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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刊
世情小说世情

洪放，桐城人，中国作协会员，安徽
省作协副主席。现居合肥。

世情洪放专栏·蓦然回首 世情人间小景

世情书心书影

两次登泰山，可惜都没有看见青檀
千岁。因此，就一直想：那青檀到底是
如何的面目？千岁只是个约等于，或许
已万岁。泰山就是一座见过不少万岁的
圣山。想想那些万岁们，不远万里，跋
山涉水，一派虔诚，专程上到岱顶。然
后神情严肃、毕恭毕敬地拜祭。那一
刻，不知他们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反
正我已不知。虽然石碑上有记载，但那
只是记载而已。真正的想法，在他们的
心的最深处。普天之下，是不会有几个
人真正能弄懂的。

既然弄不懂，那就别问。于我而
言，这座山，与万岁们无关。它只是一
座山，齐鲁平原上纵横奔突的一座山。
山上有古柏，有巨石，有碑碣，有道
观，有寺庙，有老松，有老道，当然也还
有老僧……山上还有无边的野草，蔓生的
杂树，间或有形制不一的坟茔。一座山，
有了这些，就丰满了。它就是齐鲁平原上
最高的一座山，就是面临大海，紧依河泗，
俯仰众生，又超然物外的一座山，就是天
下万民们抬头可见，低头可想，如同炊烟
一般平实的一座山了。

可是，它怎么可能会是这样的一座
山呢？

山生在那里，定在那里，四季晨
昏，日月循环，它早已把自己交付给了
天地。天地是个大循环，一座山，一条
河，一座山脉，一条河系，其实于天地来
说，都只是沧海一粟。那么，天地视泰山，
也仅仅只是一座山，一粒站立的微尘，一
支向上的苇剑。天地曾赋予泰山以一座

“圣山”之使命吗？肯定没有。天地视万
物皆大同。对于天地来说，没有圣。圣都
是生在这狭小地球上的人类所创造出来
的。而这即是小循环。人类生存生活、战
斗、牺牲、争夺、繁衍，都在这小循环之
中。于是，人类创造了圣。对泰山，人类
封它是圣山——

贴上金子，立起庞大的碑，浩浩乎
来篇祭文。

泰山理会和认可了这些吗？我因此
特地选择泰山上的芜杂小径，在艰难的
攀登中，我一遍遍地问身旁的树木，问
树木间的青草，问草丛里的虫鸟，问泥
土里的青苔，问那些遗址，问那些倾圮
的残碑，问流过残碑的山溪，问溪边古
旧的瓦片，问抬头可见的松顶白云，问
那些虬曲不已的老树，问后山上鲜有人
问津的古道，问溪涧旁低矮的茅屋，问
那独自坐在小径边的当地人，问岱顶后
面那悬崖上的老藤，问伸向云雾里的那
瞬间消失的山峦，问站在山顶可远远眺
望的河流……我都问了。我仿佛没有得
到任何回答，却又获得了所有答案。

泰山，仅仅只是泰山。石的骨骼，
松的身体，云的毛发，水的身心——可
是，我却时常读到世人眼里的泰山——
圣的眉眼，道的高深，佛的香火，儒的
做作。泰山，还是齐鲁平原上的泰山吗？

很多人都到泰山来。我两次从皖中
大地，跑到泰山。一次上了岱顶，抚摸
了那些高大的石碑。我的感觉是太冰冷
了。倒是岱顶街上的那些小吃，使我想
起齐云山上那条街上的小吃。这些小吃
将泰山一下子拉了回来。人间烟火，底
层气息，泰山有些亲切了，像是邻家的
大哥哥，又像是从前的老朋友，可以坐
着，慢慢地吃，慢慢地聊。吃完聊完，
道一声再见，便下山了。

古往今来，写泰山的文字多如牛毛。
我只喜欢其中的几句。那是我的老乡姚
鼐的《登泰山记》中的“及既上，苍山负雪，
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
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

姚老先生写的是真实的泰山，是自
然界的泰山，是大循环中的泰山，是人
心里的泰山。

重要的是，他写的不是万岁的泰
山，不是道的泰山，不是佛的泰山，不
是儒的泰山。这就够了。泰山因此接纳
了他和他的文字。我第二次登泰山时，
居然没进山门。我在山门边默诵了一遍
《登泰山记》，又想了想泰山的千岁青
檀，还想到古坞云雾，就觉得又淋漓尽
致地游了一回了。

苍山负雪

2023年 10月 16日至18日，黄梅戏《女驸马》
首演65周年纪念活动在安庆黄梅戏艺术中心剧
场舞台上演。其中一段“传承”活动最慰人心：麻
彩楼双手捧起作为黄梅戏艺术象征的一袭状元
袍、一件驸马套传递给韩再芬，韩再芬交给吴美
莲，吴美莲传于一众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这是
值得载入中国黄梅戏史册的经典一幕。

远在百里之外的小山乡——潜山市五庙乡，
对这次活动也极为关注。为何偏远山乡对《女驸
马》首演65周年纪念活动会如此牵挂，甚至奔走
相告，欢欣鼓舞呢？这与五庙乡民间艺人左四和
息息相关。

民间艺人左四和（1902-1983），五庙左湾人，
出身于民间戏曲世家。他少时出道，是一位集黄
梅戏、高腔、弹腔于一身的艺人。左国庆是左四
和的孙子，他认真看了关于《女驸马》首演65周年
纪念演出活动的诸多新闻，心潮澎湃。一些热爱
黄梅戏的老票友们也神采飞扬，纷纷拿出当年留
存的剧本，围坐一起，煮茶聊戏，回忆左老的历历

往事。在谈及《女驸马》剧本由来时，大家由衷叹
服：如果没有左老，哪有《女驸马》呢！

王兆乾是著名的资深黄梅戏艺术家，《女驸
马》是他根据左老的弹腔剧目《双救举》手抄本改
编而来。他与左老相识于1947年的烽火年月，是
左老让他见识了黄梅调（戏）。1957年，在王兆乾
的建议下，左四和作为民间老艺人到安庆黄梅戏
剧团担任唱腔辅导老师。他们相识、相知，因黄
梅戏结下了深厚的感情。王兆乾常说：我所接触
的第一位黄梅调艺人是左四和，我所记谱的第一
首黄梅调是左四和清唱的《闹五更》。他在1987
年第4期的《黄梅戏艺术》上发表了著名文章《左
四和与女驸马》，郑重作出了“没有左四和，便没
有《女驸马》”的铿锵定论。

此盖棺之论既是对左老的最高褒奖，也是对
五庙戏曲沃土的充分肯定。若没有左四和的“托
孤”之举，后来者可能会与这部传世经典失之交
臂。据此推论，左老家乡五庙岂不成了《女驸马》
的原创之乡？

2023年是左四和先生120周年诞辰，左老的
孙子左国庆这一整年都在忙碌，原本对戏剧文化
不太感兴趣的左国庆突然间变得兴趣浓厚，冥冥
之中像是老先生在和孙子“安排”着这一切。这
一年来他遍访了潜山、岳西、怀宁等地的黄梅戏
剧团，寻找爷爷当年的足迹。41本传统戏和47本
稀有剧目的目录、部分人物表他都已经收集到
手，还有 2 本爷爷当年的手抄本也被他一一寻
得。他自发地将家里的房子腾出一间，把爷爷用
的老物件摆放整齐。左国庆像个老专家，一一同
前来参观的人介绍：“这个柜子是老爷子当年用
的，里面都是他当时穿过的戏服，这么多年了，一
直没有动过。这个是髯口，有时又叫口面……”

“我家现在还保留着爷爷当时用的洗脸架和
瓷脸盆，每每看到这些物件，嘴里哼着《女驸马》，
心里时时感慨万千！冯素贞为救心爱之人勇往
直前，义无反顾。而我所做的一切只想让更多老
一辈民间艺人被历史铭记。哪怕这是一趟没有
终点的道路，我也会毅然走下去。当然更欢迎今
天传承演唱《女驸马》的“冯素珍”“刘文举”等黄
梅戏大咖们，再来五庙感受一下文化艺术之乡的
黄梅情。”

左四和先生的家乡没有忘记这位老人。他
们正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力所能及地还原那段历
史，收集属于那个时代的记忆。力促《女驸马》默
默无闻的幕后英雄左四和闪亮登场，使其无私奉
献精神永远烙在黄梅戏戏迷的心间。

高唱《女驸马》再忆左四和
江 磊

萧老汉闹着要回山里老家，终于
如愿了。

一大清早，走出自个儿的砖瓦房，
萧老汉看到的依然是那幅熟悉的画卷：
山水环绕，田地纵横，红花绿叶，满目
青翠。走到屋旁，多年前种植的风铃草
不仅没有枯萎，而且生长旺盛，数不清
的紫色花朵酷似连缀在一起的小铃铛，
在甜滋滋的晨风中恣意飘舞着。

“老哥，从儿子那里回来啦。”住在
不远处的木三过来打招呼。“回来了，昨
晚儿子送回来的。在城里待久了，想
家，想你们呢。”萧老汉抓住木三的手。

儿子赶紧过来向木叔问好，试图解
释这次回来的原因。“不怪呀，这是埋了
胞衣罐的地方，哪能说割舍就割舍的。
再说，在城里，你们都忙，你爸没个熟
人，待在高楼上着急。我也是一个人在
家，你看，好得很，现在有手机，联系
方便。”木三叔笑呵呵回应。儿子只得逢
迎着：“暂时只能这样了，木叔，以后请
多关照。”

吃过早饭，儿子帮父亲收拾了会屋
子，见差不多了，就回省城了。萧老汉
扯过两把椅子，喊来木三，两人跷着二
郎腿，一边喝茶抽烟，一边看门前大路
上过往的行人和车辆，在吞云吐雾中，
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你到城里前，这
里还没有修水泥路，现在都通到家了。”

“是啊，全都是水泥路了。”萧老汉看到
对面大山顶上一条水泥路像一条白丝带
从天空飘落而下，很是感慨。“刚过去
的不是送快递的三轮车吗，快递也通到
咱这里了？”“老早就通了，以前最穷的
二毛家现在开了家快递店，这方圆一带
凡是从网上买的东西都到他家取。”

“哦，二毛家翻身了，好事，好事。”萧
老汉连声感叹。

正说着呢，又看到远处水田上头有
一个小飞机。“老哥，那是承包大户在用
无人机打农药呢……”“难怪，有人在抖
音里晒咱这里的变化大。”萧老汉点点
头，若有所思。提起抖音，他不由得想
起小玲子。“小玲子，不是隔壁组的
吗？”木三说，“她老伴去世了，孩子在
外上班，一个人在家，精怪得很，经常
拍照片发抖音。上次在路上碰见，她说
要去镇上养老院看看，说那里花销不
高，管吃管喝，有人服侍，还问起了
你。”木三见萧老汉提起小玲子，就抖落
起她的情况。

“镇上办了养老院？问起了我？”萧
老汉眼睛亮起来。小玲子，初中前后
位，上课时，是挡在萧老汉眼前的一道
风景，同学三年，让他走神了三年。“问
啥了？”萧老汉跟着问。“没说啥，”木三
说，“就问你咋样了，什么时候回来。”
木三停了停，他想的是别的事，“哎，村干
部前阵子来过，说我们这里被人看中了，
有人想租我们的房子办民宿。”“你咋想
的，房子出租了，自己住哪呀。”萧老汉知
道民宿的事，在城里时村里打过电话，只
不过儿子没上心，自己也没多想，就搁下
了。“他们说，都有解决的法子，只要你愿
意，都能解决。”木三说。萧老汉听了，心
里涌起了丝丝波澜。几年时间，这偏僻的
山里变化太大了，待在城里，哪能感受得
到啊，这次回来对头了。

第二天，他又早早地坐在门前，看
对面那高山，看山间那梯田，看蜿蜒的
道路，看来来去去的路人。整日独处，
对他来说早已习以为常，只是今天他有
些心神不宁。傍晚，木三从外面回来，
对他说，“今日去了趟村子和镇上，村书
记听说你回来了，带话说，明天过来看
你，叫你不要走远了。另外，在镇上看
到玲子了，她住到了养老院，说过两天
来看你。”木三的话像扔了一块石头，萧
老汉心中又激起了一丝涟漪，“你不是诳
我吧。”“怎么会呢。”

晚上，萧老汉留木三在家里吃饭，
两人喝起了小酒。你一杯，我一杯，
直到一瓶酒见了底。微醺的木三咕噜
着说，自己考虑再三，愿意将多余的
房子租出去，同样微醺的萧老汉似乎
也动了心。

入夜，萧老汉晕乎乎地进入了梦
乡，他听到了屋旁那片风铃草花开的声
音，他开心地跳起来了，一径跑向镇上
的养老院……

风铃草花开了
徐礼宾

癸卯仲夏，李国春先生辑录其历年所作文史杂
著及诗古文辞都为二编，总其名曰《若水庐丛稿》，
拟绣梓行世，而嘱余序。余薄殖少文，以与先生相
交有素，亦不复辞，遂贾勇为之曰：

夫有清一代，华夏文学百科争大，桐城文尤知
名。盖方、刘、姚三先生异军突起，一以学胜，
一以才胜，一以识胜。虽所造各异，而宗旨则
同。以此文成派立，矫然居斯文正宗。后之言古
文者，莫不循此为轨辙。故一再传，而有阳湖、
粤西、湘乡诸派继起。影响所及，几无不家桐城
而户方、刘、姚矣，宜乎时贤有“天下文章其在
桐城”之誉。惜新文化运动起，陈、胡辈以“谬
种”谥之。毒手尊拳，交相抨击。遂致风雅道
衰，引车卖浆者语滔滔天下皆是。吁！可叹
也。虽然，当礼崩乐坏之际，仍有特立独行之
士为诗古文辞于举世不为之日，而华夏文脉一
线之传，亦在此而不在彼也。以余所知，海内为
此者指不胜屈，即吾桐亦不乏其人，国春先生其
卓荦者也。

盖国春先生生长儒素，幼秉庭训，颇志于
学。及冠迫于生计，虽多能鄙事，而经经纬
史，始终不废书卷，尤于桐城文化有笃嗜焉。

自以生长方、刘、姚之乡，于赓续邑先正遗绪
殆无多让；而念兹在兹者，亦为保护桐城文
化。其察之明，是以持之坚，行之也力。偶遇
焚琴煮鹤之事，则拍案而起，指斥不遗余力，
虽犯庸众之怒不顾也，殊有虽千万人吾往矣之
概。昔有问望溪先生人生祈向者，答曰“学行
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是立身与为文
本不可分，唯其立身也高，故其为文也精，所谓
文如其人者，殆此之谓欤！准此而论，则国春先
生赓续邑先正遗绪者，亦不越此语。其饬躬淑世
已如上述，而为文亦一遵先正矩矱，所作有物有
序，清真雅洁，纯乎桐城家法。作品流布，士林
称赏，曾两获“生命杯”《文思》文言文赛大
奖。间以其余发为五七言歌诗，镕铸唐宋，精工
典雅，殊有惜抱遗风。语云“有德者必有言”，
余于国春先生亦作如是观。

今先生此书分别以“稽古”“林下”“游艺”名
编，当别有深意存焉。盖“稽古”者、“林下”者，不
啻先生数十年于红尘抢攘之中，作林下出尘之
举，青灯夜雨，勤研故籍之夫子自道也。而“游
艺”者，艺固技也，然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
焉”，况技可进乎道，艺能通于神乎？然则斯集之
出也，传桐城文化之道，通桐城文章之神者，殆无
疑义。而接续桐城文脉、以与于华夏斯文一线之
传者，亦庶乎有在。异日桐城文化复兴以臻于广
大，追源溯始，则先生推毂之功、守护之力，岂浅
显也哉！

《若水庐丛稿》序
汪茂荣

在名臣辈出的晚清，李钟岳、贵福、张曾扬这
三人原本应该很快被后人遗忘。然而由于他们
是审理秋瑾案的三级官员，因此被载入了史册，
成为了历史名人。如今有些自媒体文章说这三
位都不得善终，彰显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善有善
报恶有恶报的道理。然而细究起来，似乎只有李
钟岳真正不得善终。

当年李钟岳是山阴县令，他对秋瑾十分敬仰，
在职权范围内百般维护。奉命查抄秋瑾的娘家时，
担心搜出革命证据，李钟岳不让手下搜查秋瑾居住
的小楼，结果搜查无功而返。审讯时不忍用刑，受
到知府贵福责问时，辩解“均系读书人，且秋瑾又系
一女子，证据不足，碍难用刑”，最后不得不执行死
刑命令时，李钟岳对秋瑾说：“余位卑言轻，愧无力
成全，然死汝非我意，幸谅之也。”并答应了秋瑾行
刑时不枭首、刑后不剥衣服的要求。行刑后未过3
日，李钟岳因庇护罪被革职。之后他陷入长时间自

责，最终悬梁自缢，离秋瑾遇难仅百余日。
1912年，秋瑾的友人在西湖边建秋瑾墓和鉴

湖女侠祠，将李钟岳“神位”祀于祠中，可见他们理
解他的苦衷，感恩他为维护秋瑾付出的努力。当
时李钟岳若想放走秋瑾，贵福的亲信肯定不会答
应。不仅救不了秋瑾，还会让自己的家族被株连。

绍兴知府贵福是杀害秋瑾的头号凶手，他曾
积极支持秋瑾办大通学堂，还为学堂题字“竞争
世界，雄冠地球”。正因为如此，秋瑾“犯事”后，
他担心被视为同党，于是最为坚决地想置她于死
地。没有贵福上蹿下跳，秋瑾很可能死不了。

秋瑾死后，贵福臭名远扬。然而他善于钻营，
1909年出任漕运劳保道员，加二品衔，反而升官加
爵了。到了民国时期，他改名“赵景祺”，先是攀附
张作霖，当上了高官。伪满洲国建立之后，贵福出
任盛京陵庙承办事务处总办，溥仪将皇妹四格格
嫁给贵福二子为妻。贵福由此达到人生巅峰，混

成了皇亲国戚。
说贵福不得善终，可能是指他死后黑衣裹

尸，由于担心自己的坟墓被砸，他让子女不立碑，
并用水泥封死墓穴防止被毁。他活了68岁，在那
个年代不算短寿。一生吃香喝辣，很难说这样就
算是遭了报应。

贵福的一生充满罪恶，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
坏人，下令处决秋瑾的浙江巡抚张曾扬却是个复
杂人物。他在出任湖南永顺知府时，斥赀募勇戢
盗，悉置之法；吏之尤贪污者，弹劾之。担任广西
布政使时，改厘章，严比较，裁冗费，罢不急官吏，
用以不绌。张曾扬是个有作为、有魄力的能吏。

然而正因为霸气，他敢于逆潮流而动。光绪
三十三年，清廷推行司法改革，颁下《试行诉讼
法》，却遭到张曾扬抵制。张曾扬说“浙西枭匪出
没，浙东寇盗潜滋。治乱国用重典，犹惧不胜，骤
改从轻，何以为治？此他省或可行，而浙独难行
者也。”处理秋瑾案时，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张曾
扬开杀戒，激起舆论谴责。后来调江苏巡抚，又
改山西巡抚，最后不得不托病辞官。张曾扬活了
79岁，那年月妥妥的高寿，何来不得善终？

指望老天去惩罚恶人，只能是幻想或自我安
慰。不过思想开化了的李钟岳，一心钻营的贵
福，逆潮流而动的“忠臣”张曾扬，代表了晚清官
僚的三种类型，他们共同促进晚清走向了灭亡。

杀害秋瑾的凶手
朱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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