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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斓多姿的上海私家花园（3） ! 王唯铭

王伯群公馆：冲天豪情只
为袅娜石榴裙

出生于贵州兴义下五屯景家屯的王伯
群，身世相当不错，其父王起元当年以办团练
而闻名乡里。年幼时，王伯群从父先学易、书二
经，又学四书与阳明学；!"岁时不幸丧父，但
学习并不中辍，又从贵州高人姚茫父、熊范舆、
徐叔群三人专攻《孟子》《左传》加上近代数理
学，学问根底扎得不是一般的深。除学问根底，
王伯群的家世背景亦不同寻常，他的舅舅为
“贵州王”之一的老军阀刘显世，弟弟王文华亦
是贵州的军界强人，妹夫更是了不得，为后来
南京国民政府中头面人物之一的何应钦。

!#$%年那年，王伯群作为时代激进青年
之一，在舅舅刘显世的资助下，东渡日本。在
东京中央大学，王伯群进入了政治经济系，求
学期间，慷慨激昂的王伯群受孙中山先生的
感召，不由分说地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为推翻
腐朽至极的清王朝，即使过得是“将脑袋提在
手上的生活”亦义无反顾，这个时候的王伯群
堪称时代英雄之一。

王伯群接着有纵横捭阖的大人生：!#!"
年，他入广州护法军政府，次年加入中华革命
党，以广州护法军政府议和代表的身份远赴
上海出席议和会议；!#&$年，跟随孙中山先生
回广州为恢复军政府而努力，担任大总统府
的参议兼军政府交通部长；!#&!年 '月，当他
弟弟王文华被刺身亡，他又受任为贵州省省
长，稍后因“定黔军”的干扰而转赴上海，并在
那年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年，孙中山先生
倡议南北协商、和平统一，王伯群再次随同孙
先生北上，奔走于各方；随后，孙中山先生不
幸逝世，他于 !#&%年任段祺瑞执政府临时参
议院议员。以后便是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成功，
当南京国民政府基本坐定江山的时候，因有
何应钦的背景，也因自己曾经的劳苦功高，王
伯群出任了交通部长兼交通大学校长。这时

的王伯群，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将事情做得
相当出色。此时，王伯群看中了一个女人，女
人名叫保志宁。

说起王伯群这段人生轶事，必须将时光作
一个适当穿越。!#&(年夏天，厦门大学发生学
潮，事件最终导致厦大的部分教授与 &$$多名
学生愤而来到上海。在上海正做着寓公的王伯
群，因了从来的热血，挺身而出地与厦大教授办
起了一个大学，大学名叫大夏大学。王伯群出
任校董会主席，两年后，马君武辞去大夏大学校
长一职，王伯群堂而皇之地做着继任。

也是机缘巧合，某天，学校有个庆典活
动，素有大夏大学“校花”之称的女生保志宁
上台献花，四目对视之下，竟让早过不惑之年
的王校长十分来电，不由自主地开始了对保
志宁的苦苦追求。保志宁也不简单。除了是夏
大的一朵校花，其他值得一说的东西还有：曾
为清朝贵族的后裔，叔叔为上海市教育局局
长保君健。至于本人，眉清目秀一派水光山色
就不必说了，又兼善于辞令、巧舌如簧，有过
人的才情与才智。她原先就读的是沪江大学，
有意思的是，因为“才貌双全，男同学之追求
者多，不得不转读了大夏大学”。

当保志宁终于接受了曾有一妻两妾的老
校长献上的新爱情，谈婚论嫁之际，便提出了
置办一幢别墅的要求。!#'(年，在耗费了白银
'$多万两之后，愚园路上，!$)*"亩土地上一
座城堡般的建筑伫立而起，那便是保志宁所要
求的豪宅，史称王伯群公馆，也叫做汪公馆。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公馆。毫无疑问，建

筑给人相当丰富的感觉。首先，正立面上有很
繁复的元素，这些元素可以简略地归纳为：宽
大的阳台，陡峭的屋顶，三角构架中的窗户，高
耸的烟囱，墙上不时出现的图案或纹样，以及
由土红与微黄两种颜色呈现的建筑色调，当
然，说到色调，还不能忘了大片的暗蓝色瓦片。

有建筑史专家将这个建筑说成是意大利
哥特式城堡风格，同时称其部分地方有西班

牙风格。细细一想，倒也真是这么回事，因为
将它与法国或英国的文艺复兴式风格作一比
照，它们之间的差异是一目了然的，它与希腊
风、罗马风也迥然不同，在这个建筑上，你看
不到上海建筑上一般总能看到的爱奥尼或柯
林斯柱式。

这幢让保志宁的人生变得十分快意的建
筑，其设计师是协隆洋行的柳士英先生。说起
此君，与邬达克、威尔逊，他当然是无法比拟的
了，若将他与上世纪 '$年代的董大酉们并列，
也要逊色一些，但这个建筑的设计成功却也证
明了这么个道理：似乎不是一流的建筑设计师，
在他激情勃发的时候，会有超一流设计的诞生。

建筑的建造者为辛丰记营造厂，总计大小
'&个房间的空间中，装饰之豪华，在其时上海
滩也算少见。门窗边都用了紫铜拉手，半圆形
的阳台上有着罗马式栏杆，许多房间里都配以
彩绘壁画，更兼梅花、松花和芦蔗纹等不同图案
触目皆是，细节上做到了真正的精雕细刻。

当年，辛丰记老板为了取悦南京国民政
府的王大部长，为这个建筑，除了夜以继日地
施工，选用的材料，如金山石、马赛克瓷砖、牛
皮石灰，都十分高档，公馆甫一落成，上海滩
便激起一阵羡慕、赞叹或叫好。

!#'!年 +月 !"日，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
与校花保志宁的婚礼在当年徐鸿逵打造的徐
园举行，那时，未来的王伯群公馆还在辛丰记
老板的监督下一五一十地打造着。婚礼上，证
婚人之一的国民党元老许世英，将王与保的
婚礼比作“如新造巨轮之行下水礼，又如邮政
局寄第一次包裹，举行开包礼，又如电报局开
幕之行开基礼”，他还不忘调侃，“希望王部长
以后以发展交通事业之精神，同时努力施诸
保女士”。随后，王伯群携手保志宁在这幢美
轮美奂的金屋林里度过了惬意的几年，只是，
身为国民政府的交通部长，又是大夏大学的
校长，行事如此高调，让其时的社会舆论很不
以为然，有人便不加掩饰地讽刺王伯群是“位

尊多金”，还有人索性口诛笔伐了起来，其中
便有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

!#'!年 "月 !%日出版的周刊，在其“信
箱”栏目上便刊有陈淡泉的《对王保应作进
一步的批评》一文，邹韬奋在“编者的话”中
直截了当地说道：“在民穷财尽的中国，一人
的衣食住行四种需要中之一种而且一处，已
达四五十万，我们不知‘多金’果作何解？‘俭
约’又作何解？”由此他下了这样一个结论：
王伯群是个人的穷奢纵欲，实为国民的罪
人。为了阻止邹韬奋发表对王公馆攻击的文
章及照片，王伯群派人给邹送来 !$万大洋
要其封口，还许诺给他一个挂名官职，无需
干活、薪水不薄。王伯群怎么知道邹韬奋是
何等样的热血慷慨，较之当年同盟会的王伯
群更胜一筹，邹韬奋对来者如此犀利地说
道：“王校长既然如此慷慨，不如让他送礼给
同仁堂，救救几百万嗷嗷待哺的灾民吧，何奈
关心我一人之生活！”

王伯群与保志宁在这幢美屋中生活得很
是短促，随着八一三事变的到来，王伯群与保志
宁弃屋而去，不久，这幢意大利古堡风格的建筑
便成了汪精卫的下榻处，王公馆称呼换作了汪
公馆，而且似乎一直就这样地流传了下来。

!摘自"与邬达克同时代#上海人民出版

社 !"#$年 $月版$

" 王伯群公馆招摇过市

牙齿与健康
赵哲旸

! ! ! ! ! ! ! ! ! ! ! ! ! ! !"学会!咀嚼"

检测后可以发现，每个人对食物的代谢
能力都不一样，无法得到客观的比较，不过
若是全家人一起检测，就能比较容易比对出
过敏原为何物了。因为一家人吃的通常会差
不多，若过于频繁地吃某种食物，出现了过
敏值偏高的现象，那就减少吃该食物；若不
常吃的食物，过敏数值仍偏高，就表示身体
对该食物的代谢能力较差，也要减少摄取该
食物。此外，喜欢吃某样食物便常常吃，这是
许多人的通病，若是希望身体不会出现过量
反应，应采取交替的方式食用。不容易出现
过敏现象的食物，建议四五天吃一次。过敏
反应越大者，间隔时间就要越久，譬如隔两
三周再吃一次。
很多人蛀牙是因为不会“咀嚼”。清洁口

腔的第一步，是拥有良好的饮食习惯。
少吃甜食：避免高酸性食物对牙齿的酸

蚀与破坏。
细嚼慢咽：有助肠胃消化，也可以避免胃

食管反流对牙齿造成二次伤害。细嚼慢咽还
可以促进口腔分泌出足够的唾液，唾液中有
充足的钙、磷等矿物质可以协助修补牙齿。
自体清洁：咀嚼是牙齿磨碎食物，同时也

是食物帮忙擦亮牙齿的时间，所以咀嚼食物
是清洁牙齿的第一关。
闭口咀嚼：闭着嘴巴吃饭，可以让脸颊和

嘴唇肌肉的摩擦协助清洁牙齿，也可以强化
鼻呼吸，促进自体免疫力提高。
要照顾好肠胃，大家都知道要细嚼慢咽，

只是现在人们工作忙碌、生活节奏快，总是以
“我哪有时间慢慢咬”为由，始终不愿意试着
做做看。确实，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了，
怎么可能还细嚼慢咽？吃饭不肯慢慢嚼是很
容易有的坏习惯，但造成的破坏却无法挽回，
等到觉悟时，又非一朝一夕可以补救，岂不是
得不偿失？经过多年的临床治疗，我深知补过
的蛀牙更容易再蛀，一是修补过的牙齿外形
远远不比原来一体成形的牙齿坚固，二是导

致蛀牙的真正原因没有根除（常喝饮料、
吃零食直接酸化牙齿或是狼吞虎咽造成
胃食管反流），因此，我更强调正确咀嚼
的重要。

我有一个七岁大的女儿，她长大后
就一定得矫正牙齿，原因就是从小未能

养成正确的咀嚼习惯。相信很多妈妈都非常
认真看了许多儿童保健食谱，然后很辛苦地
将菜啦、肉啦，尽量切小，再炖软，让孩子好
吸收。但是站在牙科医生的立场上看，我并
不认同这样的做法。长牙时为什么会痒？就
是要刺激咀嚼，越咀嚼，牙弓才能发育好，骨
骼的宽度发育足，牙齿未来才有足够的空间
可以生长。现在要找到不需要矫正牙齿的小
朋友真的很难，所以一定要给孩子多一点咀
嚼的机会。
此外，多年来大家都倡导要节约粮食，认

为食物若没吃完就是浪费。但是吞咽时囫囵
吞枣，让食物在身体白白走一遭之后，没有被
吸收就原封不动排出来，是不是也是一种浪
费呢？一位妈妈问我：“我的小孩怎么喂养还是
这么瘦，难道真的是牙齿有什么问题？”我请她
回去观察孩子的便便，她下次一来就跟我说她
知道原因了。因为仔细一观察，她才发现孩子
的便便里饭仍然一粒一粒，菜仍然一小块一小
块，毫无消化的迹象。于是，我跟她分享了以下
的方法，这个方法不只针对孩子，大人在吃饭
时也应该如此。
这个方法强调的是养分的吸收：每餐的饭

菜咀嚼 %$!!$$次，直到食物变成食糜，几乎变
成汤汁一样才慢慢吞下肚子，每一口饭都要坚
持这么做。千万不要边嚼边吞，不要急着嚼急
着吞，更不要边吃边讲话，这些都是预防疾病
的基础。现在人们大多在饭店吃饭或者叫外
卖，饮食内容较难控制，不妨排便的时候检查
一下自己的便便有没有黏在马桶里，有的话就
代表身体不健康了。要知道能黏在瓷制的马桶
壁上，必须是像沥青那样黏的东西才行，如果
你的便便像沥青一样黏，可想而知你的肠胃负
担有多大了。
咀嚼可以促进副交感神经兴奋，避免身

体过度焦躁，将食物耐心磨碎，身体才好消化
吸收。我们应该耐心咀嚼食物，让食物混合足
够的唾液以协助消化，减轻胃肠的负担，增加
营养的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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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举人甘当孩子王

沈夫子何许人也？清末科举制最后一次
乡试的举人，面容清癯，精神矍铄，三绺胡
须，合体的长衫外罩马褂，瓜皮帽盖着齐耳
的华发，一派遗老装束。他本是富家子弟，龆
龀从师，寒窗苦读，可惜生不逢时，中举之
后，清朝已日暮途穷，未能如愿为皇家效力，
晚年家道中落，膝下无子女，老伴病故后，只
身来到上海投亲。他有两门亲属：一
个是同宗堂侄沈继先，原在上海某大
学读书，学的法律专业，毕业后，上海
已沦陷为孤岛，经老师介绍，谋得在
一家私人法律事务所当见习律师；另
一个就是外甥卖臭豆腐干的江德华。
沈夫子熟读“经史子集”，满腹经纶，
落脚上海，不甘寂寞，一心想办座塾
馆，传道授业解惑，于是，堂侄出资，
外甥出力，在棚户区盖起三间茅屋，
当了孩子王。

朱家湾远离市区，只有一所建在
%里开外的私立小学，且学费昂贵。棚
户区子弟入学者凤毛麟角，绝大多数
孩子，该入学而难进学校门，成天聚
在一起打菱角，打弹子，掴香烟牌子，或以坟
茔为山头，一群孩子分成“敌对”两个阵营，
双方对垒，占山为王，傍晚回到家中，灰头土
脸……“有子不读书，赛如养头猪”，家长也
盼望孩子能识文断字，写个家信什么的，不
用求人哪！口渴来个送水的，塾馆办得正是
时候，半桩高的孩子纷纷入馆就读。

沈夫子教学严谨，管教严格，学生入馆
前，他必向家长声明：“教不严，师之惰。你们
不得护短。”咸菜炒毛豆———有言（盐）在先，
家长果然不干涉他对学生的种种体罚。他富
有责任心，到了夏季，为防止学生下真如港
游泳发生意外，放学前，他用浓墨逐个在学
生手腕上写下“一身清洁”或“平安回家”，四
字成团，像是一朵黑花，并严厉叮嘱：“家长
未看，不得洗掉。”用意不言自明：回家后再
出意外，塾馆概不负责。

塾馆所学课目不多，以国文为主，不分
年级、班次，一日三上学：早晨最为紧张，背
书好似“过关”，点到谁，谁就将书本放至夫
子案前，转身背诵，不但背新课文，还要背
“代书”。所谓“代书”，即凡是以前读完的课

本，每册重温背出一段。入馆较早的学生，日
积月累，“代书”堆叠如山，仿佛提醒学子：
“书山有路勤为径”。可是，勤者毕竟无几，大
多数需在夫子的“提句”下，断断续续，勉强
“过关”，少数偷懒者即便“提句”再三，也背
不上来，为此，少不了手心挨戒尺。大珠的邻
座李小虎，生性散漫，无心求学，多次受罚，
不知他从哪得来一对策，预先在手心涂抹一

层姜汁，书未背出又挨了戒尺，大珠
问他疼不疼？他张开红肿的手掌，连
呼“上当”。背罢书，夫子授业讲解新
课，教念生字。学生囫囵吞枣，是否
理解，并不重要，而对生字却非识得
不可，因为念“白”了，亦会招来戒
尺。未“过关”的学生，挨过揍，照样
领新课，隔日，两天的新课和“代书”
一同背来，犹如雨天扛盐袋，苦不堪
言。李小虎父亲中蛇毒身亡，母亲在
草帘厂打工，缺少管教，经受不住沈
夫子的戒尺，索性离开塾馆，小小年
纪便踏入社会瞎混了。
上午较为宽松，以写毛笔字为

主，学生可以离座走动，取水研墨，
裁纸订簿。初学描红，描到能熟练地掭墨、运
笔、盖红，再改“写仿”。写仿，即用半透明的
仿纸，裁后，装订成一尺见方的簿本，把夫子
亲笔写就的“字样”，衬于仿纸下，依样书写。
写到先生认可，才能步入临摹碑帖阶段。

下午极为沉闷，学生不得擅自离座，须
遵照夫子所提倡的读书姿态，摇头晃脑、左
右摆动朗读新课和“代书”，一遍一遍又一
遍，读熟了，自己试背。琅琅读书声，茅屋关
不住，直往外漫溢……读着，读着，声音渐
弱，学生在摇晃摆动中，情不自禁地眼皮往
下耷拉。倘夫子也在打瞌睡，便听之任之；若
先生无睡意，则会用戒尺拍响案桌，于是，渐
弱的读书声立刻又强了起来。遇有拍案唤不
醒的学生，夫子轻步走到他身旁，伸手揪起
他的眼皮，一拧，疼痛把“瞌睡虫”赶得无影
无踪，随之又摇晃摆动、放开嗓门念出声来。
兴许怕拧眼皮，要求解溲的学生特别多。解
溲立有规矩，必须从夫子手中领来唯一的竹
签，方可出门，一个接一个，川流不息……

就这样，熬到日头偏西，结束了一天的
学习生活，学生出了塾馆门，犹如小鸟出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