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蕩口古鎮位
於無錫東南部鵝
湖鎮境內，離市
區開車半小時，
西鄰鴻山墓群和
泰伯墓，東與蘇

州、常熟接壤。相傳古鎮是東漢孝子丁
蘭的故里，晉代名 「丁村」，距今有一
千六百多年歷史。因地處鵝真蕩的口岸
，故名 「蕩口」。

華氏家族是古鎮始遷族，元朝末年
，華貞固、華溪碧父子為避戰亂定居蕩
口。華貞固帶領族人在鎮上開設鐵木作
坊，營建飯館、茶樓，交易農副產品，
奠定了華氏家族的經濟基礎。他又著有
《慮得集》，提倡耕讀傳家。受華氏 「
以義為利」思想的影響，蕩口崇尚孝德
，孝義之風代代相傳。

農曆新年剛過，趁着天朗氣清的日
子去蕩口一遊。走過正反兩面分別鐫刻
有 「蕩口」和 「仁里義坊」匾額的花崗
石牌坊，踏上小橋，迎面就是題名 「一
得」的臨河碼頭，這是華貞固的手書，
取 「千慮一得」之意。倉河從西向東貫
穿小鎮，河水清澈，水波不興。兩岸倉
河南街、北街由石板鋪成，粉牆黛瓦、
飛簷翹角的江南民居修繕一新，紅黃綢
縵高挑，廣告麵館、茶樓、咖啡館與絲
綢、蘇繡、太湖珍珠等土產。屋後竹竿
上卻懸掛了各色鹹魚、臘肉、香腸、風
雞。剛出生不久的小黑狗在門口滾進滾
出，大黃貓慵懶地展開身體在牆角曬太
陽。

蕩口小橋流水的風光和巡塘、周莊
、同里等古鎮區別不大，但作為國家4A
級景區和中國歷史文化名鎮，這裏四個
省級文保單位、五十處歷史建築展示
了 「湖濱水鎮」、 「名人搖籃」、 「孝
義之邦」的文化底蘊。蕩口歷史上人才
輩出，尤以華氏為多。如中國活字銅版
印刷的發明人、明代華燧，大收藏家華
夏，翰林院學士華察，中國近代科學的
先驅、數學家華蘅芳，《歌唱祖國》的
詞曲作者王莘，漫畫大師華君武（祖籍
蕩口），國學大師錢穆（自小全家一直
寓居蕩口，童年在此求學），科學家錢
偉長等。

古鎮保存了成片的明清古建築群，
我參觀了錢穆故居、華蘅芳故居、王莘
故居、華氏義莊、華君武故居等。這些
名人故居大多為近年重修，遺跡寥寥，
展品以圖片、文字為主，實物較少，但
它們代表的前輩遺風、書香遺韻依然讓
人神往。會通館原為華燧的讀書室和印
刷廠，展示本地印刷業發展的淵源，還
有華燧雕像。在王莘故居，《歌唱祖國
》的不同版本持續播放，還有一間老屋
保存原貌，集卧室、廚房、起居室、餐
廳於一體，有木箱、灶頭之類的老家什

。華君武故居雖無實物，但漫畫作品不
少，二樓還有中國漫畫史展。

華蘅芳故居的建構最為完備。修復
後的三進四合院，最裏面的 「行素軒」
展覽了他和徐壽設計的中國第一艘蒸汽
輪船 「黃鵠號」的模型以及他翻譯的西
方數學、幾何論著的圖片。這裏還有他
父親、前清舉人、江西縣官華翼倫的書
房 「荔雨軒」以及陳列其弟華世芳書畫
作品的廂房。明媚陽光下，庭院無言，
梅花綻放，似乎在思考世紀末社會轉型
時期中國知識分子選擇的不同道路。

蕩口的文采風流、人傑地靈和當地
的義莊文化分不開。義莊是古代由某姓
氏家族創辦的慈善機構，我國最早的義
莊始於宋代范仲淹在蘇州建立的范氏義
莊，無錫義莊則始於蕩口華氏。華氏二
十二世孫華進思於乾隆八年 「獨置義田
一千三百四十畝贍族」，創建義莊。進
思以侄兒公弼為嗣，也就是華蘅芳的五
世祖。公弼建立了華氏老義莊。光緒初
年華芬遠又捐義田兩千餘畝建立華芬義

莊，即華氏新義莊。蕩口還有徐義莊、
錢義莊、襄義莊，因此號稱 「江南第一
義莊」。

華氏義莊以義為本接濟氏族中的貧
寒家庭，也為子弟提供上學所在：果育
鴻模小學（錢穆的母校）。現在開放的
房屋中，全用楠木修建的正廳 「詒穀堂
」是董事開會、待客之所，牆上張貼了
每年用於辦學、救濟、慈善事業款項的
百分比，還列舉了義莊的規矩法則。懷
芬書屋復現了私塾的狀貌，中間懸掛孔
子像，兩邊放置課桌椅，桌上有筆硯。
後院有倉廒可囤米，前院復原了當年的
典當行，可見義莊經濟實體的多樣化。

中午在當地飯店用餐，鹹青魚、走
油肉、四喜麵筋、雞湯蘿蔔、鹽鹵豆腐
都是特色土產。

河水湯湯，歲月窅然而逝，英雄才
俊不再， 「鵝湖山下稻粱肥，豚柵雞棲
半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
人歸」的風光也已依稀，我們只在溫暖
的日光中品味日常幸福。

蕩口文化以義為利
純 上

好友說了一件
使他擔心的事：這
天在家裏閒着，替
兒子執拾書包，發
現一支筆款式非常
新穎，市面少見，

他拿起細看，感覺不是原子筆。問兒子，
兒子支支吾吾，很不爽快，他感覺兒子有
異，再問下去，兒子低聲答，是一支電子
煙。

好友頓時緊張起來，他聽說過電子煙
這回事，但自己不抽煙，連香煙有什麼牌
子也說不上，何況電子煙，自己沒去接觸
，卻在兒子書包裏出現，怎不叫他神經拉
緊。

問來源，兒子說與同學仔一起去便利
店買的，這天下午放學，幾位同學交談中
說一起去買 「秘吸」，拉他同去，還說很
好玩的，他帶着好奇心去了，跟着同學買
了這支電子煙。兒子對他說，同學早就玩
電子煙了，放學出了校門，走離學校遠一
些，估計不會遇見老師，有的同學把電子
煙拿出來抽，作狀扮 「大佬」，同學覺得
他很威，知道便利店可以買到，便買回來
扮 「大佬」，同學間互相鬥威，你威嗎？
我更威！

好友聽過兒子的說話後，發覺問題複
雜，先要為兒子擺脫不良習慣，往後須經
常留意他的行為。此外，他又專注搜集有
關電子煙的資料，了解電子煙的售賣方式
、吸食潮流、所含成分，以及對人體健康
的影響。他吃驚地發現，電子煙的銷售在
香港不受監管，誰都可以買，不受年齡限
制，連穿校服的小學生到便利店，說買電
子煙，店員立即給他，對證了兒子說的話
。他找到一份關於電子煙的調查報告，指
百分之五的小學生吸電子煙，最小年紀六
、七歲，受調查的一位小三同學承認最初
同學仔送給他，再帶他去買，有的同學拿

來當玩具，誰夠我潮，有的擺姿勢扮吸煙
，但真正吸的只是少數。

他認為煙商唯利是圖，推銷手法水銀
瀉地，處心積慮主攻青少年學生市場，銷
售網分散到學生出沒的店舖、連鎖店，意
想不到還有些文具店、小型書店，小學生
要買電子煙，像買雪糕那樣容易。

煙商不斷投入資金加大宣傳，路過商
店，看到張貼電子煙的宣傳海報，宣稱 「
不含尼古丁」、 「不會上癮」、 「電子煙
不是香煙」、 「電子煙助戒除煙癮」，煞
有介事。只看廣告相信了 「不是香煙」的
宣傳，覺得吸也無妨，當嚼香口珠就是了
，這段話吸引沒有判斷力、愛好新潮的青
少年。

另外，有人就是不戒煙： 「我吸了幾
十年，這把年紀才戒煙，還有什麼人生樂
趣！」廣告說「不含尼古丁」向不戒煙又不
想吸入尼古丁的「煙鬼」攻心戰。電子煙真
的沒有尼古丁嗎？本港已有大學化驗，確
認一些電子煙含有害物質，包括丙烯乙二
醇及甘油，可引起口部及咽喉不適，高溫
下會產生致癌物質，至於廣告說 「有助戒
除煙癮」，研究認為不確實，近於扯謊。

好友因事情發生在兒子身上，開始關
注電子煙帶出的社會問題，社會上大力宣
傳反吸煙，公共場所、商場、茶樓食肆、
電影院、寫字樓、港鐵、巴士、所有公共
交通工具都列為禁煙區，香煙包裝要求註
明 「吸煙危害健康」的警告字句，另一面
卻對電子煙此類 「次香煙」大放綠燈，網
開一面，不加任何銷售管制，不限年齡購
買的放縱態度，影響深遠，青少年今日玩
的或是吸食，長期養成接觸煙的習慣，小
腦袋不設防，逐漸失去抗拒力，年長了，
他們踏入社會工作的時候，也許放棄了電
子煙，改吸香煙，由電子煙升上香煙的台
階，出現新一代吸煙人，正是好友憂慮的
社會問題。

陸機《平復帖》 顧 農

現存最古老的
紙本書法真跡─
西晉文學家陸機的
《平復帖》歷來是
研究熱點之一，而
其首要任務在於文

字的釋讀和內容的闡述。據啟功先生的釋
文，《平復帖》節錄如下：

「彥先羸瘵，恐難平復。往屬初病，
慮不止此，此已為慶。承使唯男，幸為復
失前憂耳。……」（《陸機平復帖》，文
物出版社一九六一年九月版）

陸機的朋友中字 「彥先」的有好幾位
，啟功先生認為應當是賀循。對啟功先生
的釋文頗有意見不同的人，不少文字的釋
讀出入很大，但對這 「彥先」二字大抵都
沒有什麼異議，並且贊成就是指賀循其人
。（詳見王琪森主編《〈平復帖〉暨二陸
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一書，文匯出版
社二○○九年十月版）

今按賀循是因為得到著作郎陸機的推
薦到首都洛陽來當官的，《晉書．賀循傳
》云：

「著作郎陸機上疏薦循曰： 『伏見武
康令賀循德量邃茂，才鑒清遠，服膺道素
，風操凝峻，歷試二城，刑政肅穆……出
自新邦，朝無知己，居在遐外，志不自營
，年時倏忽，而邈無階緒，實州黨愚智所
為恨恨……謹條資品，乞蒙簡察。』久之
，召補太子舍人。司馬倫篡位，轉侍御史
，辭疾去職。」

陸機任著作郎在元康八年，然則賀循
到任當在元康九年或下一年（永康元年）
；而再下一年（永寧元年）司馬倫篡位，
賀循辭疾去職，陸機一度下獄，稍後就追
隨成都王司馬穎離開洛陽了。如果《平復
帖》中的 「彥先」就是賀循，那麼此帖當
作於永康元年或其稍後。

可是關於《平復帖》的書寫時間，現
在有五花八門的估計，最早的放在陸機入
洛之前，晚的則安排在太安二年七月至十
月間，也就是陸機臨死前不久。在這些時
間段裏，陸機都不大可能在給別人的信中
談及賀循的健康問題。如果這個問題不優
先予以解決，《平復帖》的研究就很難深
入下去。 拿破侖與三個女人的生死情緣 高秋福

拿破侖雖愛約
瑟芬，但在愛的過
程中，他的 「感情
出軌」一再發生。
其中廣為人知之一
例，就是他同波蘭

貴婦瑪麗．拉辛斯卡的艷遇。
一八○六年十月，拿破侖率軍進攻普

魯士，很快攻佔柏林，旋即又向波蘭挺進
。十二月下旬，他乘坐馬車來到波蘭首都
華沙西邊的小鎮布洛涅，受到波蘭人的熱
烈歡迎。這時的波蘭已三次遭受俄羅斯、
奧地利和普魯士瓜分，面臨亡國滅族的危
險，視這位法國皇帝為 「大救星」。一位
年輕女郎從歡迎的人群中衝出，向馬車中
的拿破侖喊道： 「歡迎，熱烈歡迎！我們
在等待您拯救波蘭。」拿破侖瞄了她一眼
，秀美的身材，嬌嫩的面龐，一頭瀑布似
的金髮，兩隻藍寶石般的眸子，簡直像個
天仙。他當即摘下帽子向她致意，並順手

把一束鮮花送給她說： 「華沙見！」她萬
萬沒有料到，她這一有點魯莽的行為竟改
變了她的人生。

這位名叫瑪麗．拉辛斯卡的女子於一
七八六年十二月出生在華沙，父親在爭取
民族獨立鬥爭中英勇獻身。她一到十八歲
，母親就將她嫁給六十八歲的鰥夫安東尼
．科隆納．拉辛斯基伯爵。她無心家庭生
活，時刻關心着國家命運。一睹法國皇帝
的風采之後，她有好幾天心情難以平靜。
可是，她沒想到，那位法國皇帝也惦念着
她。據她後來回憶，幾天過後，一位華沙
高官來到她家，邀請她參加法國皇帝也將
出席的舞會。他解釋說，這位皇帝來到華
沙之後，一再打聽在布洛涅接受他花束的
女郎， 「我今天終於找到你，希望你在舞
會上與他共舞。你要知道，我們波蘭的命
運就掌握在他手中。」聞此，她才明白這
位高官的真正來意。

消息很快傳開，丈夫高興，朋友們競
相來她家祝賀。她開始猶豫要不要接受邀
請，但大家無一不勸她一定前往，因為 「
這是為國家效力的大好機會」。一八○七
年一月十九日，她壯起膽子赴約，沒有化
妝，只在頭上插了幾朵鮮花。一到舞場，
拿破侖就走上前來，熱情同她交談，然後
邀她共舞。她得體的談吐，機敏的才思，
優雅的舉止，動人的舞姿，當即把這位正
在征服整個歐洲的法國皇帝征服。一曲結
束，聰明的她立刻就感到，他的話語中不
無挑逗的意味，他的目光中充滿火辣辣的
渴求。他之所以惦記她，顯然是另有所
圖。

此後，她幾乎每天都收到拿破侖邀請
她赴宴的信函。他明確表示， 「我需要你
」， 「我心中只有你」，她則一再表示婉
拒。消息傳出去，波蘭各方面的高官顯貴
競相登門規勸。他們說，贏得法國皇帝的

好感，不是個人的事，應從國家和民族的
前途考慮。如果拒絕他，那將是 「對身陷
苦難的祖國的不忠」。在這種情況下，她
作出決斷說，出於國家利益需要，她 「願
意作出個人的犧牲」。

就這樣，她同拿破侖開始共度良宵。
消息很快傳遍華沙上流社會，沒有人指摘
她，反倒將她視為 「民族英雄」。她慢慢
發現，他確實很愛她，答允幫助她的祖國
盡早擺脫異族統治。她認為，只要法國牽
制住普魯士、奧地利和俄羅斯，對波蘭就
是一種援助。因此，無論拿破侖後來移師
哪裏，她就跟到哪裏。不久，她發現自己
懷孕，這使拿破侖興奮不已，證實他有生
育能力，能為法國留下 「龍種」。

一八一○年五月十日，她回波蘭生下
一個男嬰，老伯爵為其命名為亞歷山大．
弗洛里安．拉辛斯基。但是，任誰都明白
，他是拿破侖的孩子，只是拿破侖不能公
開承認。拿破侖還算有情有義，儘管此時
剛剛招納新皇后，還是邀請拉辛斯卡攜嬰
兒前來巴黎，安排他們下榻一座豪宅，他
不時悄悄前來看望，並把拿坡里包括六十
多座農莊在內的一大筆房地產賞賜給她們
母子。他同她的親密關係，實際上到此即
宣告結束。

她對拿破侖十分感念。在他流放厄爾
巴島之後，她曾帶着孩子秘密前往探望。
次年，在他遭遇滑鐵盧慘敗之後，她曾前
往法國東北部的馬爾邁松，對流寓不定的
他百般安慰。一八一七年，她在巴黎逝世
，年僅三十一歲。流放在聖赫勒拿島上的
拿破侖得悉，不勝唏噓。她被安葬在巴黎
的拉雪茲神父公墓，後應其弟請求，遺體
遷回波蘭，心臟仍留在巴黎。她後來的法
國丈夫菲利普．安托萬．多爾納諾將軍在
其回憶錄中稱讚她是 「熱誠的愛國者」、
「在波蘭有影響的政治人物」。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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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電子煙誘惑孩子 鄭家豪

願做故鄉稻麥 李丹崖

去拜訪一位老
作家，在他的書房
裏看到一幅書法作
品：稻香茶暖。

這位以寫批評
雜文而著稱的作家

，怎會在自己的書房裏懸掛如此溫婉的橫
幅？我心裏直犯嘀咕，通過與他聊天才知
道，原來老作家是 「筆頭老辣、心腸極熱
」之人，面對社會的不良風氣，他針砭時
弊，但是，生活中的他卻極其喜歡兩種光
陰。一是故鄉的稻子熟了，萬里金黃；二
是新泡的紅茶在盞，香氣縈然。

真是一想起故鄉，心頭總會濾過汩汩
溫泉；一念及故鄉的草木，心底就盛放出
了一整個春天。

前不久，在附近的農家樂田園餐廳旁
見到一處梨田書屋，原以為它是作為農家
樂的配套產品。走進去，才發現，古風悠
悠，所陳展之書，全部是古版線裝書，書
架和堆頭也都是由原木和根雕製作而成。

書屋坐落在村口一座大梨樹下，與周
遭整個環境融合在一起，渾然天成。出於
好奇心，我去問這位書屋的主人，得到的
回答卻是一位「無名氏」。三年前，村委會
收到了一筆匿名巨額匯款：五十萬元。

隨着巨款，還有一封信，大意是，二
十年前，他南北闖蕩，落魄到此地，身無
分文，心灰意冷想起對家人的信誓旦旦，
再看看如今一事無成，在一棵梨樹下，他
抽掉了自己的腰帶，幾欲輕生。後來，一
位老人跑過來，笑容可掬地遞給他兩顆梨
子，笑着說，看你剛才鬆動皮帶，一定飢

渴難耐，吃下它吧，甜着呢！
年輕人無法拒絕，一口氣吃下了兩顆

梨子，那梨子真甜，甜到足以讓他看到了
生活的全部希望。他吃下梨子後，老人又
給了他一籃子梨子說，你提着這籃子梨子
上路吧，別餓着。

後來，年輕人靠着這籃梨子充飢到了
省城，終有建樹。他不知道當年那位老人
的姓名，投資這個書屋，算是報答他對這
片土地的恩情。

我想，這位匿名的年輕人雖不在此地
出生，他卻把這片梨園當成了他靈魂的故
鄉。

古人多智慧呀！在造字時候，把 「鄉
」和 「香」同音，這是多麼美妙的祝福。

多年前，在一個畫冊上見到蘇州博物
館為明代畫家沈周舉辦的一次畫展的名字
，非常美妙： 「石田大穰—吳門畫派之
沈周特展」。一個展覽，足以概括沈周的
風骨，以及他高貴的心性。

首先，石田是沈周的號，沈周出身在
陽澄湖附近的一座鎮子上，那裏，水草豐茂
，自然機巧一派天成，應該說，這是一座人
文薈萃的風水寶地。穰，意味五穀豐登，當
然，也寓意沈周詩書畫樣樣精通。另外，
大穰，更像是在故鄉大地上一株茁壯成
長的稻麥，安享着故鄉母體的恩賜，然後
慢慢在歲月深處顆粒飽滿，修成正果。

老作家也罷，年輕人也罷，沈周畫展
的策展人也罷，都把心靈深處最隱秘的美
好交付給了故鄉的一片土地、一根草木、
一方水土。他們，應該都算是故鄉大地上
一株安詳的稻麥。

▲拿破侖的波蘭情婦瑪麗．拉辛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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