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镖行天下话镖行（下）
! 崔健

! ! ! !吃完晚饭，除值更镖师外，其他镖师都
要上炕睡觉。北方人睡觉为避免窗外寒风吹
着头部，一般是头枕炕沿，以图暖和，但镖师
一年四季都要头靠近窗户睡觉以便视听窗
外情况。镖师睡觉时要做到“三不离”：一是
武器不离身，二是身不离衣，三是车马不离
院。“武器不离身”很好理解；“身不离衣”是
指镖师在走镖时一般都是和衣而卧，因为一
旦出现意外情况，就没有时间去穿衣服，北方
冬天寒冷，不适合赤膊上阵，这样一旦有事，
就能随时应对；“车马不离院”是指镖局一行
人进店后要有值更镖师看护马车，不管院外
有什么事发生，均不管不问，以防“贼人”使
用调虎离山之计。

水路!三规" 一般认为水路泛舟，免车马
劳顿，可称美差。其实不然。水镖大都沿运河
而行，所经多富饶之地，要铤而走险的“强人”
不少，故存在很多难以预料的变数。因此，要
想一路平安，须遵守水路“三规”：第一规是
“昼寝夜醒”，因为白天几乎不会碰到拦河抢
劫的事，所以除值班的镖师外，白天镖师们都
进舱睡觉，直到太阳落山才准备上晚岗，防备

夜晚有人偷袭；第二规是“人不离船”，运河沿
线多烟柳繁华之地，河中载有妓女的“花船”
“江山船”又时常出现，为防失神丢镖，镖师们
绝不能离船寻欢；第三规是“避讳妇人”，船家
女在传统社会中算是最开放的女性群体之
一，镖师多是血性方刚的男子汉，彼此都要自
尊自爱，少生是非。

!三会一不"“三会”是指会搭炉灶、会修
鞋、会理发。镖师们出门在外，须懂得因时、
因地制宜，要随时能搭起炉灶，埋锅做饭；镖
师们长年跋山涉水，穿一双好鞋十分重要，
所以懂得修鞋的技术也是必要的；镖路艰
苦，风尘仆仆，有时蓬头垢面在所难免，但路
过一些地方免不了要去拜访地方势力，如果
不注意形象，就容易被人轻视，所以镖师们
通常要理发刮脸再换上一身干净衣服后，才
前往会晤头面人物。“一不”是指不洗脸。口
外风沙大（口外泛指长城以北地区），洗完脸
后风一吹，就像有刀子割脸一样，故一般走镖
时，说洗脸就如同说到家一样，因为只有要到
家了才会洗脸。

客镖 !三忌" 走镖保护的不是财物而是

旅客时，叫作“客镖”。保客镖时有“三忌”：第
一忌是忌问被保之人囊中何物，镖师只需问
被保人一旦发生意外，哪件行李是首先要保
之物即可；第二忌是忌同雇主的家眷接触，以
免让人心生不快；第三忌是忌途中讨赏，因为
在走镖途中向被保护人讨赏会有敲诈勒索之
嫌。如果镖师走客镖时触犯了以上三个忌讳，
就可能给交易双方带来一些不愉快，影响镖
局以后的生意。

镖行往事
镖行的镖师中有许多慷慨悲歌之士，留

下了传颂至今的诸多英雄往事。如顺源镖局
的创始人大刀王五是清代名侠，更是著名的
爱国志士，我们就以他的事迹为例，一起领略
优秀镖师的侠义风采。

大刀王五名叫王正谊，祖籍河北沧州，是
京师名侠。因在师门排行第五，又刀法纯熟，
故被称为“大刀王五”，他是与霍元甲、黄飞
鸿、燕子李三等齐名的武术名家。王五三岁丧
父，与寡母相依为命。先拜“燕南三侠”之一的
肖和成为师学习武艺，后又跟随沧州最有名

的武师双刀李凤岗修习，大有所成。后来李凤
岗把他推荐给自己的师兄刘仕龙一起押镖，
让他受到了几年江湖的历练。清同治十年
!"#$"%，王五辗转来到北京，经人介绍到一家镖
局当上了镖师。清光绪三年!"#$$%，在朋友的帮
助下，王五在北京半壁街开创了顺源镖局。顺
源镖局活动范围大，从业规范，收费合理，德
义高尚，很快便声名鹊起，生意十分红火。

顺源镖局里有两块匾，分别是“重义解
骖”和“德容感化”。“重义解骖”是说王五为人
仗义。王五在内蒙古的托克托，碰见几辆让土
匪洗劫后的大车，骡马都已被抢走，他便把自
己车上拉套的马解下来给人家提供帮助。没
有了拉套的马，只能人帮着推车，王五吃了不
少苦。后来被救者便送了这块匾给他。“德容
感化”的故事更值得称道。当时回族人跟汉族
人在小东岳庙赶庙会发生了矛盾，最后双方
约定在陶然亭一较高下。当时清政府根本不
管械斗，都是等真出了事才会插手。王五得知
后在双方之间来回奔走相劝，最后把这件事
平息了。之后双方给王五送了这块题有“德容
感化”的匾。这件事在当时很有影响，王五既
维护了社会秩序，又促进了民族团结。

王五不仅是德才俱佳的镖师，也是著名
的爱国义士。他与谭嗣同的交往广为人知。两
人于 "#&'年在京结识，一见如故。"#&#年“戊
戌变法”，谭嗣同应诏入京，任四品军机章京，
王五便积极担负起了谭嗣同的安保工作。变
法失败后，谭嗣同放弃逃生机会，甘愿被捕，
欲以死唤醒民众。王五得知后多方经营，密谋
营救，被谭嗣同坚决拒绝。&月 ($日，“戊戌六
君子”被斩于菜市口，王五得知后悲痛欲绝。
"&))年，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兴起，王五积极
率众参加。运动失败后，王五为保护在镖局中
避难的一百多口男女老少，未进行任何抵抗，
被清兵逮捕，后又转送给八国联军，被德军枪
杀于前门外东河沿。

谭嗣同就义前所作《狱中诗》里有“我自
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之句，百余年
来为世人所传颂。他的好友梁启超在《饮冰室
诗话》中解释说：“两昆仑者，其一指南海（即
康有为），其一乃侠客大刀王五。”后来的史实
表明，大刀王五确实当得起“昆仑”之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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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阿祥自我感觉最好

是呀，弄堂里哪家哪户有点事，是瞒不
过邻居的。三豁子讪讪地说，鱼太大，钩子吃
不消，尼龙线也太细，被它逃掉了。米店的朋
友像月底米店盘点一样认真，不放过任何一
个疑点，说：“那你怎么分量掂得介准，连四
两的零头也知道？”三豁子无言以对，发急
了，手上茶壶朝地上一掼，说：“不和你讲，你
又不懂钓鱼的，戆卵一只。”

住在十七号里的“太监”往往会
抓住冷场，说起他的几个儿子。太监
是不抽香烟的。说他是太监是冤枉他
了，他连北京都没去过，你考他养心
殿和馄饨店有什么不同他肯定回答
不出，他出生那年民国也一起出生
了，就因为他的脸长得肉团团的上面
寸草不生，声音又很尖细，说的又是
一口软绵绵的苏州话，弄堂里的人都
叫他太监。太监是个心肠很软的人，
路上见到叫花子，他都会给一分钱。
有次他身上没有一分的，只有两分硬
币，他照样给，因为超过预算了，他叫
那个叫花子找还他一分钱。我见过他
那三个儿子，他要是和三个儿子坐在一起吃
饭，你都不知道这是一家人。算起来，和他最
像的是老三，不过他是大蒜鼻，老三是鹰钩
鼻。太监说起哪个儿子，前面必定要加上“亲
生”两个字。譬如他很得意地说：“我那第二
个亲生儿子，现在在煤球店里送货，一次也
没有送错过人家，很有出息。”他另外两个也
很有出息的亲生儿子，一个在织袜厂当临时
工，一个在菜场门口刮鱼鳞。老太监不管别
人要不要听，唠唠叨叨地说儿子的事，一些
细枝末节，听的人都在打呵欠。听居委会的
杨招珍讲，老太监从来没有结过婚。

聊天的人里面自我感觉最好的是阿祥，
唐阿祥，就是我们学校里看门房间的唐叔
叔，“糖粥”。一个人居然有这么多的名字，怪
吧？阿祥说他看孙道临演的电影，每次有孙
道临的大特写，他都觉得就像自己在照镜
子，说发型和眉毛几乎就一模一样，鼻头稍
有不同，只能说各有千秋，眼睛还是自己略
胜一筹，孙道临是水泡眼，自己是丹凤眼。他
特别喜欢谈论一个叫方阿娥的越剧演员，轮
到他说话，必定是方阿娥如何如何。那个名

字大家听都没听说过。弄堂里的男人都喜欢
沪剧京剧，或者淮剧扬剧，越剧嘛，只有女人
才喜欢听。你喜欢越剧倒也罢了，你去捧个名
角呀，去捧戚雅仙金采风傅全香吕瑞英什么
的，你去捧一个叫方阿娥的干什么。大家都觉
得方阿娥肯定是郊区越剧团的，说不定还是
太仓越剧团或者昆山越剧团的，后来才知道，
那个方阿娥只是个龙套演员，要么在皇帝后

面打宫扇，要么粘两撇胡子做家丁，
要么在某一场戏里叫一声“老太太
回来了”，就没事了，节目单上都打
不上名字的。不知道阿祥是怎么发
现这个女人的，又怎么迷上她的。换
一个人这样，要被大家嘲笑死了，但
阿祥不一样，阿祥是在学校里上班
的，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所以大家都
不响，听他讲。这天阿祥又讲方阿娥
了，说我们阿娥很可惜的，本来会大
红大紫的，运道不好呀。原来这个方
阿娥一直跑龙套，终于有一天等到
机会了：*角去生小囡，+角急性盲
肠炎在医院开刀，轮到她 ,角上场
了。方阿娥开心死了，晚饭吃吃饱，

准备用足力气唱戏。那天晚上阿祥也去看戏
的。本来方阿娥在台上从头到尾加起来也就
七八分钟，前前后后只在第四场开口说一句
话：“小姐，请用茶。”阿祥没想到那天方阿娥
居然演主角了，激动得不停地揩眼泪。那天晚
上演的是个喜剧，但对方阿娥来说却是个悲
剧。唱戏是应该饿肚皮唱的，她晚饭吃得太饱
了，一边唱，一边打嗝。有时乐队拉过门一拉就
是好几分钟，等她打完嗝才接着唱。那以后，方
阿娥羞愧难当，失踪了，据说到徐家汇那边的
一个尼姑庵出家当尼姑去了。阿祥说到这里眼
泪水嗒嗒滴。

旁边那些人，本来都在心里嘲笑阿祥，
此时都十分同情他。阿祥说他打算请假去找
方阿娥。于是一大帮人热心地给他出主意。
有个家伙当场画徐家汇地区的地图，这里是
华山路，那边是农田，农田过去还是农田，标
出尼姑庵可能在的大概方位。后来一帮人就
头凑在一起研究地图，看上去就像是在研究
作战方案。纸不够画了，就叫小孩回家去拿
铅画纸，继续画，一直画到昆山还过去。阿祥
哭够了，也凑过去一起研究。

傅海澜传
董 煜

! ! ! ! ! ! ! ! ! ! ! ! $#跟三叔学武功

傅瑞卿的妻子叫卞莲芳，蒙古族人，长得
高大壮硕，要是穿上旗人妇女高底的“花盆底
鞑”，更是比别人高出一大截。当年，她的母亲
去世父亲又出家之后，她带着几个弟弟从关
外来北平寻亲，后来经人介绍嫁到了傅家。那
天，她接到妹妹带的口信，请大姐、姐夫去一
趟张家口，说有要事相托。卞莲芳的妹妹是
著名清军将领马懋斋的夫人，马懋斋以骁
勇善战著称，"&"&年，他在征战沙俄收复失
地后，与侄子兵分两路回京，他带一队回张
家口，侄子带一队回包头，谁知侄子到了包
头，他却迟迟未归，部下回去寻找，却连尸
首都没有找到。对他的失踪众说纷纭，多数
猜测是因他随身携带的那一大笔赏金引起
匪徒凯觑，故遭杀害。马夫人生子时出血不
止，身体虚亏，遭此变故，更是一病不起，眼
看一对子女无人照看，于是只得请大姐、姐
夫前来当面托孤。

见到马夫人时，她已卧床多时，见到姐
姐、姐夫，挣扎着想起身，被姐姐按住了。女
孩偎依在母亲床前，楚楚可怜，男孩还在襁
褓之中，嗷嗷待哺。其实，不用开口，傅瑞卿
夫妇已知马夫人的用意，卞莲芳握着妹妹的
手说：“妹妹放心，这俩孩子我们带回去，一
定把他们养大。”马夫人还不放心，用眼看着
姐夫，傅瑞卿也赶紧点头说：“我们一定把他
们当做自己的孩子。”见姐姐、姐夫如此表
态，马夫人这才松了一口气，又告知，家里还
有一点薄产，有些房子和地，就请姐姐姐夫
收下，作为孩子的抚养费。几天后马夫人便
撒手人寰。料理了马夫人的丧事，处理完马
家的家产，傅瑞卿夫妇带着一双儿女回到北
京。女孩叫傅君哲，小名兰芸，男孩叫傅保
罗。傅瑞卿很疼爱这个养子，还特地为他延
请了一个乳母。
晚清宣统年间，傅瑞卿曾担任过顺直咨

议局的议员。咨议局是清末新政的产物，设立
的目的是为了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作为议员，

傅瑞卿赞成清末新政中改革派提出
的“取消满汉畛域”的主张，为此在咨
议局提出“取消满汉畛域，以促进满
汉平权”的议案。清帝逊位，民国初建
时，傅瑞卿又续任直隶省议员。

傅瑞卿思想开明，虽为旗人，却
很看重汉文化，傅泾波很小的时候，傅瑞
卿便为他请了老师，教授“四书五经”，让
傅泾波打下了很好的国文基础。因为旗人
好武，镇国公又是以武功获封，所以等傅
泾波稍微年长后，他的三叔便成了他的武
学老师。

民国初年，北京出了个劫富济贫的“燕
子李三”，他身轻如燕，落地无声，擅长飞檐
走壁、腾挪闪避。傅泾波三叔的武功跟“燕子
李三”有点类似，但并非出自燕子门，傅泾波
很小的时候就听坊间传说，三叔的武功是跟
一位姓白的蒙古异人学的，那蒙古异人最擅
长“壁虎功”和“缩骨功”，几丈高的墙不用任
何工具身形微动就上去了。窗上的木栅栏间
隙也就一个拳头大，可那蒙古异人一缩骨就
可随意进出。傅泾波三叔羡慕这蒙古异人的
功夫，潜心学艺，不久就把“壁虎功”“缩骨功”
学了个八九不离十，在当时有了些名气。但傅
泾波心里不喜欢，私下说，我要学爬墙干什
么？我要学钻窗缝干什么？这都是“贼门”功
夫，我不学，学了也用不上。那天，又轮到去三
叔处练武，还没走进院子，便听见呼呼的声
响，见三叔正在耍棍，一根棍耍得上下翻飞，
把周身裹得严严实实。傅泾波心里一声惊叹，
心想，这才是光明正大的武功。等三叔停下
手，便闹着要学，三叔起先对这个文绉绉的侄
子并不看好，没想到傅泾波喜欢的事都肯下
功夫，没过多久，就可以像三叔一样把棍耍得
呼呼作响了。
有一天，几个街面上的小伙子起哄，让三

叔去长城上露一手。三叔经不起别人撺掇，一
拍胸脯，便在大家的前呼后拥中去了长城，单
手在长城上拿起了大顶。观者掌声雷动，三叔
正得意，谁料手下的一块砖松了，失去平衡，
一头栽了下来，腰立刻不能动了，在床上躺了
三月，后来好是好了，但再也不能蹿梁上房，
对侄子的武术教学也只能到此为止了。尽管
傅泾波没能把三叔的功夫全都学会，但也因
此强身健体，打下了好底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