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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清代的模范夫妻 □赵曼

记得几年前有次为了给导师交作

业，我海查了很多史料选题目，无意中

发现了一对非常模范的夫妻，孙星衍

和王采薇。

孙星衍，江苏阳湖人，乾隆五十二

年（1787）进士。王采薇，也是江苏阳

湖人，出身书香门第。小两口经常一

起漫步望月，然后吟诗唱酬。女的作

《九月十四日舟由丹徒，夜半与薇隐乘

月登岸行三里作》，薇隐是孙星衍的

号，全诗大意为：安静的月夜，和老公

一起坐船、徒步、赏月。男的作《复与

王采薇看月》：一轮明月在天上，一位

佳人在身旁，我真是人生赢家啊，只是

亲爱的总是身体不好让我好心疼。不

是强行拉对方入镜，不是以月亮为背

景嘟嘴摆拍完就该干啥干啥，而是指

向明确有互动有干货的高bigger秀恩

爱。

为了追求功名，孙星衍也会外出

求学，分开后的小两口更是飞鸿传

情。女的寄去《池上书寄薇隐》、《忆

别，和薇隐》、《得薇隐从金陵寄一

书》。男的是把自己当成王采薇，写下

《秋夜曲》，把爱妻在家中独守的落寞

之情抒写得淋漓尽致，这让我不禁想

起王宇直的歌：是不是爱你就会变成

你，oh oh Ah Ah，爱你就等于爱自

己。

而孙星衍不止是自己疼爱妻子，

也常在朋友面前夸奖妻子有才情，非

常以妻子诗写得好而自豪，动不动就

我们家薇薇诗写得可好啦 blablabla，
是发自肺腑的欣赏爱妻，甘当秀妻狂

魔。不像普通夫妻那样总是揪住对方

的一点小问题不放，一辈子互当差评

师。

只可惜天妒佳偶，乾隆四十一年

（1776），二十四岁的王采薇过世，孙星

衍伤心欲绝，绘遗像悬之，终日焚香对

坐，誓不再娶，并把她生前的诗稿整理

成了现在所能看到的《长离阁集》，还

动用自己的人际关系，请来了当时文

坛赫赫有名的袁枚等人为妻子写墓志

铭，集子序什么的。1792年，王采薇

过世十六年后，孙母以星衍四十无嗣，

命置侧室潘氏，而孙星衍终身未娶正

室。虽然婚姻生活不长，但是孙星衍

没有挥手拜拜大步地走开，在他的

心目中，正室的位置永远留给一个

人。

也许这种情深意笃的夫妻感情

没有苏轼的《江城子》广为人知，也

没有陆游和唐婉的《钗头凤》来得凄

婉，但是我却对这小两口印象深

刻。既是爱人也是知己，应该就是

夫妻感情的最高境界了吧，有多少

人西餐、鲜花、钻石、名牌包包，各种

套路，人前高调秀恩爱，没多久就分

手打脸。

当然，也许你会说，王采薇去世

的时候才24岁，而且他们那时候连

孩子都没有，也许这小两口再过几

年就不一定了吧。

史载嘉定集仙宫道教宫观，在

原嘉定城东积谷仓南。建于南宋嘉

定十七年(1224)，绍定元年(1228)建
东岳行宫。元大德十年 (1306)，建

三清殿、玉皇阁、瑞竹轩，明嘉靖二

十九年(1550)重建三清殿，同时又

新建三官殿、三茅殿、明万历与清乾

隆年间屡有扩建重修，规模较大；正

统年间 (1436-1449)曾得赐《道藏》

一部，藏于宫内。

解放前的集仙宫，北邻练祁河，

东、南、西有玉带河环绕，正南有唯

一的一座古代传留下来的青石小拱

桥，通往宫内。那时，集仙宫前左侧

还有三棵宋代银杏。北面靠近练祁

河的两棵挺拔高大，南面的那棵枝

叶茂盛显得矮小些。听老人说这三

棵树的布局，有两柱蜡烛一枝香的

寓意。

每当清明前后，“人间四月芳菲

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时，集仙宫就热

闹起来了。来欣赏“桃花盛开桃林翩，

桃花满园花似仙”的美景的游人，成群

结队。到了六七月份，来集仙宫购买

水蜜桃的顾客更是络绎不绝。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本地园艺人

赵兼金和高姓果农，租用了宫外大约

十五、六亩左右的土地，创办了嘉定私

立癸酉农场，经营起集仙宫桃园。赵

兼金毕业于苏州农校，1933年在南京

金陵大学的一个农艺培训班上，选购

浙江奉化、山东肥城、苏州吴江等地的

水蜜桃苗木，拿回来后在农场里筛选，

再嫁接，育苗，经过几年努力，培育出

了当地著名的“集仙宫玉露水蜜桃”，

大家一般叫它集仙宫水蜜桃，三十年

代末开始供应市场。集仙宫水蜜桃不

仅品种优良，其管理也极其严格。除

了按时按需定期施肥外，每年都要修

枝，整形，疏果，以保证果实结得不会

过密，每个桃子都能得到足够的光

照。水蜜桃从小就要用纸口袋套起

来，以防鸟啄、虫咬，太阳暴晒。连套

桃子的纸口袋的制作也很有讲究，糊

纸口袋的浆糊里要掺入少量樟脑粉，

以达到驱虫的效果。集仙宫水蜜桃一

定要等到成熟能撕皮时，才开始供应

市场，不熟不卖。

成熟后的水蜜桃，中等偏大、白里

透微红，皮簿、汁丰，撕皮即滴水，香味

扑鼻，甜可媲蜜。轻轻揭开薄皮，入口

轻吸，蜜桃立即化成琼浆，香甜无比。

其品相和甜度，远胜于当今的无锡阳

山水蜜桃。

集仙宫水蜜桃不仅闻名乡里，也

誉满近邻。当时来自江苏太仓、苏州，

浙江嘉兴，以及上海等地的人，常指名

要集仙宫水蜜桃，因此水蜜桃常供不

应求。当时嘉定只有这一家桃园，本

地所有水果店都到桃园批发水蜜桃供

应市场。这样的盛况一直延续到解放

后。

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那时候实

行“一大二公”，桃园归属于公社所有

后，经营方向转变为以蔬菜为主。桃

园从此没有了专人专责精心管理，慢

慢地开始衰败，继而很快在嘉定消失，

之后整个集仙宫地段成了嘉定区精神

病防治院，现在成了金沙公寓的所在

地。

除了集仙宫水蜜桃，当时嘉定还

有几样地产水果也很有名气，比如西

门城内顾典弄里钱家的李子，以及好

几个梅园里的梅子。梅子晒制成的梅

酱，是当时嘉定城乡夏天冲制清凉饮

料“梅酱冷水”的必备原料。

岁月留影

清代朱焘，字伯康、寿康，号杏孙，

江苏宝山人，后居嘉定东城，偕嘉定县

令张鸿卓与同邑程庭鹭、周之锦、周之

錞、周道恒、张庆泰、秦兆兰等举消寒

诗社，吟咏酬唱。杏孙少敏异，为文操

笔立就。年十六补诸生。咸丰元年

(1851)恩科经魁，以会试留北京，继复

游幕辽东、畿辅一带。旋归里，咸丰八

年（1858）母疾终，其哀毁逾节，亦卒。

著《北窗呓语》、《东溪渔唱》、《洗镜室

诗抄》。

杏孙诗，才情飙发，匠心卓异，有

七律回文诗曰：“孤楼倚梦寒灯隔，细

雨梧窗逼冷风。珠露扑钗虫络索，玉

环圆鬓凤玲珑。肤凝薄粉残妆悄，影

对疏栏小院空。芜绿引香浓冉冉，近

黄昏月映帘红。”倒读也可，则另一种

意境。

杏孙词，钩心斗角，不傍人户，其

《虞美人》调作回文体云：“秋声一夜凉

灯瘦，寂寂愁新逗。病蛩悲蟀小庭中，

落月悄垂帘影翠房空。轻烟黛锁双眉

恨，背镜情无准。粉残脂剩酒醒难，靠

遍皱痕罗袖倚天寒。”倒读亦为《虞美

人》词：“寒天倚袖罗痕皱，遍靠难醒

酒。剩脂残粉准无情，镜背恨眉双锁

黛烟轻。空房翠影帘垂悄，月落中庭

小。蟀悲蛩病逗新愁，寂寂瘦灯凉夜

一声秋。”

上文那首七律诗，还可读为《虞美

人》词：“孤楼倚梦寒灯隔，细雨梧窗

逼。冷风珠露扑钗虫，络索玉环圆鬓

凤玲珑。肤凝薄粉残妆悄，影对疏栏

小。院空芜绿引香浓，冉冉近黄昏月

映帘红。”再倒读亦为《虞美人》词：“红

帘映月昏黄近，冉冉浓香引。绿芜空

院小栏疏，对影悄妆残粉薄凝肤。珑

玲凤鬓圆环玉，索络虫钗扑。露珠风

冷逼窗梧，雨细隔灯寒梦倚楼孤。”

艺海泛舟

朱焘回文诗
□顾建清

村子西北角有口井，“井上头”是

人们对老井和周围竹林一带约定俗成

的称呼。

这是口简单、朴素的井，犹如穿着

粗布衣衫束着粗布作裙的老祖母。井

栏上既没刻挖井祖先的名字、开挖的

时间，也没雕点花草或兽纹，更没像有

些地方那样在上面盖个亭子。只是用

整块普通的青石做成了井栏，井床亦

是由同样的整块青石铺成，中间凿开

一个洞，稍稍高起于地面，方圆不过3
平方米，四周是可排水的小沟。井栏

被吊桶和吊竿磨出一条凹槽，靠东南

的井床石板，已在无数男女老少的鞋

底下磨成了石镜，光亮可鉴。

这是口慷慨、大度的井，就像为下

一代付出了一生却任劳任怨的祖辈父

辈。赵家宅的西房人世世代代在此繁

衍生息，五、六十口人都承这口井里的

水滋养成长。那时，每家灶头旁边都

备有一只水缸，每天早晨，家家都来吊

井水把水缸盛满，是全家一天的用

量。水桶里的水一路泼洒，村里沿路

右手边的小草长得特别蓬勃；不知名

的花儿得到滋润，开得尤其热烈。嘿，

这可是井水没想到的！

村里人源源不断地向老井索取，

却无需为它做些什么。它不需疏浚，

不需修缮，也从没给它加盖，但这口井

的水汩汩而出，从不干涸也从不满溢，

且井水永远清澈甘甜，让人怀疑其下

有一眼清泉。那时，不时会听说邻村

的井因干旱而水少，或者因大雨而浑

浊无法饮用，但是这口老井无论干

旱还是雨季，一直保持着同一水平

面。赵家宅的东房人因来这里吊水

路远，也曾集资挖过一口井，然而随

着季节的变化，不是深得吊不到水

了就是吊起来的是泥水，以至他们

宁愿从村最东头走到村最西头来吊

水，近一里路的负重而归。这样，即

使多了一倍人口用水，老井它也从

不吝啬让人失望。

井水冬暖夏凉。冬天河水结

冰，村人就用井水洗衣洗菜；盛夏，

人们从稻田里出来，吊桶井水擦把

脸，整个人就凉快了。人们把饭菜

吊进井里防止变质，瓜果吊进去，吃

的时候口味赛过冰镇。当然，用老

井水烧的饭菜特别香，煮的粥显出

淡淡的绿，糯而稠，养胃，烧的开水

凉了后清甜甘洌。田里做生活回来

一身的汗，又渴又累，一气喝下大碗

凉茶，解渴也解乏，浑身舒坦。

尽管老井的水取之不竭，用之

不尽，但村人还是很珍惜井水。有

孩子不懂事吊了井水胡乱倒掉，或

者想丢什么东西进去，马上会受到

大人的呵斥和阻止。每家的取水量

总是正好一天用完，否则就浪费

了。这么多年来，我虽从没听说过

有关井的大道理，但我明白，一代又

一代的村里人这样做，其实是一种

敬畏，一种感恩：祖先选址开凿的这

口井是我们的生命之源，是家族得

以绵延不绝传承至今的守护神！

看江南 胜品

碧螺春

越品越淡 淡成

半湖飒飒的苇声

越品越清 清成

潭中明月的静影

看江南 胜看

倪云林的画境 看久了

你就成画中

一疏柳一湖矶一板桥一茅亭

一汪清了又清的秋水

一抹淡了又淡的墨韵……

淡墨江南

如月之曙

如气之秋

霜降后比花朝更精神！

淡墨江南
□路鸿

老井
□赵丽芳

钧红窑变梅瓶 清乾隆年间
唇口微侈，短颈，丰肩，腹下敛，圈

足，沙底，胎体致密，器物内部及口沿

部施米黄釉，其余通体施铜红釉，略带

窑变，釉肥厚光亮，垂至足根，色泽红

润，通体尤如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热

烈奔放。其隽秀的造型是对元代、明

初同类造型的继承和延续，完美传世，

实为难得。

张淑娟等捐赠，嘉定博物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