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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回第十五回  田野之欣賞田野之欣賞

　　天津站上預定的儀注，遠不僅如上面所講的那樣的簡單。　　因為這是一次亙古希逢的盛典，在事先，袁世凱他們這些人，已

早就和慶善李蓮英輩接洽好，決意要儘量的鋪張一番，熱鬧一番；可是太后竟並不能完全依從他們，當伊把各官所獻的禮物全收下

之後，伊就自管自的回到了車上來，吩咐開車，以致無數未曾演出的大節目，全給伊一筆勾銷了。這當然是很掃興的！其實，這種

繁文縟節對於太后，真可說是極普通的家常便飯，那一天沒有，它們簡直到處把太后包圍著，不讓伊有清靜的機會。不過情形畢竟

有些不同，往日在宮中整日整夜所搬演的許多儀式，雖說是因為太后自己太不肯放鬆的緣故，形式上總是非常的莊嚴，但無論如

何，大家到底不能使這種演得過於純熟的把戲永久維持著緊張活躍的精神，而這一次在天津站上舉行接駕典禮時，卻是人人都感覺

到有一種比較興奮的情緒，象尋常人在每次逢到什麼節令日的情形一樣。尤其不同的是，差不多每個人，都有幾分旅行的樂趣，在

神情之間顯露著。

　　太后現在雖是一般的也端坐在伊那一間列車上的小朝廷裡，但伊的視線，卻不再集中在車壁上各個小木架所托著的許多現代珠

玉古玩上了；伊只是目不稍瞬地看著那一條幸運的小狗，和那兩頭初到的鸚鵡。伊的意思似乎是想知道狗見了鸚鵡，鸚鵡見了狗之

後，會有什麼特殊的動作做出來？就是我，也滿心以為這兩種畜生既已安置在一起，必不能沒有新事故在這座小朝廷裡發生了。豈

知事實恰好和理想截然相反：那狗對於鸚鵡，根本並沒有什麼興趣，彷彿不曾看見它們一樣。這已可證明那狗雖然具有比較奇特一

些的外貌，但它的智慧，卻仍和尋常的狗，不相上下。－－也許是更笨一些，我真不明白，太后為什麼獨是歡喜它？－－再說那兩

頭鸚鵡是格外教人失望了！

　　當然，我對於它們的毛片，自也不能抹殺事實，不贊一聲美麗；無奈毛片儘管美麗，可厭卻終是可厭。它們簡直整天不停的在

吵鬧，除掉我們睡覺的時候，不知道它們是否依舊還在吵鬧之外，只要我們醒著的時候，便不停的聽見它們在喊「老佛爺吉祥如

意」，「老佛爺平安」，顛來倒去的老是這兩句刻板的頌詞。喊到後來幾乎使我們每個人都聽得頭痛了，恨不能用什麼東西去塞住

他們的嘴；可是太后卻不但不覺得可厭，而且每聽到他們喊一句，臉上必露出一絲笑容，誰也不知道伊究竟有什麼興趣感到！從這

一點上推想起來，我不由不分外的佩服袁世凱了！他是何等的善於迎合太后的心理啊！光是教那兩頭鸚鵡說兩句極尋常的吉利話，

也就收到了極好的效果；以後，只要太后每聽一次鸚鵡叫，伊便不能不想到袁世凱。這樣，袁世凱的寵信，自然是格外的鞏固了！

　　因為太后這一次坐著火車旅行，還是生平第一遭的關係，所以我們的車上，另有四個醫生帶著；他們的任務除掉服侍太后之

外，也有一部分是為著要保護我們這一班的健康而同行的。

　　但是造化得很，一路上我們這一班人裡頭，竟沒有一個受過絲毫病創，大家好像是有意跟那四位大夫賭氣似的從不曾都他們出

過一回風頭。

　　在我們一起，還有一個因臨時的需要，而擢升至很重要的地位的太監。這個人並無別的長處，就只是他先世業農，他本人又愛

研究，所以對於植物學－－各種草木的認識－－很具有一些過人的造詣。他特地被帶到太后這一輛車上來，站在張德那一間狹小的

烹茶室裡，整天靜悄悄地候著；如其太后偶然望見窗年軌道兩旁有什麼特殊的花草或樹木，為伊自己所沒有見過，或見過而已經忘

掉它們的名稱的時候，便立刻把這個太監喚出來，教他詳詳細細的說明。

　　因為太后所要的答覆往往不只是很簡單的幾個字，必須是有頭有尾的長篇敘述，於是這個太監一遇空閒，便專心一志的躲在那

狹小的烹茶室裡，翻閱一切關於植物學的書籍，痛下準備功夫。這樣，他不但每次總能有很完備的答覆供給太后，而且往往是有問

即答，從不遲疑。本來，太后的脾氣原是最急躁不過的，他要如不能在太后發問後的三四分鐘之內答覆出來，無論他的答覆如何詳

盡，如何完美，伊也必不能忍耐，而立加斥責；話雖如此，這個太監的答覆根本上是否可靠，卻還無人可以擔保。所以我對於他的

話，總是抱著姑妄言之，姑妄聽之的態度；幸而他的詞令很好，聽了教人盡可不覺得厭煩。

　　一路上，還是因為時令的關係，毛毛雨一陣陣的下個不停，而天氣卻是逐漸的和暖起來了；待我們這一列黃色的列車拖著我

們，漸漸地滾上奉天邊辦的時候，天時已正式轉入晚春中去了，風打在人臉上拂過，只覺得一陣溫暖，彷彿要把人融化似的，我們

這一群人的心上，也跟著增加了無限的愉快；我們愈是和那喧哄紛擾，森嚴可怖的北京城離開得遠，便愈是興奮，愈是快樂，誰也

不願再想一想將來回去後的情形。

　　「啊！春天真是一年中最可愛的一個季節！」空氣中的一片春意，似乎也給予了太后相當的影響；有一天，伊忽然向我感歎

道：「在這種天氣裡，人真象又回到了年輕時候去！春天本來是屬於年輕人的！」

　　接著，伊又用了很美妙的音調，默念了一首唐代大詩人孟浩然的《春曉》詩：「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

知多少！」

　　太后對於詩詞，很有相當的欣賞；我雖然並不曾看見伊自己寫過什麼詩詞，但往往聽見伊在背誦古詩。在中國古代的許多大詩

人中，伊所最贊美的便是李白，凡是李白所做的詩，伊差不多全讀過，或者可以說是全能默誦出來。因為太后這樣的愛好李詩，以

致造成了一種風氣，那時候朝中一班文臣，凡有吟詠，幾乎無不以極力摹仿李白的格調為能事；偶然給太后見到了，隨便稱賞一兩

句，這些人便象受了什麼榮典一樣的高興，就此自命不凡，以為真能追步青蓮了。其實太后的詩學也只是很淺薄，倒是對於中國古

代的歷史和那些比較有名的稗史或傳奇等等，伊可說是的確有幾分研究，為尋常人所不及。

　　孔夫子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最了不得的人物，只要曾經讀過一些書的人，對於孔夫子的事跡，總能知道幾分，太后平日也是絕對

的崇拜這位老先生。伊並且把孔夫子所說的許多話，記得爛熟，每逢批閱奏章的時候，或教訓伊的臣下的時候，伊往往歡喜引用上

幾句，似乎要借此增加看的人或聽的人信心。

　　上面這兩段話是因為寫到了太后在車上低吟孟浩然的《春曉》而聯帶想起來的，和本書這一章，其實並無多大關係；現在就讓

我們把它收住吧。

　　依我們於事後回想起來，太后這一次上東北去的旅行，雖不能說是十分吃力的長途跋涉，但象伊那親養尊處優慣的老年人當

之，終究也是很辛苦的了！不過在那時候，伊自己並沒有感覺到，這是因為伊心上正受一種興奮的刺激，一心只想回到伊自己的祖

宗－－葉赫那拉（慈禧母姓）所生長起來的故園中去，（那裡也是作者的祖宗所生長著的地方）所以伊的精神竟特別的振作，很容

易地克服了伊軀體上所受的疲勞。當清朝全盛時代，乾隆皇帝也曾一度回到奉天來過，但除掉這一位英武有為的皇帝之外，太后就

是滿清歷朝帝後中第一個遄反故鄉的人；我想伊對於故鄉的各種景物，必然也抱著一團極熱烈的期望。

　　我們經過天津後的第二天，列車已漸漸地行近天下聞名的山海關了。其中那一位宮中僅有的植物學專家，差不多整天不能休

息，老是站在太后的前面，等候伊詢問，因為這一段路線的兩旁，已很少市鎮，十九是花草叢生的田野，太后看得非常的高興，於

是伊的問題，也就源源不絕的發出來了。

　　途中，不知道在什麼地方附近，我們經過了一條水色明靜如鏡，也沒有什麼大波浪的長河。在平常日子，這裡也許是一處很重

要的水道，但在這時候，卻靜悄悄地不見有一條船舶，因為這條水流的地位，和太后此刻所經行的路軌相離得太近了，為求防護的

周密起見，已暫時施行了斷約交通的禁令。不過河的本身，卻並不因無船隻往來而減色；太后看見了它，便十分的歡喜。的確，在

廣闊的田野中，有這樣一條綠水點綴著，真象是一幅約妙的風景畫。但依我仔細觀察起來，這條河原來未必如此動人，一定在先期

已有人前來整理過了，尤其難得的是兩岸的樹木；往常，我們總是很不容易在任何一道河流的旁邊，見到有多少樹木，原因是為了



中國人的習慣，向來知道注重園林的建設。一般窮苦人家，為著沒有錢買燃料的緣故，更爭先恐後的到處斲取樹木，以致除掉十分

荒僻的區域，如吉林，黑龍江等等以外，中國本部，幾無一處森林；便是稍成行列的樹木，也少有。而在這一條長河在左右，卻有

很整齊的兩行樹木種著；絲絲下垂，象一簇簇綠線似的楊柳，在水面上徐徐飄拂著，中間還夾著開得錫紅錦似的桃花，這情景端的

可愛煞人。

　　太后看到這樣美麗的景致，那裡就肯輕輕錯過，堅執著要吩咐停車，讓伊自己下車去小步一回。伊的意志當然是沒有人能挽回

的。於是這一列黃色火車，便在中途停了下來。車上凡有執事的人，少不得一齊隨著伊下去了。但是下車盡下車，要自由行動卻不

能；只有太后和我們幾個侍從女官，可以隨意走動走動。－－在車上端端整整的站立了許多時候之後，這種輕微的運動，實在是十

二分需要的。－－因為其餘的人都得照著宮中原有的規矩，向太后肅立致敬；不過那些太監也是可以往來奔走的，太監本來不能算

是人，所以也可以讓他們自由了。

　　只苦了那一班隨駕大臣，都象泥塑木雕似的站立著，眼睛也不能向四面眺望，必須永遠注視著太后，以便太后要有什麼話說給

那一個聽的時候，這個人就可立刻走上去。

　　伊對著這一條水清可鑒的長河呆呆地看了半晌，似乎看得很出神的樣子。

　　「啊！這裡真是可愛極了！可惜我們忘記了一件東西！」

　　伊雖然略有幾分失望的神氣，但說話還是很柔和。「我們要是把那遊艇帶了來，豈不很好玩？」

　　太后原是很歡喜乘船的，伊有兩御用的遊艇置備著，每逢伊高興的時候，就在頤和園的昆明湖上來來往往的划著；可惜這兩條

遊艇真是太大而太笨了，划的時候，非有許多的太監同時努力不可，因此反覺毫無興味，如果要裝載起來，至少得占到一輛平車。

但是我可以斷然的說：假使玩賞的話，伊必不惜特調一輛平車，把那遊艇帶著同走；即使不曾預先知道，而現在還有極迅速的方法

可以派人回去立刻裝載來的話，伊也必不惜任何費用，馬上會教人趕去弄一條來。無奈如今還沒有這種好的方法，從這裡到北京

去，一來一回，至少要兩天工夫，難道好讓太后就在這裡守候著嗎？因此，伊老人家也不作此想了！只是頻頻歎息，表示無限的惋

惜和留戀。我忍不住私下請問伊，如果我們真把那遊艇帶了來，伊將如何的玩法？這一問，倒使伊很上勁起來，象一個渴極的人，

聽人家提起了茶的滋味一樣的上勁。伊說，伊要和我們一起坐在那遊艇裡，而讓其餘的人，依舊留在車上；但車子必須開得十分的

慢，和遊艇並肩而進。這個玩法，當然是很新奇的！伊不但可以儘量的領略泛舟的樂趣，同時可以觀賞伊那新制的一套玩具，－－

這列黃色火車－－在路軌上徐徐滾動。不過這樣的舟車並進，將費多少人的氣力，伊卻一些未曾盤算過。

　　既是無舟可泛，只得重複退回車上來，繼續東行。

　　這裡，靠近路軌的右邊，已是遼東灣了。在遼東灣的沿岸，北戴河和秦皇島兩處地方，都算是很著名的名勝地；太后往日也時

常道及它們，可是現在伊下不想去了，因此，我們竟和這兩處勝景擦肩而過去時，並不曾下車去看一看。當然大家都覺得很可惜。

其實，太后的心上，正急著要回到奉天去；而伊的注意力，更是集中那號稱三下第一關的「山海關」上面，山海關不僅是一處險要

的關隘，同時還是在歷史上把中國本部和東三省劃分為二的萬里長城的盡頭；它的古舊的灰色的尾巴，就在這裡伸入海中去。

　　我們的黃色列車，鑽過了許多層巒疊翠的高山的背影，正式到達了山海關。在那些高山的上面，便可以看見萬里長城，象一條

巨蟒似的曲曲折折的蟠踞著。它的長度，號稱有一萬華裡之多，事實上約莫有八千華裡以上，合起公里來，總在四千五百進而左

右，的確不能不說是一起偉大的工程。

　　山海關就在臨榆縣的境內，這縣的面積很小，也並沒有怎樣熱鬧的商市，依著常理來推測，太后的車駕，無論如何也不會在這

種邊邑僻縣內留駐的；但太后對於山海關的興趣太濃了，因此伊也連帶的注意起這個小縣來。待我們的列車在站上停靠之後（這裡

卻並不曾另建新的月台，只在舊的月台上加鋪上層黃沙），伊便不住的催促李蓮英趕快去準備伊的鸞輿，決意要在這縣城內巡視一

擊，還虧慶善們有一些先見，在太后未啟程之前，早就知照這這裡的官吏，讓他們好有充分的時間，把這一座破舊的縣城，用心加

一番修整的工夫，免得太后看見了不高興，所以當太后下令要在城內周覽一回的時候，大家都並不怎樣慌張；因為我們推想起來，

有了那麼八九天的工夫，無論這些地方官如何不行，總該修整得有些頭緒了。其時，他們的一群，也象天津站上的一群同樣地穿得

十分富麗，濟濟蹌蹌的俯伏在站旁接駕。不過他們的官級都是很小的，沒有一個能趕得上給太后注意；結果是他們等於白走了一

次，不過使車站上格外增些熱鬧而已，也許他們連太后的面都不曾見呢！

　　鸞輿從車站出發，就由當地的最高長官做引導，沿著幾條比較最寬闊一些的大道，慢慢地行去。這些街道，平時都是很髒的，

今天卻已一街律上了一重黃沙，把他們本來的丑面目全遮掩過了。我雖不知道太后見了作何感想，但我自己對於這種臨時抱佛腳的

佈置，卻委實覺得非常不快。中國人無論做什麼事情，總不肯早些用工夫實實在在的做去，多愛在臨急的時候，用引起輕巧的方

法，粉飾一時的太平；這便是一個現成的例子！後來，我們以過一座城門，便越發看透了這種病態。因為城門的工程比較上要艱巨

得多，雖然有了七八天的準備工夫，但因平時一任它坍毀，不加修繕，臨時那裡修整得起來？便只能站它象一個龍種不堪的老人似

的斜跛著了。

　　太后在城內約摸兜了半個時辰的工夫，便把城中所有的大街全走遍了；可惜我不曾請問伊所得的印象如何，否則倒很可和我自

己的感想比照一下。出城之後，伊竟不讓人家有休息的時間，立刻又命令他們把伊抬到城邊的一座小山上去。這座小山的高度雖是

很低的，但人若是到了它頂上去。也很能看到附近一帶的景物了。尤其是那一條古意盎然的萬里長城，格外的可以看得清楚一些！

我正在獨自默默地懸想登高臨眺的樂趣，忽聽太后吩咐李蓮英差人去給我們準備轎子，我就知道這個好機會是一定再不會失去的。

登山望田野，這是何等好玩的事情啊！人原是無有不好玩的；我想其餘的女官，那時候必然也很高興。至於我們的轎子是絕對不成

問題：雖然我們並不曾把自己日常所坐的帶來，但在前清時候，轎子乃是各地唯一的交通器具，要搜覓十幾乘，真是極不費事的；

保況慶善們通知這裡的官員準備接駕的時候，已曾附帶的吩咐過，教他們預先替我們端正下幾乘官轎，以便應用。

　　一到山頂，太后就望著那蜿蜒起伏的萬里長城，發出一種得意和微笑來。「當初，這一條長城原是為著要把我們隔絕在外而築

的！」伊很興奮的說刖：「然而，現在呢，我們已經站到裡面來了！而且還站在這裡眺望著它。我想這是誰不曾想到的！其實，我

們和中國本部有什麼分別呢？一般也是中國的一部分；語言，習尚，大半是相同的，而他們內地的人，偏要把我們看做是另外的一

起，那真是太小見識了！自從我們進來當國以後，越發的打成一片了；從前的畛域，可說已一掃而空，惟有這一件已經頹廢的大工

程還殘缺不全的遺留著。」

　　這話倒是不錯的！東三省和中國本部，實在只是一家，以前也許還有幾分的隔膜，但自清朝定鼎以後，東三省人的種種特性，

幾乎全被中土的人所同化了，那裡還有什麼分別？

　　「當明朝末年，」皇太后的話匣子，竟因這一重感觸而大開特開了。「原有一位吳三桂將軍在這裡鎮守著。和我們列成敵對的

形勢。不料其時中國內部，正給流寇騷擾得不堪高想，官兵不但不能剿滅，反給他們一陣陣的殺敗下來；最後，連崇禎皇帝的寶

座，也漸漸地坐不住了。於是吳將軍便差人來向我們借兵求救，我們立即答應了，他還親自開門，把我們迎接進來；從此，我們便

長驅直入，得到了整個的天下。這正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大收穫！然而從此使中國本部和東三省完全溝成一氣，也未始非雙方之福。

」

　　太后在小山上足足留連了一個多時辰，待我們大家都眺望得生厭的時候，伊老人家卻還在高瞻遠矚地望得很上勁咧。到後來，

伊忽然又發出了一個很奇特的命令，說是要到海濱去看長城入海的所在。我無論如何也想不出伊是為了什麼緣故，特地要去考察那

一處無關緊要的部分。

　　「從前的時候，」伊用手指點著那些頹壞的殘跡，用一種感慨的語調說道：「這一部分濱海的長城的建築，尤比別處築得特別



的堅固。面積也是特別的廣大，彷彿有兼作防海的長堤的意思；現在這一部分已是坍毀得不能再有什麼用處了，而本來用以隔絕我

們的山海關，也象大門一般似的開直了，恐怕再過幾十年，或幾百年之後，人們對於古代皇帝建築這條萬里長城的原意，一定會漸

漸地模糊，以致於全部忘卻！」

　　真的，萬里長城已逐漸走上傾坍的路上來了，尤其是山海關附近，坍得格外的迅速，已現出了一個很大的缺口；京奉路的軌道

就在這缺口裡很寬裕地通過。致於坍下來的許多材料呢？從前想必是費了許多財力搜集來的，現在卻因無人看管，只要一坍下來，

便給附近的居民撿去，作為蓋屋子的材料了；甚至沒有坍倒的也有人會去偷拆下來，搬回自己家裡去。象這樣值得寶貴的古代建築

物，一任它如此破壞，傾毀，無怪太后要不勝感慨繫之了！

　　現在，我們所站著的地方已是中國本部和東三省中間的交界線了，只要穿過長城，外面便是我們的祖宗以前從那裡入主中原的

發祥之地。我不知道太后到了這所在，心上可有什麼感想沒有？伊似乎對於那遼東灣的一泓碧水，看得最出神。－－二千年來，這

裡的海水，不分晝夜的沖洗著長城的盡頭，以致於使它自動的坍毀，象一個老年的人一樣地漸漸死去。

　　太后慢慢地又把伊那一雙注視在海水上的眸子，移往高外的幾座山峰上去；這些山峰，都象是已被判處徒刑的囚犯一般，給人

們長期拴鎖著，它們的鐵鏈便是那萬里長城。

　　太后忽然又把伊的視線，旋到了向東的一方面去，臉兒正對著奉天；一面還在若斷若續地自語著，不過因為聲音太低，我也聽

不分明伊所說的是什麼話。伊的眸子裡更透著一種異樣的情緒，彷彿是在很遠的距離之外，給伊發現了什麼人物或景象，因此便把

伊的視線吸引住了；然而我們卻都不曾有它種幻覺，大家只隨著伊老人家，望四面胡亂瞧瞧而已。

　　最後，老佛爺自己也眺望得夠了，便依舊回到了車上去，傳令開車。

　　火車當然還是開得很慢，象一條蚯蚓似的慢慢地離開了車站，打那長城的缺口裡，一步一搖的望前面滾去。當我們的機車滾進

東三省的境界時，我們還在中國本部境內逗留著咧！接著，我們的黃色列車，便一輛一輛的離開了中土，進入我們的故鄉中去了。

我雖然並沒有怎樣深刻的地方觀念，但依據事實而論，東三省確是我們所不能否認的故鄉啊！我們的祖先，就是在這一方土地上生

長著的。

　　老佛爺的祖先，就是葉赫那拉的一族，一般也是這裡的土著。

　　東三省而且還給中國造就了一個不可一世的人物，使中國全部的歷史，因他一人而大起變化。那不是別人，便是清太祖努爾哈

赤！後來，清朝的歷代帝皇，從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太后的丈夫）到光緒，全都是努爾哈赤所傳下來的

子孫；我們的一家，也是他的嫡傳，不過因為所傳的支派太多，便不很為人重視了。就看這個現成的說明。

　　皇太后是葉赫那拉一族的後代，在從前，葉赫那拉的一族，可說是絕對不佔有什麼重要地位的；－－一直到清朝亡國，他們的

一族中，除掉慈禧太后一人之外，也不曾有過第二個值得教人注意的人。－－而我呢，雖然在表面上，誰也不能否認我是努爾哈赤

的嫡系子孫，可是現在的我，卻顛倒在宮裡給太后服役，並且還有人在暗裡嘖嘖稱羨。真可說是風雲變幻雖多，人事更難逆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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