生因为听说学堂
缺少经费无法为继，痛哭流涕。
左思右想，他们进行了募捐活
动。经四方援助，最后保住了学
堂。小说结尾写道“那学堂中，便
多了七八张当票，然而却多了一
百几十块钱……便不倒了”。这
篇小说发表在《竞业旬报》上，是
胡适早年用白话文写的为数不多
的一篇小说。

胡适“大受感动”的另一证
明，则是为姚宏业作了一篇上千
字的传记《姚烈士传》。这篇传记
分期在《竞业旬报》上发表，内容
分为“绪论”“姚烈士之事迹”“姚
烈士之办学”“姚烈士之死”，以及

“结论”。文中，胡适指出“天下有
一种东西比人的生命财产还要要
紧千百倍，这种东西便是责任”。
胡适认为，姚宏业把救国视为自
己的责任，把办中国公学看作可
以救国的方法与手段，“这位烈士
所做的事业，都是为了我们中国
全国的同胞做的，他因为把救我
们中国同胞这一件事，看作他自
己的责任，所以他才拼命去做”。
在胡适看来，姚宏业是为了他的
责任而死，就是为了全国同胞而
死，“所以我们全国同胞万万不可
不晓得他的为人和他的事迹，而
且万万不可不纪念这一个伟人”。

对姚宏业这位烈士，胡适始终
没有忘怀。多年以后，他在《四十自
述》中对这位近代民主革命家的壮
举还是记忆犹新。 （摘自《文史
博览》2024年3月上 杨海亮文）

胡适笔下的烈士姚宏业 叶圣陶与金华中学师生笔友

1952年艾森豪威尔击败
史蒂文森当选美国第34届总统

叶至善（左）和父亲叶圣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