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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 读 传 家

周锐京

家　世

四川盆地，沃野千里，田畴交错，物产丰盈，号称 “天府

之国”。一般而言，这仅指成都平原或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

西地区。位于成都平原东部外侧、地处四川中部的乐至县，与

“水旱从人”的 “天府之国”却很难沾上边。这里丘陵成片，

土地贫瘠，没有大的河流，十年九旱，“岁视雨而丰歉”，连饮

水都非常困难。从县城往西北方向走三十里，有一个叫薛苞镇

的小场镇。从薛苞镇再往西行三四里，有一个山湾，叫正沟

湾。相传药师王菩萨曾在此地炼过丹，故人们又称正沟湾为药

师湾。一条名为羊叉河的小河绕湾流过，尽其所能地灌溉着这

里的土地。四周的林木也因有了这条小河的滋润而显得郁郁葱

葱，松柏挺拔，竹林茂密。

１９０１年８月２６日，这里的一个耕读世家中诞生了一个白

白胖胖的男孩，他就是后来成为一代伟人的陈毅。

据陈氏族谱记载，陈毅的远祖是江西泰和人，明朝永乐年

间迁居湖南宣庆府新宁县。陈家入川的第一代祖爷名陈尧钦，

他们兄弟三人大约在清康熙初年，随 “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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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沿着 “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缘”的崎岖险

路，迈着沉重的脚步，长途跋涉，翻山越岭，迁至因战乱而人

口锐减的四川。到四川后，好地方被别人圈占了。走到 “环乐

之境皆山”的乐至，老大不愿再走，于是落了户，老二、老三

嫌这个地方苦，便到其他地方碰运气去了。这样，陈尧钦就成

为乐至县陈家的第一辈。

从陈尧钦这位祖爷开始，陈家按 “尧、舜、禹、汤，文、

武、荣、昌，世、德、延、远，福、寿、绵、长”的 谱 系 排

辈，并立下了 “耕读传家”的规矩。尧、舜、禹三辈都是脸朝

黄土背朝天的普通农民。到了 “汤”字辈，出了个陈汤佶，读

书应试，中了 “拔贡”，也由此发了家。当时，盖了三重院落

的房子，拥有八百亩地，积有三千石谷子，这在当时可不是一

笔小数目。从此，陈家由贫农而地主，成了乐至县显赫一时的

大户。

陈毅曾向其长子陈昊苏介绍过陈汤佶的一些趣事：陈汤佶

这个人很悭吝。据说，他到潼川府赶考，带了一个咸鸭蛋下

饭，来回一个多月还没有吃完。陈汤佶靠高利贷发家。年三十

晚上，他带把刀去收账，人家不还债，他就用自刎相要挟，逼

得人家不得不还。他为人处事谨小慎微，过年时家里捉了窃

贼，他说是 “梁上君子”，不但不打，还送其米面，放其回家，

以免结仇。并立下一条家规： “抓到贼故作不认识，假意绑起

来，有意绑松些，让贼自己跑掉，免得报官结仇。”这真让人

哭笑不得。

陈汤佶发家后，安于在家守业而不肯出山求官，并以在本

地设馆教书为乐，晚年有时还荷锄下地。因此，陈家有所谓

“耕读传家”之说。

几代以后，陈家生齿日繁，但儿孙辈多坐享其成，家道慢

慢走向衰落。到了陈毅的祖父时，陈家已逐渐败落。陈毅的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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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陈荣盛是当地的袍哥大爷，为人开明慷慨，仗义疏财。

陈毅父辈五兄弟，大伯陈昌仁主持家业，负责管家；二伯

陈昌义吊儿郎当，不务正业；父亲陈昌礼排行第三，先是读

书，求功名，后一直教书，当小职员。他学识渊博，琴棋书画

无所不爱，家中的藏书，十分丰富。家里田地，主要靠四叔陈

昌智和五叔陈昌信打理。当陈毅的哥哥出世时，家里仅余五十

亩土地了。全家就靠这几十亩薄地过活，仅够温饱而已。

幼　年

陈毅出生的前一年，四川持续干旱，几个月都未下一滴

雨。河水断流，土地干裂，地里的庄稼从根到梢，都成了黄

色，而在叶尖，更现出焦煳的斑痕。平日丰盈的羊叉河，此时

连一滴水也没有，干涸的河床不时冒出阵阵热气，河中心的泥

土也裂成了一道一道的乌龟壳缝。人们揪心地望着天，看着

地……可吃的东西越来越少，连树皮都被剥光了，总不能等死

吧？于是，人们被迫背井离乡，四处逃荒。这年岁末，陈家除

留下年迈的祖父母、怀孕的母亲及两个小孩外，整个家族有二

十多人逃荒到了贵州遵义。

陈毅出生的前两天是农历处暑，逃荒半年的家人刚回来不

久。大旱之年，人们盼水心切，陈家更希望这刚降临人间的婴

儿能给贫瘠的热土带来甘霖，便给婴儿取乳名叫 “秋江”，爱

称 “江江”，大名则按 “世”字辈起为 “世俊”。陈毅对 “秋
江”这一乳名怀有特殊的情感。他曾用过 “曲秋”的笔名，还

在多篇小说中以 “秋江”为男主人公的名字。

陈毅的父亲陈昌礼早年被送往成都读书求功名，虽一生未

能中举，但在兄弟五人中也算是读书最多的一个，曾在老家附

近办一个小小的私塾，收几个学生教教，以解决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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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的母亲姓黄。陈家和黄家是两代姻亲，陈毅祖父的妹

妹嫁给黄家，生的女儿又回嫁给陈家，这便是陈毅的母亲黄培

善。黄培善是大家闺秀，她性格刚毅，处事果断，持家教子都

很有方，堪称贤妻良母。

陈毅小时长得白胖红润，聪明伶俐，很逗人喜爱，被老祖

母和母亲视为掌上明珠，疼爱有加，只有他能享受一项特殊的

待遇———他玩耍饿了时，可以随时跑到老祖母那儿抓一把脆蹦

蹦的沙胡豆当零食吃。几十年后，陈毅对此仍记忆犹新。他不

仅对长子昊苏讲过儿时的这一趣事，还曾以沙胡豆作过生动的

比喻，且比喻对象竟是令人恐怖的原子弹。那是二十世纪五十

年代末，主持外交工作的陈毅在家乡的一次报告中，针对美苏

两国的核垄断、核讹诈，诙谐幽默地说如果原子弹能像沙胡豆

那样，谁都可以到店子里去称二两，那么它就不稀奇了。由此

可见，“沙胡豆”在陈毅的印象中是多么深刻。当然，这是后

话。

幼小的陈毅尚不知愁，过着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除了没

有硬性指标的读书写字外，陈毅与包括胞兄、胞弟、堂兄在内

的一群小伙伴尽情嬉戏玩耍，也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陈

毅在叔伯兄弟中，排行第五，所以同村小伙伴们都叫他 “陈老

五”。故乡老屋门前有一株大杨树，它成了陈毅及小伙伴的最

佳游戏场所。他们经常玩 “捉猫猫”。陈毅身手敏捷，只要

“捉猫猫”，他便能一溜烟爬上树，躲在树叶茂密、绿荫如盖的

树杈上。看到下面的小伙伴焦急地到处寻找，躲在树上的陈毅

往往因情不自禁的笑声而暴露目标。

老屋外的老弯柏树则是陈毅的天然秋千，没事时，他常常

在上面荡秋千。陈毅胆大心细，他时而坐着荡，时而站着荡。

他喜欢那种离地后飘飘洒洒的感觉，因而上了秋千后，他爱把

秋千荡得又高又远，有时站着的人都与地面平行了，让旁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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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瞠目结舌，为他捏着一把汗。但陈毅却满不在乎，仍然身轻

如燕地飘来荡去。

陈毅幺祖父陈荣斌曾是武举人，只有一个儿子，家境较为

宽裕，还养有一匹马。陈毅小时经常看幺祖父舞枪弄棒，便也

要上去乱舞一气，有时还让兄长们扶着骑上马，威风凛凛地在

药师湾溜达一番。
“少时贫困煎迫，耕作负青蓑。” （陈毅 《水调歌头·自

叙》）家境中落后，日子愈加艰难。遇到农忙，小陈毅也要帮

助大人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如拾麦穗、拣红苕、打猪草

等，但他最喜欢放牛，觉得放牛既轻松又好玩。他们常常是几

个小伙伴一起把牛牵到山坡后，任牛啃吃地上的青草。小陈毅

要么躺在草地上闭目养神，要么坐着看牛吃草。更多的时候是

与小伙伴们玩 “打牛儿”的游戏。这种游戏简便易行，又十分

有趣。游戏规则类似足球比赛中的罚点球，双方在门前各摆一

个浅罐，派人防守，用一个银洋大小的树疙瘩放在中线，比赛

时，小伙伴各执树棍轮流击打，谁将树疙瘩打入对方浅罐，谁

就获胜。小陈毅骁勇且善于动脑，因而在这类比赛中往往取

胜。

有一次，陈毅与小伙伴玩游戏时差点惹祸。那时乡间迷信

盛行，求仙拜佛，烧香祭神，到处都是香火缭绕，乌烟瘴气。

一天，陈毅把插在香炉未燃的 “香棍棍”收集起来，分粗细、

大小排列，竖在十米之外，手里拿着被河水冲洗得扁薄光滑的

卵石片，从两腿中间向目标处用力投去，“飕”，香棍棍被击得

四处飞溅。迷信的人得知是陈毅干的后，怒不可遏，认为陈毅

亵渎了神灵，是大不敬，因而纷纷前往陈家告状，陈家只得好

言相劝，忙不迭地赔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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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都

陈毅来到成都，眼界大开。

成都，是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公孙述、刘备、李

雄、王建、孟知祥等的建都之地，素有 “锦官城”、 “芙蓉城”

之美誉；成都又是西蜀以来的历史文化名城，是著名的文化摇

篮，许多文化名人都诞生于此或受其惠浴，如汉代辞赋家司马

相如，文学家、语言学家扬雄，哲学家严君平；晋代 《华阳国

志》作者常璩；隋代著名制造发明家何稠；唐代音乐家段安

节；五代词人欧阳炯、孙光宪和著名绘画艺术大师黄筌；宋代

大学者范镇、范祖禹，著名医学家唐慎微，理学家魏了翁；明

代雄才杨慎等。成都更是骚人墨客云集之处，唐、宋诗词名人

几乎都来过成都，并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辞章。杜甫在

《成都府》中这样称颂成都：“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

名都会，吹箫间笙簧。”宋朝诗人陆游也曾热情洋溢地描述：
“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

宫到浣花溪。”酷爱文学的陈毅，对其中的许多篇章都耳熟能

详，倒背如流。

成都的名胜古迹之多，也是乐至那样的僻县无法望其万一

的。从小便在诗书中浸淫熏陶的陈毅，对成都既熟悉又陌生。

说 “熟悉”，是因为陈毅通过阅读诗文早已将成都的胜迹美景

烂熟于胸。“二十四城芙蓉花，锦官自昔称繁华。” “一进东门

天涯石，二出南门五块石，三桥九洞石狮子，青羊宫里会神

仙。”还有文翁兴学的 “石室”，君平算命的卜肆，扬雄的 “子
云亭”和他抄太玄经的洗墨池。除了这些名胜古迹，陈毅还知

道，成都有高等学堂和新式工厂，那可是一般小县城没有的现

代产物。说它 “陌生”，是因为陈毅对成都的了解，尚局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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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本和人们的口中，他还从未到过成都。成都究竟是什么样，

到底有多大，是不是想象的那么好……所有这些，对陈毅来说

都是一个未知数。

陈毅期盼着解开这个未知数。

陈毅随父到成都后，仿佛走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一切都

是那么新鲜，那么有吸引力。

陈家居住的上河心，地处成都东郊，紧邻望江楼。望江楼

古称崇丽阁，得名于左思 “既崇且丽，实号成都”。崇丽阁实

乃古成都翘楚，这座飞阁高三十米，上两层八角形，下两层四

方形，结构富于变化，翘角飞檐，黄脊金顶，绿瓦朱栏，可以

让人充分领略它那崇丽的风姿。望江楼之久负盛名，还由于传

说这里是唐代女诗人薛涛的吟诗楼。吟诗楼建于清光绪年间，

三叠相连，四面敞轩，玲珑精巧。楼旁竹柳山石，波光云影，

别具情趣。

陈毅喜欢薛涛的 《锦江集》，因此时常与大哥孟熙一道前

去凭吊游玩，在翠竹万竿、幽篁如海的园内，观赏题诗，与友

人畅谈国事，交谈各自的理想。望江楼有半边对联，很有意

思，“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

古”。喜爱文学的陈毅经常冥思苦想，尝试着补对下联。

转　学

到成都后不久，陈毅便和几个哥哥弟弟一起到东门外九眼

桥附近的江西会馆两等小学———锦官驿小学上学。

学校时有不少富家子弟，他们仗势欺人，趾高气扬，甚得

老师优宠。而像陈毅这样家里无钱无势的学生，被人叫做 “乡
巴佬”“穷学生”，常遭人白眼。陈毅对此十分气愤，决心努力

学习，以实际行动让小瞧他的人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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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四 川陈 毅

锦官驿小学既注重旧学根底，也讲究新派教育。课程除国

文外，尚有算术、体操等。祖父恐体操等课会荒废了孙子们的

学业，令陈毅父亲为陈毅等人找一私塾先生，放学后从其学

《诗经》及唐诗宋词。

陈毅对此并不满足，他对知识的渴求非常强烈。

锦官驿小学距家五六里远，陈毅中午不回家，家里每天给

二十个小钱吃午饭。陈毅提出，每天午饭只吃一个锅盔，省下

钱来买书，哥哥们都赞成。于是他们饿着肚子买了 《三国演

义》《东周列国志》《西游记》《古文观止》等文史书籍，如饥

似渴地阅读。在古文学老前辈中，陈毅最敬佩 “唐宋八大家”

之一的苏洵 （老泉），最喜欢读他的文章。苏老泉的许多散文

他都能倒背如流。他还给自己取名 “允明”，因为苏洵字 “明
允”，陈毅将两字互换了位置，以此表示对苏老泉的崇拜。

后来，家长知道了陈毅等人忍饥买书之事，怕这样会影响

孩子们身体的发育，于是停止给午饭钱，而是改成每天让他们

带午饭到学校吃。但他们照样有办法，把大半的饭与学校里打

杂的工友换钱买书。家长尽管训斥，却也无可奈何，只好每天

既给带饭，又发几个零用钱。

从乡下到成都后，陈毅眼界大开。成都洋学堂中的朗朗读

书声和上学途中经过的兵工厂的机器轰鸣声给少年陈毅带来了

无比的清新和快乐。

陈毅上下学要经过一所工厂———陆军部兵工厂。在乐至老

家时，陈毅就听见多识广的大伯说过，武汉有大轮船、铁路，

还有电灯、电话、洋枪、兵舰等。大伯告诉他，那些东西前面

都沾了个 “洋”字，都是外国来的。

现在，洋工厂就在面前，陈毅不禁要多看几眼、多听几

声，也贪婪地想知道有关工厂的情况。据说兵工厂里隆隆震响

的机器设备全是从德国进口的，光这个工厂的产品，就可以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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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全部川军的步枪和枪弹。陈毅听后，惊得瞠目结舌，他没想

到这些钢铁坨坨竟有如此大的能量。

不久，陈毅第一次看到了高鼻子、蓝眼睛、黄头发的洋

人，得知他们是从德国重金聘请来的，担任工厂的工程师。听

说如果没有他们，机器就转动得不那么利索，出了毛病也无人

能修理，造出来的枪打不准，炮打不响。陈毅琢磨了半天，也

没想明白：他们为什么就那么有本事，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行？

为什么我们中国就生产不出这些机器呢？陈毅思索着这些问

题，尽管还得不出明确的答案，但陈毅已朦朦胧胧明白了一

些。正如五十年后他所说： “这时，开始接触到一些资产阶级

思想，要搞实业救国，崇拜外国、向往出国留洋。”

“保　路”

此时的成都，正处于伟大社会变革的前沿阵地。辛亥革命

的导火索———保路运动即爆发于成都。

素有 “天府之国”美誉的四川，长期为帝国主义列强所垂

涎。虽然四川物产丰饶，资源富集，但由于僻处祖国西南，四

周崇山峻岭环绕，交通极其不便，列强不能畅通无阻地倾销商

品和输入资本，因此，掠夺四川的铁路修筑权，就成为帝国主

义梦寐以求的侵略计划。１９０３年，清政府向英国借款，出卖了

川汉铁路的修筑权。“铁路改归国家办，一切租股全免完。”四

川人民奋起反抗，于１９０５年成立川汉铁路总公司，规定 “不
招外股，不借外债，是以专集中国人股份”。

１９１１年５月，清廷突然宣布所谓 “铁路国有政策”，但转

眼又与英、美、德、法四国签订了六千万英镑的借款合同，把

筑路权出卖给帝国主义，并决定由邮传部盛宣怀和西方列强签

订条约。这个丧权辱国的决定激起了四川人民的强烈反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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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由此展开。

保路运动爆发后，引起各方极大震动。刚到成都第二年的

少年陈毅，也不由自主地被卷入。陈毅所在学校附近的三官

堂、九眼桥一带，是各种各样保路宣传的热闹场所。陈毅与同

学常去观看保路同志会的宣传活动，从中也大致知道了这场大

风潮的来龙去脉。

７月，随着保路运动的逐步升级，工人罢工、商人罢市、

农民抗粮抗捐，许多学校也罢课了。陈毅和同学们也离开平静

的课堂，涌上街头，卷入 “保路”的洪流之中。陈毅平生第一

次参加这样的群众运动，感到既兴奋又有一丝紧张。走上街

头，陈毅有一种赴汤蹈火的感觉，一股自豪威严感油然而生。

但同时，他又有些惴惴不安，甚至还有些害怕，毕竟他才十

岁，还是个孩子。

空气中已飘来阵阵血腥味。四川总督赵尔丰早就遍街贴出

了 “格杀勿论”的上谕。陈毅听说过赵尔丰的凶残，知道赵因

杀人如麻而有 “屠夫”的绰号。但陈毅仍几乎每天跟在那些青

布缠头、白布围腰的袍哥弟兄们后面，在成都东门外一带转来

转去，看他们操练，陪他们游行。去的次数多了，陈毅也就不

怎么害怕了。

９月５日 （农历七月十三）是陈毅十岁生日，家中按惯例

要设酒宴请客。一大早，大伯便特地叮嘱陈毅不要外出乱跑，

要老老实实待在家陪客人、学礼数。陈毅只得乖乖待着不出

门，跟着大人应酬。但此时的陈毅是坐不住、静不下来的，他

的心早已飞到了外面，牵挂着那些保路人的安危。因此，好容

易熬过了上午后，下午趁家人不注意，陈毅偷偷溜出了家门，

飞奔到街头，跟在保路同志会的队伍后面，从皇城、青羊宫，

一直跟到督署前，早把生日之事抛到九霄云外。晚上回到家

时，才想起 “祝寿”，不禁诚惶诚恐。家人对陈毅的行为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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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气，严厉训斥教育一番才算了事。

９月６日，在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代表大会会场门口，有人

将同盟会员朱国琛等写的 《省人自保商榷书》散发给入场的股

东。文章揭露了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罪恶，提出了川人 “共同

自保”的主张。清政府以鼓动独立为借口，命令赵尔丰用武力

镇压。次日，赵尔丰以看邮传部重要电报为名，将同志会和铁

路公司的首领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等人骗到督署加以逮

捕，并发出告示：“聚众入署，格杀勿论。”

蒲、罗等人被捕的消息传出，成都全城为之震动。于是人

心大愤，各街坊传告各铺家住户，无论男女老幼，各出一人，

均头顶先皇神位纸条，奔向南院 “请罪”。

这一天正是阴历 “鬼节”。迷信的人说阳间有节，阴间也

有节，死人就在每年农历七月十五过节。辛亥 “鬼节”这一

天，平素空旷肃静的四川都督衙门口，跪着黑压压的一大片

人，在秋风秋雨中，他们向光绪皇帝的牌位烧香磕头，请求赵

尔丰把被关押的保路运动的领导人放出来。

陈毅的母亲以敬神祭祖为由，本不准陈毅弟兄几人出门，

但陈毅与哥哥孟熙仍千方百计赶到督署看 “热闹”。就在他们

刚刚从大人们的胳肢窝下钻到 “跪阵”旁边，刚刚看清楚一些

白发苍苍的脑袋的时候，衙门口突然射出了一排枪弹，紧接

着，四周墙头上也响起了密集的枪声。瞬间， “排枪若爆竹”，

火烟冲霄。请愿的百姓大乱，奔跑哭叫，四散逃生。仪门外尸

体横陈，血流遍地，有的胸腹被打穿，有的头部破裂，惨不忍

睹。当场死者二十七人，伤者甚众。死者中，年纪最小的仅十

三岁。

紧接着，赵尔丰又下令马队驱逐路民，群众被践踏创伤的

更不计其数。其时，城外农民和附近居民闻讯，又纷纷裹白巾

冒雨奔城下乞求放人，也遭到清军射击，死者又数十人。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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