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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宫”佳人的传奇人生
!"#$年第一批进入复旦的女生中，有一

位名叫严幼韵的闺秀，长得十分漂亮。在“东
宫”建造前，她总是坐自家的轿车从位于静安
寺的家中来校上课。轿车配有司机，车牌号是
八十四号。一些男生就将英语%&'()* +,-.念
成沪语的“爱的花”。严幼韵的父亲在南京路
上开着“老九章绸布庄”，绸布庄各种衣料随
她挑，因此她每天更换的服装总是最时髦的，
令人眼花缭乱。“爱的花”这一外号于是越来
越响亮，以至于后来很多人只知道“爱的花”，
反而忘记了她的真名。

严幼韵当时在整个上海都十分有名。她
常常在各种舞会上出现，以其风姿倾倒众人。
后来，她嫁给了外交官杨光泩。!"/!年珍珠港
事变爆发后，日军攻占马尼拉，时任马尼拉总
领事的杨光泩和七名外交官惨遭杀害。面对
命运骤变，严幼韵这位几乎没有吃过苦的上
海滩名媛却镇定地承受着一切，含辛茹苦地
带领外交官家属的大家庭顽强地生活下
来———她不仅带领她们在马尼拉的院子里养
起了鸡和猪，还学会自己做酱油、肥皂。抗战
胜利后，她到联合国担任礼宾司官员，后来嫁
给著名外交官顾维钧。现年!!0周岁与复旦同
龄的严幼韵，仍然健康快乐地在纽约生活着。

与严幼韵一同进入复旦的女生中，还有
一位名叫陈瑛的中文系学生，也许很多人对
她的笔名“沉樱”更为熟悉。陈瑛1"2$年从上
海大学中文系转入复旦中文系，3"24年在陈
望道主编的《大江》月刊上发表处女作———短
篇小说《回家》，受到茅盾称许，从此步入文坛。

!"5!年，陈瑛与当时任教于北大的梁宗
岱结识，两人相爱，几年后结为伉俪。!"//年，
身在重庆的陈瑛听闻丈夫移情别恋的消息，
带着与梁宗岱所生的三个孩子黯然离去。其
后，陈瑛到了台湾，在斗焕坪，她教书、翻译，仍
一直以“梁太太”自居，署名仍写“梁陈瑛”。两
人在上世纪67年代时恢复通信联系。此后沉
樱筹划着将梁宗岱的书稿出版，其中甚至包

括梁写给新欢甘少苏的词集《芦笛风》。但!"42

年，重病卧床的梁宗岱希望能见陈瑛最后一面
时，犹豫过后的陈却决定坚守曾经许下的“永
生不再相见”的诺言，未与梁见面。两人几十年
的爱恨纠葛成为了一个难以为外人参透的谜。

我国著名的话剧艺术家、戏剧理论家凤
子也是从“东宫”中走出的女士。凤子原名封
季壬，!"5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她在大
学时就表现出了很高的表演天分。中文系出
身的她文学功底深，英文功底好，常常担负翻
译剧本工作。复旦剧社的创始人洪深教授觉
得她有当演员的天才，便引导她参加话剧演
出。她成为国内第一位演《雷雨》中四凤一角
的演员。凤子毕业后到日本留学，在戏剧《日
出》中扮演女主角，公演后去拜访郭沫若。郭
沫若和妻子安娜杀鸡买鲂热情款待，并在玉
版笺上题了一首七绝赠送给她：“海上争传火
凤声，樱花树下啭春莺。归时为向人邦道，旧
日鲂鱼尾尚赪。”凤子后来回上海主编纯文艺
杂志《人世间》，得到了郭沫若、茅盾、沈从文、
胡风等许多作家的支持。

凤子的丈夫沙博理是个中国籍美国专
家。他定居中国五十年，入了中国籍，当选全

国政协委员。“文化大革命”当中，因为江青，
凤子曾有四年时间受到审查。沙博理始终对
她不离不弃。

另一位学者毛彦文女士，曾经担任“东
宫”的女生指导，与复旦女生“相处融洽，亦师
亦友，几年下来，相安无事”。毛彦文青年时代
的惊人之举，是出演了一场轰动江山的逃婚
事件。这件事让她成为“近代中国婚姻史上少
数敢于挺身冲撞传统婚姻藩篱的一名时代女
性”。毛彦文最真诚、最热烈、最持久、最痴迷
的追求者是吴宓。他为毛彦文代取了“海伦”
的名字，为“海伦”写了大量的情诗。直至上世
纪80年代，吴宓还请人画了一张毛彦文的肖
像悬于壁上自赏。这份单恋最终无果———毛
彦文下嫁给父执辈的熊希龄，两人的忘年恋
缔造了一段传奇。

在自传《往事》中，毛彦文回忆了熊希龄
追求自己的经过。那时，毛彦文受聘于复旦大
学、暨南大学，“每周一三五三天在暨南，余时
在复旦”。熊希龄内侄女朱曦本是毛彦文就读
湖郡女校时的同学、知己。毛彦文在北京女高
师读书时，常随朱家姐妹到熊府玩耍。熊希龄
一直对其关怀备至。!"5/年，熊希龄到沪，住

在侄女朱曦家。
出于礼貌，毛彦文应朱曦之约去看望长辈

熊希龄。紧接着，朱曦持续前往复旦找毛彦文
聊天叙旧，最后亮出代姑父求婚一事。毛彦文
坚拒。次日，熊希龄亲赴复旦约见毛彦文。同
时，熊氏加大攻势，几乎每天给毛写信或填词
寄赠。之后，熊希龄的长女熊芷怀五六个月的
身孕，从京抵沪，代父求婚。在这重重包围下，
两个月后毛彦文终于首肯。!"56年2月"日，55
岁的毛彦文与88岁的熊希龄举行了婚礼。

熊希龄生平致力于慈善事业，他去世后，
毛彦文继承乃夫遗志，继任香山慈幼院院长，
长年在桂林、柳州、芷江等地拓展慈善事业，
造福良多。!"8!年毛彦文赴台后自动放弃美
国绿卡，在台重执教鞭，生活低调。!"""年!0

月5日，繁华阅尽后的毛彦文溘然去世，享年
一百零二岁。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当年的“东宫”早
已毁于日寇的炮火，而“东宫”中那些年轻的
身影也逐渐没入历史的尘埃。但，见证这一切
的复旦依然存在，带着那个时代的情怀与记
忆，并将继续留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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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复旦大学女生宿舍“东宫”（下） ! 周桂发

" #&%"年代复旦女生在上普通体育课#柔软操$ " '&!"年代复旦大学女生宿舍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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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小时候不想上学

我在香港的办公室经常有世界各地的影
迷来，等在门口想见我。很多年前，内地到香
港还很不方便，所以从内地来的影迷并不多。
有一回我在香港拿了个社会学的荣誉博士，
领完奖之后很开心，就往办公室走，回去要马
上准备庆功宴，还要做一些访问，急匆匆的。
路过门口时就看到一个男孩子，年纪不大，那
天很冷，他穿得很少，身上只有一件毛
衣，已经有点弄破了，也不是很干净。
我的车子很快经过他身边进了公司里
面。进去之后心里却老在想着外面这
个影迷，就叫我的工作人员出去看一
下他，问问情况。一问才知道是内地来
的影迷，费了很多周折和旅费才来到
香港，就希望能见我一面。我一听就先
放下手边的工作，让人把他请进来。他
走进来的时候，抱了三本大大的剪贴
簿，冷得还在不停流鼻涕。我让人给他
倒了热茶，让他坐下缓一缓，暖和一
下。把剪贴簿拿过来看一看，又站起来
拍拍他，这一拍他直接哭了，可能是委
屈加上兴奋吧，一下子爆发出来，我也
有点不知所措，又找人给他拿了一些
签名照片和小礼物。
我是苦出身，所以对各行各业最底层的

人都有好感，尤其是像饭店服务员啊，空中小
姐啊，都会比较照顾。有一次我们去台湾，当
地的朋友招待吃饭，在一个饭店的包厢里面。
服务员里面有一个看起来像是刚工作不久，
动作还不算很熟练。中间她过来帮大家倒茶，
手不稳，个子又小，一不小心就把茶淋到了椅
背上的衣服上。我看她一下子很紧张，也不管
那件衣服是谁的，马上跟她说：“没关系没关
系，衣服都可以洗，你有没有烫到？”我这样一
说，在座的别人肯定也不好意思责备她了。她
听我这么说，加上原本就紧张，快要哭出来，
我赶紧又说：“没关系的，你不要害怕。”
小时候，我是一个很讨厌上学的小孩。五

六岁时的一天早上，爸爸照例很早就把我叫
起床，跟他一起去晨练。练完之后他跟我说：
“阿炮，你要准备上学了。”我一听就不高兴
了。上学？那不是意味着再也不能随便玩了？
我们住的地方有很多有钱小孩已经上学了，
我看着他们每天早上起来背着书包，穿着女

里女气的制服出门，就觉得他们很没出息，我
自己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想玩多久玩多久，无
聊了就去帮妈妈叠叠衣服，看爸爸切菜做菜，
或者就跟我的“小女朋友”———领事家的小女
儿聊天，多开心！
我跟爸爸抗议，说自己不想去上学，可以

在家学东西，结果完全没用。几天之后，我就
像自己讨厌的那些小孩一样，穿着制服，背着

书包出了门。
南华小学是当地一所很好的学

校，老师的素质都很高，对学生很耐
心和蔼，教室的环境也非常好，同学
们也都是家境好的小孩，一般都有
挺好的修养。其实能进这所学校读
书，是爸妈托了很多关系才搞定的，
算是很幸运。可我小时候哪里懂这
些，只是一味觉得不想上学，常常赌
气，一走进校门就觉得讨厌。

我从小就喜欢动，课堂上总是
觉得没事干，老师讲的东西根本不
想听，很多单词也看不懂，看着老师
的嘴一张一合，我的脑子早就不知
道跑到哪里去了。有时候实在无聊
了，真是恨不得被爸爸拉出去晨练，
或者干脆被他打一顿，也比在座位

上枯坐着要好。那时候我最爱上的课是体操，
终于可以走出门去动一动，很开心。
这样无聊得多了，调皮捣蛋的我就开始自

己找乐趣了。在课堂上故意坐在椅子上向后摔
倒，逗得全班哄堂大笑，有时向同学做鬼脸，有
时噼噼啪啪地敲桌子，搞得大家没法安静上
课。这样的招数重复耍得多了，老师也就没那
么好耐心了，他把我拖出教室让我在外面站
着。为了避免吸引班上同学的注意，他还要压
低声音瞪着我：“陈港生，你不要觉得自己了不
起！”后来老师发现我完全是屡教不改，于是我
成了展示惩罚手段的最佳样板。有时候上不到
半节课，我就已经被命令把凳子举过头顶，在
走廊上站着，老师不说停就不许放下。再后来
他们还会在我胸前挂块牌子，上面写着我犯了
什么错误，例如“我又调皮捣蛋了”“我把课本
弄丢了”“我没做家庭作业”，有时干脆就只写
两个字“没用”。其实我那时候也认不全牌子上
的单词，但老师嘴里骂了什么我是听得懂的，
估计跟上面的字八九不离十。

醉金花
薛 舒

! ! ! ! ! ! ! ! ! ! $%#最深刻的体会

在广州学习、工作了一段时间，肖遥又辗
转来到上海，进入一家广告公司做设计。直到
2004年后期，因为大姐的召唤，她才回到贵
阳，加盟富鑫酒业。如今，这个当年胆小怕事
的女孩，已经是富鑫酒业公司的仓储物流部
经理。
五姐妹中，当属肖遥最是心细，姐姐们什

么时候出外工作，什么时候又回到了贵阳，大
姐的富鑫酒业公司是什么时候注册的，别人
都只能说个大概，她却连具体日期都记得很
清楚。说起她的小女儿，这个 /岁的孩子，生
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中，有四个姨妈、三个哥哥
疼爱，便也最是受到娇宠。关于女儿的未来，
肖遥有着现代女性时尚而又理性的观念：很
多父母望子成龙，其实是把自己的希望寄托
在孩子身上，我不会对孩子希望太多，我只愿
她快乐，自然成长。
那么，假如可以选择自己的性别，又为什

么希望自己做个男孩？
被问到这个问题，肖遥沉默片刻，而后答

道：爸爸一直想要一个儿子，可是直到我出
生，都一直让他失望。爸爸不在了，假如家里
有一个男人，也许会不一样……
这就是肖遥的遗憾，她有一种隐藏在内

心的愧疚感，虽然身为男孩还是女孩，这并非
她的意愿所能决定，但她依然希望自己能遂
了父亲的心愿，更希望自己能够为这个如今
只剩下女性的家庭，多一双男人的肩膀，承担
一份男人应该承担的责任。
肖遥说，她最喜欢开在野外的那种雏菊，

一蓬蓬地生长，生命力很强，虽然每一朵都很
小，但开花的时候，像雪花一样，一片片、一朵
朵聚集在一起，整个世界都变得美极了。
这就是小雏菊一样的五妹，这个与四个

姐姐有诸多不同的小妹妹，一边享受着只有
她才拥有的幸福，一边祈祷：家里所有人健
康、平安、开心。这就是肖遥的愿望，并且，这
是她近期以及未来、长久的、最大的愿望。
贵阳市乌当区火石坡的新厂区，一栋崭

新的办公大楼内，五姐妹的办公室分布在第
六层的整个楼面，她们分别拥有属于自己的
办公室。大姐周菲，自然是董事长；二姐周彬
的办公室门口，挂着“物资采购部”的标牌；三
姐周娴在“人事财务部”办公；四妹周颖的办
公室门口写着“销售部”，因为大多时间她要
出差谈生意，或者在会客室接待客户，销售部
办公室里，通常看不见周颖的人影；五妹肖
遥，占据着“仓储物流部”办公室。
一目了然，这是一家女人当道的酒业集

团公司，然而，用董事长周菲的话来说，“女人
做事业，太累太累了，尤其是白酒行业，更不
是女人能轻松做下的”。这是周菲经过这么多
年的打拼之后最深刻的体会，也使她对未来
抱以更加紧迫的忧虑。
多年来，白酒业起起落落，顺境和逆境交

替呈现，周菲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艰辛与困扰、
欣慰与喜悦，便不敢轻易地认为自己已然成
功。当问及近期的梦想时，周菲的回答是：富
鑫酒业能摆脱困境。
换言之，周菲并不觉得如今的富鑫酒业

是处于顺风顺水的顺境中，也不觉得富鑫酒
业已经发展到了她心目中真正壮大强盛的酿
酒实体。如今，白酒业更是处于前所未有的低
谷和整合，万难之时，五姐妹承受着巨大的压
力，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考验，作为五姐妹中的
大姐，周菲更是每一刻都不敢放松紧绷的神
经。在男人当道的白酒行业中，这五个女人该
如何撑持起她们的一片天空，如何站稳她们
的一方土地？这是周菲，也是五姐妹正在面
临，甚至将要长久面对的问题。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白酒，的确不是女

人能轻易涉足的行业。男人可以敞开胸怀豪
饮，可以乘酒假气、醉生梦死、纸醉金迷，可
以饮醇自醉、借酒浇愁，嗜酒如命，甚至可以
醉翁之意不在酒。中国历代男权社会延续下
来的观念，让人们可以轻易地原谅那些酩酊
大醉或者烂醉如泥的男人，却不能允许和容
忍女人的“擅饮”。虽然时代已经进步，男女
近乎早已是平等了，但一经说起女人饮酒，人
们的口吻抑或话语背后，总不免带有一些揶
揄或者非贬义但也绝不是褒奖的意思。女人
喝酒，是一件微妙而暧昧的事情，这也是以白
酒为事业的周家五姐妹需要承受的最大压力
和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