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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炽火焰山
李显坤

1982 年天津市出版局创办《天
津书讯》报时，因局机关是管理机
构，办报没经费，便将报纸临时派给
了图书发行单位天津市新华书店。
当时是由出版局出面协调局出版处
和天津各家出版社组成编委会，编
委会会同新华书店从出版系统物色
人员组建编辑部，印刷、发行等经营
业务则由新华书店负责。因此我被
调到编辑部的最初两年，是在哈尔
滨道中国大戏院对面的天津市新华
书店办公楼里工作的。记得那时书
店老职工聚在一起经常会说，谁谁
是“新华”的，谁谁是“三联”的，谁谁
是“中图”的，谁谁谁是“国际书店”
或“知识书店”的。这让我很感好
奇，新华书店人员的来历怎么这么
混杂。这个疑问曾伴随我很长时
间，直到后来参与编纂《天津出版
志》时，看到了天津市新华书店的档
案资料，方才明了内中缘由。

据当时的各种原始档案记载，截
至1949年1月上旬，天津共有各类大
小私营书店和书摊72家，其中38家集
中在天祥市场，其余多散落在劝业
场、南市、大胡同一带。他们所经营
的书刊，大多为古旧书、外文书和国
统区出版物，极少数偷卖解放区读
物。1月15日红旗插上天津城后，当
时代表新生人民政府批发、销售新书的部门，除华北、东北解放区
书店及三联书店相继在津开设的新华书店第一、二门市部及新中
国书局外，还有此前已由中共天津地下市委领导的知识书店和读
者书店，以及稍后出现的国际书店天津分店。

1949年 6月，新华书店天津第一、二门市部，按照中央出版
委员会的部署，合并成立“新华书店天津分店”。8月，三联书店
总管理处将在津开办的新中国书局，易名为“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天津分店”。12月，由郭沫若题写店名的新中国最早
的图书进出口公司“中国国际书店”在北京成立，旋即便在天津
滨江道老《庸报》馆旧址开设“中国国际书店天津分店”（简称
“国际书店”），专门销售苏联出版的中文书刊及各种外文出版
物、唱片、艺术画片等。1950年 5月 1日，根据天津市军管会文
教部的指示，读者书店与知识书店合并，仍以“知识书店”的店
名出版发行新书。1951年7月，遵照出版总署的指示，三联书店
天津分店与商务印书馆天津分馆、中华书局天津分局、开明书店
天津分店合并，成立“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天津分公司”（总公司
1951年元旦在北京创办，简称“中图”），并在大胡同“商务”原址
与和平路“开明”原址设立门市部，同时在滨江道光明影院旁开
办期刊门市部。

1950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出
版工作会议”。会上胡愈之署长代表中央提出了出版业专业分工
的总方针，要求各地的图书出版、印刷、发行行业要实行专业化，
各司其职独立经营。根据会议精神，1952年7月，中共天津市委
决定“知识书店”发行部并入“新华书店天津分店”。与此同时，
“中国国际书店天津分店”也按照出版总署指示划归“新华书店天
津分店”，改建为“新华书店外文门市部”。1953年12月12日出版
总署再次发出指示，决定自转年起，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并入新华
书店。于是1954年1月2日，在时任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郑季
翘、赵步崇的见证下，“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天津分公司”也划归“新
华书店天津分店”。

至此，来自在津不同系统的国营图书发行人员和发行业务统
统归入“新华书店天津分店”，使之成为当时天津国营图书发行业
的唯一机构。据店史档案所记，当时天津分店共有职工338人，下
设八科（秘书科、人事科、供应科、批发科、计划财务科、计划发行
科、课本发行科、宣传推广科），并有直属门市部七处（和平路门市
部、科技门市部、滨江道门市部、大胡同门市部、外文门市部、大沽
路门市部及塘沽支店）。此后，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为了便于图
书市场管理，文化部下发了《关于改变新华书店体制的通知》。根
据其要求，1958年8月18日，“新华书店天津分店”的隶属关系由
原来的新华书店总店划转为天津市文化局，人财物均由地方统管，
店名也随之改为“天津市新华书店”。

火焰山真是名不虚传，酷热令人难当。
杨教授自北京来，我陪他来火焰山。一

大早从克拉玛依出发，到时恰是正午。按照
杨教授的意愿，进了吐鲁番盆地，先未去别
的景点，直达这里。一下车，就随之满脸淌
汗的杨教授说了句：“想那吴承恩当年在淮
安写《西游记》，充其量上过东海之滨连云港
的花果山，那时又不是信息时代，他怎会知
道这万里之遥的火熖山呢？真是神奇！”但
从他左顾右盼的神情来看，兴致极高。

新疆地域辽阔，景点间的距离不能和江南
相比，一路行程一路大漠风光，才进入绿洲便
又来到了火焰山。视觉的变幻，不可谓不大。

这火焰山的山峰并不是很高，与陕北的
峁或梁一样。长年的风在整座山上形成了
一层层风蚀线，直观这山势，似是一层层的
岩石，细看却又像极了一层层压实的沙。天
空湛蓝，不见一点云彩，好像一块蓝布罩在
了山顶，似乎火焰山就是被这沉重的蓝压低
的。阳光变成了一道道白炽的锋芒，直往人
们裸露于外的每一寸皮肤里扎。

吴承恩在《西游记》中写道：“西方路上
有个斯哈哩国，乃日落之处，俗呼‘天尽头’，
这里有座火焰山，无春无秋，四季皆热，那火
焰山有八百里火焰，四周寸草不生。若过得
山，就是铜脑袋、铁身躯，也要化成汁哩！”杨
教授说，昨晚他又翻了下《西游记》中的这段
文字，来到山下更加深了对火焰山的印象。
唐僧师徒西天取经遇阻火焰山，孙悟空三借
得芭蕉扇，扇灭了熊熊燃烧的火焰山。今天
前来，连把扇子都忘了拿。不过就这样的高
温，扇扇子也没有什么用的。

时节正在7月中，我们抬头看，景区巨型
金箍棒温度计测得地表温度为67℃。

镌刻有“火焰山”三个大字的石碑上的
字更加火红，几只做道具的骆驼也是懒洋洋
的，烈日当头晃得人睁不开眼，周围的一片

红色更让人感觉已经置身于火海之中了。
《西游记》中所描写的火焰山虽显夸

张，但高温和寸草不生这些基本特征，与
火焰山实际情况基本符合。此刻火焰山
一片火红，山体的泥土在强烈日光的反射
下，似乎是刚出炉的炭火，热浪滚滚，绛红
色烟云蒸腾缭绕，热气流不断上升，红色
沙土熠熠发光，恰似团团烈焰在燃烧。这
样的山当然是光秃秃的，难怪在隋唐时
期，便被称之为“赤石山”，当地人也一直
称其为“红山”。

唐代著名边塞诗人岑参第一次经过火
焰山时，是在严冬，所作《经火山》诗，描述的
也是炎热：“火山今始见，突兀蒲昌东。赤焰
烧虏云，炎氛蒸塞空。不知阴阳炭，何独烧
此中。我来严冬时，山下多炎风。人马尽汗
流，孰知造化功。”

导游体贴地对一名撑着阳伞不堪高温的
老年女游客说，如果忍耐不了，拍个照就先上
车等着去下一个景点。而对年轻一些的游客，
则说要带领他们去体验被烤焦的滋味。一名
游客接过话头：“再热我也要转一转，千里迢迢
赶来，并不是为了和这块石碑合个影。”

火州吐鲁番是我国最炎热的区域，火焰
山更甚，这里的高温简直能够熔断人的思
维。山下的广场上有几尊铜塑像，唐僧师徒
四人之外，当然还得有铁扇公主、牛魔王及其
坐骑避水金晶兽。似乎他们早就习惯了这样
的炎热，在那里纹丝不动。人们却不敢轻易
出手去触摸，个个都像刚出炼丹炉的孙悟
空。火焰山的坡上有直通山顶的爬梯，但在
这样的高温下，导游劝阻着意欲攀爬火焰山
的游人，半真半假地说，曾经有几个游客在这
样的时候去攀爬，后来被火焰山烤熟了。

当然这里有坐滑翔机看山的项目，今天
却不巧，滑翔机在维修。

在红色的火焰山旁，起初我看到山脚下

有一道深沟，沟底下流着一股水，水流
不大，但很清澈。这里的水源在何处？
沟底长了许多绿树，远看杨树居多，其
他树木不好辨认。变换一处角度，远处
的盆谷已形成了一条狭长的绿洲，与火
焰山荒山秃岭形成强烈对比。一时山
峰盆谷红绿相衬，色彩极其鲜艳。导游
说火焰山下这样的河谷很多，其中最著

名的当数葡萄沟等。
这说明，高温难耐的火焰山山体之下，定

是一个天然的地下水库。正是由于火焰山居
中阻挡了由戈壁砾石带下渗的地下水，致使
潜水位抬高，在山体北缘形成了一个潜水溢
出带，从而在更远处滋润了鄯善、连木沁、苏
巴什等数块绿洲，一举养育了一方生命。这
里出产的无核葡萄名冠全世界，生长的西瓜
又沙又甜，周边还出产极负盛名的哈密瓜。

更为令人惊叹的是，在这里世代居住的
人们，对水源有异乎寻常的感知，因之发掘
并使用了坎儿井来灌溉田园。吐鲁番盆地
虽终年高温，这里的人们却大量种植适于高
温地带生长的长绒棉。秋天，株高似树丛般
的棵棵棉秆上结满了白花花的棉絮，顷刻把
一片火州的土地平铺成了雪原。

这就使得吐鲁番这个坐落在红色群山
环抱之中的盆地，成为一个令人非常向往的
地方。

汪曾祺也来过火焰山：“靠近火焰山时，
发现戈壁上长了一丛丛翠绿翠绿的梭梭。
这样一个无雨的、酷热的戈壁上怎么会长出
梭梭来呢？而且是那样的绿！不知它是本
来就是这样绿，还是通红的山把它衬得更绿
了。大概在干旱的戈壁上，凡能发绿的植
物，都罄其生命，拼命地绿。”

在汪曾祺的眼中，火焰山整个山，就像
一场正在燃烧的大火，凡火之颜色、形态无
不具，真是一个奇观。我相信汪曾祺对火焰
山是作过一番考证的，不然他不会定论，火
焰山大概是大手笔的风造成的。

火焰山实在是热，呆不住，在这里的游
玩时间比较短，40分钟左右就结束了。一到
车边我们就切了个西瓜，旁边的游客们起初
很羡慕。但很快就发现一个坡面上立了个
很大的遮阳棚，棚里摆满了西瓜，有的西瓜
已被切成了很均匀的块，鲜红诱人，虽一块

叫价三元，但切开的一堆西瓜，一会儿就告罄。
西瓜摊前有一堆沙，沙堆里埋了很多鸡蛋，有的
露在外面。这令南方来的客人格外惊奇，在沙
里能够烤熟鸡蛋，味道一定别有不同，这样的鸡
蛋也很抢手。更多的人在离去前匆忙照相，这
酷热难耐的美景，别处更没有。

离去前，杨教授一度长久地凝望火焰山，也
许联想起了什么，只听他深有感触地说：“今天
虽没有登山，但看到山下的绿洲，感觉人类的力
量真是伟大。我相信，只要肯努力，这世上还真
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啊！”

二十四节气漫谈 三夏大忙，又要夏收，又要夏
种，还要夏管。那就是芒种节气

时候的事。就说麦收吧，华北平原的金色麦浪一望无边，麦
穗从青到黄色，只在忽然之间。白居易的《观刈麦》有“夜来
南风起，小麦覆陇黄”的句子，很可能就是一夜的光景。金色
麦浪本来还可以让孩子用来捉迷藏，但用不了几天就被收割
掉，剩下空旷的田野，寂寞不了多久就又种上了玉米。所谓
“春争日，夏争时”，晚一会儿，可能雨水和大风来了，冰雹砸
下来了，庄稼就收不成烂在地里了。就算收回来了，接着也
还要在雨季前脱粒晾晒，龙口夺粮，时间紧急。

人们赶着凉爽，天蒙蒙亮时就到田里收割，但很快就是
烈日炎炎，脚下热气蒸腾，后背被太阳暴晒，人弯着腰，不抬
头，盯着黄土和麦子，镰刀飞速向前，有时会伤到手和脚脖
子。必须抢时间，收割后还要把麦子捆好拉回去，再打、晒、
藏，夏收算是完成了，接着还有夏种，马不停蹄。

有个成语叫做“针尖儿对麦芒”。针尖儿是非常尖锐的，
但麦芒，现在很多城市孩子可能真没有见识过。但既然麦芒
能跟针尖儿来“对”，可见麦芒也是非常厉害的。麦芒，就是
麦穗儿最顶端的那个尖儿，非常尖锐、扎手。而在收割麦子
的时候，金色的麦浪里有那么多麦穗儿，每一个麦穗儿上又
有那么多麦芒儿，弯下腰收割一阵子，身体上会沾上很多麦
芒。由于麦芒很小，又在腻腻的汗水中“粘”在了身上，浑身
发痒，又痒又疼，关键是还因为找不到痒处而无法“搔痒”，那
种滋味很不舒服，没抓没挠，只有结束一天的劳动用一个热
水澡来解决。还有个成语叫做“如芒在背”，也可以用来形容
这种感受。芒从农作物的穗尖儿也引申为尖锐物，也当作太
阳光来讲。除了麦穗儿上有芒之外，稻穗儿上和其他农作物
上的穗尖儿都可以叫做“芒”。

我作为知青的儿子，也体验性的参与过一点儿农业生产
活动，收割麦子时麦芒扎在身上的夏天感觉，我到现在还记
得，那是伴有阳光和泥水的被深深刺痛的记忆，麦芒混乱的

布满人的身体的很多部位，那种感觉当然不怎么美好，但那
就是农耕的记忆。

节气芒种，由此而来。
在北方，收了麦子，收拾好的田地里接着种玉米等谷

类，稻田里也要种稻子。夏种也是忙碌非常，所以芒种也叫
“忙种”。

芒种是二十四节气的第九个，也是夏季的第三个，那时
太阳黄经到达75°，大约在公历的6月5到7日左右是芒种节
气，原意是“有芒的谷类农作物可种”。芒种在农耕上是时间
的分水岭，民间谚语有“芒种不种，再种无用”的说法，就是

说，过了芒种的节气，如果还要进行农耕活动，成活率很低，
那干脆就别种了。

芒种节气的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是在前一年深秋时
候产卵，转年的芒种时开始被孵化。天气热了，到时候了，螳
螂卵破壳生出小螳螂。形容螳螂勇敢的成语是“螳臂当车”，
但也是不自量力的表现，还有“螳螂捕蝉，麻雀在后”，看来螳
螂虽勇，但不够智慧。

二候鵙始鸣。鵙，就是长尾巴、灰色的伯劳鸟，这个时候
开始在枝头出现，感阴鸣叫，叫声很凄切。古籍《初学记》里
说，伯劳鸟是古人尹吉甫之子伯奇受冤屈死之后的魂魄所
化。伯劳鸟能从芒种时一直鸣叫到七月。

三候反舌无声。反舌鸟，就是乌鸫鸟，是一种能学其他
鸟叫的鸟，叫声嘹亮声音高。奇怪的是，到了芒种三候，反舌
鸟却不叫了。侯应是古人通过动物和植物的表现探知气候
变化的妙法，但也不一定都准确。

哪一个节气都和天时有关，从春到夏的节气好像都被雨
水淋湿。节气是农耕文明的产物，也直接反映农耕文化。芒
种当然不可能例外，从这时开始，长江中下游地区进入“梅雨
季节”。梅雨季节很漫长，一般从六月中旬到七月底，整个夏
天都可能在下雨。芒种时甚至之前也可能进入梅雨季节，那
就是“早梅”。梅雨季节的得名，是因为那时正是江南的黄梅
成熟季节。梅雨季节潮湿阴郁，梅谐音霉，那个时候南方气
息，空气都有发霉的味道，所以梅雨也叫“霉雨”，别说南方，
北方也可能有长时间的连雨天。抢收和抢种，跟农时有关，
跟梅雨季节也有关，时间和机会不会总是等人，人们研究天
地之间的规律，就是为了更好地种庄稼，更好地活着。

刚下来的新鲜梅子味道酸涩，直接入口很难吃，加工的
方法就是煮梅。“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就是这个时间的
事。煮梅用水、加糖，煮过的梅就甜而不涩了。用青梅也可
以做青梅酒，但“青梅煮酒”，青梅是青梅，酒是酒。看《三国
演义》原文“盘置青梅，一樽煮酒”，青梅只是佐酒之物，而煮
酒则是烫酒的意思。

前面提到过二月二花神节，谷雨时已经“二十四番吹
遍”，到了芒种日之时，过去还有举行祭祀花神仪式、饯送花
神归位的习俗，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芒种节气在农历五月，跟端午节时间差不多，和中秋节
叫做“八月节”相对，民间本来就是把端午节叫做“五月节”
的。2022年的芒种在五月初八，和五月初五的端午节没差几
天。时间这么近，所以端午节的很多文化习俗和芒种节气有
所重合。

我记得有一年端午节全家自驾出行，也是芒种节气前
后，穿村过路时看见很多农人在田地里耕种，记忆的景象是
田里的农人弯着腰插秧，都戴着草帽，另一种记忆景象是金
色的麦浪有风吹过。我到底看见了什么呢？要不就是我的
记忆有所叠加，把几次所见记在了一起，总之我看到的是生
生不息的人，是希望的田野，是每年都会有的农忙时节。

芒与忙
杨仲凯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东四牌楼东》第
45、46集 娄晓月拿着两
卷胶卷去找草弥，想要用
密疏换汪四海的命。草弥
认定娄晓月手里只有被盗
过的两卷，不肯做这个交
易。汪四海被判死刑，哈
岚却回来自首了，想拿自
己的命换汪四海的命。汪
四海大骂哈岚愚蠢，两个
人都出不去了……

天津卫视 19:30

■《暖春》第21、22
集 小花努力学习，终于
考了个100分，高兴地跑
回家拿给爷爷看。爷爷
上山砍柳条去了。下雨
了，小花披着雨布去接爷
爷，回家后爷爷还是淋病
了，倒在床上昏睡，任谁
叫都不应。小花吓得声
声呼唤爷爷，哽咽着为
爷爷唱歌，想尽办法唤
醒爷爷……

天视2套 18:15

■《老伴》第7、8集
西安是马建国生活了半辈
子的城市，奇怪的是，建国
把两个老人接到了郊区的
一幢宅院，里面住着形形
色色的人。大孙子马克文
和儿媳妇杨林燕一直没有
出现，马建国只是支支吾
吾地说儿子去了日本，妻
子去探亲了。老两口几番
打听下来，得知大儿子和
妻子正在闹离婚，老人大
为震惊……

天视4套 21:00

■《最美文化人》本
期《最美文化人》走近天
津歌舞剧院青年歌手杨
梅，一起聊聊她心中的爱
与歌。

天视2套 19:45

■《非你莫属》本期
迎来了一位广场舞教练，
已经有19年广场舞教学
经历的他，认为简单易学
的广场舞能锻炼身体，还
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
离。此次，他寻求主播或
广场舞相关的岗位，能否
求职成功？

天津卫视 21:20

天津卫视（101）

19:30 快乐生活剧
场：东四牌楼东（45、46）
21:20非你莫属

天视2套（103）

18:15 剧 场 ：暖 春
（21、22）19:45最美文化人

天视3套（104）

17:30 剧场：当人心
遇上仁心 (8、9)19:00 剧
场：光影(15—18)22:00剧
场：重案六组三(26、27)

天视4套（105）

21:00剧场：老伴（7、8）

天视5套（106）

18:55 直播：体坛新
视野

天视6套（107）

18:30 新说法 19:20
法眼大律师20:10 百医百
顺21:00 二哥说事

天津少儿（108）

19:56多派玩儿动画
《熊出没之探险日记》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1984年秋，叶嘉莹先生应日
本的冈村繁教授邀请，赴日本国
立九州大学讲学。

冈村繁（1922—2014）先生是
中日学界公认的当代日本汉学大
家，也是日本汉学界的一位泰斗级
学者。1922年7月出生于日本滋贺县，
1944年入读广岛文理学科大学文学学
科汉文学专业，师从著名汉学家斯波六
郎教授，毕业后留校任教。大学期间，在
斯波六郎指导下，冈村先生深受日本“京
都学派”严谨学风和中国清代乾嘉学者
遗风的熏陶，打下了扎实的汉学基础。

1959年，冈村先生任名古屋大学
文学部助教，1962年获博士学位，此后
历任东北大学助教授（副教授）、九州大
学助教授、教授。在九州大学退休后，
被九州大学授予名誉教授称号。后转
任久留米大学教授，创建文学部（文学
院）并任第一届学部长。冈村先生虽没
有过到中国的留学经验，但自20世纪
80年代起，多次赴中国参加学术研讨
会，与许多中国学者结下了深厚友谊。
卒于2014年 12月，享年93岁。2002
年，《冈村繁全集》（共11册）由上海古
籍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
来首次为一位外国的中国文化研究者
出版全集，国学大师王元化先生亲笔作
序。在序言中，王元化先生这样写道：
“他对中国文化怀有的深厚感情是从他
长年累月对中国文化的倾心研究中产
生出来的……这种感情理应受到中国

学术界的珍视。”“如果说中国学术文化的
价值并不限于中国自身的话，那么我们对
中国学术文化的研究视阈也就不能囿于
本国范围。就此而言，《冈村繁全集》作为
外国的中国文化研究者的全集首次在中
国出版，是一件有特殊意义的事情。”

2013年7月30日，《光明日报》刊登过
一篇驻东京记者站负责人谢宗睿先生采
访冈村先生的报道，标题为《日本人血液
中的中国文化》。记者从一幅中国学者书
赠的“汉学泰斗”挂轴开始访谈，冈村先生
对此说道：“所谓的‘汉学泰斗’，只不过是
我读中国书的时间比较长罢了。从孩提
时代起，我读的中国书就多过日本书。十
二岁之前，我读的书全是中国的。十三岁
进入中学后，学校开设有专门的汉文课
程，作为国语的一部分。在当时的日本，
大部分小孩子都从十二三岁起开始学习
汉文，到了二十岁左右，我们对汉文的理
解能力和水平已与中国人不相上下。实
际上，在英语、德语、荷兰语等外语传入日
本以前，日本社会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只学
习中国的典籍，其中很多人的见解甚至超
过了同时代的中国人。而且，如果没有汉
文作为媒介，所谓的‘西学’也就无法迅速
地传入日本……”

30一件有特殊意义的事情

由于巧妙地处理好了建筑与
山水之间的关系，“后寝”建筑分散
而不零乱，体量较大而又不影响湖
区风景的和谐。而且，依靠绵延于
西部和南部的山坡将位于东部和北
部的主要校园建筑群遮挡在湖区之
外，从而保证了湖区风景的完整性。

在以未名湖为核心的“后寝”——燕
大生活区内，主要建筑有岛亭、钟亭、临
湖轩、一体二体和六斋四院、南北阁与圣
人楼等。湖心岛上有一座方亭，端庄，美
丽。有人说，如果把未名湖上的湖心岛
比作明珠，那么岛亭无疑是明珠发出的
最耀眼的一束光芒。

这座亭子为木质结构，形制上是一座
单檐八角木亭，由八根红色的木柱支撑起
重檐瓦当和宝塔状的亭顶，整体上给人以
敦厚稳重之感。木梁上施有精美的彩绘，
色彩艳丽，题材广泛，既有山水风景，又有
人物和历史故事。亭子的底座是一个一
米多高的八角形石台，外有回廊。

从建筑上来说，这座亭子在形制上
并没有太多特别的地方，然而“社会关
系”上却可以说是“身系古今中外”。

先说古今。岛亭所在的岛即是当年
巨蠹和珅遐想的“蓬岛瑶台”，他的那只希
望永远不沉的石舫依然系在小
岛的东侧，那是耻辱的物证，也
是留给历史刻骨铭心的教训。
时光到了20世纪的20年代，燕
京大学要在这里传播基督福
音，开展博雅教育。燕园的设

计者墨菲，起初把这个小岛设计为“拼贴式
的中国小园”——斯克拉顿—鲁斯社会活动
岛，然而为了不破坏风景区的宁静和天然，
这里最终只建了这座方亭，亭前辟出一块开
敞的空地，作为全校社交和公共活动的中
心。那里可以举行包括宗教仪式在内的小
型集会，也可做露天的课堂。例如燕大国剧
社等一些社团的活动就经常在岛上进行。
校方曾请来治贝子园的前主人“红豆馆主”
侗五爷溥侗，在这里讲授选修课昆曲。在燕
大刚迁入这里的一段日子里，在这里看电影
便成为一项常规的娱乐。有一天播放了一
部名字叫《淑春园的宝藏》的“神秘电影”，片
子开始时叙述和珅罚没后，主要宝藏从来没
有找到过，因而一直流传着淑春园中有大量
宝藏的传说。人们为了寻宝，全园都搜遍，
甚至连石舫都被移动了，仍然连影子都没
有。一个多世纪以后，“宝藏”出现了：不是和
珅的金银财富，而是“比和珅拥有的金珠宝
玉更弥足珍贵”的“燕京大学”。

再说中外。岛亭取名“思义
亭”，是为纪念一个美国人，就是司
徒雷登的朋友鲁斯（中文名路思
义）。鲁斯毕业于耶鲁大学，1897
年作为传教士被美国长老会派到
中国。

59 湖心岛上有方亭 77 面对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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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燕园的

前世今生
江溶 王燕飞著

迎接黎明

刘鹏 著

进入院中的敌人，没有直接向
楼内进攻，而是趴在楼门口台阶下
向楼内喊话，劝楼内的人放下武
器。唐明安对他们不理不睬，敌人
不耐烦了，一阵乱枪打碎门玻璃，紧
接着又扔入一颗手榴弹，被炸掉的
门框上的一段木头，猛然砸到唐明安头
上，使他瞬间昏迷过去。待他醒来时，人
已经被绑在受刑架上。案情重大，国民
党力行社天津情报组组长陆益民，亲自
对唐明安进行审讯。

陆益民一走进审讯室，就假惺惺地
称赞唐明安说：“以一人之力竟然掩护了
多人撤逃，在我的抓捕史上还是第一次
遇到，真是英雄勇士！”从陆益民的话中，
唐明安知道楼内所有同志都已安全撤
离，心中踏实下来。他长嘘了一口气，双
目紧闭，不管你陆益民说什么、问什么，
就是一个态度——徐庶进曹营，一言不
发。陆益民是审讯老手，一看唐明安的
神态，就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有骨头
的硬汉。他没有对唐明安动刑，反而让
特务们把唐明安带到一间豪华的卧室中
去休息。唐明安一进入卧室，就躺在了
床上。陆益民瞧着他，心里想：“看来这
个年轻人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既然他
不怕死，那就先用金钱、美女引诱他，如
果再无动于衷，再枪毙不迟。”

战斗、受伤，在受刑架上被绑，唐明
安确实累了，他需要休息，以便养足精
神，迎战特务们的酷刑。唐明安睡着
了。在梦中，他被一个解他衣扣的人弄

醒，睁眼一看，一个裸露的女人正一边脱他
的衣服，一边冲着他媚笑。唐明安猛地在她
的肚子上踹了一脚，那女人号叫着滚到床
下，抓起衣服边跑边说：“你等着！看我们陆
组长怎么往死里收拾你！”唐明安脑子异常
清醒：“呵呵，想用女色勾引我，你们打错算
盘了！”唐明安看着逃出卧室的女特务，心中
暗想。不一会儿，陆益民走了进来，他仍然
对唐明安挑着大拇指说：“年轻人，好样的！
在女色面前毫不动欲，让人佩服！”说着，拿
出两根金条递给唐明安。唐明安看也不看，
拽过被子蒙上了头。
“真是给脸不要脸！老子没给你上刑，

又给你送美女、金条，无非看你是条汉子，想
把你笼络过来为我所用。既然这么不识抬
举，也休怪我心狠手辣，先让你受尽酷刑遭
够罪，然后再把你处死！”陆益民对唐明安说
的话中，既有真情也有假意。真情是他确实
想把唐明安收买过来为己所用，假意是他现
在还没有下定处死唐明安的决心，让唐明安
受尽酷刑遭够罪再把他处死，只是想在精神
上给他一个打击，让他在即将丢掉性命的恐
惧中屈服，转而投靠力行社。不想，唐明安
听了陆益民的话，仍然没有反应。这下子可
把陆益民激怒了，他立刻下令，让特务们把
唐明安带到了审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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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姑母叶嘉莹

叶言材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