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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讲述满族贵胄生活的长篇小说，是一幅描摹人物命运、充满文化意蕴的斑斓画卷，是一
曲直面沧桑、感喟人生的无尽挽歌。
　　民国以还，大宅门儿里的满人四散，金家十四个兄妹及亲友各奔西东：长子反叛皇族当了军统，
长女为票戏痴迷一生，次子因萧墙之祸无奈自尽，次女追求自由婚姻被逐家门⋯⋯一个世家的败落，
一群子弟的飘零，展现出中国近百年间的时代风云、人世沧桑与文化嬗变，令人掩卷三叹。
　　“采桑子”，本为词牌，此书名借用之。
著名满族词人纳兰性德所著《采桑子?谁翻乐府凄凉曲》，曾被梁启超先生赞为“时代哀音”，称其“
眼界大而感慨深”，此书亦然。
写没落而不颓放，叹沧桑终能释怀，娓娓道来，不瘟不躁，从容舒展中饱溢书卷翰墨之气，实有大家
遗风。
其“京味儿”，较之一般京味小说更为浓郁、醇厚，是从生活深层涌流出来的上层老北京的情趣与意
蕴，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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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广芩　女，北京市人，满族，祖姓叶赫那拉。
　　曾就读于北京女一中，一九六八年赴陕西，做过医院护士和报社编辑、记者。
九十年代在日本千叶大学学习，回国后为西安市文联专业作家。
　　已出版长篇小说《青木川》《全家福》《乾清门内》《注意熊出没》，中篇小说集《老虎大福》
《日本故事》《逍遥津》《黑鱼千岁》，纪实文学《老县城》《没有日记的罗敷河》，并撰有电影《
红灯停绿灯行》、话剧《全家福》、电视连续剧《茶馆》《家族》等剧本。
　　其作品在全国多次获奖，曾被评为西安市优秀女作家，并获陕西省委、省政府“德艺双馨”称号
和国务院授予的“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
现系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全委会委员、陕西省作协副主席、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和西安市政协委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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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叶广芩沉思往事立残阳／邓友梅谁翻乐府凄凉曲风也萧萧雨也萧萧瘦尽灯花
又一宵不知何事萦怀抱醒也无聊醉也无聊梦也何曾到谢桥曲罢一声长叹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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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谁翻乐府凄凉曲　　别馆接莲池，谱来杨柳双声，古乐府翻新乐府；故乡忆梅事，听到鹧鸪一曲
，燕王台作越王台。
　　——某戏台楹联　　一　　我老想跟谁说说我大姐金舜锦的故事，却又总是犹豫，毕竟这是个很
陈旧、很一般、很平淡又很不值得一提的故事，让人觉得除了老生常谈的重复以外似并没有什么新意
。
现在之所以把这个引不起别人兴趣的话题贸然提起，我知道，我不道出，她的故事便永无人再知道，
连她那划过夜空的刹那灿烂，也将随着岁月的流失逝于记忆的沉沉黑暗。
　　她走得远了，太远了。
　　现今年长的老北京人当中，或许还有人能记得北平四十年代那次很轰动的名媛京剧义演，或许还
记得演程派青衣的金舜锦，记得那个美妙动人的女子。
彼时，金舜锦以其精湛的表演赢得了观众，当时报上登了她的大照片，电台请她去清唱，总之，她非
常的有名，非常的红火，成为票友界一时的骄傲。
而对金舜锦以后的情况知之者就甚少了，一代名票，有始无终，难免让人觉得缺憾，让人觉得不完美
，不满足。
出于手足之情，我有责任将她的结局道出，以给喜爱过她的人们一个完整。
她无儿无女，没有后人，她有过短暂的辉煌，有过属于她自己的充实。
她追求过，奋斗过，也失望过，倘若活在今天，她应该是一个造诣精深的艺术家，一个慈祥善良的老
祖母。
中国戏曲舞台上应该有她亮丽的一笔，金氏大家族里应该有她的一席之地。
但是什么也没有。
没有。
动人的音律已经散尽，六合之内再无处寻觅，留给我们的只有空白。
　　她是我的亲姐姐，虽然我们非一母所生，虽然我们年龄的差距太大，大得我们在金家只是擦肩而
过，但那血脉终究是连着的，拆也拆不开。
　　在金家偶然的一次腾房过程中，我从厢房拾到了一本残旧的戏本，是一出老旧的《锁麟囊》。
七哥舜铨说，这是大格格的东西，烧了吧，她在那边说不定还有用。
我则有些舍不得，将这个发黄的已被蠹虫侵蚀大半的戏本拿到窗前细看，发现里面不少地方都做了圈
点记号，标了工尺。
从那娟秀的一丝不苟的小楷可以推出这当是大格格的手迹，近六十年前的手迹。
　　书上手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
　　翻看中，一股清香飘来，说不清是来自窗外还是来自书中。
抬头望，窗下几棵榆叶梅花瓣已经凋落，海棠的新绿已经泛起，蜜蜂的嗡嗡声中让人的心臆间荡起一
股淡淡的思念。
故乡忆梅事，古乐府翻新乐府，乐府翻开，那凄凉之曲娓娓溢出，红雨纷飞中袅袅婷婷走来了韶秀哀
婉的金家大格格金舜锦。
　　在说大格格之前，应该先说说我们家。
我们的祖先曾经跟着皇上打过江山，老先祖科尔哈赤是努尔哈赤的胞弟，他们的祖父觉昌安是宁古塔
贝勒之一。
一五八三年的时候，老贝勒和儿子，也就是努尔哈赤们的父亲死于兵火，我们的老先祖和他的哥哥努
尔哈赤为报父祖之仇，起事于五月，以“兵不满百，遗甲十三”攻打图伦城，兄弟俩与敌众艰苦卓绝
一场血战，大获全胜，从此，努尔哈赤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大业。
先祖与努尔哈赤一起，为争取刚哈部落、计杀诺密纳、收编萨尔浒，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其兄的得
力臂膀。
一五九三年，在反击九部联军时，先祖为掩护其兄，左颊中箭，壮烈牺牲，时年三十一岁。
先祖在世时，被赐封正白旗主和硕贝勒，参与政事，与其他七位旗主“共治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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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汗谕”，《满文老档》里有记载，保存至今。
顺治人关，我的祖先科尔果摧坚陷阵，直人中原，更是战功赫赫，康熙十四年，在平定三藩叛乱中，
懋建功勋，被封为郡王，世袭罔替，一脉相承。
到我祖父，尚有镇国公头衔，镂花金座红宝石的顶子，片金海龙绣蟒的朝服，威棱显赫，难以言尽。
彼时，大清江山虽然已经风雨飘摇，国势衰颓，再难提得起来，但祖父的俸禄是一点儿也不少的，因
为有公爵衔，岁俸银是八百八十两、米八百八十斛。
当时朝廷正一品官员内阁大学士的岁银不过一百八十两、米一百八十斛，与祖父相比竟低至若此。
为了保障满洲宗室和八旗世爵的利益，看来皇家宗室与一般官员的差距之大，实在是难以服众了。
　　我的父亲生于光绪十七年，祖父死时，父亲二十四岁，当时他正在国外留学，按清朝例制，承袭
爵位，代降一等，为镇国将军。
但溥仪小朝廷的册封已经没有任何权威了，在国外的父亲听到此信，连回也没回来。
辛亥革命以后，我们这个爱新觉罗的家族改姓金，因为家底殷实，父亲属社会名人，在政府又有职务
，所以家道并未见怎样败落。
父亲一生娶过三房夫人，生养过十四个子女，男女各半，取名以舜字排辈，以“钅”字旁赐名，比如
大哥、二哥、三哥、四哥就是舜铻、舜镩、舜錤、舜镗，大姐、二姐、三姐、四姐就是舜锦、舜镅、
舜钰、舜镡等等。
父亲给我们取的名字太复杂，又拗口，家里人管儿子们一律呼之为老大、老二、老三⋯⋯将女儿们唤
做大格格、二格格、三格格⋯⋯这样一来倒也很简单明了，好记又上口，而且轻易不会搞错，特别是
对我那个稀里糊涂的父亲来说。
因为母亲有三个，所以孩子们的生日并不像一般人家儿的孩子那样起码相差一年，我们家的兄弟姐妹
常常有相差三五个月甚至三两天的，说谁是谁的哥哥，也可能他只比那个弟弟大几天。
　　至于母亲们，我在这里不想多说，她们跟我父亲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
清楚的。
我们管父亲的嫡妻叫额尼，其实两个字的发音一样，是nène，大概是满族话。
额尼瓜尔佳氏，她的父亲即我阿玛的老泰山，是朝廷责任内阁的成员之一，“掌参与密务，朝夕论思
，并审议洪疑大政”，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
那权势自然要传递到女儿身上，因此瓜尔佳氏母亲在金家是个说一不二的人物，不苟言笑，派头很大
，就是跟我父亲说话，她也有一副降贵纡尊的劲头。
孩子们都怕她，不亲近她，包括她自己生的老大、老五和大、三两位格格。
二娘张氏是安徽桐城人，世家出身，文采极佳，规矩也不少。
一个大家闺秀何以做了父亲的妾？
其中隐情当然也很曲折。
张氏母亲我小时见过，一年四季不出房门，脸色苍白肿胀，老是歪在炕上大口地喘气，老是咳嗽吐痰
，老是说她要死了。
上她的屋里去必须要给她请双安，逢到特定的日子还要磕头，而她特定的日子又特别多，包括一些八
竿子打不着的文人们的祭日，老太太都记着。
自己尚顾不过命来还要惦记着别人，真难为了她。
三娘陈氏是我的母亲，用我父亲的话说，母亲生于北京齐化门外的穷杂之地，是南营房的穷丫头。
母亲的小家出身，注定了她的亲切与随和，注定了她的善良与善解人意，这正是大宅儿里严重缺少的
东西。
我想父亲之所以娶母亲，大概是因了她的美貌，因了她的活泼、年轻，她比我的父亲小了近二十岁。
这在外人看来实在是件不太好办的事情，特别是我的舅舅，一直为母亲捏了一把汗。
好在大格格金舜锦并没有因父亲与我母亲年龄的相差而对母亲有所怠慢，当着人的面，她也将我的母
亲叫做娘，礼数周到得让人说不出什么。
背地里，她对我母亲却是连正眼看也不看的，那种冷漠与不屑毫不掩饰地全挂在那张难得有笑模样的
脸上。
大格格长得并不难看，她有着旗人姑娘的清俊与修长，我们家至今还有不少她当年的照片，面庞清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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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段苗条，凤目轻盈，隆准圆润，在金家的女孩子当中别有一番风韵。
　　大格格是我父亲的第一个孩子，是金氏一门的长女，自然得到全家人的惯纵，加之满族人家里最
重的是女孩儿，姑奶奶的权威高于一切，所以我这位大姐的性情就有些孤傲，有些不合群，在宗亲中
是位没有人气儿的格格。
跟憷她的母亲一样，大家也憷大格格。
实话说，大格格也并没有跟谁怎么过不去，但大家不知怎的，就是怕。
下人们说，金家大姑奶奶只要往院里一站，连正跑着的叭儿也吓得钻了沟眼。
她那个势太压人，有点儿像西太后。
　　像西太后的大格格没有什么其他的喜好，就是爱唱戏。
她的青衣真是唱得绝妙极了，只要我们家的子弟们在家演戏，唱大轴儿的从来都是大格格。
别人上谁也压不住阵。
亲戚们来家里，听不到大格格唱《锁麟囊》里“春秋亭”一段决不离开，这似乎已成惯例，足见大格
格的唱功好。
谁都知道，有事求大格格，十回有十回得碰钉子，惟独求她唱戏，十回有十回答应，从不推诿。
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大格格才变得笑容可掬、平易近人，才成为她下面十几个兄弟姐妹的可亲的大姐
。
　　其实也不单是大格格爱唱，我们家上上下下的人都爱唱，而且唱得都相当不错。
我们的家里有戏楼，戏楼的飞檐高挑出屋脊之上，在一片平房中突兀耸出，迥然不群。
我们住的这条胡同叫戏楼胡同，胡同的名称当和这座招眼的美轮美奂的建筑有关。
我们这个戏楼胡同与城雍和宫东墙的戏楼胡同不同，那个戏楼是指雍正幼时所住的王府中的一个建筑
，后来因战火而被焚毁。
我们家的戏楼较之那座潜龙邸的戏楼和宫里的漱芳斋什么的戏楼，规模要小得多，但前台后台、上下
场门，一切均按比例搭盖，飞檐立柱、彩画合玺，无一不极尽讲究。
特别是头顶那个木雕的藻井，五只飞翔的蝙蝠环绕着一个巨大的顶珠，新奇精致，在京城绝无仅有。
据说，整个藻井是由一块块梨花木雕成的，层层向里收缩，为的是拢音，音响效果不亚于北京有名的
广和楼室内舞台。
这个木雕的藻井一九五八年在拆除西跨院时被文化馆的人卸走了，从此再没见它在世间出现过。
　　清末和民国年间的风气，宗室八旗，无论贵贱、贫富、上下，咸以工唱为能事。
有人形容其情景说：　　子弟清新特好玩，出奇制胜效梨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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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叶广芩的作品好就好在“够味儿”，不仅有京味共性，还有她叶赫家的个性。
好比穆柯寨的“炒疙瘩"，一样的面，她炒出来就另个味儿！
　　叙事写人如数家珍，起承转合不瘟不躁，举手投足流露出闺秀遗风、文化底蕴。
内行看门道，这文风这品位，装不出来学不到家，只能是生活磨炼环境熏陶先天素质后天修养多年浸
泡酿造而成。
　　——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著名作家邓友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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