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
天
殺
魚
，
不
慎
讓
魚
鰭
刺

了
手
指
，
似
很
深
、
感
覺
很

痛
，
指
端
頓
然
溢
出
一
滴
濃
濃
的
鮮
血
。
女
兒
惶
急

要
送
我
去

醫
院
，
妻
子

忙
弄
來
了
創
口
貼
。
我
忽
有
所
悟
，
說
是
別
急
別

急
，
問
她
們
道
：
﹁
這
手
指
上
的
一
滴
鮮
血
挺
好
看
的
，
像
是
什

麼
東
西
？
﹂

妻
子
和
女
兒
一
面
埋
怨
我
，
一
面
居
然
擬
想
了
起
來
，
倒
是
小

外
孫
機
靈
，
脫
口
說
：

﹁
外
公
，
這
不
跟
外
婆
戴
的
戒
指
一
樣
，
是
顆
紅
寶
石
？
﹂

我
吃
了
一
驚
，
尋
思
莫
不
在
孩
童
眼
裡
，
手
指
上
的
鮮
血
都
酷

似
戒
指
上
的
紅
寶
石
、
即
是
瑪
瑙
？
於
是
大
家
都
說
像
，
於
是
妻

子
忙

給
我
清
血
、
消
毒
，
敷
藥
、
裹
創
口
、
用
紗
布
包
紮
，
我

指
端
的
血
是
止
住
了
，
眼
眶
裡
卻
禁
不
住
沁
出
了
淚
水
，
數
十
年

前
的
往
事
隱
隱
約
約
顯
現
在
了
眼
前⋯

⋯

我
跟
小
外
孫
差
不
多
年
歲
的
時
候
，
家
中
的
日
子
過
得
甚
是
拮

据
，
父
親
一
度
失
業
，
全
家
有
老
小
十
口
人
需
吃
用
開
銷
，
哥
哥

姐
姐
們
還
得
上
學
。
值
此
艱
難
時
刻
，
母
親
毅
然
幫
助
父
親
經
營

起
了
一
家
小
麵
館
，
早
市
賣
麵
，
各
種
花
式
麵
點
頗
受
歡
迎
；
午

市
到
區
政
府
門
口
賣
熟
菜
，
各
種
風
味
小
菜
生
意
也
不
錯
；
至
於

晚
上
，
母
親
也
是
不
肯
徒
耗
光
陰
的
，
就
在
昏
黃
的
十
五
支
光
電

燈
下
扎
鞋
底
，
除
了
顧
及
全
家
人
的
鞋
子
，
還
幫
鄰
舍
們
扎
鞋

底
，
扎
一
雙
鞋
底
可
得
兩
角
錢
的
酬
勞
，
如
果
主
家
不
附
材
料

︵
鞋
底
線
、
硬
襯
和
零
散
布
︶
則
可
得
四
角
錢
的
酬
勞
。
母
親
很

看
重
這
小
小
的
生
財
之
道
，
就
天
天
黃
昏
手
掰

鞋
底
絲
絲
地
抽

扎
。
她
寧
肯
自
己
貼
材
料
，
以
賺
取
加
倍
的
酬
金
。

母
親
一
門
心
思
扎
鞋
底
，
於
是
乎
懂
事
的
兄
弟
姐
妹
都
當
起
了

她
的
下
手
，
做
什
麼
？
調
漿
糊
糊
硬
襯
、
用
棉
紗
合
扎
底
線
。
糊

硬
襯
用
的
是
舊
布
，
塗
了
漿
糊
一
層
層
地
糊
，
貼
在
木
板
上
，
放

在
太
陽
裡
曬
，
陽
光
下
，
一
陣
陣
酸
漿
糊
味
蒸
發
了
，

了
漿
頭

的
一
層
層
舊
布
就
變
得
硬
邦
邦
了
，
用
以
剪
鞋
樣
、

鞋
底
、
鞋

底
就
硬
扎
挺
刮
，
再
用
扎
底
線
密
密
地
扎
，
鞋
底
越
發
的
結
實
，

鞝
了
布
鞋
，
那
布
鞋
便
耐
穿
耐
磨
了
。
還
有
合
線
，
將
棉
紗
合
併

起
來
，
繫
在
門
的
搭
扣
上
，
一
股
股
地
搓
，
就
搓
成
了
扎
底
線
。

那
活
兒
多
半
由
大
哥
承
擔
，
大
哥
總
是
把
線
合
得
長
長
的
，
為
的

是
讓
母
親
在
扎
鞋
底
時
少
換
線
，
因
為
換
線
是
很
煩
瑣
的
，
殊
不

知
用
了
長
線
，
母
親
反
而
抽
起
來
麻
煩
了
。
別
的
工
序
母
親
都
放

手
讓
我
們
幫
忙
，
惟
有
扎
鞋
底
這
一
關
節
是
不
讓
我
們
染
指
的
，

怕
孩
子
們
手
勁
不
足
，
針
扎
不
透
鞋
底
、
即
便
扎
透
了
，
也
許
針

腳
欠
密
，
並
肯
定
是
抽
不
緊
的
。
如
是
，
就
大
大
影
響
了
鞋
底
的

結
實
程
度
。
當
然
，
她
還
擔
心

扎
鞋
底
其
實
是
個
多
少
有
些
危

險
的
活
兒
，
粗
粗
的
扎
底
針
一
不
小
心
就
會
刺
破
了
手
指
哩
。

那
時
做
針
線
活
、
尤
其
是
做
扎
鞋
底
這
樣
的
硬
針
線
活
，
都
用

頂
針
箍
相
助
保
護
的
。
現
在
的
孩
子
連
什
麼
叫
頂
針
箍
也
是
懵
懂

不
知
的
。
那
是
金
屬
做
的
指
箍
，
外
圍
佈
滿
了
針
眼
，
用
它
來
頂

針
，
針
就
能
穿
透
厚
厚
的
鞋
底
了
。
母
親
有
許
多
許
多
頂
針
箍
，

放
在
針
線
盒
裡
輪
換

用
，
她
經
常
一
面
扎
鞋
底
，
一
面
給
我
們

講
故
事
、
唱
童
謠
、
猜
謎
語
，
有
一
則
頂
針
箍
的
謎
語
我
至
今
記

得
清
晰—

—

﹁
城
裡
一
口
井
，
城
外
滿
天
星
﹂，
多
麼
的
形
象
生

動
！
然
而
頂
針
箍
的
保
護
很
有
限
，
頂
鞋
底
用
力
太
甚
，
常
常
會

被
針
屁
股
戳
穿
，
進
而
把
手
指
刺
破
。
母
親
扎
鞋
底
被
針
屁
股
刺

破
手
指
是
家
常
便
飯
，
給
我
留
下
了
深
深
的
印
記
。
記
得
初
時
母

親
手
指
上
溢
出
一
朵
血
花
，
她
笑

問
過
我
們
，
它
像
什
麼
？
我

忽
地
想
到
了
鄰
居
金
師
母
手
指
上
的
紅
寶
石
，
就
說
它
像
紅
寶

石
。
母
親
被
逗
樂
了
，
說
是
那
血
花
其
實
比
真
的
紅
寶
石
還
好
看

呢
。

—
—

是
的
，
母
親
手
指
上
的
紅
寶
石
是
天
下
最
美
麗
的
！

B12

封建社會的不少皇帝，
在後人眼裡是可以歸諸明
君之列的，譬如唐太宗。
稱那些封建帝王為明君，
統一天下、擴展疆土、發
展經濟、安定邊陲，可能
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隋
煬帝有時也被後人視為明
君，這些因素是起了作用
的。不過，楊廣明君的地
位並不穩固，很不容易洗
掉暴君的色彩。
公允一點說，隋煬帝也

有歷史功績，緣何一旦
「明君」二字加之於身，後

人便有些不自在？其一，與楊廣是亡國之君有
關。我們特別重視「晚節」二字，倘若一位君主
由無道入有道，那叫迷途知返，改邪歸正。如果
正好相反，耀眼的光環會逐漸失色，原有的黑暗
之處會越來越黑，最終達到不可救藥的程度。假
如楊廣是一位明君，怎麼會國亡家敗？這與人們
熟悉的邏輯不合。顯然不是好東西；其二，隋朝
的歷史是唐朝人寫的，比如《隋書》，雖然王劭在
隋文帝時已經撰成八十卷，唐代武德四年（621
年），及貞觀三年曾加以編修。後人看到的歷史，
都是當時統治者塗抹後的歷史；其三，楊廣確實
輕視底層的利益。
營建東都的工程還未完成，開鑿大運河的工程

便開始了，徵調的民工達到數百萬，男丁不夠就
徵發婦女充役。老百姓被迫放棄田間生產，背井
離鄉、拋家棄子，奔赴到工地上。各級官吏為了

迎合上層領導，也為了自己的政績，往往不顧民
工死活，迫使他們長時間、高強度工作，許多民
工病飢而死。民工的死亡率之高，史書有一些記
載。《資治通鑒．隋紀四》云：「官吏督役嚴
急，役丁死者十四五，所司以車載死丁，東至城
皋，北至河陽，相望於道。」《隋書．食貨志》載
「僵仆而斃者，十四五焉」。雖然史書隱含 後來
帝王的政治觀點，記載的未必都是實情，但楊廣
置底層草民生死於不顧的態度於此可見。
我們盡可以指斥後來者別有用心，居心叵測，

對楊廣造謠污衊，問題的關鍵是他確實漠視老百
姓的生命了，即使說一籮筐辯解之語，也難以改
變這個事實。李世民曾拿隋煬帝做過好幾回例
子，有一次他對侍臣說：「往昔初平京師，宮中
美女珍玩，無院不滿。煬帝意猶不足，徵求無
已，兼東西征討，窮兵黷武，百姓不堪，遂致亡
滅。此皆朕所目見。故夙夜孜孜，惟欲清淨，使
天下無事。遂得徭役不興，年穀豐稔，百姓安
樂。夫治國猶如栽樹，本根不搖，則枝葉茂榮。
君能清淨，百姓何得不安樂乎？」這句話涉及到
君主之欲和百姓安樂問題，這正是隋煬帝一輩子
也沒有認真思考的事，楊廣的軟肋也在這個區
域，李世民的形象遠遠高出楊廣，多是因為百姓
利益這個話題。
剛愎自用的楊廣，與其他統治者相比，要求實

一點。他臨死的時候，詢問叛將曰：「我何罪落
到這個地步？」善於辭令的馬文舉答道：「陛下
違棄宗廟，巡遊不息，外勤征討，內極奢淫，使
丁壯盡於矢刃，女弱填於溝壑，四民喪業，盜賊
蜂起；專任佞諛，飾非拒諫；怎能說無罪呢？」
簡單概括馬文舉的意思，就是皇帝你為了自己享
樂，勞役不休，巡遊不斷，淫亂不止，拒諫飾
非，絲毫不管底層人死活。隋煬帝說：「我確實
有負天下百姓。至於你們這些人，榮祿兼及，怎
會幹出這種事來？」
聰明的楊廣始終沒有明白，在和平環境下，一

些人投靠他、奉承他，是為高官厚祿；可一旦風
雲激盪，他這個皇帝連皇位都保不住，哪還有榮
祿給別人？何況動盪歲月，武力決定一切，中國
改朝換代，皇位易主，正是依靠這樣的日子，誰
還顧得上忠君？殺掉楊廣，不僅是誅無道，愛百
姓，更是拯救國家於危難之中，於人於己，有利
無害。討伐楊廣的李密，讓祖君彥寫了征討隋煬
帝的檄文，列舉了隋煬帝十大罪惡。檄文多處提
及楊廣窮奢極欲，和老百姓的貧窮，其中第五罪

集中講了這種思想。檄文認為，政府應該輕徭薄
賦，不奪農時，藏富於人，無藏於府。而朝廷卻
科稅繁猥，結果「父母不保其赤子，夫妻相棄於
匡床。萬戶則城郭空虛，千里則煙火斷滅」。檄文
麼，總有攻其一點不及其餘之處，可倘因為是檄
文便無中生有胡說八道，文章便沒有了說服力，
效果便會大打折扣。陳琳為袁紹起草的討伐曹操
的檄文，駱賓王為徐敬業所寫的討伐武則天的檄
文，言辭不僅激烈，而且充滿人身攻擊，卻有真
實的因子在裡面，很有力量。馬文舉的回答和祖
君彥所寫的檄文，亦可作如是觀。雖不全面，詈
罵楊廣坑害老百姓也算不得造謠中傷。
對高層的評價，從時間上說往往有兩種：一是

當時的社會評價，另一個是後來的歷史評價。楊
廣一生雖然只有50歲，但他對中國古代社會歷史
做出過重要貢獻。簡單而言，修鑿大運河，改革
官制，重訂律令，改革賦役，開拓西域，創立科
舉制，重視學校教育，繁榮文化。這些內容，無
才之人，目光短淺之輩是無論如何規制不了的。
因此，宋人陳昂對大運何在經濟上的積極作用，
大有感慨，他的《隋河論》說，「渭浚治之病
民，遊觀之傷財，乃天之所以亡隋，然使隋不興
役財，以害其民，則又安有今日之利」。陳昂看到
了一個充滿矛盾的社會現象：歷史上的許多設
施，在當時是勞民傷財的，塗滿了勞動者的鮮
血，其後則利於千百載之下，可謂「禍在當代，
功在千秋」；許多豐功偉績，後人嘖嘖稱羨，實
際上凝聚 底層的血汗乃至生命。唐人皮日休稱
隋煬帝的大運河「在隋之民不勝其害也」，「在唐
之民不勝其利也」，誠然。
明君、暴君、昏君，是一種通俗的民間評價，

缺乏全面而科學的因子，也很少由理性來導引，
但卻是底層民眾真情實感的流露，是民間情緒的
一種反應。白雲飄過以後，大地空餘歷史遺跡，
那時人員已經變更，一切得以理性思考，全面、
科學、理智的歷史評價便悄然登場了。我們可以
抱怨當時人的評價粗糙，充滿了感性，成了後代
統治者矮化前代的工具，也可以歡呼歷史評價的
公允，但我們沒法以一種評價取代另一種評價，
也不需要嘲笑另一種評價。被隋煬帝驅使的老百
姓看慣的是同伴的死、自己的血和淚，永遠也不
會想東都、大運河有什麼政治經濟作用，更不會
猜度多年後它們的偉大意義。百姓利益，是兩種
評價的交叉點，是必須考慮的因素，缺少了這個
點，所有觀點都會變得蒼白。

周末回家，吃驚地發現，曾經滿街
的榆樹彷彿一夜之間都消失了。
現在想來，這種感受，大概源於我

的遲鈍吧。二十多年來，榆樹在本地
是日漸地少了，只是，我腦海裡還固
執地保留 童年時代的印象。
記憶裡的榆樹，是一種讓人感覺肅

穆的樹。它的皮黑而且厚，剝開表
皮，還有白色的內膜。那感覺，就像
一個講究的帥哥，穿 黑衣服，裡面
還有一層白襯衣一樣。
但，少年時代的我，並不喜歡榆

樹。原因在於，初夏的時候，榆樹樹
皮的褶皺裡會生出一窩窩的金黃色小
蟲子。這種小蟲子黃質而黑章，有
非常奇異的花紋。那時，常常有頑皮
的孩子用小樹枝戳下來，看它們在地
上翻滾。——那其實是很怕人的一種蟲
子。
榆樹的可愛，當然不在於它老太太

面皮一樣的褶皺。我們喜歡它，實在
是因為它帶給大家的美妙吃食——榆
錢。
每年的三、四月份，在華北平原無

論哪一個村子裡，都可以看到鋪天蓋
地的綠。這個時候，春色已經頗深
了。一層層的榆錢從高高的樹梢上垂
下來，讓人倍覺春的蓊鬱與自然的神
奇。
朱淑貞是個敏感的女子。在詩裡，

她曾這樣寫道：「一陣挫花雨，高低

飛落紅。榆錢空萬疊，買不住
春風。」——榆錢的錢，早年
應該是取其象形之義。女詩人
說，層層疊疊的榆錢堆得滿滿
的，這麼多的「錢」都不能讓
春風多留一刻。其感傷之意，
不言自明吧。
中國的文人喜歡感傷的東

西，這似乎是一種傳統。從古
至今，這群人都喜歡千里迢迢去懷
古、憑弔、傷心、感嘆。彷彿不如此
就不夠風雅似的。作為喬木中的土
著，榆樹竟然也成了感時傷懷的對
象。確實有趣得很哪！
記憶裡的榆樹，還有活命的功能。

每到春夏之交，孩子們都要比賽。比
賽的內容就是爬樹摘榆錢。在一大群
孩子中間，總有一個能夠在短時間內
爬到樹梢。在一些粗壯的枝幹上，他
（或者她）晃晃悠悠，從樹上摘下一些
榆錢丟到地上去。
新鮮的榆錢顏色透亮，有 半透明

的光澤。撿到榆錢的人不分老幼，都
一忽兒將其擼下來往嘴裡填。初入口
的榆錢甜絲絲的，鮮美可口。這，真
是上天賞賜給人間最好的禮物！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到親戚家

裡借讀。期間，年長的姑婆曾經掐過
槐樹的嫩葉，用熱水燙了做菜吃。老
人說，雖然能夠吃飽了，但還是應該
吃一頓憶苦思甜的飯才好。

饑饉的歲月裡，樹葉甚至樹皮都是
活人性命的寶物。更不要說榆錢了。李
時珍在《本草綱目》中寫道：「榆未生
葉時，枝條間生榆莢，形狀似錢而
小，色白成串，俗呼榆錢」。他又說，
榆錢性涼味甘，食之可清涼解毒。
榆樹長得很慢。不知道是否因為這

個緣故，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後，農村
大面積種植鑽天楊和梧桐樹。那時
候，合金類的建材還很少見。經濟發
展了，木料價格應聲而漲。於是，成
長緩慢的榆樹不被人待見了。它們，
逐漸遠離了我們的視野。
有同事說，榆錢的吃法比較多。可

以煮粥、可以做窩窩頭，還可以包餃
子等等。說心裡話，我還是喜歡站在
樹下等同伴扔下來的榆錢、然後一大
把一大把地擼下來往口裡填的感覺。
我清楚地記得，每次抬頭的時候，太
陽都用它那軟軟的芒芒刺兒直刺我的
眼睛，她的把戲，搞得我笑疼了肚
子。

《都門雜詠》中有竹枝詞道：「新開廠甸值新春，玩好圖書百貨
陳。裘馬翩翩貴公子，往來都是讀書人。」新年裡到了北京，禁不
住去琉璃廠逛了逛。只不過現在各地書店裡書都很多，下載網路圖
書也方便，自己又不是「裘馬翩翩貴公子」，宋版舊刻與古董珍玩，
對我來說是毫無裨益的無聊之物，要看，遠不如去博物館。之所以
想到要來這裡，倒有幾分宗教信徒般愛朝聖的意味。
琉璃廠得名，是因為元代定都北京，開始在這裡設窯燒製皇宮用

的琉璃瓦，清人的《宸垣識略》記載：清初仍然在此「設滿漢監督
董其事，燒造五色琉璃瓦。」而書肆的集中則始於明朝，《天咫偶
聞》記載，那時一直延續下來的，仍然有「二酉堂」等老店。乾隆
時窯上取土，發現了遼隴西公李內貞墓，從他的墓誌上知道，這裡
原來為燕下鄉海王村。故舊時有些人將這裡雅稱之為「海王」。
清初順治年間，在京城實行「滿漢分城居住」。而琉璃廠處在外城

的西部，附近正是當時多數漢族官員居住的地方，後來全國各地的
會館也都建在附近，官員、趕考的舉子也常聚集於此逛書市，終於
形成了這個著名的「京都雅遊之所」；乾隆三十八年，《四庫全書》
開館修纂，當時參與編纂的人員也多居住在這一帶。為了考證典
故、詳列書目，他們常常往返琉璃廠訪書購書，切磋學問，進一步
次讓學人士子對琉璃廠心馳神往，趨之若鶩，促成了琉璃廠空前的
繁榮。與此同時，古玩店也空前興隆起來，最著名的當然是前身為
「松竹齋」，光緒年間取「以文會友，榮名為寶」之意，而更了名的
「榮寶齋」。文人墨客常相聚於此，清末民初時，于右任、張大千、
吳昌碩、齊白石等人，都是這裡的常客。
「勢家歇馬評珍玩，冷客攤前向故書」，收藏者另當別論，讀書人

與達官貴人來琉璃廠的目的自然不同，官員聚會，常常可以被認為
是結黨營私，喝酒賦詩，弄得不好會有文字獄的麻煩，關心時事，
則更危險。於是他們找到了這種高雅而安全的消遣，因為他與現實
關係不大，又可以顯示自己有錢、有閒。就是到了窮愁潦倒的時
候，把古玩送到店裡，聲稱玩膩了，換點錢周轉一下，也不失體
面。
不過有些古董店卻終日是靜悄悄的，但正所謂「半年不開張，開

張吃半年」，完全用不 為他們擔心。民國時的趙汝珍的《古玩指南》
揭示了明清時，這些古玩店的奧妙，那就是他們與官場千絲萬縷的
聯繫。他分析說：「如果年俸不及百 之官吏，十年之後擁有千
以上之房產地業，明晃晃擺在街上，非為御史所必參，亦為社會之
所不容。而古玩無定價，千元之物可以以一元得之。」明明鉅款賄
賂，通過古玩的形式，就可以做到不留痕跡；而且官員一旦到別處
任職，房產地業也遠不如古玩那樣便於攜帶、管理，於是古玩就成
了官場上的代用貨幣。與之相反，拿不值一元的破爛送到古玩店，
要價萬元，也沒有留下犯法的把柄，雙方裝不懂就行了。古玩商則
在應酬中摸透了雙方的要價，所以發展到「完全由古玩商代辦，其
價值之多少，物品之如何本人概不知曉，不過年終開一筆總賬付款
而已。全國重要官吏，無不以購買古玩，接納古玩商為晉身保祿之
階。」於是，在這裡演繹出了權錢交易的瘋狂。
要走門路就都想到了古玩店，科舉考試、謀官職都可以代理。趙

汝珍揭秘說：「古玩商代辦一切，需費均由古玩商墊付，只於將來
得缺後，由古玩商派一賬房本息照收，否者即得缺亦無力到任。」
同時，古玩舖又有了銀行的功用，外地進京的官員，乾脆將錢財都
存在了古玩商舖裡拿利息，這比頻繁進出錢莊隱蔽多了。而古玩舖
有巧妙地夾雜於書肆之中，又多了一層掩人耳目的掩護，於是琉璃
廠就愈變得繁榮起來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古玩商的信譽就成了至
關重要的因素，他們的辦法是，在相互間的透明的前提下合作經
營，一旦有信用不佳的記錄，就無法在此立足。所以他們絕不欺
騙，也不假充內行，靠的是過硬的本領。哪家店有什麼東西，賣了
多少錢都心中有數，也可以互為代理，加價也不會超出規定，買家
可以放心地按價付賬。
這種經營模式，大概是在民國時，才開始式微，而各地在京設立

駐京辦公處，使它受到了最徹底的打擊。從有關資料中可以知道：
甘肅督軍駐京辦公處設於1922年，由曾任督署總參議的董士恩任處
長，另設代表三人；張作霖的駐京辦公處處長是劉恩鴻等等。原來
古玩商的很多功能，直接轉移到了地方長官的親信們手裡。
如今的琉璃廠仍然保存了許多著名老店，如槐蔭山房、古藝齋、

瑞成齋等等，中國書店則是中國最大的古舊書店，在這裡泡上半
天，不覺又買了三、五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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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敏迪
歷

史

與

空

間 民

眾

利

益■
李
恩
柱

活

點

滴

生

■
吳
翼
民

豆 棚 閒 話

忽然想起《鳳陽歌》：說鳳陽，道鳳陽，鳳陽
本是好地方，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
荒。大戶人家賣田地，小戶人家賣兒郎。奴家沒
有兒郎賣，身背花鼓走四方。
鳳陽這個地方，現在不知怎樣了？應該有很好

的改變了吧，很想知道，想知道。
鳳陽花鼓，歷史頗早，花鼓歌詞中有「自從出

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句子，朱皇帝是
朱元璋，明朝。明朝初年有連年的饑饉，史書的
明初諸帝本紀中都有記載。往時天災、歉收，總
有饑饉。朱元璋作為皇帝，不知當時他好好照顧
百姓沒有？不過每逢荒年，荒饉的地方百姓總不
免出外討食，討食時打花鼓，唱歌詞，鳳陽花鼓
可能在那時就早已形成地方上的一種不幸的傳統
了。每到荒年，就出外去打花鼓討食、求生。
我的家鄉（潮汕），時常有鳳陽人來討食。口語

上有時說「鳳陽」就指從鳳陽出來乞討的人。鳳
陽不在廣東省，但可能那裡走過潮汕來路途方
便，小時記得常有「鳳陽」來。

鳳陽既然本來是好地方，我真希望這地方現在
建設得很好了，不用再背 花鼓出來「走四方」
了。很想知道如今建設的情形，不過一時倒不知
從哪裡去了解。如果有一本書講鳳陽的歷史與近
況，我會趕快去買來讀。
花鼓戲，本來出自崑劇中的雜齣，說起來源頭

該是頗久遠的了。但是由此反過來想，是不是鳳
陽地方百姓出去「走四方」時，早就是帶 花鼓
出去的。走到一處，停下來，敲打花鼓、唱歌，
然後托 請觀眾資助，這差不多是必然的方式。
現在說起這種走四方乞討求生的情形，恐怕年輕
一代都完全不知道了。我小時在鄉間，倒是常常
聽到說：有鳳陽來了，有鳳陽來了。不過現在我
記不起這些活動的具體情景，一方面那時小，一
方面，那時說有鳳陽來了，大人們總不會主動鼓
勵我們出去看的。一來大人們總覺得多一事不如
少一事，還是安分在家裡好，二來我們也覺得，
回頭表演的空間，表演者托 的時候，我們是拿
不出錢的，不好意思。其實那些表演往往是有很

高技巧的，有時不知怎地忽然就種出一個大西瓜
來。這些技藝最好不致失傳，可以組織在舞台上
演出的。
舊時代，遇上生活困難的歲月，老百姓不得不

走四方乞討求生，這種日子應該永遠不再有了。
我此刻很努力想回憶起當時鳳陽花鼓演出的情

況，但是想不起，一來是幾十年前的事了，記憶
力沒有保持得好，二來，那時我們也不敢老是去
圍觀。因為那時我們也沒有錢，不是捨不得，實
在是自己身上也沒有幾個銅錢。（那時日常用的
零錢，是中間有個方孔的銅錢。這種銅錢，若果
你手頭還有，可以好好保存，這是古董了）。
奇怪的是「說鳳陽，道鳳陽」那首歌曲，現在

還是流傳下來。歌曲本身好聽，也許是原因之
一。另外，可能由此推想，鳳陽歌的歷史很長
了，差不多成為過往生活傳統的一個小部分了。
生活狀態在不斷隨時代進展而變動，現在回憶

起以前這種荒年流離失所的情況，有時覺得非常
悲傷。「路有餓殍」，這種情形應該已成為過去的
歷史了，但以往的歷史常有這樣的記載。在我的
童年回憶中，也有這樣的生活畫面，往往見路邊
有人臥在那裡，原來已經就是餓死了的。現在，
讓這一切永成過去。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
好地方，讓今天明天的鳳陽更好，更好。

古 今 講 台

說鳳陽，道鳳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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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廣畫像。 網上圖片

■鮮嫩的榆錢。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