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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记得2003年“非典”疫情还没有完全解除，我和先生二人迫不及待地登上了东去的列车。
到达常州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
我们找了一家紧挨瞿秋白纪念馆的饭店，放下行李，顾不上旅途的疲惫，便兴冲冲地敲开了瞿秋白故
居的大门。
守门的是一位退休教师，名叫巢华康。
听说我们专程为瞿秋白而来，巢老师热情地将我们迎了进去。
他取来钥匙，为我们两个人打开了瞿秋白纪念馆展厅的大门。
巢老师对瞿秋白的生平非常熟悉，他一个展厅一个展厅地给我们讲解。
宽敞的大厅里，回响着巢老师那有着浓重常州口音的普通话，还有就是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
第二天下午，不在值班时间的巢老师又专门赶来，赠送我们厚厚的一本他参加编写的常州《天宁区志
》，书中有很多关于瞿秋白纪念馆与故居的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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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童年时代常州府城东南青果巷里，一个男婴的啼哭声，惊动了左邻右舍。
这年春节，八桂堂的鞭炮放得格外响。
世代官宦的瞿家，日渐走向没落。
郁闷与快乐伴随秋白度过了他的童年。
在常州府中学堂，用功好学的瞿秋白受到了老师的训斥。
他不服气，写了首讽刺诗。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
家世1899年1月29日的黄昏，晚霞辉映，绚丽的色彩晕染着半边天际。
“哇——哇——”一个男婴响亮的啼声，划过江苏常州府城德安门内的青果巷八桂堂上空。
“生了！
生了！
瞿家七少奶奶生了。
”“生了个什么？
”“生了个读书郎。
”“恭喜！
恭喜哇！
”婴儿的出世，给寂寥的青果巷增添了些许生气。
这个男孩，就是日后中国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瞿秋白。
瞿秋白出生后，母亲发现儿子头顶上有两个旋心，便给他取了一个奶名叫阿双。
秋白读小学和中学时，学名就叫瞿双，后来改名为瞿霜，号秋白。
瞿秋白出生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年代。
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导致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疯狂侵略、瓜分中国。
清政府和西方列强的所作所为，激起了人民的公愤。
就在瞿秋白诞生前几个月，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变法爆发。
这场维新变法运动，最终以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壮烈牺牲而告失败。
瞿秋白出生的第二年，中国北方又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这场运动最终也遭到了八
国联军和清政府的联合绞杀。
瞿秋白就是在这样的年代出生、长大的。
瞿秋白的家庭，是一个日渐没落的书香官宦世家。
瞿家是一个大家族，瞿秋白的父亲瞿世玮，在家族中属于老二房一支，居住在青果巷86号八桂堂，瞿
秋白就诞生在八桂堂的天香楼内。
说起这八桂堂，还有一番来历。
八桂堂原为常州抗倭名将唐荆川的故居。
明万历年以前，青果巷内分别建有易书、筠星、四并、复性、松健、礼和、八桂、贞和八堂。
明清之际，唐荆川后人抗清失败而遭到官府查抄，八桂堂也被没收。
后来，官府将没收后的旧宅贱价出售。
二百多年的时间过去，此宅几易其主。
19世纪80年代末，瞿秋白的叔祖父瞿赓甫购买了八桂堂，他请人对这座旧宅修缮改造，仍延用八桂堂
旧名。
陈铁健先生所著《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有一段关于八桂堂的描写：由天禧桥向北不远，有一条
东西方向的小巷，在约有半里多远的巷路上，铺着一块块长条石板，显得整齐而洁静。
巷内有不少高大古老的石库门宅第，其中一座坐北向南的深宅大院，就是青果巷八十六号的瞿宅——
八桂堂。
这座宅子分东西两院，前后共有五进。
大门开在西院，东院辟侧门，都面临青果巷；另有一后门位于东院东北角，面向雪洞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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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大门，第一进是门房。
第二进是轿厅，专供停歇自家和往来宾客的坐轿。
西院第三进是一座构筑精巧、富丽堂皇的楠木大厅。
上方悬着横匾，廊柱上挂着联语。
厅前十八扇扉门，雕制精巧，窗棂全用螺钿镶嵌。
厅中屏门上悬“百鸟朝凤”中堂，旁挂对联。
东西两壁，挂满山水、花鸟条幅。
厅内高挂着一排六盏玻璃宫灯。
瞿氏堂名原叫瞻远堂，后来因为在楠木大厅堂前、堂后各植桂树四株，共八株，“八桂堂”因此得名
。
厅堂前面是一条走廊，围着精雕细镂的短矮的栏干。
大厅后面是穿堂，天井里一丛翠竹随风摇曳，几株腊梅枝杈横伸，与玲珑剔透的假山石相映成趣，景
致宜人。
穿堂两边的门窗装有五颜六色的玻璃，光彩四射，很是好看。
大厅西侧，有一个小小的花园，红梅，紫藤，春兰，秋菊，花开四季，芬芳馥郁，香气袭人，沁人心
脾。
园墙上嵌镶着一石刻的草书“明月廊”横匾。
园中杂草蔓生，小鸟飞潜，又是一番景色。
明月廊书斋就设在这园里。
东院第四进是一幢五开间的两层高大的楼房。
正中是堂屋，有扶梯可供登楼，堂屋两侧是卧室。
楼前有走廊，天井里的花台上植有芍药、凤仙、鸡冠、牵牛花和薄荷叶。
楼窗高大，阳光射入，满室生辉。
底层整排门扇的木框上面，雕镂着葡萄松鼠，细腻生动，工艺水平颇为高超。
因为楼房一年到头笼罩在兰、桂、菊、梅各色花木的浓芳奇香之中，又是内眷所居，就取了一个秀美
雅致的名字，叫“天香楼”。
从这段描写中可知，八桂堂占地面积很大，是一座颇具明清风格的豪宅大院。
瞿秋白是七房的长子。
他的出生，自然给年轻的父母带来无限的快乐。
春节很快到了。
这一年，八桂堂里的鞭炮放得格外响。
前来拜年的亲戚们，抱着睡在襁褓中的小阿双，个个称赞，说这孩子长着一双充满灵气的大眼睛，白
白净净，以后读书、做官，定会前途无量。
“谢谢夸奖啦，不敢说当官，阿双以后把书读好，就受用无穷了。
”还在坐月子的母亲金璇慈爱地看着儿子，脸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
秋白的祖母庄氏，抚摸着长孙的手，自是感慨万千：“你爷爷在世，看到这么乖巧的孙子，该会有多
高兴呀！
”秋白的祖父瞿廷仪，字贞甫，曾为云南白盐井大使。
不过，这是朝廷授给他的一个虚衔，他并未上任。
瞿廷仪于1882年去世。
这年，瞿秋白的父亲才七岁。
瞿廷仪弟兄两个，其弟名廷韶，字赓甫，瞿秋白叫他叔祖父。
赓甫在清同治庚午年（1870年）中举，后一直在湖北做官，官至布政使（相当于副省长o1903年7月病
故于任上。
秋白父亲名瞿世玮，字稚彬。
世玮上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
如果把贞赓的四个儿子一个女儿算上，世玮这一辈共有兄妹十一人，他排行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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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甫去世以后，孤儿寡母，生活无着，秋白的叔祖父赓甫便义无反顾地担起了抚育胞兄一家老小的生
活重担。
贞甫的长子世琥就是在赓甫的资助下，出来读书做官，后来在浙江的桐乡等县做过知事，是这一房中
当时最有出息的。
世琥在两房兄妹中排行第四，所以秋白习惯叫他四伯父。
秋白的父亲瞿世玮书读得不错，但没有做过官，也没有职业，整天在家读书画画，无所事事。
因母亲庄氏（秋白祖母）跟着他一起生活，大哥世琥每月寄大洋五十元，这成为世玮一家的主要生活
来源。
瞿世玮的国画画得很好。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还收有介绍他的条目。
瞿秋白出生后，因为父亲没有工作，经济上完全依靠四伯父世琥的接济，在母亲又生：下几个弟弟、
妹妹之后，家境就更加困难了。
秋白兄妹八人，下有五个弟弟两个妹妹，他们是二弟懋焱（云白），三弟懋森（景白），四弟懋焱（
垚白），五弟懋鑫（早逝），六弟懋毂（坚白），大妹群群（轶群）和小妹红红（早逝）。
因为经济拮据，生活捉襟见肘，秋白的童年是在压抑、郁闷的家庭气氛中度过的。
秋白的母亲金璇，字衡玉，江阴县西乡人，其父金心芗，早年在广东当过盐大使，后回乡闲居。
金璇自幼聪慧，熟读四书五经，为人善良能干，勤劳持家。
丈夫少管家事，金璇上要侍奉婆婆，下要教育孩子，一家子的生活重担完全落在她一人身上。
尽管如此，母亲对秋白的教育却没有放松，只要一有空，就教秋白背诵古典诗词，如李白的《朝发白
帝城》、孟浩然的《春晓》、岳飞的《满江红》等等。
秋白的记忆力特别好，妈妈常常边做事边教他，一首诗他读上几遍，就能朗朗上口，一气背完。
每当此时，妈妈总是要他几句：“阿双真是聪明，将来好好读书，是会有出息的。
”金璇未嫁之时，娘家一位侍女徐氏，与她来到瞿家。
徐氏的儿子叫羊牧之，比秋白小两岁，他是秋白儿时的玩伴，后来在瞿秋白的影响下，也参加了革命
。
据羊牧之先生回忆：秋白随我母及余合睡一床，时秋白八岁，余六岁，两人并头抵足，常互唱唐诗及
小令为乐。
犹忆常唱者有：“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及小令：“⋯⋯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时金太夫人，每以我们唱得清脆入韵而加以表扬。
记得一次唱：“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太夫人问：“上城归来，为什么泪满襟？
”秋白答以养蚕的人穿不着绸，而不养蚕的人却满身是绸。
太夫人欣慰地抚着秋白的头说：“读书能悟得其中的道理，才是真读书。
”有一次听母亲讲“孔雀东南飞”故事，秋白问：“焦仲卿与刘兰芝夫妻很好，为什么婆婆不要她？
太可恶！
”时祖母犹能扶杖走出外间，闻问言，宛尔而笑。
文中的金太夫人即瞿秋白的母亲。
秋白出生时的八桂堂，为叔祖父赓甫的家产。
当时赓甫在湖北当官，其家眷也随他住在湖北，偌大的宅子不好空着，便委托世玮一家住在八桂堂，
代为看管料理。
秋白四岁的那一年，叔祖父因病去世，他的家眷扶灵回到了常州。
八桂堂物归原主，世玮一家住在那里很不方便，世玮只好带着母亲、妻儿，离开八桂堂，暂住乌衣桥
，后又从乌衣桥搬到了常州西门织机坊星聚堂。
星聚堂原是世玮的外祖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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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玮的外祖父庄士全，举人出身，在直隶当过几年的县知事。
世玮的父亲去世后，母亲曾带着他在星聚堂住过多年，婚后他们才搬到八桂堂去。
星聚楼也是一座大宅子，具有典型的明代建筑风格。
门口有一对石狮子把门，从一进大门到后面的九皋楼，共有五进房屋，有轿厅、大厅，有正楼、厢房
。
九皋楼上下共有十间房，秋白一家搬来后，就住在正楼的底层。
从八桂堂到星聚堂，换了一个新的环境，刚开始，秋白有些不适应。
不过，他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新的地方。
夏日的晚上，秋自在天井里，一边纳凉，一边听妈妈讲故事。
妈妈的故事总也讲不完：木兰从军，岳母刺字⋯⋯听着听着，秋白就在妈妈的怀里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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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最早对瞿秋白有比较深刻的了解，是读了梁衡先生的散文《觅渡，觅渡，渡何处》。
作者以灵动的笔触和哲学的思索，评述瞿秋白短暂；精彩但又极具悲剧意义的一生，我们由此产生了
对瞿秋白再认识的强烈冲动。
恰在此时，湖北人民出版社准备出版传记《瞿秋白的这一生卜书，于是，我们就这样与瞿秋白结缘。
不想，书稿因种种原因延迟出版，几度春去秋来，但撰写这本书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心。
书稿写作初期，我们先是到图书馆借阅了大量有关瞿秋白的书籍资料，随后又专程到江苏常州市瞿秋
白家乡采访。
记得2003年“非典”疫情还没有完全解除，我和先生二人迫不及待地登上了东去的列车。
到达常州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
我们找了一家紧挨瞿秋白纪念馆的饭店，放下行李，顾不上旅途的疲惫，便兴冲冲地敲开了瞿秋白故
居的大门。
守门的是一位退休教师，名叫巢华康。
听说我们专程为瞿秋白而来，巢老师热情地将我们迎了进去。
他取来钥匙，为我们两个人打开了瞿秋白纪念馆展厅的大门。
巢老师对瞿秋白的生平非常熟悉，他一个展厅一个展厅地给我们讲解。
宽敞的大厅里，回响着巢老师那有着浓重常州口音的普通话，还有就是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
第二天下午，不在值班时间的巢老师又专门赶来，赠送我们厚厚的一本他参加编写的常州《天宁区志
》，书中有很多关于瞿秋白纪念馆与故居的珍贵资料。
在常州，我们从红梅阁到运河码头，从觅渡桥小学到常州高级中学，一路寻觅、探访瞿秋白当年生活
过的地方。
站在常州老城墙墙头的那一刻，看着脚下滚滚不息的运河，船只往返穿梭，汽笛长鸣，远处高楼林立
，马路宽阔，一派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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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瞿秋白的这一生》是高卫华和郭化夷编著的，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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