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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闻新知

辛亥无余子 申江泣故人

胡聘臣戎马倥偬的一生
 淮上老骥

胡聘臣（1873—1931）原名胡廷珍，安徽省凤台县大
山镇马郢村人。幼时曾上过私塾，稍长随家人开过药店。
他天生一副侠肝义胆，嫉恶如仇，由于看不惯家乡的一些
恶俗，经常爱打抱不平。1904年，他只身到安庆、芜湖、
南京等地谋生。在南京时，幸遇寿县曾做过清末宫廷侍卫
的友人方小泉，方将其举荐给两江总督程文柄。从此，胡
聘臣便在程文柄麾下学习军事，办理文书以及机要工作，

直到晋升为水师统领。
1911年武昌革命胜利，南北达成和议之后，南京军事

由黄兴负责留守。这时，安徽各州县军政分府，形成了割
据状态，皖督孙毓筠电请中央处置，孙中山与袁世凯皆命
负责皖省军事的柏文蔚协助孙毓筠统一安徽政局。柏文蔚
奉命后，即驰电庐州军政分府孙万乘、芜湖军政分府吴振
黄和大通军政分府黎宗岳，晓以大义，劝他们早日取消分

府，维护大局。孙万乘、吴振黄都是革命党
人，接到柏文蔚的电报后，便先后取消了分
府。唯有大通的黎宗岳是共和党，又有人从中
挑拨，因而对柏文蔚电报置之不理，继续向孙
毓筠挑战，欲取而代之。此刻的胡聘臣是黎部
的重要军官，他深明大义，以大局为重，积极
响应柏文蔚的电报，使柏文蔚得以率部顺利进
驻大通，避免了一场一触即发的军事冲突。关
键时刻，胡聘臣率水师进驻安庆、芜湖，正式
投奔了柏文蔚。后经柏文蔚改编黎部三千人，
加上胡聘臣旧部，编成一个混成旅，胡聘臣被
任命为旅长。此时，长江中下游兵力空虚，柏
文蔚派代表面见海军司令萨镇冰，令胡聘臣部
配合原有炮艇，分驻东、西梁山等地。从此，
安庆地区长江两岸水陆土匪得以肃清。为感谢
胡聘臣旅长，当地民众曾送他清官旗、万民伞
等匾额。

1913 年，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辛

亥革命形势逆转，粤、湘、赣、皖四省督被免职，柏文蔚
退往南京，后来被迫东渡日本。此时，按照革命党人的安
排，胡聘臣率部与袁系军阀进行了殊死搏斗，但终因众寡
悬殊，失败后全部撤退，他由大通和日本朋友林木森乘大
轮避往上海。

当年，反动军阀倪嗣冲祸皖，疯狂杀害革命党人及其
家属。胡聘臣的妻弟詹正香闻讯，连夜将胡聘臣的家小连
夜送往阚町。待詹正香返回时，发现其家已被本姓豪绅胡
幼山带领反动武装抢掠一空，革命军埋藏其家地下的三十
多支步枪和四箱子弹，也全部被扒出抢走。次日，胡幼山
又赶往硖山口詹正香家要人，发现胡聘臣家人不在詹家，
竟气急败坏地把詹正香吊起来毒打一顿，直打得詹正香骨
折腰伤，数月动弹不得。

1914 年至 1917 年，胡聘臣在上海与张雨仁、余申甫
等人一起，负责第17区国民党党部工作，积极推动组织发
展，以壮大反袁力量。

1917 年秋，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开始组织“护法之
役”。胡聘臣得知消息后，立即带着柏文蔚的推荐信前往
广州，被安排在总统府任职。1918年，总统府为整顿地方
秩序，委派胡聘臣组织绥靖部队。1923年，陈炯明叛变，
胡聘臣响应孙中山的号召，率领所部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
战斗。1925年，胡聘臣又率部参加东征。在这次战役中，
他脚部受伤，前往上海治疗。

1921年，胡聘臣发妻因病在原籍病故。第二年，其母
也不幸病逝。家中去电报催他返家。由于军务缠身，直到

1925年他方得以抽身，从上海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旋即
又转赴合肥与柏文蔚将军会晤。为动员第二师师长张克瑶
参加北伐，柏文蔚派胡聘臣代表33军前往山东做张克瑶师
长的工作，经过一番劝说，终得张克瑶应允，该师旋即调
寿县整编。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
人和革命志士，挤压具有民主倾向的国民党左派。柏文蔚
将军的33军被蒋介石改编为一个师，夺了兵权，只给了他
一个“北路宣慰使”的空衔。后来，宣慰使署所办学兵团
也被下令解散。

1928年，胡聘臣离开柏文蔚，回到皖中一带进行军事
活动，得到豫军刘宝体军长的器重，委派他担任独立旅旅
长。胡聘臣很快在独立旅建立了以江百川、薛世英、薛左
棠为骨干的三个营，借以充实淮上倒蒋力量。此时蒋系反
动军人何健所部由武汉向芜湖进发，大军压境之下，胡聘
臣所部被迫撤退解散，胡本人被俘。何健将胡聘臣扣押在
安庆监狱，后经柏文蔚、蔡公时电保，方得脱险。

胡聘臣的一生，大都在戎马倥偬中度过，为民主革命
作出了很大贡献。1931年，胡聘臣病逝于上海，享年五十
八岁，遗骸葬于上海郊区南翔公墓。柏文蔚将军在南京闻
此噩耗后，寄去“辛亥无余子，申江泣故人” 挽联一幅，
表达了对胡聘臣的高度评价
与悼念之情。

吃东西是生物维持生存的一个最基本条件，所以寻找
食物一直是人们最重要的活动。但是一个社会的伙食习
惯，颇受其所处的地理环境，所拥有的生产技术，以及所
达到的文明程度等等因素的限制，不是完全可以依人们的
主观意愿决定的。

农业未建立前，人们以采集捕猎为生。然而野兽的繁
殖，植物的生长，都有一定的地域与季节，不能终
年适时地满足人们的需要。尤其是狩猎，并不能保
证有所擒获。可以想见那时的人们，捕得猎物时就
大吃一顿。运气不佳时，多日不能饱餐是常事。因
此，那时的社会一天要吃几餐都是由不得自己决
定，更不用谈定时吃饭及吃些什么东西了。

而且自然界的资源有限，越来越多的人口迫使
人们改变生活的方式，不是单向地消费自然的资
源，而是发展畜牧、农耕，利用资源再造资源。虽
然农业是比较可以预期成果的生产方式，而且谷物也可以
保存相当长久的时间，以应不时之需。但是根据研究，就
是到了人们全年营定居的生活，农业发展的程度不错时，
还是有相当分量的食物必须取自野生植物和野兽。如果人
们能够完全依自己的意志去决定一天吃几餐，就表示人们
能控制食物的供应，社会已进展到相当的程度，不必费心
地到处寻找食物。如果能定时进食，更表示社会的规则已
颇强化，人们的生活已有一定的规律。今日我们的社会有
吃三餐的习惯，但是它到底有多长的历史，相信是很多人

有兴趣知道的。
人们有没有定时用餐

的习惯，颇难于从出土的
器物去推断，而有待文献
的记载。一个从事采集或

初级农业的社会，只要略知季节就可以了。但对于一个组
织严密的社会，就会重视节候对于工作效率的影响，而需
要有更精细而明确的表示时间的措施。我们可以从此种时
间的划分，测知用餐的情形。

从商代到汉代，中国已有根据以太阳在天空的位置，
来表示白天期间某物定时间的习惯。这是有效而易行的办

法，也正好能解答我们的问题。对于一日时间的分段，有
商一代虽递有改变，几个定点倒是不变的。例如，太阳刚
从地平线升上来的时间叫“旦”，次一阶段叫“大采”，意
即大放光明，接着是“大食”，吃简单的饭。然后叫

“暮”、“小采”或“昏”，表示光线已趋微弱。不久就是夕
与夙，都是没有阳光的夜晚了。

白天的分段，每段约 2小时。从白天插入吃饭的时间
而晚上没有，可推知他们平时只用两餐饭。早上的“大
食”约在 7到 9时，下午的“小食”约在 3到 5时之间。从
命名可以看出早上的饭量多而丰富，下午的饭量少而简单。
商代用餐的习惯反映了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后来被用以
表示清早的“晨”字，甲骨文便作双手拿着蚌刀的样子，
表示拿蚌刀去除草是一清早就得从事的工作。农业生产是
商代的人们主要维生的方式。而且庄稼颇为耗费体力，需

要好好吃一顿饭以补充一早耗去的精力。至于下午的饭，
因为不久太阳就要西下，天地错暗，无法再去田地工作，
莫若早睡早起，故不必吃得多。这种早饭吃得多的习惯，
是习见的农业社会现象。譬如，韩国人现在虽也一日吃三
餐，但不久前还保存早餐最丰盛的习俗，故常见在早上请
客吃饭。

《史记》 殷本纪说商纣，
“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
其间，为长夜之饮”。好像有
吃晚饭的样子。这应该是个别
事件，商纣也因此蒙上荒淫无
道的恶名。商
代的人没有吃
晚饭的习惯也
可以从另一个

现象看出。如果一个社会普遍有夜间的活
动就应当有室内照明的专用器具，从考古
的发掘，得知专用的灯具始自战国时代。
商代虽肯定已使用燃油照明，但只限少数
贵族，在有限的时机，临时借用它种器物
为而已。所以，一般人们并没有夜间活动
的习惯。

战国时秦国民间使用的 《日书》 采用
16 时制，于昏与夜暮之间有“暮食”之时
刻。而西汉初年的时间分段，早上的已改
叫“早食”，午后的餐叫“晡时”或“下
晡”，而晚上约 10 时叫“暮食”或“夜
食”。不但明显已用三餐，而且从新的名称
也暗示早上的饭可能不是最丰盛的了。

人们既然睡得迟，早上自然起得晚，早上工作的时间
减短，饭量也相对会减少。当吃三餐的人数增多后，甚至
用餐的时间也慢慢起相应的变化，与农民的生活习惯大有
不同。不过到了唐代，从一个银盒的题榜作“辰时食时、
申时晡时”，知道一般人早餐与午餐还是相隔8小时。早饭
如果不吃得多，就不能支持那么久。可知要到甚晚的时
代，或甚至进入工商的社会，才能普遍改变早饭量最大的
习惯。

以上从一天时间分段的名称变化，以及专用灯具出现
的时代推测，中国人吃三餐饭的习惯应该建立于战国时代。

秋风起，蟹膏肥，眼下正是吃蟹的最好时机。说起螃蟹，吃货们
脑海里冒出了无数只蟹的身影，也许吃货还会对蟹黄包子津津乐道。
但螃蟹作为一种食物是何时端上中国人的餐桌呢？我们不妨跟随鲁迅
先生的疑问来探索。先生曾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勇士，当古人第一
次面对螃蟹，或许和第一个吃西红柿的人一样令旁观者感到心惊肉
跳。

目前我们可以找到的，关于“天下第一个吃螃蟹”的明确记载，
只有东汉郭宪撰的 《汉武洞冥记》（简称 《洞冥记》）。其卷三有：

“善苑国尝贡一蟹，长九尺，有百足四螯，因名百足蟹。煮其壳胜于
黄胶，亦谓之螯胶，胜凤喙之胶也”的记载。

那么武帝真的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勇士吗？
其实不然，因为这本书的记载只是最早的人吃螃蟹的烹饪方法与

来源的记载，但在《周礼》的注释里，著名学者郑玄提到了周代人祭
祀进献神灵的食物有“蟹胥”，其实就是蟹肉酱。

《周礼》一般被认为是成书在东周，那么从那时起古人就已经在吃
螃蟹了。在先秦时期又有所谓“百酱”的调味品，《周礼》中“凡王之馈，
食用六谷。酱用百有二十饔”就是明证。酱是醯(醋)、醢(肉酱)的总
称。孔子有“不得其酱不食”(《论语·公党》的感叹，可见当时的饮食已
经讲究调味了。蟹肉酱作为肉酱也就是醯，在当时贵族的食谱和祭祀
的名目上都有出现。

生于东鲁的孔子或者也曾食用蟹胥，毕竟“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是夫子的名言，从一个侧面也折射出古人爱吃会吃的可爱之处。

最早吃螃蟹的人应该是青州、徐州等沿海的东夷民族，这从《周
礼》、《汉武洞冥记》的记载可以推测。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
水”，与海洋相邻的东夷自然有了捕捉螃蟹的便利，蟹肉在当时的考
古遗存里也有部分残留。但历史是复杂的，我们无法得知究竟是哪一
位勇士在具体某年某天吃下了第一只螃蟹。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先秦
时期人们已经有了食用蟹肉的风俗。

汉代的时候人们吃螃蟹大概应该以海蟹为主，使用方法也很简
单。从前面所说的《洞冥记》的记载是煮螃蟹，大致是吃一个原汁原
味。总的来看秦汉时期食蟹还并不广泛，大多是帝王贵族祭祀或进贡

时食用。加工的方法也比较简单，以蒸煮、捣碎制酱等为主，没有现代的油炸、焖
烧等做法。而食蟹的文化技巧也在不断地演化变得复杂精细，这或许与古人生活的
日益精致和交通商业的发展有关。秦汉以后又出现了多种多样的烹饪蟹肉的方法，
有糖蟹、糟蟹多种。

而秦汉之后的吃蟹技法也更
加炉火纯青。魏晋南北朝时期流
行腌制的蟹肉，就是以盐、糖和
蓼汤来包裹蟹肉，进行长时间的
腌渍入味，做法类似于今天四川
人做的腊肉。而到了隋唐时代更
为流行的是糟蟹和糖蟹。所谓糟
蟹，就是用酒糟腌制的蟹肉“糖
蟹则是将蟹浸在糖醋汁之中，这
也可以看出唐代人之所以身体肥
胖或许与喜欢吃甜食 （比如糖蟹
等）”有关。

总而言之，今天我们想吃螃
蟹也不要忘了古人的勇敢探索。

一、烽火传军情
“烽火”是我国古代用以传递边疆军事情报的一种通信方法，始于商

周，延至明清，相习几千年之久，其中尤以汉代的烽火组织规模为大。在
边防军事要塞或交通要冲的高处，每隔一定距离建筑一高台，俗称烽火
台，亦称烽燧、墩堠、烟墩等。高台上有驻军守候，发现敌人入侵，白天
燃烧柴草以“燔烟”报警，夜间燃烧薪柴以“举烽”（火光） 报警。一台
燃起烽烟，邻台见之也相继举火，逐台传递，须臾千里，以达到报告敌
情、调兵遣将、求得援兵、克敌制胜的目的。

二、鸿雁传书
鸿雁传书的典故，出自《汉书·苏武传》中“苏武牧羊”的故事。据

载，汉武帝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汉朝使臣中郎将苏武出使凶奴被鞮
侯单于扣留，他英勇不屈，单于便将他流放到北海（今贝加尔湖）无人区
牧羊。19年后，汉昭帝继位，汉凶和好，结为姻亲。汉朝使节来凶，要求
放苏武回去，但单于不肯，却又说不出口，便谎称苏武已经死去。后来，
汉昭帝又派使节到凶奴，和苏武一起出使凶奴并被扣留的副使常惠，通过
禁卒的帮助，在一天晚上秘密会见了汉使，把苏武的情况告诉了汉使，并
想出一计，让汉使对单于讲：“汉朝天子在上林苑打猎时，射到一只大
雁，足上系着一封写在帛上的信，上面写着苏武没死，而是在一个大泽
中。”汉使听后非常高兴，就按照常惠的话来责备单于。单于听后大为惊
奇，却又无法抵赖，只好把苏武放回。

三、鱼传尺素
在我国古诗文中，鱼被看作传递书信的使者，并用“鱼素”、“鱼

书”、“鲤鱼”、“双鲤”等作为书信的代称。唐代李商隐在《寄令狐郎中》
一诗中写道：“嵩云秦树久离居，双鲤迢迢一纸书。”古时候，人们常用绢
帛书写书信，到了唐代，进一步流行用织成界道的绢帛来写信，由于唐人
常用一尺长的绢帛写信，故书信又被称为“尺素”（“素”指白色的生
绢）。因捎带书信时，人们常将尺素结成双鲤之形，所以就有了李商隐

“双鲤迢迢一纸书”的说法。显然，这里的“双鲤”并非真正的两条鲤
鱼，而只是结成双鲤之形的尺素罢了。

四、青鸟传书
据我国上古奇书《山海经》 记载，青鸟共有三只，名曰诏兰、紫燕

（还有一只青鸟的名字笔者没有查阅到），是西王母的随从与使者，它们能
够飞越千山万水传递信息，将吉祥、幸福、快乐的佳音传递给人间。据
说，西王母曾经给汉武帝写过书信，西王母派青鸟前去传书，而青鸟则一
直把西王母的信送到了汉宫承华殿前。在以后的神话中，青鸟又逐渐演变
成为百鸟之王——凤凰。

五、黄耳传书
信鸽传书，大家都比较熟悉，因为现在还有信鸽协会，并常常举办长

距离的信鸽飞行比赛。信鸽在长途飞行中不
会迷路，源于它所特有的一种功能，即可以
通过感受磁力与纬度来辨别。

信鸽传书确切的开始时间，现在还没有
一个明确的说法，但早在唐代，信鸽传书就

已经很普遍
了。五代王
仁裕 《开元
天 宝 遗 事》
一 书 中 有

“ 传 书 鸽 ”
的 记 载 ：

“ 张 九 龄 少
年时，家养
群鸽。每与
亲知书信往
来，只以书
系 鸽 足 上 ，
依 所 教 之
处，飞往投
之。九龄目为飞奴，时人无不爱讶。”张九龄是唐朝政治家和诗人，他不
但用信鸽来传递书信，还给信鸽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飞奴”。此后
的宋、元、明、清诸朝，信鸽传书一直在人们的通信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

六、风筝通信
我们今天娱乐用的风筝，在古时候曾作为一种应急的通信工具，发挥

过重要的作用。传说早在春秋末期，鲁国巧匠公输盘（即鲁班）就曾仿照
鸟的造型“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这种以竹木为材制成
的会飞的“木鹊”，就是风筝的前身。到了东汉，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人
们又用竹篾做架，再用纸糊之，便成了“纸鸢”。五代时人们在做纸鸢
时，在上面拴上了一个竹哨，风吹竹哨，声如筝鸣，“风筝”这个词便由
此而来。

七、竹筒传书
在我国历史上，还有用竹筒传书的故事哩。
竹筒传书的故事，得从隋文帝开皇十一年 （590年） 说起，那年十一

月，南方各地纷纷发生叛乱，为了平定叛乱，稳定江山，隋文帝紧急下
诏，任命杨素为行军总管，率军前去讨伐。

杨素率领水军渡江进入，接连打了好几个胜仗，收复了京口、无锡等
地，士气非常旺盛。于是，杨素一鼓作气，率领主力部队追踪叛军，一直
追到了海边。一日，他站在山顶临风而望，看到前面茂密的竹林正波浪状
随风而舞，忽有所悟，立即派人截了一节竹子，把写好的战事报告装了进
去，封好后放入水中，任其漂流而下。几天后，有一个挑水的乡人看到了
这个竹筒，便打捞起来打开一看，发现了史万岁封在里面的报告，便按报
告上的提示将它送到了杨素手中。史万岁一去无音讯，不知生死，为此杨
素正焦急不安，忽见乡人送来报告，大喜过望，立即把史万岁部队接连取
得胜利的战况向朝廷作了报告。隋文帝听到喜报，龙颜大悦，立即提拔史
万岁为左领军将军。然后，杨素率领大部队，继续乘胜追击反隋散兵，没
用多久，就彻底平定了叛乱。 摘自《网易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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