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文
人
相
親
﹂
是
近
來
網
絡
傳
得
很
火
的
一
個
流
行

詞
，
緣
於
某
作
家
接
受
採
訪
，
被
問
及
對
﹁
文
人
相
輕
﹂

的
現
象
怎
麼
看
，
該
作
家
大
概
是
看
多
了
電
視
相
親
節

目
，
竟
然
理
解
成
了
文
人
參
加
相
親
活
動
。

當
然
，
說
﹁
文
人
相
親
﹂
也
對
，
畢
竟
文
人
也
是

人
，
也
有
七
情
六
慾
，
有
婚
姻
的
需
要
。
而
文
人
當

中
，
俊
男
美
女
屬
於
少
數
，
大
多
數
文
人
都
是
其
貌
不

揚
，
走
在
街
上
，
也
就
是
無
人
關
注
的
路
人
甲
或
路
人

乙
。
加
之
當
今
功
利
主
義
盛
行
，
建
立
戀
情
的
基
礎
往

往
並
不
是
因
為
有
共
同
的
追
求
，
或
性
格
志
趣
相
投
，

數
十
年
前
在
路
上
攔
住
陌
生
人
，
聲
稱
自
己
喜
歡
文
學

就
有
可
能
泡
到
﹁
馬
子
﹂
或
釣
到
﹁
凱
子
﹂
的
戀
愛
方

式
，
早
已
一
去
不
復
返
了
。
而
且
除
了
極
個
別
的
成
功

者
，
大
多
數
文
人
都
缺
乏
豐
富
多
彩
的
生
活
，
屬
於
宅

男
宅
女
，
交
際
圈
子
窄
。
所
以
，
文
人
需
以
相
親
的
方

式
來
解
決
個
人
婚
姻
問
題
，
是
現
實
存
在
的
。

我
平
時
也
接
觸
一
些
文
友
，
聽
過
幾
個
關
於
他
們
的

相
親
故
事
。
其
中
一
位
哥
們
，
人
憨
厚
誠
實
，
就
是
有

些
木
訥
，
不
解
風
情
。
有
人
給
他
介
紹
了
一
位
姑
娘
，

約
在
咖
啡
館
見
面
，
介
紹
人
中
途
藉
故
走
了
，
留
下
兩

人
繼
續
深
談
。
姑
娘
對
這
哥
們
頗
有
好
感
，
可
他
卻
表

現
得
很
遲
鈍
，
幾
度
出
現
冷
場
的
情
況
。
姑
娘
見
他
帶

了
一
台
筆
記
本
電
腦
，
就
主
動
活
躍
氣
氛
，
讓
他
給
自

己
下
載
幾
首
歌
到
手
機
上
。
這
哥
們
答
道
：
﹁
下
載
太

費
事
了
，
我
覺
得
你
的
手
機
鈴
聲
就
挺
好
聽
的
。
﹂
姑

娘
當
時
就
被
氣
變
了
臉
，
只
是
出
於
禮
貌
，
好
歹
捱
到

分
手
告
別
，
此
後
就
再
也
沒
有
聯
絡
。

另
一
位
女
文
友
，
常
用
一
個
很
文
藝
的
筆
名
發
表
文

章
。
有
人
為
她
安
排
了
一
次
相
親
，
對
方
據
說
之
前
常

在
報
紙
上
拜
讀
她
的
文
章
，
為
她
的
才

情
所
折
服
。
可
是
一
見
面
，
對
方
就
難

以
掩
飾
失
望
的
神
情
，
一
頓
味
同
嚼
蠟

的
晚
餐
過
後
，
相
親
正
式
結
束
。
過
後

她
聽
介
紹
人
說
，
對
方
此
前
把
她
想
像

得
太
美
好
了
，
以
為
她
是
不
食
人
間
煙

火
的
女
子
，
要
不
然
怎
會
寫
出
如
此
感

性
優
美
的
文
字
來
呢
。
誰
知
一
見
之

下
，
幻
想
頓
然
破
滅
，
她
不
過
是
一
個
長
相
平
凡
、
身

材
有
點
胖
、
吃
飽
會
打
嗝
的
女
人
，
哪
裡
有
絲
毫
想
像

中
的
影
子
。
接
受
不
了
現
實
的
他
，
就
此
斷
絕
聯
繫
。

不
惟
現
代
，
古
時
也
有
文
人
參
與
相
親
。
北
宋
時
，

龍
圖
閣
直
學
士
祖
無
擇
鍾
情
女
子
徐
氏
，
託
人
前
往
說

媒
。
姿
色
美
艷
的
徐
氏
卻
要
求
見
面
相
親
。
祖
無
擇
長

得
很
醜
，
知
道
前
往
相
親
，
必
無
勝
算
，
於
是
買
通
媒

人
，
某
日
美
男
子
馮
京
經
過
徐
家
門
口
，
媒
人
就
指

馮
京
對
徐
氏
說
：
﹁
這
人
就
是
祖
學
士
。
﹂
躲
在
門
背

後
窺
視
的
徐
氏
，
見
馮
京
眉
目
清
秀
，
心
下
暗
自
歡

喜
，
遂
答
應
了
親
事
。
到
了
成
親
當
天
，
徐
氏
見
新
郎

易
人
，
知
道
受
騙
，
當
即
大
鬧
要
求
終
止
婚
約
。
祖
無

擇
最
終
落
了
個
空
歡
喜
的
下
場
。

說
起
來
，
古
今
的
文
人
，
大
都
居
於
陋
巷
，
簞
食
瓢

飲
，
即
使
參
與
相
親
也
屬
於
﹁
弱
勢
群
體
﹂，
未
必
就

能
得
償
所
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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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坊七巷何以會出現如此之多
的歷史風雲人物？按當地人講，
是因為附近的金斗河和安泰河圍
繞 三坊七巷，形成一個人字叉
開，活像一本書，所以這裡的學
子格外會讀書和出仕。這樣的解
釋是否有道理，其實是不必去窮
究的，人心所形成的定見有時候
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值得一提的是，沈葆楨母親不
是別人，而是大名鼎鼎的林則徐
的妹妹，可見關係密切。林則徐
的事跡，稍作簡介。林則徐
(1785年─1850年），福建侯官人

（今福州），字元撫，又字少穆、
石麟，晚號俟村老人、俟村退
叟、七十二峰退叟、瓶泉居士、
櫟社散人等。清末政治家、思想
家和詩人，被稱為中國近代史上
偉大的民族英雄，因其主張嚴禁
鴉片、抵抗西方的侵略、堅持維
護中國主權和民族利益深受全世
界中國人的敬仰。他對西方文明
成果採取積極的了解和吸收並為
我所用的態度，被譽為「睜眼看
世界的第一人」和向西方學習先
進技術之開風氣者。目前三坊七

巷旁的澳門路就有林則徐祠堂。由此可見，三坊七巷跟
林則徐家族的淵源甚深，也因此留下了一段歷史佳話。

其實，有關林氏家族，公平地講，也可以說是沈氏家
族，還有一個歷史人物值得一提，他就是在甲午戰爭
後，從郎官巷出去的林旭。他的妻子沈鵲應，正是福建
船政大臣、兩江總督沈葆楨的孫女。當年的他，只有23
歲，因在京和會試的1300多名舉人一起參加康有為發動
的「公車上書」行動，要求變法而受到重視，很快被授
予四品官銜，協助光緒皇帝處理各種政務。當時光緒的
詔書多為林旭所寫。只可惜年輕的他滿腹才華還來不及
充分施展，維新變法即告失敗——光緒被囚，林旭則與
譚嗣同等人一起，被處腰斬。臨刑前，他仰天長嘯：

「君子死，正義盡！」然後大笑，聲若洪鐘，連劊子手
也失色。林氏家族果然轟轟烈烈。

不過，在三坊七巷裡，像林氏家族這樣有影響的歷史
人物並不鮮見，譬如 「近代陸軍之父」曾宗彥；清末
著名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翻譯家和教育家嚴復，也被
稱為中國近代史上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的「先進的中國
人」之一；還有，「戊戌六君子」之一林旭； 「五四」
運動引發者林長民；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林覺
民、「世紀老人」冰心等百位先賢，無一不是影響中國
近代史的重要人物。但我似乎更在意的是，這些歷史人
物為何會集中在三坊七巷，而不是散落在各地或各大中
城市中？須知，如果把福州這樣的省會城市放在全國，

跟北京、上海、西安等比起來，雖然也匯集了豐厚的歷
史文化沉澱和人文寫照，但無論從哪方面講都有所不
如，這是不爭的事實，但一條街出現大大小小100多位
光照歷史的人物，恐怕也是以上大都市所難以找出來
的，這就是這條街讓人好奇的地方，更可貴的是，這條
街目前尚保存完好，而且，2009年7月19日，已被國家
文化部列為中國十大歷史文化名街之一，並在福州南後
街舉行了隆重的揭牌儀式。也正是從這個時候起，福建
省開始將三坊七巷列入申報世界文化遺產項目，目前，
正在緊鑼密鼓運作之中，相信定會獲得成功。

三坊中的衣錦坊，被排在「三坊」中的第一坊，足見
其重要性。衣錦坊舊名通潮巷，因為這個地方是水網地
區，福州西湖、南湖的潮水可以通到這個坊巷的溝渠裡
去。宋朝的陸蘊、陸藻兄弟典鄉郡居此，名祿錦，後王
益祥致江東提刑任，更名衣錦。宋時稱「祿錦」，明朝
更為「衣錦」，其實都是說坊內有人在外出仕做大官，
現在衣錦還鄉，榮耀鄉里，所以坊名也改了。歷史人物
影響力就是不一樣，在世時享盡榮華富貴，死後地方上
還以之為榮，千秋萬代。當然，也有不少落得罵名，還
有些在世時其實是飽受委屈的。然而，歷史畢竟是公平
的，褒貶自有公論，也會得到相應的澄清和淘洗。不
過，同時我也在想，歷史上為何會有那麼多人爭 去當
官，除了個人能力之外，恐怕光宗耀祖也是世人心中永
遠惦記 的一件大事。

文儒坊是三坊中的第二坊。顧名思義，文儒坊是文化
官員和文人墨客聚居的地方。據《榕城考古略》載，此
巷「初名儒林，以宋祭酒鄭穆居此，改今名」。鄭穆任
國監祭酒，是國家最高學府的重要官員，從三品的官
附。可見，文儒坊這個名字宋時就有了。不過，這個坊
真正出名應該從明嘉靖年間開始。文儒坊最著名的歷史
人物應該是陳寶琛，他是清宣統皇帝老師。當然，陳家
五代都中進士，也讓這條坊名聲大振。據記載，這個家
族自明嘉靖年間走出第一位進士後，持續若干代，一直
在科舉路上凱歌高奏，在清同治、光緒時達到頂峰。那
時陳家七個兒子，除第五子早亡，其餘六子皆中舉，其
中四個進士，三個翰林，長子就是陳寶琛。此外，清代
的著名詩人、《石遺室詩話》作者陳衍的故居也在坊
內，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大宅，內有光華閣是為入室弟子
課業的地主。陳寓隔壁是現代著名法學家柯凌漢教授的
住宅，可見，這條坊確因歷代文儒輩出而聞名。不過，
明代抗倭名將張經，還有清代名將福建提督、台灣總兵
甘國寶也居住在這裡，可能是人們意想不到的。由此看
來，這個坊真是文武雙全。

三坊中的第三坊是光祿坊，原名玉尺山，又名閩山，
是福州「三山藏」之一。歷史上，光祿坊內有一座法祥
院，俗稱「閩山保福寺」(在今光祿坊公園內)。當時曾
任過光祿卿的福州郡守程師孟時常到此吟詩遊覽，僧人
就刻了「光祿吟台」四字於石上。為了感謝僧人，他吟
了一首詩：「永日清陰喜獨來，野僧題石作吟台，無詩
可比顏光祿，每憶登臨卻自回。」光祿坊的名字就從此
而來的。以上只是對「三坊」作簡單介紹，「七巷」就

暫且不多說了。
中國的坊巷文化由來已久，甚至可以延伸出坊巷制度

出來，那是另一回事，也暫且不說了。有意思的是，古
樸的坊巷之所以能夠流傳下來並得到保護，竟和那些已
經作古的名人有關，這到底該如何解釋有時候也實在很
讓人費心思。也因此我在想，這些古樸的坊巷到底還能
夠「活」多久？其實這也是很難講，估計沒有人能夠給
出答案，但歷史還是不停地往前走這是沒有人能夠阻止
的，未來將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也是沒有人能夠知道
的，現在，我們只須好好看護並充分發揮它的作用就可
以了。「世紀老人」冰心在她的散文名篇《我的故鄉》
中，留下了對故居情真意切的描述：「我記得在我11歲
那年(1911年)，從山東煙台回到福州的時候，那時我們
的家是住在『福州城內南後街楊橋巷口萬興桶石店後』
⋯⋯這所房子很大，住 我們大家庭的四房人。祖父和
我們這一房，就住在大廳堂的兩邊，我們這邊前後房，
住 我們一家六口，祖父的前、後房只有他一個人，和
滿屋滿架的書。那裡就成了我的樂園⋯⋯」這樣的描寫
和記載，必將並且已經寫進三坊七巷的歷史了。

一代大學者和翻譯大師嚴復也是從小生活在這裡，並
在這裡念私塾。嚴復是滿腦袋裝 中西文化的人，他力
圖通過翻譯把西方進步思想介紹到中國，以改變中國落
後和保守的面貌，然而，最後連他自己也萬萬沒有想
到，他會在人生最後時刻，在自己的寓所裡發出一聲聲
沉重的嘆息，然後去世。從1895年2月開始，嚴復連續
在報紙上發表政論文章，「鼓民力、開民智、新民
德」；「不變於中國，將變於外國」，一系列振聾發聵
的思想政治主張從嚴復的筆端流出。1897年，由他翻譯
的《天演論》發表後，迅速在維新人物中間流傳。梁啟
超第一時間讀到了它的手稿，讚歎不已，康有為稱他為

「中國西學第一者也」，連孫中山拜會他時，也謙恭地說
「君為思想家，鄙人乃實行家。」耐人尋味的是，他曾
在報上痛陳鴉片害民，自己卻無奈染上煙癮。他曾大聲
疾呼廢除八股，自己卻四次參加科舉。直到臨死前才猛
醒，並告訴兒孫：中國不滅，舊法可損益，必不可叛。
一代大學者和翻譯大師就這樣走了。

其實，從三坊七巷傳出來的嘆息聲持續不斷，嚴復的
聲音比較獨特而已。

你是雙槳

擺渡 一隻受傷的船

擺渡 一個不屈的靈魂

在生活的海洋裡拚搏遠航

生活的最強音是你擊響

人類最絢麗的浪花在這競放

你是雙翼

扇動 堅硬的翅膀

扇動 熱愛和讚歌

扇動 青春和力量

去高奏生命的交響

眼睛裡也曾有過片刻的脆弱

然而，淚水中

卻飽含 一顆堅強的心臟

啊，你是三角架

你是永不凋葉的希望

支撐 新綠，支撐 剛毅

支撐 偉岸，支撐 頑強

支撐起一顆血氣方剛

朝氣蓬勃的太陽!

晉武帝司馬炎統一中國，取代曹魏政權稱帝後，經
過一段時間內用無為而治，使社會經濟得到了一定的
恢復，但就像果實一旦成熟，就要開始腐敗一樣，官
僚階層都迫不及待地走向了奢侈腐敗，其畸形程度，
也突出地表現在了對於吃的憧憬上。太傅何曾「日食
萬錢，猶曰無下 處」。他的兒子何劭更是青出於藍
而勝於藍，他是「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
二萬為限」。除了肆意揮霍，還突出地表現出了極其
殘酷的一面，比如那個以鬥富而出了名的石崇，用美
女勸酒，誰不喝就殺了美女，弄得不喝酒的人也只好
勉強喝了。鬥富中多次敗在他手下的王愷，有一次又
被他家的豆粥和「韭蓱齏」吸引了眼球，因為煮豆粥
是需要較長時間的，可是石崇能夠「咄嗟便辦」，只
要吩咐一聲，須臾間就熱騰騰地端上來了；大冬天綠
葉的韭菜也是稀罕物，他怎麼就這麼容易拿出來呢？
結果悄悄出錢，才向石崇的手下人那裡得知：豆粥，
是先預備下加工成的熟豆粉末，客人一到，先煮好白
粥，再將豆末投放進去就成了；「韭蓱齏」也不過是
將韭菜根搗碎後摻在麥苗裡而已。

坐牛車是那時的一種時尚，王愷有一頭叫「八百里
駁」的牛，是出了名的，石崇的牛雖然看上去不如王
愷的，但鬱悶的是，他們一起坐 牛車出遊，回來時
搶 進洛陽城，卻總能超過王愷的牛車。還是出錢打
聽，才知道：那是因為駕牛者的技術好。於是知道了
秘密的王愷總算扳回了一城。但石崇手下得了王愷錢
財而透露消息的帳下都督、駕車人卻被石崇殺了！

緊接 ，王愷又遇到了鬱悶事，這回是駙馬王濟對
王愷說：你知道我射箭的本領不如你，但今天我們來
賭射這頭牛，賭金千萬。」王愷自然不肯服輸。誰
料，王濟張弓搭箭，一箭正中，硬生生將這世界上最
牛的牛給射死了。然後他讓人殺牛膾炙了牛心，王濟
只嘗了一口，便揚長而去了！可憐「八百里駁」就這
樣沒了！

說起這位王濟吃的奢侈，就是晉武帝也為之大跌眼
鏡，有一回晉武帝去他家做客，看到他家招待客人不
用餐桌，而讓百餘名身 盛裝、精心打扮的美女用手
托 盛有美味佳餚的盤碟，美稱為「肉台盤」，賓客
們一邊品嚐美食，一邊欣賞美女。晉武帝發現他們家
的蒸小豬異於常味，問之知為人奶所餵！這種連王
愷、石崇都沒想到的極端行為，讓這位皇帝岳父聽
了，也極為不平，於是沒等吃完飯，他就離席而去
了！

當時有一個叫傅咸的大臣，上了一道奏章給晉武
帝。他說，這種嚴重的奢侈浪費，比天災還要嚴重。
現在這樣比闊氣，比奢侈，不但不被責罰，反而被認
為是榮耀的事。這樣下去怎麼了得。但晉武帝哪管這
些事？除了用高壓手段肆意殺害異己以外，他自己也
跟石崇、王愷一樣，正在加緊搜刮，窮奢極侈 呢！
這就注定要發生大亂了，所以不久就從內部發生了八
王之亂，從晉武帝死到晉湣帝時西晉滅亡只用了短短
二十六年，這時，晉湣帝只能狼狽地吃大都督曲允令
人尋到的一塊酒糟了；好容易司馬睿南渡建立了東
晉，也因為物質貧乏，達官貴人也難吃到肉，每得到
一頭豬，他們便割下豬項上的一塊肉，送給晉元帝，
群臣百官都不敢私自享用，被時人稱為「禁臠」。

有老饕說：吃一頓就少一頓了，所以每次離開餐廳
的時候，總有再回去吃一次的衝動，因為死了就不
能吃了。有人進一步說：就是死了，還是要吃的！
但不管怎麼說，極端的吃，在有些人看來，也許是
一種佔有慾和虛榮心的滿足，是撈了一把洋洋得意
的表現。不過，如果能在突然意識到自己在猛吃猛
喝的時候，停頓片刻靜心自省一下，也許就會發
現：那不過是某些沉澱在自己內心深處的潛意識正
在作怪，如果這種瘋狂還不至於到達絕望的程度，
那麼，吃酒糟以及「禁臠」的命運，也許就不會來
的這麼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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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人吃喝的瘋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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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猜謎的故事，覺得有趣，可以寫一寫。
當年，那是幾十年前的事了，有人出了一個謎面：

「日本投降」，猜一古人名。
出謎面的人，當時想的古人應是「屈原」。那時是很

容易想到「屈原」的，因為當時日軍雖然已經呈敗象，
但盟軍方面向日本投下了原子彈。所以說日本屈服於原
子彈，是相當自然的思路。

那時候，投原子彈，是世界轟動的大事。對日軍的投
降，自然首先想到原子彈。

不過，有人說，日本投降，「屈原」，屈於原子彈，
事實如此。不過，事實上日軍的投降原因還不只在於原
子彈這一件事。

原子彈對日本當時固然是極大的威嚇力，但是至少還
有另一個原因：蘇聯出兵。

當時蘇聯出兵，在中國的東北消滅了日軍最強悍的關
東軍。這又是一個要點。

因此，這條謎底，應該還有另一個古人，就是蘇武。
但是，話題還沒有了，可以再探討下去。當時如果沒

有中國早已長期抗戰，也許就沒有發展到原子彈的時
候。

那麼，中國抗戰，應該是主題。
中國的抗戰，那時的國民政府是蔣介石領導的，那

麼，蔣介石也有了一份，成為謎底的一部分，這就是蔣
幹。

屈原、蘇武、蔣幹，都是古人名，蔣幹的名氣不及屈
原、蘇武大，但在《三國演義》中，他是演了幾場好戲
的。

這三個名字作為謎底，都恰當，那時原子彈正是十分
威風的時候，首先想到「屈原」，屈服於原子彈，也合
情理。當然，也決不能忘記了蘇武與蔣幹。

不管是屈原也好，蘇武也好，蔣幹也好。那時都是盟
軍一方的主角。美國的原子彈，蘇聯的大軍，蔣介石領

導中國長期抗日，都是盟軍最後勝利的保證，
都是最主要的原因。

這樣，一條謎語，三個謎底，都是很應該
有，必定應該有的答案。

這樣的情形，很少有。但是說了出來，又覺
得理該如此，三個謎底都非常合理，合事實根

據。
說到原子彈，那時真是威風凜凜，大家都津津樂道。

高興由美國先製成了原子彈。要知道，當時日本也是在
拚命研究的，誰都極盡努力走在前頭。美國先製成原子
彈，在我們是值得慶幸的事情。

原子彈的威力，是確實的。但是這方面的研究一旦有
了成功，有了底子，就發展得很快。不久，氫彈也有
了，更大威力的武器也可以很快就會有。人們到底要認
識到，想靠武器來控制世界，是不可能的，那樣發展下
去，只會使地球早一日走到了盡頭。

在那時候，人們大談原子彈，興頭高，有時也不免過
了火。說來好笑，那時有人設計製造出了一種筆，筆頭
含 一粒會轉動的圓珠，轉動時就引出墨汁。這本來叫
做「圓珠筆」（Ball Pen），是人們叫 叫 ，都叫成

「原子筆」了，原子，多麼厲害。但你手頭握 的竟是
「原子」呢！

古 今 講 台

猜謎語「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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