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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今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爆發100周年。年初以來，新出了不
少有關這一歷史事件的圖書，使得相關研究更為深入。但粗略披
覽，可見其中論述「辛亥前」居多，而涉及「辛亥後」較少。這也
不奇怪，對於這場革命何以發生的探究向來是關注重點，近年新材
料的發掘和新視角的形成，引出了更多這方面的話題和見解。但如
若要總結和提煉這場革命的意義和教訓，對「辛亥後」的深入觀察
和解析也同樣重要。
100年前武昌城頭的槍聲，打落了溥儀頭上的那頂王冠，也打掉

了延續260多年的滿清王朝統治。不過，這之後卻發生過兩次政體
倒退的事件，一是袁世凱稱帝，一是張勳復辟，均如曇花一現，稍
縱即逝。究其原因，這是不成熟的革命黨人發起的一場不成熟的革
命，他們先天的軟弱性和局限性，注定不會從根本上觸碰封建主義
和帝國主義。新創立的民國徒具形式，原先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
性質沒有絲毫改變，持續了2,000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和地主階級
統治仍然根深柢固，既然君主專制賴以生存的這一切依然存在，稱
帝、復辟就具有一定的操作空間。
革命後共和取代帝制，出任民國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本是末代

王朝手握政、軍、財大權的內閣總理大臣，上任後野心膨脹，待機
而動。他憑藉手中的武力，鎮壓革命黨人，廢除國會，修改《臨時
約法》，形成大權獨攬之勢。這時，依據清室優待條件，溥儀續住
宮內，不僅保持前清王朝體制，還時常坐上寶座接見前去「朝拜」
的官僚。與「小朝廷」為鄰的袁世凱，一方面有楊度、孫毓筠、李
燮和、胡瑛、 劉師培、嚴復組成籌安會勸進，一方面獲美、日顧
問「高昇一步」的鼓動，沉溺於恢復帝制之夢越來越深。
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凱悍然宣佈廢除共和政體，改國號為中華

帝國，年號洪憲，自任皇帝，並接受百官朝賀。但是，此舉當即遭
到各地通電聲討，有的直指這是「叛逆罪惡，已不容誅」。革命黨

首領孫中山發表討袁宣言，斥責其已經背叛了共和制，號召人民起
來鬥爭。原雲南都督蔡鍔宣佈雲南獨立，發動「護國戰爭」。不僅
一些擁護共和制度而曾將希望寄託在袁世凱身上的人反對他稱帝，
就連改良派中原來的帝黨分子張謇、湯壽潛等擔心帝制可能引起革
命，也改變立場轉而反對。袁世凱的親信段祺瑞、馮國璋為了保持
自己的地位也不願出手相助，尤其當袁的部屬陳宦、湯鄉銘也通電
獨立時，更使他變成孤家寡人。從1915年10月到12月兩個月裡，日
本政府聯合英、俄等國，屢次警告袁世凱不要改變政體，並暗中扶
植其他反袁派系。雲南獨立後，日本又拒袁之特使於國門之外。在
內外交困中，袁世凱於1916年6月6日病逝，稱帝僅81天，卻遺下萬
世罵名。
繼袁世凱之後，張勳於1917年7月率3,000多辮子軍闖進北京，把

末代皇帝溥儀吹吹打打地重新抬上寶座，也演出了一場復辟醜劇。
這一行動同樣得到帝國主義分子的支持。1912年秋，德國亨利親王
來華訪問時當面向恭賢親王溥偉表示，他的皇兄陛下和其本人將竭
力支持清朝復辟。1916年，日本一個政客也經常往來於徐州與上
海，敦促張勳「起義」。可是，溥儀重登寶座還沒坐熱，孫中山就
在上海與各方代表議決聲討，並準備成立新政府分庭抗禮。梁啟超
也接連撰文抨擊張勳操辦的復辟醜劇。當時有報紙評論指出：「全
國民情，莫不反對復辟。」雖稍嫌誇張，也多少反映真實情狀。在
復辟派內部，「武聖」張勳與「文聖」康有為對方案也意見不合，
難以統一。結果，張勳只把溥儀重新供奉了12天，就被馮玉祥率兵
趕走，躲進了外國使館。
袁世凱稱帝和張勳復辟，性質大體相同，都是封建勢力不甘心退

出歷史舞台的迴光返照。若說有何不同，前者是自己要登基當皇
帝，也是代表軍閥和官僚集團；後者把已被推翻的皇帝重新送回皇
宮，更多地代表以復辟清王朝為宗旨的遺老遺少。曾有學者比較這
兩次事件的主角，稱一個是當權的帝制復辟派，一個是在野的帝制
復辟派。的確，袁世凱從臨時大總統、總統到終身總統，而終於想
當皇帝，夢想建立傳子傳孫、「萬世一統」的世襲統治，至於溥儀
周圍那些前朝遺老、王公貴族，自然仇視一切共和制度，對清王朝
戀戀不捨。他們殊途同歸，都企圖恢復封建統治秩序，實現權力傳
承和財產世襲的目標。然而，時代列車開始駛上新的軌道，不可能
再走回頭路了。辛亥革命揭示了歷史發展的不可逆轉性，無論是當
權的袁世凱龍袍加身，還是下台的溥儀重登皇位，除了很快一敗塗
地，不會有另一個結果。
親歷那場歷史巨變的吳玉章在《辛亥革命》一書中說：「從前皇

帝自稱為天子，如果有人說皇帝是強盜，可以打倒，別人一定把他
看做瘋子。孫中山先生就曾經是一個被人家看做瘋子的人。相反，
在辛亥革命以後，如果有人想做皇帝或者擁護別人做皇帝，一定也
被看做瘋子。」這段素樸的話語，極為深刻地闡述了辛亥革命的劃
時代意義。身處「辛亥後」的袁世凱和張勳，不自量力，逆勢而
動，成了留下歷史笑柄的「瘋子」。
辛亥，是中國歷史上終結帝制之年。此後，封建土壤並沒有徹底

剷除，帝王思想和作風更未絕跡，但民眾對必須「三呼萬歲」的皇
帝大都具備本能的反感和厭棄。時至今日，儘管在文藝作品尤其是
影視劇中，不時還會出現所謂「好皇帝」 的形象，但現實生活裡
不再有人願做「皇恩浩蕩」下的子民了。

秋夜，獨坐軒窗前，閒讀，有多情的風越窗而入，撩動長
髮，更撩動幾許秋的情思輕愁。窗外，一株芭蕉於颯颯的秋風
中，挺然閒立。她搖曳的清姿，從古至今，曾如何撞進文人騷
客的眼裡、心裡，繼而跌進了詩人詞客的詩詞裡。翻讀詩詞，
總能看到她亭立嫵媚的身影，如何地站成一片撩人的風景。
芭蕉，在《詩經》裡，曾客串了一把。據說，《將仲子》是

三千多年前一位女子寫的一首情詩，開始是寫在芭蕉葉上，用
以表達對情郎的熾熱相思。可以想見，寬大的芭蕉葉，曾成了
古代戀人傳情達意的媒介。據傳，唐朝詩僧懷素為了練習書
法，就在寺院附近的一塊荒地上種植了一萬多株的芭蕉樹。芭
蕉長大後，他摘下芭葉，臨帖揮毫。後來乾脆帶了筆墨站在芭
蕉樹前，對 鮮葉書寫，最後終於練就了天下第一的狂草。這
就是有名的懷素芭蕉練字。難怪陸游有詩「芭蕉綠潤偏宜墨，
戲就明窗學草書」，或許說的就是他。《紅樓夢》中「才自精明
志自高」的賈探春，似乎也愛芭蕉，從她給自己取別號「蕉下
客」可窺一二。我想起曾看過的一幅芭蕉水墨圖：一叢茂盛的
芭蕉向四周伸展 碩大的葉子，芭蕉如蓋的綠蔭下，一個嫻靜
的女子側身斜躺在一張葦席上，手邊一本書已滑落到了地上，
而女子一臉安然地睡 了。這幅水墨畫名為《樂》。想想，人在
芭蕉下，書是可看可不看的，心事，也是可想可不想的，而只
需閉 眼享受那一份獨有的寧靜。這就是一種難得的樂啊！芭
蕉體現的是一種清高風雅。古往今來的人們，在芭蕉蔭下，或
把酒吟詩，或煮茶品茗，或下棋論古，或撫琴對唱，或閒讀詩
書⋯⋯這都是人生的雅事樂事。
秋夜讀芭蕉，在心裡氤氳起濃濃的秋意。白居易《夜雨》

說：「隔窗知夜雨，芭蕉先有聲。」是對前程的迷茫和無奈；
李煜《長相思》說：「秋風多，雨相和，簾外芭蕉三兩窠。夜
長人奈何？」寫出了他對妻子娥皇的相思之苦；詞人李易安在
《添字採桑子》中寫道：「窗前誰種芭蕉樹？陰滿中庭，陰滿中
庭，葉葉心心，舒捲有餘情。」形象地表現了她對家鄉、對親
人的思念；元人徐再思一曲《雙調．水仙子．夜雨》更是把芭
蕉秋雨的意蘊演繹到了極致：「一聲梧葉一聲秋，一點芭蕉一
點愁，三更歸夢三更後。」此曲寫的是羈旅之愁苦，細膩真切
地道出了作者因思鄉而斷腸的情懷⋯⋯這些無不是秋愁。那淡
淡的秋思愁緒伴 細密的秋雨濡濕了芭蕉，也濡濕了夜讀人的
心，讓人心事漫漶。
相比之下，我更喜歡讀那快樂的芭蕉句。「梅妻鶴子」的隱

逸詩人林逋的《宿洞霄宮》尤為經典：「秋山不可盡，秋思亦
無垠⋯⋯此夜芭蕉雨，何人枕上聞。」字裡行間流瀉秋色無
限，枕上聽芭蕉雨的情韻，多麼閒適而又詩意。楊萬里《芭蕉
雨》：「芭蕉得雨便欣然，終夜作聲清更妍。」蕉雨淅瀝伴清
夢，再受用不過了。
我家院子裡的兩株芭蕉，長成合抱之姿，宛如親密的戀人相

擁對望。有朋友說芭蕉是有妖氣的，不宜在家院中栽種，可我
不聽，兀自讓它們佔 院中一隅，蓬勃長成一簇搖曳的綠雲。
說到底，是無法割捨芭蕉樹下乘蔭閒讀、品茗閒談的愜意，以
及在下雨的秋夜，聽一曲雨打芭蕉的天籟的詩意。
秋風敲窗，雨打芭蕉的夜，我看到，秋在一片寬大的芭蕉葉

上，行走。禁不住膚淺地效仿古人吟一句：「一陣秋風一陣
雨，一葉芭蕉一葉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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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夏經秋，又是重陽近也。重陽又稱「敬老
節」或「老人節」，是尊老敬老、愛老助老的一
個特殊節日。《禮記》曰：「上老老而民興
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
君子有絜矩之道也。」從先秦時期開始，恤老
濟老就成為了執政者大力推行的一項禮治制
度，給予家中的老人應有的照顧，以及收留孤
苦無依的老人，供給衣食，被讚為是才德高尚
的君子之道。
春秋時管仲為齊相，他曾制有規定：無子女

又無生活能力的孤老，凡有親戚或朋友願意贍
養，贍養者家庭若只有一個兒子，可以免徵兵
役；贍養兩名老人的家庭，可以有兩個兒子免徵
兵役。管仲的這項措施，實際上是把本該由國家
承擔的恤老濟老的職責轉嫁給了民眾，利用一
些百姓害怕服兵役的心理，轉而承擔起救濟孤
老的重任。因而，恤老濟老在這一時期，更多
的是民間的慈善行為，官府參與的力度很小。

佛教進入中國以後，養老存孤被視為德業極
大的善行，一些篤信佛教的帝王，把恤老的善
舉作為一項德政施行。《南齊書》曰：「文惠
太子與竟陵王子良俱好釋氏，立六疾館以養窮
人。」南朝齊的時候，文惠太子蕭長懋和弟弟
竟陵王蕭子良都篤信佛教，兩人遂創辦六疾
館，專門收養孤苦無依的老人及病人。《南史》
載：「二年春正月辛巳，祀南郊，詔置孤獨園
以恤孤幼。」梁武帝蕭衍也是個虔誠的佛教
徒，他即位後不久，就詔置孤獨園，作為收養
孤老的地方。恤老濟老也由此開始官府化，成
為了一項社會福利措施。
唐代老人的福利待遇最高，百歲以上的老人

可以享受從三品官員的待遇，後來隨 戰亂的
不斷發生，國力衰退，老人的福利標準也一降
再降。但是，唐代恤老濟老的政策，一直沒有
變。唐末武宗滅佛，拆毀了大量的寺廟，原屬
於寺院的土地也全部被官府沒收，但考慮到之
前收養老人、孤兒、貧病無醫者的慈善機構養
病坊，都是由寺院經營的，這些寺院的僧人尼
姑沒有了田地，無以過活，養病坊也就無法維
持下去，由此會導致大量孤苦無依的老人失去
救助。所以唐武宗下令兩京的官員，酌情給予
這些僧人尼姑部分寺田，讓他們能夠繼續主持
養病坊。各地方的州縣，也根據當地養病坊的
規模大小，退回寺田七頃或十頃，作為恤老濟
老的經濟保障。
雖然自唐代以降，歷代的官府都設有專門收

養孤老的養濟院，但很多孤老的命運還是很悲
慘。其中原因，一來是孤老的收養，帶有很大
的不確定性。也就是說，孤老不是想到養濟院

就可以去的，通常要等到新帝登基，或者皇帝
改元，抑或朝廷有重大典禮之類的盛事，皇帝
一高興，就會讓官員到下面查找年老或有病的
百姓，送入養濟院享受福利。每次選送孤老的
時間、人數，都沒有定準，完全聽憑於皇帝的
意旨，下面的官員不得擅收孤老。因此，許多
孤老根本等不到進養濟院的那一天，就早被餓
死了。
即使進入到了養濟院，孤老的衣食配給也是

很低的。明人沈榜的《宛署雜記》載，明代養
濟院的孤老配額，是每人每月三斗米，每年發
給庫布一匹。在沒有副食和肉食添補的情況
下，這個糧食配額也就僅僅是度命而已。而
且，如此低的配額也不一定能夠拿到手，因為
主管官員大都疏於管理，只是從養濟院的孤老
中挑選出十數名會頭，由每個會頭管理百餘名
老人。這些會頭任職的時間久了，就變得奸猾
狡詐，手下有人死亡，他們也不上報，照額發
下來的糧米都被他們侵吞，同時他們還剋扣其
他人的糧米配額，甚至十不給一。有官員發現
他們作奸犯科的罪行，稍加懲處，他們就倚老
賣老，組織百十個老人，滿身便溺、鶉衣百結
地到京城的主要街道，專門截攔過路的大官，
哭訴自己的委屈無辜，訴說經辦官員的蠻橫霸
道。由於他們滿身惡臭，大官們都唯恐避之不
及，驅趕的兵卒又顧忌到他們的年紀，不敢動
粗，所以奈何不得，由是又加劇了他們的張
狂。
久而久之，經辦官員也不願意惹麻煩上身，

也就因循度日，得過且過，由於缺乏嚴格的監
管措施，結果許多真正需要救助的老人沒有得
到救濟，凍餓而死，會頭卻有人因此致富，比
一般的普通人家還有錢。明末馮夢龍的話本小
說《警世通言》裡有一句調侃語言：「有錢便
是本司院，無錢便是養濟院。」把養濟院和妓
院相提並論，也是極摹世情世態，帶有濃重的
時代印記。

有一首歌曲《松花江上》，在抗日戰爭時期幾乎
沒有人不能唱。那是東北淪陷以後，流亡關內的東
北同胞唱出來的肺腑之音。你不是東北人，你也會
與東北同胞一起，從心深處唱：「哪年哪月，才能
夠回到我那美麗的家鄉！」
東北淪陷是在1931年，較早被日本軍侵佔，因此

這首歌曲在全面抗戰之前就流傳開了，歌聲點燃了
一個個中國人的愛國心。
全面抗日戰爭是在1937年7月7日展開，就是「七

七事變」。那時候我還是個小學生，但是從那時候開
始，我們全國老百姓就開始了漫長的苦難日子，小
孩子也不例外。《松花江上》這首歌曲流行全國。
小學生也能唱。心中也同樣有深沉的感受。
松花江在東北，距我們廣東很遠。但是日本軍閥

早就有侵佔中國的全盤準備，在佔領東北之後，
1937年再發動七七事變，迅速南下，迅速佔領我們沿

海地區。（沿海地區都是先發展了的主要城市）中國
人地無分南北，都深深體會到了亡國之痛。
1931年東北事變之後，許多東北同胞流亡關內，

他們先深情地唱起了思念家鄉的歌曲，但是當關內
的沿海大部地區被日本佔領之後，中國南北大地響
起的就都是多樣的抗戰歌曲了。《松花江上》是十
分為人熟知的歌曲，中國還有黃河、長江等大河
流，黃河、長江也是中華大地的閃亮標誌，也都成
為歌唱的主題。《黃河大合唱》等歌曲成為最有力
鼓舞人心的名曲。「黃河在咆哮！黃河在咆哮！」
每個人都借 動人的歌曲在咆哮。
東北淪陷之後，當時大批流亡關內的熱血青年，

在唱 「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傷的時候」的
時候，也投身到各地的各種抗日工作之中。記得那
時我們學校有一位姓林的老師，每次上課都充滿激
情。他是音樂教師，他教授每一首抗日歌曲，都令

人格外動心。他那激情的形象，至今在我心中活躍
。他使我們學生們一開口，唱出的抗戰歌曲都不

自覺地注滿了激情。
記得他教過一首《渡長江》，又教了許多首黃河

的歌曲。
松花江、長江、黃河，中國的各大河都成了抗戰

歌曲的主題，也豐富了它們自身的形象。
《黃河大合唱》與《松花江上》同樣動聽與流

行。黃河、長江是我們大地上的巨龍，永遠滔滔流
動，充滿生命力。日軍的侵入使滔滔河水加上了深
沉的悲憤。《黃河大合唱》中有悲傷，也有怒吼。
每一次聽到大合唱，人們的心就經歷了又一次歷史
的過程。黃河的歌曲，我心中還有一首《天下黃河
十八彎》，也常在心頭哼起。「天下黃河十八彎，
人生路上有艱難」，黃河啟發了人們永遠樂觀向前
的精神。
說到《松花江上》等歌曲，我想起見過的由東北

流亡關內的同胞。有一位張向天先生（他有《魯迅
舊詩箋注》等著作），就是輾轉來到了香港，在瑪
利諾書院教中國文學。張先生給我的印象也是充滿
激情。

恤老濟老

■青　絲

■吳羊璧

松花江上

■重陽將至，尊老敬老是中華民族傳統美

德。 網上圖片

■芭蕉樹，站成一片撩人的風景。 網上圖片

■武漢辛亥革命博物館。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