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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 年 5 月 19 日晚上，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
介（1892—1927）来到安徽芜湖。次日，在中学好友西
川贞吉的陪同下游览了芜湖，5月21日，离开芜湖前
往九江。

芥川回国之后，陆续发表了《上海游记》《江南游
记》《长江游记》，1925 年 11 月改造社出版了单行本

《中国游记》。《长江游记》的第一篇题为《芜湖》，记录
了芥川在芜湖的所见所闻与所感。

芥川的芜湖印象

抵达芜湖之前，芥川游历了上海和苏杭、南京等
地，刚到中国时的新鲜感已经消失殆尽。他对芜湖
的第一印象似乎不算很好。

“我和西村贞吉在芜湖的街上漫步。道路上随
处都是照不到太阳的石板路，两侧挂着眼熟的银楼、
酒栈的招牌。来了中国一个半月，看着自然不觉得
稀奇了。独轮车从路上经过时，车轴吱吱嘎嘎作响，
吵得人脑袋痛。我表情阴暗，西村和我说话，我也只
是应付了事。”

这是芥川在《芜湖》开篇所说的话。从中可以看
出，芜湖在他眼中已经缺乏新鲜感，独轮车的噪音也
让他感觉不适。独轮车又名手推车，是近代芜湖很
常用的一种交通工具，推行时发出“吱吱嘎嘎”的响
声，让神经敏锐的芥川十分难受。1927年，西村贞吉
在纪念芥川逝世的短文《芥川龙之介给无名之友的
信件》中披露了一个细节：

……他极为怕狗，这也许是他一生的心病。若
干年后在芜湖的郊外散步时，他不止一次畏惧闾巷
人家得了皮肤病的狗，总是屏住呼吸跟在我身后，仿
佛退避三尺不踩老师的影子。在芜湖唐家花园我的
住所，他在明信片上写了一首诗：

荒径独彷徨，草绿隐日光。
欲念宛如兽，何时梦中惶。
这首诗描写了芜湖荒颓的小路，正确的日期是

1921 年 5 月 20 日。芥川怕狗，小时候曾经被恶犬追
赶而惊惶逃窜。小巷中的野狗也许是造成芥川对芜
湖印象不佳的原因之一。

在西村贞吉的导游下，芥川龙之介游览了芜湖
城内。

“在街上转了一圈之后，西村带我去倚陶轩——
又名大花园的饭馆吃饭。据说这里曾经是李鸿章的
别墅。然而走进花园，感觉和洪水之后的向岛没有
差别。花木稀疏、土地荒废、‘陶塘’浑浊、室内空空
荡荡，那景象几乎与玩乐的茶屋最无缘分。”

芥川在上海拜访过李鸿章的第三子李经迈。芜
湖正是李鸿章家族势力最大的城市。1876年芜湖开
埠通商之后，李鸿章的亲属纷纷到芜湖发展。辛亥
革命之后，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寓居芜湖，潜心经
商，开办当铺、洋行、保险公司，投资房地产，创办“利
济轮船公司”。李经方的宅邸位于华盛街，俗称“钦
差府”。李氏家族的住宅和私家花园环绕陶塘，有西
花园、大花园、留春园、景春花园、长春花园等。旧中
国的芜湖水患频繁，李家大花园在1915年遭受水灾，
后租借给“倚陶轩酒家”。芥川看到的是水灾之后的
陶塘，所以感觉破败萧条。

“唐家花园”在哪里？

根据游记的记载，芥川当时住在“唐家花园”。
在文章开头，芥川这样写道：“住进位于唐家花园的
公司住宅，衣食住行都安排得非常周到，实在让我惶
恐。”文章结尾处再次出现了这个地名。“晚上，我和
西村并肩坐在唐家花园的露台藤椅上。”唐家花园位
于何处？芥川为何下榻在那里？

西村贞吉任职于三井洋行，根据 1920 年出版的
《中国在留日本人人名录》（第十一版），三井洋行芜
湖办事处的宿舍位于芜湖大马路（今中山路）。但是
并没有出现“唐家花园”的字样。

经过继续查找，笔者在 1933 年东亚实业调查会
出版的《满蒙商工发展录》中“芜湖”的部分，发现了

“矿山船舶 森恪事务所 北门外唐家花园”的记录。
以此为线索，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在 1923 年出版的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同窗会《会员名录》中，记录有东
亚同文书院会员森利嗣的信息。他在“安徽省洋码
头森恪事务所”工作，住址为“芜湖北门外牛车巷唐
家花园”。

“森恪事务所”的宿舍位于“芜湖北门外牛车巷
唐家花园”。在 1919 年版《芜湖县志》“城北图”中，
紧邻北门的一条路标注为“牛车巷”。小巷南侧为
池塘，即现在的九莲塘公园，北侧有近似长方形的
实线框，可能是唐家花园的所在地。牛车巷西南、
东北走向，长百余米，道路弯曲。西端与渡春路相
接、与九华山路相交；东端与黄山路相交。关于“牛
车巷”，姚和平在《鸠兹俗俚（第一辑）》中有这样的
描述：

牛车巷，东起黄山路，巷口对面是市第一中学；
西至九华山路，与渡春路相接。这是一条仅百余米
长，且弯弯曲曲的黄泥小巷。一条小巷，以劳动者谋
生手段——养牛和拉车起名，这在芜湖的地名中是

非常罕见的。上世纪末在城市改造过程中，因了九
华山路的扩建、科学会堂的建设、黄山路的扩建，牛
车巷被拆除。

芥川这样描写唐家花园露台外的风景：
露台外的槐树梢头，静静地沐浴着月光。在树

梢的远方——黛瓦白墙的城中有几个古池塘，再远
处应该就是扬子江水了。江水汪洋横流的尽头，便
是赫恩梦中，如蓬莱般令人想念的日本的岛山。

这段描写意境优美。从牛车巷向向东望去，是
陶塘方向，与“黛瓦白墙的城中有几个古池塘”的描
述相符。综上所述，可以推断芥川在芜湖并没有住
在三井洋行的宿舍，而是住在森恪事务所的宿舍，即
北门外牛车巷的唐家花园。

日本人森恪和芜湖的桃冲铁矿存在密切的关
系。森恪（1882—1932）是近代日本较为著名的政治
家、实业家。年轻时在三井洋行做实习生，1905 年
成为三井洋行上海支店的员工，1914 年任三井洋行
天津支店长。同年，森恪的“中日实业株式会社”与
中方的“繁裕公司”签订了共同开发桃冲铁矿的协
议，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松平恒雄为协议做见证人。

“中日实业株式会社”以低价收购，掠夺芜湖的矿
产。虽然森恪以个人公司的名义与中方签订协议，
但他时任三井洋行天津支店长，与同在三井洋行工
作的西村贞吉是同事关系。芥川的记事本中，有一
条“桃冲铁山―荻港”的记录。这可能是西村贞吉
提供的信息，而桃冲铁矿与森恪的实业存在密切的
关系。

芥川说西村“写了好几封信到上海”。1921 年 7
月 12 日，芥川在天津写给西村贞吉的明信片的地址
是“安徽省芜湖唐家花园”。由此可以判断，1921 年
西村在芜湖居住时间较长，工作内容很可能与森恪
的“中日实业株式会社”存在关联。

芥川回国之后，以上海和芜湖为背景创作了小
说《母亲》。小说中有这样的描写：“雍家花园的槐树
与柳树在午后的微风里摇曳。太阳的光影洒落在庭
院、青草、泥土上。”作品中出现的“雍家花园”，原型
应该就是“唐家花园”。

1921年5月20日，芥川在芜湖走马观花，见闻寥
寥。他在唐家花园的露台眺望夜色中的芜湖，倾吐
了一个多月的中国之行所积淀的感触。这既反映出
芥川真挚的态度，也体现出他身为旅行者，无法深入
了解中国社会，未能洞察政治动荡、民生凋敝背后列
强侵蚀中国的现实。

（本文作者系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日文系
主任、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上海分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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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杨树位于湾沚西南 10 余公里，地处青弋江东
南岸。这里曾经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防区前沿的一
个要点。以红杨树为界，青弋江边西河镇一线，原来
是国民党军第三十二集团军第一四四师和第一〇八
师的防守。1938 年 10 月 7 日，谭震林率第三支队共
1000 多人受命接防青弋江西岸的西河镇一线，与国
民党军协防青弋江，担负湾沚、南陵之间的夫子决、
马家园、红杨树至西河镇一段阵地的防务。第三支
队接防前不久，红杨树已落入日军之手。第三支队
以机动防御与敌周旋，决心夺回红杨树。

1938 年 10 月上旬，第三支队第五团第二营派出
十几名作战经验丰富的侦察员，利用夜暗摸进红杨
树，对日军进行袭击骚扰。谭震林亲率两个连到前
沿指挥战斗。立足未稳的日军摸不清虚实，害怕被
围歼，仓皇撤离。第三支队趁机收复了红杨树。红
杨树战斗是新四军“皖南第一仗”。战斗的胜利不仅
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而且极大地鼓舞了
皖南人民的抗战热情。

擅长山地游击战的新四军，如何在水网地区作
战？第三支队在深入调研走访后，针对日军在水网

地区主要是通过光秃秃的、没有坚固工事的圩堤进
攻的特点，制定了将圩堤挖断、易于分兵把守的作战
方案。在日军来袭时，利用断堤将其化整为零，然后
再各个歼灭。同时，在圩埂拐弯处，开挖深沟战壕，
设置一个个暗火力点，把进犯的日军引入断堤，堵在
圩堤的直线段，以横向对敌纵向，以面对点，分层配
置好明暗工事，发挥保护自己、消灭敌人的优势。

14日，红杨树保卫战再次打响。驻劳山镇（今属
宣城）等地的日伪军步骑炮兵 400 余人，向五团二营
红杨树阵地进攻，时任新四军参谋处长赖传珠“去电
布置作战计划”。谭震林亲临指挥，五团二营沉着应
战，自 15 时激战至 19 时，将敌击退。毙伤日伪军 10
余人。

15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开一个营去蒲桥，
策应第三支队作战。17 日，五团一部袭击崔家山的
日伪军，另以主力向红杨树日伪军进击, 两地日伪军
步炮兵约 300 余人。日伪军因受双方夹击，恐慌万
状，除以机枪及炮乱射外，即向湾沚溃退，五团即收
复红杨树阵地。此次战斗，毙伤日伪军20余人，五团
伤亡10余人，缴获炮弹数十枚、军用品一部。

同年 12 月 4 日拂晓，作为当时青弋江阵地战的
一部分，五团桂蓬洲参谋长率领该团三营经崔山头
袭击红杨树之敌，先将敌排哨完全消灭，后与敌接
触，遭敌方炮火轰击。最终五团三营奋勇作战占领
了崔家山高地。在红杨树的战斗中，排长张金发率
领八个同志，以一挺机关枪为主要火力，消灭了七十
几个日军，重创日军大队长一人。其中一个右手受
伤的同志，在日军退却前，还用嘴咬开弹盖，掷了两
个手榴弹，打死日军3人。红杨树战斗，激战3小时，
毙伤日伪军 100 余人，日伪军狼狈退回湾沚，五团攻
克红杨树阵地。

新四军第三支队在红杨树的一系列战斗，当时
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38 年 12 月 4 日的

《新闻报》“战地生活”专栏刊载了《红杨树的战斗》一
文，1939年2月26日《新华日报》刊载的《一年来的新
四军》一文中称：“在红杨树之役，新四军一个排击退
了敌人数百之众。”同年 8 月 1 日《大美晚报》转载香
港《星岛日报》的《新四军不断创造光荣的战史》一文
中也有红杨树战斗的详细记载，称“红杨树之役”，是

“一个奇迹”。

房列曙房列曙

前些日，在一篇关于香港文学的专著里，读到
一个陌生的作家名字：刘以鬯。读后方知，此君乃
文史大家。就此，也认识了极为古怪的汉字——
鬯。相信绝大多数人跟我一样，对这个“鬯”字那
是相当的陌生。《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解释：1、
鬯（chàng），古代祭祀用的一种香酒，用黑黍和香
草酿制而成。2、通“畅”。

“鬯”也称秬鬯。古人用黑黍、郁金草酿制的
一种香酒，古人常用此酒来庆祝胜利、部族和亲以
及各种祭祀活动等。黑黍大家都不陌生，那么，郁
金草呢？它是否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郁金香？答
案是否定的。我们古人所说的郁金是一味中药，
属姜科植物，产于我国东南及西南部，冬季茎叶枯
萎后采挖，除去细须根洗净，蒸或煮至透心，干燥
后入酒，气味浓烈，显金黄色。

李白有诗：“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
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诗中“郁
金香”和“琥珀光”便是佐证。李白笔下的郁金香，
也并不是指今日所见之郁金香花，而是指郁金的
香味。从古诗词对仗角度来看，也能说明此郁金
香非彼郁金香花。因为诗中“郁金香”对“琥珀光”
是偏正结构，而非一个单纯的名词。

古代祭祀，有着严格等级区分，神为祀，地祇
为祭，宗庙为享。祭祀所用的祭品也有一定的规
范，旧俗备供品向神灵或祖先行礼，表示崇敬并求
保佑。为此，古人还设立了相应的官位。《周礼·春
官》记载，属官有“鬯人”。“鬯人”负责供应祭祀用
的鬯酒，并整理、刷洗祭祀用器等。由此可见，在
古代，祭祀活动的服务生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想
当就能当的。

特别有意思的是，“鬯”这个字，从甲骨文到金
文、篆书、隶书，再到我们熟悉的楷书，“鬯”字的字
形基本没有什么变化，这在汉字演变史中极为罕
见，可谓古老汉字的“活化石”。

随着时代不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秬鬯”不
再仅仅用于祭祀以及让贵族们独享，而是成了寻
常物品，“鬯”字也慢慢淡出人的视野，其主要意思
绝大多数与“酒”字通用了。

汉字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由于各种
因素的变化，有一些字、词、句在漫长历史长河中，
所表达的意思已经与最初的含义不完全一致，甚
至是相左的，就像“衣冠禽兽”。还有一些词语，则
长期被世人误解误用，很有必要正本清源，还其本
来面貌。基于此，本版特开设“字斟句酌”栏目，欢
迎广大读者踊跃投稿，来稿请注明“字斟句酌”栏
目，投稿信箱：whrbzfkb@163.com。

“爱阅之城·共读芜湖”
文艺评论征文活动启事

为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共读号召，助力打造书香
社会，共建芜湖城市文化，由芜湖市文联、芜湖传媒中
心主办，芜湖市文艺评论家协会、芜湖日报编辑部承办
的 2023“爱阅之城·共读芜湖”文艺评论征文活动现正
式启动。

一、征文要求
芜湖文艺创作成果，包括文学、书法、美术、戏曲、

摄影等文学艺术类作品的评点赏析。要求作品主题鲜
明突出，内容健康向上，提倡宣传芜湖文艺成果，有较
强的时代性和艺术性，有鲜明的芜湖地域文化特色。

二、组织领导
芜湖市文联、芜湖传媒中心主办，芜湖市文艺评论

家协会、芜湖日报编辑部承办。
三、参赛范围
面向全市文学及文艺评论爱好者。
四、征文要求
散文、随笔，字数在800—5000字之间。
五、征稿时间
自即日起至2023年10月15日止，以信箱显示时间

为准。
六、奖项设置
一等奖 2 名，奖金各 2000 元；二等奖 5 名，奖金各

1000元；三等奖10名，奖金各500元。
邀请省市知名评论家、作家担任评委，在公平公正

的原则下，对参赛作品进行评判，所有获奖作品颁发奖
金和证书。

七、投稿方式
所有来稿通过电子邮箱投稿，不接受其他形式投

稿，投稿邮箱：whplj888@163.com。请同时使用页面粘
贴投稿和附件传送投稿两种形式。邮件主题格式为

“读书+作者+作品题目”。文末请注明作者真实姓名、
通讯地址、联系电话。

芜湖市文艺评论家协会
2023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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