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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吴宓成了众所周知的我国著名国学大师、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红学专家、教育家、诗人。
然而，童年、少年的美好记忆却从来不曾在他心头消减半分，多年后，还津津乐道当年他大妈给“峨
阳学堂”取名的来历⋯⋯吴宓在他的日记里还写道：我大妈是一位深明大义，很有智慧的伟大女性，
是陕西当之无愧的首善首富。
　　夫人的养子按照母亲生前的意愿，亲自到云阳镇，找到相关负责人，表示愿意捐出式易堂全部房
屋和大部分财产给青训班。
青训班主任冯文彬、副主任胡乔木，代表党中央和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感谢他对中国抗日革命作出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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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媛彬，祖籍陕西长安，供职于中共西安市委政法委，现任政法委宣教处处长。
曾先后在基层派出所、市公安局政治宣传部门工作；一九八九年开始发表作品，多年来，在全国各大
媒体刊发通讯、报告文学、言论、小说、散文等各类文章千余篇，数百万字，并多次获奖。
　　本书为其第一部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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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她降生人世时就带着某种神秘，而这预示她一生际遇的离奇和非同凡响。
    一八六八年秋冬，陕西关中遭遇大旱，连续四个多月星点雨雪未见。
眼看小麦种子下地出不来苗快要旱死了，还到处尘土飞扬，原野一派干枯焦燥肃杀景象，乡村堡寨的
人们聚在一堆儿唉声叹气，第一句话就是：“唉，这老天爷还不下雨，明年生生又要饿死人咧！
”接着就有人凑钱请来法师，摆上香火神案祈雨。
可是，又一个月过去了，还是星雨片雪未落，只有凛冽寒冷的西北风，日夜不停地呼啸着扫过田园房
屋瓦舍和一双双渴盼的眼睛。
    这年，位于关中渭北平原孟村的周家，更是上下心急如焚，烦躁不安。
少夫人要临产了，预产日期过去快一个月，阵痛也时有发生，可就是不见生产，老太爷专程从京城赶
回老家想等个喜讯儿，这一等就是一个月。
这个儿媳是他亲自为小儿子继成挑选的。
五年前，身为刑部侍郎的周伯恒和刚刚从扬州盐运使调任户部侍郎的陈正方在京城相遇，两人本是故
交，都是当年同在殿试中被点的进士，遂一见如故，许了儿女亲家。
于是陈慧如，一个如花似玉的扬州姑娘就嫁给了陕西渭北孟村的周继成。
周家耕读传世，儒商持家，是方圆百里声名显赫的大户，可当他们欢天喜地办完婚事一年后，一个阴
影一直挥之不去地笼罩着这个家。
少夫人慧如相继生了两胎男婴，第一胎生下就没有呼吸；第二胎生下来没有哭声只有呼吸，不到一个
月又天折了，慧如哭得昏天暗地，死去活来，身体更加虚弱。
整整两年，她几乎天天是在礼佛诵经中度过。
直到这年，她身体终于好起来，又有喜了，且总感觉与前两次怀孕不同，好像浑身有劲，面色也红润
，可快到生产了，却⋯⋯    慧如的贴身女佣刘嫂，是一个瘦瘦的十分精干的女人，十岁时就到陈家府
上，当时慧如只有七岁，两个人像姐妹一样一起长大。
这些日子刘嫂夜夜守在她房中，急得满嘴起了火泡。
    冬月二十九日这天，慧如性情异常烦躁，坐卧不宁，松散着发髻在房中吃力地踱着步子。
她拉着刘嫂的手，流着眼泪说：“刘嫂，你说这娃是不是知道外面正闹旱灾，不愿到这世上来呀？
前两个娃出生时风调雨顺的还折了，这孩子遇到这样的天时，我真的有点害怕。
”刘嫂挽着她不停地安慰：“少夫人您放心吧，吉人自有天相，不会有事的。
”就这样一直折腾到子时，慧如忽然有了一阵紧似一阵的阵痛，刘嫂急忙打开门叫醒住在西厢房里等
候多日的两个接生婆子和几个丫鬟。
可刚一开门就被惊呆了，只见院落、房顶、花墙⋯⋯凡眼光能及之处都是白茫茫一片，挂在东西厢房
屋檐上的两排亮光闪闪的红灯笼，也伴着漫天飞舞的雪花轻轻摇曳着。
  “多美呀！
”刘嫂不禁轻叹一声，这是她跟着小姐全家从扬州迁来此地，这几年里看到的北方最美的风景，真是
一点不比扬州的明月夜差！
    两个接生婆子和丫鬟们已经端着早已备好的热水、包裹等急步进了屋，中院的门大开着，厅房里传
来老太爷和少爷继成清晰的咳声和讲话声：“瑞雪兆丰年！
继成呀，我看这是个好兆头，你媳妇这娃生的是时候⋯⋯”    “咯哦！
咯哦！
”一个健康粉嫩的小生命降生了，刘嫂奔跑到前厅报告：“老太爷、少爷，少夫人生了。
”    “男娃？
女娃？
”父子俩同时从座椅上起身急问。
    “女娃，母女平安夫人好辛苦，现在睡着了。
”    老太爷拍拍儿子继成的肩：“这娃的嗓门蛮亮的，不管男娃女娃，只要健康就好。
”说完就转身往自己的院落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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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成看着父亲的背影呆站着，他只记得父亲说，这娃嗓门儿蛮亮的，健康就好。
前两个娃出生时，他一个人也是在这间屋子等候消息，可孩子降生的哭音他一点也未听到；这回，也
许真像父亲说的是个好兆头，绝不会再发生那样悲惨的事儿了。
按照风俗，再有三天，他就可以进月婆子的房间看他的夫人和女儿了，可他这会儿能做点什么呢，眼
看天就要亮了，想着想着，忽然想到还有件“挂红”的风俗，刘嫂是南方人，可别给忘了。
于是他走出中厅，朝正在后院忙活的刘嫂喊道：“你们别忘了挂红的事！
”    刘嫂早已把几块红布准备妥当了，她在夫人的房门上挂了一块，又熟练地穿过前三个院门来到大
门口。
守门的车夫王顺早已挪开了顶门杠，给她拉开了门闩。
天色已微微见亮，外面风雪交加，刘嫂却没有一丝寒意，她心里暖暖的；王顺帮她打灯笼照着，她站
在一条木凳上，很快将一条三尺长的红布拴在门楼西侧的框檐上。
当她跳下木凳一转身，却惊得大叫一声差点晕了过去，只见在门楼东侧大石狮旁边的石板上，一位僧
尼一动不动地盘腿坐在上面，听到她的叫声轻轻抖了抖身旁行囊上的雪花，站起身双手合十点头施礼
：“阿弥陀佛。
施主莫怕，贫尼为千里之缘而来，只是要见尊夫人，贺喜得女公子。
”    王顺急忙扶起刘嫂，灯光下，刘嫂很快镇定下来，朝那尼姑望去，又是一惊，那右眉端黄豆粒大
小的一颗暗红色的痣和那清秀的脸庞是多么熟悉啊！
这分明是七年前她和小姐慧如在扬州大明寺遇见的那个妙静师父嘛！
刘嫂禁不住想起了往事⋯⋯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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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打小就喜欢书，十三四岁时，把家里能看到的书全都看完了，没书看的时候觉得很郁闷。
有天，母亲打发我去邻居家借簸箕，邻居婶子说簸箕在阁楼上。
让我自己爬梯子上去拿，谁知，一登上阁楼就被一大堆书吸引住了。
那些书散乱地堆放在阁楼一角，默默地在这里不知等待了多久也没人理会，上面已覆盖着一层厚厚的
灰尘。
我欣喜若狂，用手随意把灰尘拨到一边：“太好了！
全是小说！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家》《春》《秋》《创业史》《青春之歌》⋯⋯于是，悄悄打开阁楼上那
扇小窗户，让一缕光亮透进来，一个人享受这读书的快乐。
直到太阳落山，小窗户上的光亮全然消失，忽然才想起借簸箕的事，还有整整一天没吃东西，肚子饿
得咕咕叫，回家后自然招来了一顿劈头盖脸的责骂。
    年少的梦里，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隐隐约约总是有一份关于书的情结。
曾在基层派出所当过民警，在看守所管理过女犯人，后来到县公安局、市公安局从事宣传教育工作，
也有过一两百万的文字见诸报刊，却不曾找到那份深情的向往。
二十多年的警察生涯，如一幅五彩缤纷的长卷激荡着我创作的情怀，在调往新的工作岗位时，曾下意
识想好好写一部关于警察的书，以纪念我的职业生涯；可是，高山仰止，往往被一种不能及的怯懦所
驱散。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就特信了缘分二字，若缘分到了，便是了这份情结的凝结。
2005年初的一个周末，几个朋友聚在茶楼聊天，来自泾阳县的李先生津津乐道讲起他们邻村安吴堡“
安吴寡妇”的故事。
说她是一个经商理家的奇才，十七岁嫁给安吴堡吴家的独生子吴聘，因吴聘病重要冲喜，让她抱一只
大红公鸡拜堂；吴聘死后，她一人把百十家商铺打理得井井有条，而且仗义疏财，常干些修桥补路、
赈济灾民的善事。
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到西安，她慷慨解囊，捐银三十万两、黄金十万
两，被封为“一品护国夫人”，还被慈禧认作了干女儿。
    说者随意，我却被“安吴寡妇”的故事深深吸引，即随之驱车前往参观。
在安吴堡，我看到“安吴寡妇”住过的房子、观戏的戏楼、赏月楼、迎香宫，还有她当年捐款修建的
泾阳文庙等多处遗迹，如今还都依稀可见；吴家宅院大门上，挂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牌子，老
乡告诉我们，  “安吴寡妇”的养子秉承母亲意愿，1937年把全部宅院捐给共产党做了抗日救国青年培
训班，就是当时名扬中外的“安吴青训班”，对中国革命是有过贡献的。
    “安吴寡妇”亲自主持修建的那片被当地人称为“古柏林”的吴家墓园，历经百年沧桑却依然气势
磅礴，威仪不减当年，靠墓园边有几座埋葬着吴门之后的新坟头，其中就有著名国学大师吴宓教授的
一座。
当时的“古柏林”尚未被砖墙围起来，大家可随意走动，汽车也可直接开到墓群中，村里的牛羊也时
常放到这里来吃草。
我一个一个墓碑仔细看，转悠着找了好几圈儿也没能找到“安吴寡妇”的坟头。
老乡告诉我说，  “安吴寡妇”只活了四十二岁，因为没有给吴家生养一男半女，死后没资格进吴家
墓园；听说她被埋在东边那个高坡上，刚死的几年，好多人去祭拜，  “文革”时，坟被平了，现在
也没人知道具体位置在哪儿了。
    这天开始，我夜难安寝，总觉得一位发髻高耸，头顶上梳着一个别致的发花，身着满汉风格融合的
袄裙，天青色的披风上精致地绣着五彩加金丝的水波图案，并点缀着各式珠宝，华贵而不失典雅的女
子微笑着在面前晃动，连续好多天，这种感觉竞愈发清晰到似乎伸手可触。
明明知道这是幻觉。
可我却宁愿相信这也许就是缘分。
    哪里知道，一份“情结”竞带给了我这么多年的“纠结”，这其中的困难和艰辛远比我原先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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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大得多！
    2005年夏天开始，我踏上了这条业余写作之途，我用了一年多时间，利用节假日，先后到达西安以
北四十多公里的泾阳县、三原县一带二十多次，跑遍了这里所有与传说中“安吴寡妇”相关的地方，
了解发生在这里一百多年前的人和事。
    这是一片美丽富饶的土地，清河、泾河，嵯峨山、北仲山，还有秦朝时留下的郑国渠和后来修建而
造福一方的龙洞渠，山环水绕，风光无限。
更何况这里，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传说黄帝在此铸鼎，  “鼎成而崩”，自仙发村驾飞龙升天，至陕北黄陵上空丢下衣服（后有“黄帝
衣冠冢”）。
在寒山谷口附近的一个乡政府院内——那个不起眼的花园里，我见到了刻有“黄帝铸鼎处”字样的那
半块青石碑，历经风霜雨雪，虽早已残缺不全，却蕴藏着一种来自远古的悲壮和苍凉。
    我在安吴堡吴家大院对面的一户“农家乐”驻足，采访村里的许多老人和其他知情之人。
曾经编修过泾阳县志和文史资料的一位老教师，把他珍藏多年的资料，亲手抄写下来提供给我；在安
吴堡土生土长的一位姚姓村民，他爷爷的表亲当年是安吴寡妇管家的至交，记得很小的时候，爷爷就
跟他讲安吴寡妇的故事，一遍又一遍，直到他都听烦了，爷爷还在讲——如今，他又把爷爷讲给他的
那些零散的记忆找回来，一条一条罗列起来讲给我听。
    我总在想，在一百多年前那样的封建时代，一个刚结婚不久就失去丈夫，又没有子嗣的年轻寡妇，
该是怎样艰辛地走过她人生的每一步，又是如何经营她的“商业帝国”使其兴旺发达？
尤其是用了什么样的办法赢得人心，致使百年后的今天，当提及“安吴寡妇”时，这里的人，仍不厌
其烦，津津乐道，多是敬羡和溢美之词呢？
    大家熟知的国学大师吴宓，是安吴堡昊门之后，属安吴寡妇之子侄辈。
在西安草场坡附近的一所居民楼里，我见到了吴宓的胞妹吴须曼老人，她介绍说，吴宓曾在日记中写
道：“我大妈是一位深明大义，很有智慧的伟大女性，是陕西当之无愧的首善首富。
”    这位被后人称为“伟大女性”的“安吴寡妇”堪称秦商之呜凤，女界之娇龙，她一生的仁爱之心
，大义之举，无不透射出我们中华儿女的优秀品质和伟大的民族精神，这便是她百年不衰，活在一代
又一代人心里的原因，也是感动我这个作者的最重要的因素。
    “替奇女子发声，为大历史存真！
”我开始了更深层的考察。
这些年，在朋友的帮助下，利用节假日，顺着安吴寡妇当年巡商的路线，考察了平凉、周口、成都、
自贡、南京、扬州、汉口、上海等好多地方。
当年的商业贸易区，如今依然人流如潮，我流连于其中，在那“灯火阑珊处”．苦苦“寻觅”，找寻
若云他们当年的影子，寻找她经营的那个繁茂的“商业帝国”所遗留的点点滴滴。
在扬州，我从其历史文化丛书中找到一本《盐商与扬州》，从“陕西盐商”那段章节，我得知，陕西
盐商与扬州有着极深极早的情缘，秦商成千上万，风靡一时，一手打造了扬州早期的繁华；可清末时
，却仅存安吴堡吴家一家，吴家当时在商界之实力可见一斑。
    考察途中，更多看到我们陕西商人当年留下的遗迹，也一次次被他们的纯朴厚道、艰辛坚韧，同时
又大气包容所感动。
透过“西秦会馆”、“山陕会馆”、“陕商会馆”等诸多历史文物，体味着陕西商人当年的精神追求
和地域文化特色，感觉秦商文化就如同大地、女性般的含育温和。
一天夜里，在细细品读公安局一位同事给我拿来的厚厚一沓打印资料——《陕西商帮》（后来得知是
西北大学教授李刚等研究编写的史料）时，恍惚之中发现，安吴堡式易堂东家、大掌柜、伙计们的身
影就这样一个个活着走了出来⋯⋯    随后，我又用了大约半年的业余时间去阅读，阅读那个时代所有
相关的文件，包括有参考价值的文史资料。
    2007年春节，在此起彼伏的爆竹声中，我利用七天假日完成了“谋篇布局”，用几枝粗号彩笔把本
书所涉及的数十位人物及各章节大纲写在撕下来的几页旧年挂历的背面。
    写这本书，历时五年多，我度过了有生以来最为艰苦也最为充实的五年，心灵上经受了一次非比寻
常的历练和考验，也获得了一次新的成长和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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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五年，我几乎全部是穿梭颠簸在百年时光隧道之间。
白天在单位里忙忙碌碌地工作，晚上回家开始写作。
每次写作前半个多小时的阅读，是我寻找到的唯一能让自己尽快安静下来进入状态，回到一百多年前
那个场景的好办法。
    这五年，正好是我所在单位——西安市委政法委工作任务最繁重最关键的几年。
为了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提升群众对平安建设的知晓率和对政法队伍的满意度，全委上下齐动员
，加班加点，下基层包抓各项工作任务的落实。
我作为宣教处长责无旁贷，积极谋划，组织了平安建设宣讲团，组织了新闻媒体下基层采访团，组织
了形式各异的主题晚会⋯⋯等等。
当2009年，我们西安市以连续十二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城市而获得中央政法委颁发的最高奖项“
长安杯”时，我为自己曾参与其中做了一小点贡献而欣慰。
看到这里，也许您会发笑，怎么把“工作总结”都拿这里说开了，是的，这的确像是工作总结，可它
凝聚了我多少心血和汗水，承载了我多少纠结与渴盼。
    既为业余作者，五年多，无论是怎样的魂牵梦绕，我的书稿直到全部完成的那一天，在单位的办公
室里也不曾写过一个字。
2008年和2009年的两年时间，因为工作太忙，除春节长假外，我的书稿几乎全年未动过一个字。
多少个夜晚，当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躺在床上时，常常思绪奔涌：若云、王致浩、茗秋、青山等就
在不远处的一幅幅画面里交谈走动，他们的音容笑貌，清晰可见⋯⋯多想立即打开电脑去写，却挣扎
着怎么也爬不起来，我为此而煎熬、难过、自责，怪自己身体不争气。
    这五年，我的思想和灵魂日夜不息地飞奔于百年时光隧道两端。
可让我最不能做到从容的，仍是对一百多年前那个时代的一些细节的了解与把握，有时候，对于书里
面的一个节点、一个日期、一句话，甚至一个字，不知要费多大劲，查询多少地方和资料，绝不敢轻
慢待之，直到觉得确信为止。
于是，我也时常徘徊于自信与自卑的两端，毕竟第一次驾驭这么大的题材，又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时代
，同时要回应的挑战是自己完全一无所知。
正如一位资深编辑老大姐在看完我的书稿后见我第一句话就说：“哎呀！
你胆子真大，第一次写长篇竟敢挑战这么大的题材！
不过，以后写作起来就会轻松多了。
”    我没敢多想以后，只是想获得走下去的力量。
我把我的观点、困惑和想法坦言给邹振基老师。
邹老师学养深厚，思想锐敏，是个难得的杂文家，尤其长于点评，正好为我答疑解惑。
在我写书的过程中，儿子浩铭与我交流也很多，他酷爱读书，有时候，我在写作中遇到一些史料性的
问题不想查一大堆资料，打电话问他，他总是能熟练地讲出时间地点事件等等，为此我也省了不少劲
儿。
就这样，在与大家点点滴滴的交流中，我提升了自己对题材的把握与驾驭能力。
    在写完最后一个章节时，我长舒一口气，却高兴不起来——太久的等待已让收获的喜悦变得麻木。
在此，我想说，这些年，我是艰苦的，我更是幸运的；我有着别人所难际遇的良师益友，在我困惑时
，是他们帮我除去障眼的烟云；在我懒惰时，是他们用温柔语言的鞭子轻轻唤起我勤奋的意识；他们
陪我走过一段艰辛而充满诱惑的旅程——没有会心的眼神，可我知道他们在聆听我的心声，不用太多
的语言，我却明白那份厚重的期待。
    在这里，我要特别说到著名小说家陈忠实老师。
写作中途，我曾带上写出来的部分章节去向他请教，陈老师翻开我的书稿看了几页说：“我看可以，
你现在还是不要让任何人指三道四，埋着头按自己思路写完再说。
”两年后，当我拿着完成后的书稿又去见陈老师时，他热情地接待我，却郑重地对我说：“我建议你
不要请任何人写序，干干净净出一本属于自己的书也许更好。
”    最后，我想告诉大家，这是一本具有真实历史原型的文学作品，除朝廷和个别官员是真名实姓外
，其他人物均用了虚构；除余音部分为直接记实外，其余均属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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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无意于使人对号入座，更无意于对百年前的贤者不敬。
“耗数年写作心血，授读者一时阅读快乐。
”如果大家通过阅读这本书，能够对陕西商人创业、守业、辉煌和衰败的千百年历史有些许了解；对
生命、爱情、财富以及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能启发一点新的思考，我就觉得足够了。
    口罗口罗嗦嗦写这么多，绝不是矫情，是想带着一颗感恩的心细细地聆听并诉说。
    感谢为本书提供过资料和帮助的朋友！
感谢新华出版社和本书责任编辑；    特别感谢为本书出版发行提供大力支持的西部十二省市河南商会
联席会、陕西省河南商会会长黄凤怀先生。
    是为后记。
    李媛彬    2011年9月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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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李媛彬所著的《凤鸣安吴(一品护国夫人的传奇人生)》讲述吴宓成了众所周知的我国著名国学大师、
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红学专家、教育家、诗人。
然而，童年、少年的美好记忆却从来不曾在他心头消减半分，多年后，还津津乐道当年他大妈给“峨
阳学堂”取名的来历⋯⋯吴宓在他的日记里还写道：我大妈是一位深明大义，很有智慧的伟大女性，
是陕西当之无愧的首善首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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