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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大幕谢落之前的风光
抗战胜利后，由于蒋梦麟自己想辞去北大

校长一职，进入政府权力中枢，成就一番升官
发财的美梦，遂有胡适主掌北京大学的机会。

蒋梦麟辞却北京大学校长，跟着“世人
皆曰杀”的皇亲国戚、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
宋子文鞍前马后跑了一阵龙套，额头上的汗
珠尚未擦干，便随着 !"#$年 %月宋子文的
轰然倒台而摔于阴沟中，所谓树倒猢狲散，
想不到已是六十二岁高龄的蒋梦麟又亲自
品尝了猢狲四散后的尴尬与辛酸。红极一时
的行政院秘书长官帽没有了，好在还有几个
如中央监察委员、国府委员、行政院善后事
业保管委员会委员等官帽还戴在头上。蒋梦
麟依仗这几顶风雨飘摇的纸糊高帽于长吁
短叹中熬过了 !"&'年夏天，终于又遇到了
人生中最后一次转机，有幸成为权倾一时的
农复会掌门人。

蒋梦麟出掌农复会主任之后，原来有些
弯曲变形的瘦弱骨架再度挺了起来，低垂的
头颅也重新仰起，老羊皮袄一样厚重的眼皮
随之轻捷地上下开合，浑浊的眼球渐渐明亮
起来并发着咄咄逼人的光，从脚到头地看上

去，人确是精神了不少。只是这个农复会生不
逢时，刚一坠地就遇到了兵荒马乱的岁月，通
货（金圆券）膨胀，民不聊生，国共内战一天紧
似一天，而北方渐为共产党毛泽东的部队占
领，蒋梦麟只好率一班人马在湘、桂、粤、滇、
闽、黔、蜀等省区推动工作。

农复会在大陆工作短暂的一年间，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社会的矛盾，使农民得
到某些实惠。惜因国共内战越打越烈，农复会
的工作成就淹没在硝烟炮火中没有得到突
显，尤其当时纸币已完全失信于民众，农复会
的经费、薪饷都使用金条、银元等硬通货，需
动用飞机来回搬运，这就为计划实施带来很
大不便与阻力，有时钱还未拨到，该地已成为
共产党的天下，农复会人员只好随慌乱的人
群老鼠一样潜逃出境。

随着国民党军的崩溃和国共军事实力逆
转，农复会随国民政府自南京撤往广州。此
时，共产党的军队势如破竹，兵锋所至，所向
无敌，国民党军队望风披靡。蒋梦麟眼望共产
党军队潮水一样向西南之地涌来，便率一班
亲信飞往台湾，除了解农业行情外，主要向主
持当地军政事务的陈诚探询是否有推进土地
改革的意向。并不糊涂的陈诚自是不会让一
个肩上背着几袋子沉甸甸美金的老汉轻易离
去，于是满口承诺，主客皆大欢喜。("&"年 "

月，蒋梦麟率农复会部分亲信人员扛着美钞
正式把总部迁往台北。

蒋梦麟率部分人员在台湾甫一落脚，就
传来北部地区发生牛瘟并迅速向整个台岛蔓
延的凶讯。蒋梦麟便率农复会成员查明原因，
着手治理。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到 (")*

年 ( 月，终于将牛瘟封杀于台北平原的出
口———龟山通道，一场惊心动魄的牛瘟捕灭
战就此完结。这是农复会到台湾后为当地农
业复兴建立的头功，仅此一役，就令全台民众
刮目相看。

新的一年到来了，农复会在台湾稍事安
顿即有序地展开了工作，经过多年苦干，土地
改革成功，迎来了五六十年代台湾农业与农

村的复兴，释出土地转而投资工业，又进一
步促进了 +* 年代中期之后工业的快速发
展，直至迎来了台岛列为“亚洲四小龙”的经
济全面腾飞时代。农复会还有一功劳，国民
党政府败退台湾初期，财政极其困难，军政
工教人员的薪水难以按时发放，生活更是困
苦不堪，许多过去有钱有势的人家都不得不
以稀饭和青菜充饥，直到胡适从美国回台出
任研究院院长时，艰苦的生活状况仍未有大
的改观，年迈的胡适也一样靠喝稀饭充饥。
因而，台湾当局无力拿出钱财像过去一样搞
公费留学，作为教育家的蒋梦麟一到台湾，
有鉴于各方面急需人才，便利用农复会的美
援款项，协助当局选拔人才公费出国留学。
从 (")* 年录取第一批人到 ("")年终止，由
农复会出资留学成才的不计其数，李登辉就
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和知名者，可惜此人后
来沦为民族败类。

农复会在台岛搞得红红火火，得到了上
自蒋介石，下到普通民众，特别是得到实惠的
农民兄弟的赞许。在阵阵赞誉声中，蒋梦麟于
(")'年兼任石门水库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
从而使他晚年的权力达到了顶峰。

遭 遇 晚 年 悲 剧 的 主
角———徐贤乐

兼任石门水库建设委员会主任之后，随
着工地陆续开工，蒋梦麟每个星期总有两三
天要在石门水库现场办公，晚上不能返回台
北，就住在库区建设工地的宿舍里。也就在这
个节骨眼上，对蒋家人员来说一件大事发生
了，蒋梦麟的夫人陶曾穀撒手归天。

陶曾穀在病榻上与死神较劲争斗时，有
一位四十多岁的官太太，亦即陶的一位表亲
经常到床前照料，二人感情甚笃，无话不谈。
当陶曾穀自知不久于人世的前夜，她借回光
返照的短暂清醒之机，拉着这位表亲太太的
手说了如下一段话：“孟邻（蒋梦麟的字）的身
体很好，而且太重情感，我死了以后，他一定
会受不住的，而且，我不忍心他受长期的寂

寞。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帮他找一个合适的对
象，陪伴他……”陶说这话的时候，眼中含着
泪水，一直凝视着这位表亲久久不愿松手，这
位太太自是满口答应。

陶曾穀撇下丈夫与孩子独自远去，亲属
好友为之悲痛涕泣，那位受托的太太始终没
有忘记陶氏的临终遗言，开始替蒋梦麟提亲
说媒，但一年下来，所物色的十几个女角，其
姓名都被蒋梦麟偷偷用红笔勾掉扔到了垃圾
筐。到 ("+*年秋，终于觅到一个令蒋梦麟满
意的美人，此人便是蒋梦麟晚年悲剧的主
角———徐贤乐。

那位媒婆立即安排二人在台北著名的圆
山饭店相见。接到电话后从石门水库一路驱
车狂奔、满面风尘赶到现场的蒋梦麟在华灯
闪烁中一见徐氏，如睹天人，伸出的舌头久久
不能缩回，惊喜慌乱中竟差点跌倒在地。

徐贤乐乃江苏无锡人，("*' 年出生，曾
祖父徐寿是晚清著名的化学家、实业家、造船
工程师；祖父徐建寅十八岁时协助父亲研制
蒸汽机和火轮船，后来又研发制成无烟火药，
最后在制作火药时发生爆炸，不幸遇难；父亲
徐家保，曾在张之洞督两湖时期受聘为湖北
两湖书院、经心书院的总教习、教习，江汉书
院提调（兼课天文、地理、兵法、算学），民国初
年任广东石井机器局总办，北洋政府陆军部
技士等职。徐家保生五子四女，徐贤乐是徐家
幺女，人聪明漂亮，备受宠爱。徐在上海光华
大学读书时被师生称为“校花”，大学毕业后
曾到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过一阵子，由
是被称为“部花”，抗战后期经孔祥熙介绍到
中央信托局任专员，摇身又变成了“局花”和
“专花”。正是这一串“花”的光环，追求者如同
暗夜的萤火虫纷纷扑撞而来，但徐贤乐不以
对方身材长短和相貌来交往，而是以口袋里
的钱财是否响亮、钱包是否饱满来衡量，结果
可想而知。最后，徐贤乐挑选了年近五十岁的
杨杰将军嫁了过去。因这场婚姻是以财势为
追求的终极目标，结果是结婚 $个月就宣布
离婚。

蒋梦麟的凄凉晚景（1） ! 岳南
蒋梦麟（1886-1964），浙江

余姚人，1917年美国哥伦比亚
大学哲学博士毕业。1927年至
1930年任国立第三中山大学、
浙江大学、国立浙江大学校长。历
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北京大
学代理校长、校长等职。

1962年2月和5月，中国
学术界灿烂星河中的两颗巨
星———胡适与梅贻琦，相继在台
北陨落。而与胡、梅二人共事多年
且互为知交、被誉为留美“三老博
士”之一的蒋梦麟，无论是参加胡
适的吊唁还是为梅贻琦书写墓碑
碑文，皆是百感交集，别有一番刺
骨锥心的哀戚在心头，尤其是对
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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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你们对此事有什么看法

“那就好，你是经侦队长，我相信你知道
应该怎样处理好这样的事情，对吗？”梁局长
的口气听上去很温和，实际很锐利。“我，我知
道了，我会，会抓紧处理。”关锋唯唯诺诺地回
答。“记住，办案时不是不允许一点不能出错，
但我们不能去做明显是错误的事情，知道
吗？”梁局长说话的方式像是一个长者对年轻
人的教诲。“是，局长，明白了。”关锋听出了局
长话中的责备之声。
当日下午，关锋决定立刻召集一

次经侦总队全体人员会议。队员们被
突然召集到一起，都有些困惑不解。
关锋拿出了方国良的律师函一字一
句读了一遍，然后对大家说道：“这封
律师函，是上午梁局长找我过去亲手
交给我的。他希望我们经侦总队认真
对待此事。如果律师函所说的内容属
实，就必须尽快了结顾斌的案子。”

会议室里浮起一片嗡嗡的议论
声。隔了几分钟，等大家渐渐安静下
来后，关锋对参与顾斌案的几个专案
组人员问道：“对方律师前一阵交上
来的有关顾斌无罪的证据材料，核实
过了吗？”“已经核实过了，材料本身
没有什么问题。”有一个队员答道。
“那么，你们对此事有什么看法？”关锋追问。

顾斌专案组的几个人互相看看，有人低
头不语，有人面露难色。还是刚才发言的那个
队员表示说：“既然材料属实，顾斌就有可能
是被诬陷的。”
“不是有可能，而是肯定被诬陷了。”坐在

会议桌一头的周警官此时声音响亮地插言进
来：“我们办案，最看重的是证据，现在白纸黑
字的证据一份份放在我们眼前，我们有什么
理由还疑神疑鬼？”“是啊，如果方律师提供的
证据不确凿，他就不至于再发律师函给梁局
长吧？”一名外组的人发表看法，马上得到另
外几个人的附和。“这件事，弄得人家方律师到
新局长那里告状，我们经侦总队多没面子啊。”
周警官气恼地大声说道：“如果我们还不尽快把
这事处理好，到时候人家再往上一级去告我们，
不就更被动啦？”“是啊，是啊。”好几个人异口同
声附和。
“大家静一静，”关锋清了清嗓音说：“如

果方律师的证据材料足以证明顾斌是无罪
的，我们把他拘禁了那么长的时间就是明显
不妥当了，今天我找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我
们要不要立即释放顾斌。”关锋说着扫视了大
家一圈。
“既然顾斌无罪，当然应该释放啦。”有人

表态说。“那好，既然如此，我想请大家就这件
事一起来投票做个决定吧。”关锋边说，边抬
眼环视在座的所有人：“认为顾斌无罪，应该

立即释放的……”
话刚说到一半，猛听得“咚”的

一声，会议室的门被谁用力推开了，
门撞到墙上，发出闷闷的声响。关锋
闻声朝门口一望，脸色骤变。

快步冲进来的是徐副局长，一
个略显肥胖的矮个子，五十多岁，他
一进门，就气急败坏地扯开嗓子喊
道：“关锋，葛局长临走时怎么叮嘱
你的，嗯？你都忘得干干净净了吗？”
“这……”关锋这一惊非同小可，

一时竟不知所措。徐副局长突然从天
而降，令他惊愕之余困惑万分。这个
会议，是他起念临时召集的，开会前
谁也不知道他要说的内容，怎么徐副
局长这么快就得到消息了呢？由于事
出突然，关锋脑子里一片空白。

会场里一片鸦雀无声，大家面面相觑，不
知徐副局长为什么忽然怒气冲冲闯进会场
来，而且发那么大的火。这位徐副局长平日里
很少光顾经侦总队的啊。
“徐副局长，这不干关队长的事。”周警官

站起身打破沉默。每逢这种情形，当许多人在
上级面前战战兢兢时，周警官往往会显出胆
识过人的镇静。他朝前几步，来到咄咄逼人的
徐副局长面前说：“我们关队长只是在执行局
长的指示。”
“局长？哪个局长？”徐副局长依旧怒气不

减。“我们局里还有几个局长？当然是梁局长
啦。”周警官似笑非笑地顶了一句。
“梁局长？”徐副局长闻言顿时发愣，“你

的话是真的？”“我吃了豹子胆啦，敢当面骗你
徐局？”“他刚来不久，怎么会知道顾斌的案
子？”徐副局长依旧将信将疑。
“那就得请徐副局长自己去问啦。”周警

官说，“我们也不明白啊。”

唐云传
郑 重

! ! ! ! ! ! ! ! ! ! $%#八壶之旅"二#

提起八壶精舍中的第五把曼生壶，唐云
总是说：“这要感谢胡若思。”胡若思是大风
堂的门人，山水画家。有一次，胡若思到了苏
州，在旧货商店看到这把壶，就自作主张地给
唐云买了回来。唐云一看，原来是一把“匏
壶”，是曼生壶中不多见的一种造型。那壶铭
简洁古朴明了：“饮之吉匏瓜无匹。”后来，唐
云得到这把壶的拓本，才知道这把壶原为清
代大收藏家吴大澂的藏品。吴大澂是唐云的
好友吴湖帆的祖父。这把壶应该是吴家的传
世之宝，不知为什么却流落到市井，唐云感到
不可理解。

唐云的一位朋友魏仰之，是位书画爱好
者，收藏古今书画颇富。他在广东工作时，专
程去北京，陪唐云去什刹海古玩市场。他也
想借助唐云的眼力，在古玩市场上买几件东
西。这次，魏仰之什么也没有买到，唐云却又
买到一把“曼生壶”。这是一把“提梁壶”，壶
的把柄造型很别致。那壶铭是：“煮白石，泛
绿云，一瓢细酌邀桐君。”只花了五十元钱，
唐云就把此壶买到了手。“茶壶你买它干啥？”
魏仰之说。“各人有各人的欢喜。字画你买它
干啥？不也是为了满足欢喜欲吗？”唐云说
罢，两人哈哈大笑起来。

八壶精舍的第七把曼生壶，是新金陵八
家的亚明送给唐云的。("$"年，唐云去南京
参加中国画的评选工作，和亚明相遇。酒余
饭后，他们在一起聊天，说的都是家务琐事。
亚明说他家有一把茶壶，是用来装酱油的，壶
嘴被堵住了，烧菜急用酱油时，偏偏倒不出
来，用铁丝也无法搞通。“你拿来我看看，能不
能给你把它弄通。”唐云说。“你怎么会捅茶壶
嘴呀？”亚明感到唐云对此事有些不自量力。
“你拿来我看看嘛。”唐云说。唐云到底能不能
把壶嘴捅通，亚明不去管它，隔了一天，他果
然把那把装酱油的紫砂茶壶拿来了。亚明看
到唐云把沾满酱油的茶壶在手中把玩，有点
爱不释手的样子，根本不再谈捅茶壶嘴的事

情，感到有些不解。“这东西很好，
你留着玩吧。”唐云说。茶壶没有
通，亚明又把它带回家中扔在一
角。过了几年，唐云和亚明去山东，
参加全国美协会议。两人的房间对

门，不开会就在一起谈天。这时唐云又想到亚
明家中放酱油的那把茶壶，就问道：“你那把
放酱油的茶壶还在吧？”“你欢喜？”自己能有
一件东西使唐云念念不忘，亚明自然很高兴。
“我欢喜，那是一把曼生壶。”唐云说。“既然是
老药欢喜，不管是什么壶，我都送给你。”亚明
说。他们人在山东，壶在南京。过了一年，唐云
又有南京之行。刚刚到宾馆住下，他就打电话
给亚明：“你那把茶壶肯定送给我吗？”“肯定，
肯定。”亚明说。“我现在就去拿。”唐云有些
急不可待。“把它洗洗干净，我给你送去。”亚
明说。过了一天，亚明果然把茶壶送来了。唐
云自是非常欢喜，把玩不尽，说：“我无以为报
啊。”“你客气啥。”亚明说。接着，亚明和唐云
一起去了扬州。亚明看到唐云对这把壶时时
抚玩，就问道：“你怎么这样欢喜它？”
唐云把壶捧在手中，说：“你看，壶底有

‘阿曼陀室’的印记，壶铭更妙……”亚明接过
壶一看，只见壶铭曰：“笠荫暍，茶去渴，是二
是一，我佛无说。”唐云指着壶铭说：“你看这
壶铭的句子多好，是二是一，很有禅机，因
为有禅机，使人产生许多想象力，你问佛，
佛不说，只好自己参破，茶叶和茶壶是连串
着的。宋朝有个和尚说‘吃茶去’含义很深，
一边吃茶，一边参禅。禅定吃茶，可以安定
思想。笠荫暍，茶去渴，说到底是一样东西，
还是两样东西，我佛无说，让你自己去体
验。”

最后要谈的就是那把井栏壶了。顾名
思义，这把壶的造型像一个井栏。改革开放
之后，人的赏玩情趣得到某些自由。所以，
这把壶没有费多大气力，唐云就从上海文
物商店把它买来。买东西的人，总是希望价钱
便宜些，可是这把壶便宜得使唐云心中有些
惶惶不安，他带着惋惜的心情在想：像这样好
的壶，居然不标高价，中国的文物也太不值钱
了，这是因为不懂，还是不尊重传统文化的价
值？这把井栏壶的壶铭为：“汲井匪深，挈瓶匪
小，式饮庶几，永以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