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2 策划 2015年2月3日星期二
编辑张亚琴 |组版方芳 | 校对吴巧薇 —始于1949年—

徽印象酒邀您一起品读

俗话说，“人是铁，饭是

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胡适出

席的饭局很多，曾有学者统计

过，他在一个月有十一次饭

局，其中四天有两顿都是在饭

局上解决温饱的。这些饭局

的出席者大都是所谓“高眉”，

真正“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

丁”。不过也有例外，2月 10

日是严敬斋请客，在胡适眼

里，“席上一班都是俗不可耐

的人”。这伙人吃过饭，就“推

三百元的牌九，一点钟之内，

输赢几百”，胡适觉得很无

聊。有个赌徒还拍马屁，称赞

胡博士的“学派”，说是“唐宋

元明都比不上”！自然，温文

尔雅的胡适在表面上可能一

笑置之，心里却憎恶得很。

而在除夕这天，胡适则一

口气赶了若干饭局。“午饭在

欧美同学会，有两局：一面是

孟和、孟真为袁守和饯行;一

面是余上沅约梁实秋吃饭，并

有今甫、一多、吴世昌、陈梦

家、公超、林伯遵众人”，“晚上

到美国使馆吃晚饭”。“我回家

时，家中过年的客还在打牌，

我打了四圈，就去睡了。他们

打牌守岁，直到天明。”

1942年2月14日，农历除

夕的下午，重庆江津西南15公

里的鹤山坪，陈独秀的三儿子

陈松年一家四口从江津赶上

山来过春节。

自从陈独秀三年前从江

津搬到鹤山坪后，陈松年还没

跟父亲在一起过个团圆年。

陈松年与父亲现在的妻子潘

兰珍呆在一起有点别扭：潘兰

珍34岁，只比松年大两岁。再

者，陈松年过得也不宽裕，一

家四口只靠他在中学当老师

那点微薄的薪水养活，有时还

要给父亲看病抓药，欠了一屁

股债，说是过年，连办年货的

钱都拿不出来。

可是这一次过年有所改

善，陈独秀的名气在鹤山坪传

开后，上门请他写对联的山里

人特别多，只要来的都拎点年

货送给他。鸡鸭鱼肉都不用

花钱买了。他几次请人捎信

下山，叫松年一家上山过个团

圆年。

除夕夜，陈独秀叫儿子在

院子里放了鞭炮，全家人围在

小桌前，高高兴兴地吃了顿年

夜饭。陈独秀一手抱着大孙

女，一手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小

孙女，满脸欢喜地享受着难得

的天伦之乐。

这是他在人世间过的最

后一个春节。

陈独秀：
人生的最后一个春节

胡适：
除夕也要赶饭局

1948年 11月沈阳解放，人

们的生活有了全新的开始。同

时，为了与各界民主人士商讨建

国大业，从1948年11月至1949

年2月间，先后有三批由香港北

上的民主人士，从哈尔滨来到沈

阳，直到当年的2月25日，他们

才从沈阳启程赶赴北平，参加新

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

也就是说，那一年的春节，

这些民主人士在沈阳度过，当然

这里面也包括桐城人的章伯钧。

据《辽宁省志》记载，“1949

年的1月26日，也就是阴历的腊

月二十八，中共中央东北局、东

北行政委员会、东北军区及东北

各界人民代表在沈阳举行盛大

欢迎会，欢迎出席全国新政治协

商会议而先后到达东北解放区

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

人和民主人士。出席大会的民

主人士有李济深、沈钧儒、马叙

伦、郭沫若、谭平山、彭泽民、章

伯钧、蔡廷锴、章乃器、李德全、

沙千里、茅盾等34人。”

这些民主人士，为何会齐聚

沈阳呢？这里面还有一段故事。

1948年中共中央号召召开

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具体的方式

是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

团体的代表来到解放区，商讨筹

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开会地点

拟在哈尔滨。

很快，中共中央开出了第一

份正式邀请名单，其中包括李济

深、冯玉祥、何香凝、李章达、柳

亚子、谭平山、沈钧儒、章伯钧、

彭泽民、史良等29位著名民主

人士。

这些人由香港秘密乘船北

上，前往东北解放区，终于在春

节之前会聚沈阳，入住铁路宾

馆，即今天位于中山广场附近的

辽宁宾馆。

这些民主人士在沈阳怎样

度过这个特别的春节，并无具体

的记载，但是从一些资料看，他

们这个春节也很忙碌。

在民主人士离开沈阳的最

后一两天，铁路宾馆举行了两项

活动。一是郭沫若将他在东北

解放区所收集到的古玩、字画

等，在一楼大厅里搞了个大型展

览。各种稀奇古怪的瓶子、罐

子、条幅、轴画，摆满了一楼大

厅，章伯钧、章乃器等人装书及

古玩的木箱子也分别有三四个。

第二项活动是，沈阳京剧院

的名角秦友梅、尹月樵、张筱贤同

台演出了新编历史剧《九件衣》，

来欢送这些民主人士离开东北。

1949 年 2 月 25 日，这些民

主人士共35人，在林伯渠、高崇

民、田汉三人的陪同下，从沈阳

站登上专列“天津解放号”，离开

了沈阳。

章伯钧：
民主人士齐聚沈阳

铁路宾馆旧时面貌

张兆和：
一家人办“春晚”

合肥张家是近代史上的

名门贵族，除了拥有万顷良

田，热心于结交蔡元培这样的

教育界名流、投资教育事业，

还因四个才貌双全的女儿而

尽人皆知。后来，这个大户人

家的二女儿张允和嫁给了颇

有建树的语言学家周有光，三

女儿张兆和则嫁给了赫赫有

名的大作家沈从文。

张家曾住在苏州九如巷，

那时张家十姐弟,一个个非常

活泼,孩子们倡议在春节期间

搞一个“同乐会”,相当于现在

的春晚,得到了家长的赞同。

演员和观众除了家人外,还邀

请一些来宾参加。

晚会自晚上6点开始,除

了跳舞奏乐唱昆曲,还演出了

田汉创作的独幕话剧《咖啡店

之一夜》,可谓时髦和新潮。

张家的儿子张宗和扮演男主

人公,姐姐张允和扮演女主人

公,其他角色均由张兆和姐弟

担当。

安徽怀宁人杨小楼是杨派

艺术的创始人。在当时和梅兰

芳、余叔岩并称为“三贤”，成为

京剧界的代表人物，享有“武生

宗师”的盛誉。他在艺术上继

承家学，师法俞菊笙、杨隆寿，

同时博采众长，逐渐形成独树

一帜的“杨派”。

1936年正月初一，京剧大

师杨小楼在北平上演《贾家

楼》，上座极盛。杨小楼的几场

开打精彩异常，台下不时掀起

阵阵掌声。不料戏临结束，杨

小楼在最后一场开打时竟然失

手，他手执的长刀掉在台上，场

面顿时尴尬。

然而，在场者没有一个人

喝倒彩，观众们先是愣住了，随

后，不少人发出了善意的笑

声。杨小楼抱歉地朝全场观众

笑了笑，拾起掉落的长刀，又继

续打下去。

一件小事，颇见当时的民风。

杨小楼：
上台演出竟失手

1865年的农历正月初一，在

金华经商的安徽人黄定华家中

传出产子的喜讯。

人近中年终于当上父亲，对

于这个长子，黄定华分外欢喜。

他为孩子起名懋质，寓意勤奋和

美好。这就是山水画一代宗师

黄宾虹。

因为家境殷实，黄宾虹度过

了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父亲

对他悉心栽培，请了金华城里最

有名的先生给他讲授四书五

经。课余时间，黄宾虹和表兄弟

们在外婆家附近的酒坊巷玩耍，

靠扔石子打发无聊的时光。

他的绘画天赋，在4岁时就

开始展现，课读之暇，见有图画，

便效仿涂抹。每当父亲黄定华在

书房挥毫泼墨时，黄宾虹总爱站

在一边静静观看，父亲见他这么

感兴趣，就让他握着笔学着涂

抹。殊不知这一握，直至他92岁

去逝，那枝笔就再也没有放下过。

26岁时，黄宾虹举家搬回安

徽老家，而他对人生最开始的这

26年岁月的回忆，也被珍藏在一

幅《家庆图》中。画作的内容，是

当时黄宾虹在金华的家的真实

写照。画中人物神态安详，背景

屋宇楼台井然错陈，家境殷实、

母慈子孝、耕读传家的特点跃然

纸上。

这幅画，黄宾虹珍藏了一辈

子，无论怎样颠沛流离，都随身携

带。每年春节前夕，他都会恭敬

虔诚地拿出来供家人观摩一番。

黄宾虹：
正月初一出生的大师

杨小楼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