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溥儀的另類「皇宮」（上）
讀中國近現代史，一直是件很痛苦的

事。作為中國人，常常不忍卒讀，卻又不
得不面對。
說到中國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其
皇宮在北京紫禁城，世所周知。明清兩朝
的皇家宮殿，後來稱之為北京故宮。至
今，去故宮參觀的人，絡繹不絕，以至於
每天不得不限制參觀人數，還得網上提前
預約。
我對溥儀的關注，緣起於上初中的時

候，看到父親買的一本書——溥儀著《我
的前半生》，當時就很好奇。後來又讀到
溥儀的洋老師莊士敦所著《紫禁城的黃
昏》，也提到他最後一次見溥儀的場面，
我在香港工作時還專門買了另外的版本研
讀。
溥儀後來在日本人的扶持下，於東北做
了「滿洲國皇帝」，也有一座「皇宮」，
後來謂之「偽滿皇宮」。名氣和陣仗自然
與北京故宮不可同日而語，不少人還以為
是在遼寧瀋陽，其實是在吉林長春。
20多年前，我第一次到長春，省裏的領

導晚上請餐敘。接我的車進一院牆門之
後，蜿蜒而行，來到松苑賓館。建築不
高，外表和內裝修都很別致。陪同的人告
訴我，這裏是省委的接待賓館，過去是日
本關東軍司令官官邸。
那天晚上，吃了什麼，聊了什麼，已然

完全不記得了。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
關東軍司令官官邸舊址的建築和設施，數
十年後依然完好，仍能使用，而且居然是
當時當地最好的賓館之一，讓人有一種說
不出的感覺。
2021年9月，轉場到長春工作，這也是我

第二次踏上吉林的土地。第一次到省委開
會，一進省委大院就感覺到，吉林省委辦
公樓的建築特色，與通常黨政機關辦公樓
的風格不大一樣。接待的人告訴我，這裏
原來是關東軍司令部——日式風格的建
築，1933年始建，1934年竣工，主體建築
地上三層，地下三層，建築的正中另建有
三層塔樓。很不容易的是，建築至今基本

保持原貌。
「關東軍憲兵司令部舊址還在嗎？」我

的好奇心又上來了。
「還在，現在是吉林省人民政府辦公

樓。」
乍一聽說，頗為詫異。細一想，似乎也
可以理解。
長春，作為曾經的偽滿洲國「國都」，

稱作「新京」。出於長期侵佔我國東北和
實行殖民統治的長遠目標，日本人對「新
京」的城市規劃和建設極為重視，將長春
作為日本現代建築和城市規劃的實驗地，
傾力對長春進行了全面、嚴謹的規劃和建
設，據說運用了許多西方現代先進的城市
規劃設計理念。比如，借鑒了19世紀巴黎
的改造規劃模式和英國學者霍華德的花園
城市理論，城市風格接近澳洲首都坎培
拉。
在當時，長春的城市建設中出現了諸多
讓人側目的「第一」：中國第一個全部由
外國專家規劃設計的城市、中國唯一仿照
外國首都建造的城市、亞洲第一個普及抽
水馬桶的城市，亞洲第一個全面普及管道
煤氣的城市，亞洲第一個實現主幹道電線
入地的城市，中國第一個規劃地鐵的城
市……日偽統治時期，放眼全國，從規劃
到建設，沒有一個城市像長春這樣完整有
規模，幾乎所有的建築都充滿殖民地色
彩，堪稱殖民建築之首，也因此成為日本
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東北的最好見證。
這些建築大部分採用了所謂「興亞式建
築風格」，雖略帶中國建築風格，但主要
是表達所謂「復興東亞」之意，或稱帝國
冠帽。立面試圖給人以壓倒性氣勢，平面
也多作「日」字形或「亞」字形，處處隱
含着軍國主義侵略擴張的思想意識。
在長春，最有影響力的偽滿建築，當屬
溥儀的「皇宮」，位於長春市東北角的光
復路，佔地面積13.7萬平方米。溥儀於
1932年至1945年在這裏居住13年半。1945
年日本投降，「滿洲國皇帝」宣布退位
後，溥儀當年的「皇宮」一直被佔用。

1962年12月，吉林省利用宮廷部分建築成
立偽皇宮陳列館，並舉辦「日本帝國主義
侵略中國東北十四年罪證陳列展」。2001
年2月，吉林省將偽皇宮陳列館更名為「偽
滿皇宮博物院」。
偽滿皇宮號稱「皇宮」，其實整個建築
群並不成龍配套，建築風格也不統一，並
沒有想像中的那麼金碧輝煌和威嚴宏闊，
看起來倒更像個盆景。當年中國政府不承
認「滿洲國」，凡提及，必加上「偽」字
首碼。偽滿皇宮也只是民間的俗稱，「滿
洲國」當時確定的正式名稱是「帝宮」。
溥儀雖又得到了「皇帝」的封號，但「滿
洲國」比日本矮一輩兒，日本有天皇，遂
有皇室、皇宮，「滿洲國」只能用「皇
帝」一詞中後面的「帝」字，相應被稱作
「帝室」、「帝宮」。
偽滿皇宮的前身是民國時期管理吉、黑
鹽務的吉黑榷運局官署，偽滿洲國建立
後，先後成為傀儡政權的「執政府」、
「帝宮」。擁有大小建築數十座，主體建
築是一組黃色琉璃瓦覆頂的二層小樓，分
為進行政治活動的外廷和日常生活的內
廷。
外廷是溥儀處理政務的場所，主要建築
有勤民樓、懷遠樓、嘉樂殿。內廷是溥儀
及其眷屬日常生活區域，其中緝熙樓是溥
儀和皇后婉容的居所，同德殿是「福貴
人」李玉琴的居所。緝熙樓、勤民樓、同
德殿裏都保存有溥儀當年留下來的物件，
每一間房屋都有溥儀在此喜怒哀樂的沉浮
故事。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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秤是農村常見的一種秤重工具，
我家也有一把桿秤，母親經常用它
來秤一些農作物，以及飼養的雞、
鴨等，平時都把它掛在飯廳裏的牆
上。
我偶爾會取下秤來「研究」，那
是一把非常精緻的桿秤，秤桿木質
堅硬，塗上了一層反光的黑色油
漆，上面有許多銀光閃閃的秤星，
這些星點上標記着不同的重量。秤
桿兩頭還套上了金屬製成的套，旁
邊有一個銀白色鋁合金秤盤、一個
鐵秤鈎和一個鑄鐵秤砣。提手繩穿
過秤桿上的洞，兩頭打上結，在日
光和雨水的交替裏變成油黑色。母
親說：「這把秤是爺爺傳下來的，
準得很。」
秤桿上的小星：叫定盤星，也叫

準星。秤桿上十六錢等於一両，十
六両等於一斤。因為祖輩使用十六
進位制，有十六顆準星，前七顆表
示北斗七星，告誡人們在用秤的時
候，心中有方向，不可貪財迷錢。
中六顆表示東西南北上下六方，告
誡大家，用秤的時候，要心居中
正，不可偏斜。最後三顆分別是福
祿壽。
以定盤星表示天理良心的定位，

是公平交易的起點；其他各星位定
不可轉移，代表着永恒；手中秤與
心中秤一致，彰顯着買賣公平，童
叟無欺。桿秤雖小，秤砣是人心，
秤衡量的是人的道德品質，送去的
是深情厚意的祝福。內地後期使用
十進制，新秤大多為一斤十両制。
每把秤各有所屬的砣，一旦調亂就
再也無法發揮功用。
母親用這把桿秤秤出了人生真

諦，秤出了艱難歲月的故事。
為了維持日常生活的經濟來源，

母親種植老薑、蔬菜，飼養年豬、

雞、鴨、兔子等。逢年過節的時
候，用這把桿秤把心愛之物賣給鄰
里。同時，母親也會把辛苦種植的
農作物，以及飼養雞、鴨、兔子拿
到墟市上去賣，也用這把桿秤秤出
準確的重量後，以廉價的方式賣給
買家，然後將換取的微薄收入積攢
起來，給我們購買生活必需品。
過年殺年豬，不得不把豬最精華

的部分用這把桿秤秤給鄰里，留給
自己的卻是肥肉較多的。看着漂亮
的瘦肉被別人提走，我的心尖瞬間
顫抖起來。然而生活就是這樣，由
不得你是否願意，辛辛苦苦養了一
年的豬，眼睜睜地看着被瓜分。想
到來年的學費和生活費有了着落，
心才稍作平靜。
春節過了，桿秤閒了，母親的忙

碌也暫時停了下來。
在缺衣少吃的歲月裏，母親經常

送一些蔬菜給村裏的老人家，或者
和我們一樣家庭處境不怎麼好的人
家。她在秤物給別人的時候，總讓
秤桿翹高起來，寧願自己吃虧也要
多秤出一些分量給鄰里。所以桿秤
還代表着母親仁慈純潔的良心。
母親心中也有一桿秤，每天秤着

我們兄弟姐妹的生活，哥哥、姐
姐、妹妹需要什麼，她都能準確拿
捏，當然面對眾多子女也會有點小
小的偏愛。
其實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桿秤，或

許這個「秤」就是你的認知，不論
是對自己，還是對事物，它都有一
個支撐點。
我們所接受到的教育，道德、倫
理等等，這些都是為「秤」的標配
做引導和鋪墊的。每個人的「秤」
最終會變成什麼樣子，只有他自己
才知道，經驗與經歷也能改變人的
思維和「秤」。

◆張武昌

母親的秤
◆良 心

西雙版納茶文化

冬日的雨
浮城誌

詞度墨香施 ◆詩：施學概
書：梁君度

桂殿秋．無題
施學概（伯天）鞠躬

心共結，義同盟。
以沫情濡一生傾。
經秋靜對霜鋪地，
耐雪遙思月照卿。

清早出門，發現地面上竟多了一些淺
淺的小水窪，空氣裏瀰漫着潮潤潤的水
氣，就連從身邊拂過的風也泛着微微的冷
意，才明白是昨夜的雨點悄然來訪。真沒
想到，冬雨來得竟是這般的低調！
在乾燥的北方，是很少能見到雨的。

因此，邂逅一場雨也就成了期待，就如同
分別了多年的摯友企盼着某天能夠重逢。
同樣的，在冬天能夠遇上一兩場雨，那
麼，定然是頗為幸運的了。
於是，下雨的日子就變得彌足珍貴了
起來，值得珍藏和紀念，因為，安居北方
多年的我幾乎很少在冬天見到下雨的。
雨落後的街道，換了新貌。濕潤的空

氣，平展的地面上有了一個個水窪，水窪
淺淺的，倒映着藍汪汪的天，連從它身旁
路過的行人也被倒映進了它小小的身子
裏。彷彿，在那巴掌大的一個個小水窪
裏，早已容納了世間萬物。空氣中流溢着
的灰塵被雨滴洗濯得乾乾淨淨，冬雨之
後，所有的景物都煥然一新。屋頂上的瓦
片是新的，窗子是新的，白牆是新的，路
旁，被雨水淋過的燈盞有了清新的感覺，
公園裏，那些從深秋趕過來的草木因為一
場雨的滋潤，再一次地如脫胎換骨般有了
新的容顏。
雨的神奇與偉大，也許就在於它能夠
把所有的塵埃拂去，還人間一片清朗。

門前，冬桂的芬芳少了幾分張揚，樹葉不
再頹敗，草色不再萎靡。它們雖知冬季是生
命的終點，可心裏還是多了一些淡定和坦
然。只要尚有一絲生命的氣息，它們就會
將內在的活力和本色演繹透徹。因為土層
中的種子暗藏了它們的希望，它們要以
「落紅不是無情物」的姿態去呵護那一枚
枚種子，土層中的種子也會以一種螺旋式
上升的方式將新的生命打磨得愈發精緻。
風，帶着深秋的多情，又染了冬日的

冷仄，不知疲倦地傳播寒意。它一定是個
迷茫的浪子，或是被紛繁事物迷了雙眼，
或是因秋波的柔情似水動了凡塵，然而，
冬季的來到，使得暗香不再，只好無奈與
它分別。如此想來，寒風也是有它不得已
的苦衷的。
雨很低調，可陽光卻有些張揚。冬天

的陽光不怕羞，每天都是樂呵呵地準時和
人們碰面，哪怕是昨晚下了一場冬雨。按
理說下雨過後，至少也要給人們一點緩衝
的時間，可陽光沒有，它依舊自顧自地把
它的熱情播撒人間。冬日裏的陽光是個永
遠都長不大的孩子，以一種自然的姿態，
輕輕地就撩撥開人們緊閉的心扉。
冬日，有了一場雨的點綴，也便多了

一份自然和真摯的感覺。濃厚的秋意在一
場雨中淡去，隨之而來是只屬於冬天的氣
象，一場雨露，既是送別，也是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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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宴前，彭哲主任給我們全面系統地介紹了
西雙版納普洱茶歷史和茶文化特色。晚宴後，
刀林蔭州長又安排我們參觀西雙版納茶文化展
覽，並在同慶號茶業小院體驗普洱茶的古法手
工製作，大家都感到新鮮剌激。回到酒店，我
依然抑制不住興奮，將房間書桌上擺的西雙版
納普洱茶書翻看到凌晨3點，躺到床上還在想
着書中看到的西雙版納普洱茶故事。
普洱茶是西雙版納歷史最悠久、最有標誌性
的文明符號。雲南普洱茶按照名山名寨的集中
度，分為勐臘、勐海、普洱和臨滄四個茶區。
勐海和勐臘都屬於西雙版納地區。西雙版納是
國際茶界公認的世界茶樹原產地中心地帶、普
洱茶發祥地和茶馬古道源頭，是具有1,700多年
發展歷史的古老茶區，製茶飲茶歷史悠久，茶
文化源遠流長。
西雙版納茶區均位於熱帶和亞熱帶混交位置
上，地理、氣候條件獨特，土壤肥沃，日照充
足，溫度適宜，雨量充沛，植被豐富，自然生
態環境為大葉種普洱茶的生長創造了良好的條
件，同時也為普洱茶品質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境內各土著民族均有悠久的種茶歷史。古茶
樹、古茶園分布區域廣、品種種類豐富、種植
年代遠久。全州古茶樹古茶園分布區域達13萬
多畝，植株較多且連片的百年以上古茶園就有8
萬多畝。勐海巴達大黑山野生茶樹王和南糯山
栽培型茶王樹以及遍布全州的古茶園，便是茶
史的「活化石」。大量的古茶樹資源，是普洱
茶發展和人類發現並利用茶葉的活見證，是茶

樹種質資源、基因發掘等研究不可替代的物質
基礎，也是獨特而沉積深厚的茶文化的載體。
西雙版納不僅是整個雲南茶資源集中度最高

的產區，也是自古以來各知名的普洱茶品牌的
主要誕生地。西雙版納的茶山眾多，各具特
色。茶界習慣將西雙版納茶區以瀾滄江為界，
分為江北和江南兩部分。瀾滄江以北的茶葉生
產以易武為中心，瀾滄江以南的茶葉生產則以
勐海為中心。江北、江南各有六大茶山，江北
（也稱江東或江內）是古六大茶山，即革登、
倚邦、莽枝、蠻磚、攸樂、易武；江南（也稱
江西或江外）是新六大茶山，即勐宋、南糯、
巴達、帕沙、賀開、布朗。「紅酒論酒莊，普
洱講山頭」，由於各茶山生態氣候、地理土壤
各異，因此所產茶葉的口感風格也各有特色。
西雙版納普洱茶從歷史上的茶馬古道開始便以
山頭的名稱來界定特定口感的普洱茶。俗話
說，易武為后，班章為王，是指易武普洱茶香
揚水柔，口感細膩，像溫柔的皇后。而班章普
洱茶則茶氣剛烈，口感霸道，像是一位王者。
西雙版納還有出名的茶山老曼峨，茶苦得清冽
純粹。離老曼娥不遠的帕沙茶山的茶又素以清
甜著稱。
西雙版納是茶馬古道的起點區域。據史料記
載，西雙版納地區茶葉生產活動始於商周，興
於唐宋，盛於明清。西雙版納的傳統普洱茶早
在唐代就銷往西藏等地。宋朝茶馬交易擴展到
江南和中原一帶。明朝至清朝中期，西雙版納
普洱茶生產達到鼎盛時期，瀾滄江兩岸古茶山
年產乾茶10餘萬擔。自雍正年間起，古六大茶
山的頭春茶被列為「貢茶」，分為「八色貢
茶」。清光緒年間倚邦的金瓜茶至今還珍藏在
中國茶葉博物館內。清道光25年（1845年），
普洱府組織用大青石塊鋪設從易武到普洱的茶
馬古道，將普洱茶從倚邦、易武茶馬古鎮由馬
隊運出，一路經普洱，到下關，過麗江，進四
川，最後來到康藏地區，部分再轉銷到印度、
尼泊爾等；另一路則經老撾、緬甸轉口到泰
國、新加坡、印尼等中南半島和東南亞國家。
1939年至1941年期間，西雙版納年產緊壓茶達
到了2,000噸以上。在用青石塊、青石板鋪起來

的茶馬古道上，數不清的馬幫商隊馱着千擔萬
擔的茶葉運往全國各地和南亞東南亞。萬里茶
馬古道上終年馱鈴迴盪，商旅塞途，倚邦、易
武古鎮一派茶莊林立、商賈雲集的興盛景象，
構成了一幅邊塞風情與茶馬古道交相輝映的歷
史畫卷。茶馬古道不僅是運銷之路、傳播之
路，也是各民族經濟、歷史、文化的交流之
路。如今傣族寺廟壁畫中印度文化、漢文化的
色彩和線條，就是茶馬古道文化交流的印證。
西雙版納飲茶歷史與種植歷史一樣悠久，勤
勞勇敢的布朗族是學界公認最早種植茶樹的民
族，之後又將種茶技術傳授給了哈尼族、基諾
族等山地民族。在千百年的發展歷程中，各少
數民族先民們結合自己的生產生活方式創造出
了獨特的飲茶方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飲茶習
俗。如傣族的竹筒茶、哈尼族的土鍋茶、拉祜
族的烤茶、布朗族的青竹茶等等。各族先民將
之作為一種傳統，一代一代傳承至今。每個民
族都用自己獨特的方式，來詮釋對茶的理解，
各自風俗奇特，地域色彩濃烈。與此同時，各
民族在長期的種茶製茶、飲茶用茶活動中，製
茶工藝、飲茶習俗彼此滲透、相互交融，形成
了獨特而又多姿多彩的民族飲茶習俗和民族茶
文化，蘊育了積澱豐厚、博大精深的西雙版納
普洱茶文化，也為我國的茶飲風情和文化塗上
了濃墨重彩。西雙版納各族人民視茶為「上通
天神，下接地鬼」的靈性之物，民間的婚喪嫁
娶、紅白喜事、祭祀拜神、人際交流、走親訪
友等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少不了茶。在西雙版
納，飲茶、吃茶、話茶，飲的是茶香，吃的是
茶味，話的是歷史。一片片茶葉，蘊含着一道
道芬芳，只有靜心感受，才解其中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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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心茶遊記

◆作者體驗古法手工製作普洱茶。 作者供圖

◆西雙版納茶文化使作者印象深刻。作者供圖

歷史與空間

◆偽滿皇宮博物院是在溥儀宮廷舊址建築
群基礎上建立而成。 作者供圖

◆

雁
翔

初
冬

伸
手

便
觸
及
幾
絲
寒
意
了

衣
櫃
裏
安
眠
的
羽
絨
服

又
迎
來
亮
相
的
時
光

鍍
金
的
葉
子

日
子
一
樣
紛
紛
飄
落

雖
入
小
雪
節
令

卻
下
起
霏
霏
小
雨

仍
有
晨
練
的
健
兒

在
雨
幕
裏
秀
肌
肉

因
疫
宅
家
者

盡
享
世
界
盃
的
狂
歡

剛
剛
解
封
的
人
們

冒
雨
跑
出
家
門

自
由
清
新
的
空
氣

總
令
人
夢
繞
魂
牽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