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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

商丘风情
■刘秀森长篇连载30 解放（22）

陆传典又说：“爹呀！你老人家知道，我
在家时非常敬重你老人家，你说上东，儿子
从来不上西。可自从到了解放军里，首长教
我们识字，不断给我们讲各种知识，讲革命
道理，很多事情我就慢慢省悟了过来，觉得
解放军不但是好军队，还是一所大学校。我
觉得我们首长讲的道理的确是好，总想把它
说给你老人家，说给咱全家人、全村人。去
年年前我探家时，就想实现这一愿望，可是
时间太短。今天儿子终于说出来了！爹，儿
子要是说的不对，你老人家该怎么教训就怎
么教训。”

陆忠义终于明白了过来，一拍大腿，抬
起头说：“典儿，别说了。区里的白主任在群
众会上讲这些道理时，我还没有想通。今儿
听了你的话，我想通了。你这一席话，胜我
读几年书！有道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
新人超旧人’，我服了！”

陆传典称赞说：“到底是爹有学问！”
陆忠义又由衷地说：“咱是军属，在全村

的群众大会上，区长老魏和白主任亲手给我
戴了大红花，又亲手给咱家挂了‘军属光荣’
的牌子，又让你兄弟当了副村长。共产党的话
听不听，全村都看着咱嘞。爹听你的！回去，
我就让你兄弟把你妹妹接回来，照你说的办。”

陆传典高兴得嘿嘿地笑了：“这样就对
了！”又问：“喜凤找到没有？”

“没有。”陆忠义沮丧地说。
“有消息没有？”
陆忠义摇了摇头：“信儿他两口子跟家

里的人都挂念死了！听说，信儿他媳妇还对
信儿埋怨我。”

“看！要是以前不死守旧观念，及时把
喜凤接回来，哪会有这事儿呀？”陆传典说。

陆传经向陆传典说：“我和咱爹跟罐叔
都推测，喜凤去找那个女工作员的面儿
大。”

陆传典想了想，说：“找到更好。找不
到，我想也不要紧。她恁大的人了，总能找
到条活路。不像咱妹妹，死守，死守！要是
不解放，她就得一辈子受死在人家家里。叫
人怎能不担心她啊！”

陆忠义觉得自己以前实在不该那样死
守旧礼教，让女儿和喜凤受那么大的屈。他
丧气地唉了一声，说：“典儿，我老了，以后，
咱家族的事，你跟你兄弟要多问些儿。”

陆传典鼓励他说：“爹不老！爹能接受

新思想、新道理，就是不老。谁都不是生来
就什么道理都全明白的。就拿共产党为人
民打天下来说，开始时有多少人反对呀！后
来人们就慢慢明白了过来，认为共产党做得
对，旧社会应该推翻，而且认识到只有共产
党才能救中国。不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
和拥护共产党吗？连国民党的不少官员、大
将，不是也转而拥护共产党、投诚解放军
吗？爹能很快转变，说明精神不老！爹说咱
是军属，应该给全村人做出榜样，说明爹有
雄心壮志，能在村里树一面新旗帜！”

陆忠义又昂起头来，满有信心地说：“这
一点，爹还是明白的。典儿，放心吧。你在
部队立功，是咱全家、全族、全村的荣耀。今
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号召做啥，咱家一定
带头，不能白让全村人看重！”

“啊！儿子从小就把爹当成做人的榜
样，如今，爹果然还是儿子的榜样！”陆传典
感动之下又说，“爹，这样换来的名声，才是
真正的好名声呢！”

父子三人正说着心里话，小王走了进
来，“叭”地向陆传典敬了个礼：“报告副连
长，炊事班长让我来问一下：家里来的亲人
爱吃什么。”

陆传典知道父亲爱吃糖醋鱼，掏出钱来
递给小王说：“来一条糖醋鱼，要大的！你把
钱交给司务长。”

小王不接：“司务长说了，老爷子来了，
吃什么都不让陆副连长掏钱。”

“那怎么行？”陆传典说，“平常招待家属
的饭菜不用付钱。糖醋鱼是特殊菜，应该付
钱的。听我的。”

小王接住钱，敬了个礼，转身走了。
陆传典向父亲和弟弟解释说：“特殊菜

付钱是规定。咱不能搞特殊。我有津贴。”
陆忠义称赞儿子：“你做得对。无论啥

时候，咱走过去，都不能让人家捣脊梁骨！”
一会儿，司务长和小王一起把饭菜端来

了。特殊菜除了一条很大的糖醋鱼，还多了
一样四喜丸子。不等陆传典说话，司务长便
解释说：“陆副连长，不要误会，四喜丸子不
是咱占公家的便宜。这是炊事班长最拿手
的菜，是我要孝敬老爷子，掏钱专门请他给
老爷子做的。”又转脸欢喜地向陆忠义和陆
传经说：“欢迎老爷子和这位大哥！老爷子
别见怪，没好东西孝敬您老人家。”接着把饭
菜放下，热情地抓住陆忠义和陆传经的手，

“家里人都好吧？” （238）

解密:圆明园是一把火烧毁的吗

“两个强盗”：
“一个抢劫，一个放火”

1860年 9月下旬，清军主力在
八里桥战役惨败，咸丰皇帝携亲近
左右逃离圆明园，奔赴承德避暑山
庄。10月 6日，英法联军向圆明园
开拔。法军先行，在贤良门（二宫
门）击溃几十名技勇太监的最后抵
抗，当天占领了圆明园。随后，如
我们所知的，联军在园中展开了大
肆的抢劫。

为了使自己的暴行“名正言
顺”，英军将此前的一事件作为毁园
的借口。9月，清朝与联军边交战边
谈判，联军方面派出英国人巴夏礼
为首的谈判代表团一行数十人。清
廷错误地认为巴夏礼为侵略战争主
谋，进而羁押了使团，其中不少人
就在狱中死去。虽然据现在的研
究，这批俘虏并非关押在圆明园，
但额尔金刻意曲解事实，塑造了“使
团成员在圆明园关押受虐致死”的
说法，从而将报复目标直指圆明
园。法军方面的表现则相对克制，
法方代表葛罗斥责额尔金的计划

“如同哥特人的野蛮行为”，法军司
令蒙托邦也称此举“与一个文明国
度毫不相称”，反对火烧圆明园。

最终，10月 18日和 19日，英军
执行额尔金的命令，在圆明园搭柴
放火。由于纵火工作是分头进行
的，因此圆明、长春、绮春三园内各
处同时起火，整个宫苑变成一片巨
大的火海。大宫门外的六部朝房、
銮仪卫值房、内务府值房、澄怀园
（翰林花园）、上驷院、武备院，畅春
园恩慕寺、恩佑寺，以及西苑阅武
楼、清溪书屋等建筑全被烧毁。只
有处在偏僻角落、湖池之中的部分
建筑，幸免于难；而长春园北部的
西洋楼景区，由于基础材料为砖
石，受损相对较轻。据当事英军的
记述，焚烧后圆明园只“留下一片
空旷荒凉的土地，到处都是无法形
容的瓦砾”，大火使英军营地和圆
明园接下来的数日“白天都因为浓
烟满天而变得黯然”。

所以，1860年烧毁圆明园的犯
人，笼统来说是英法联军；而深究
起来，正如雨果那封著名的《给巴特
勒上尉的回信》中，提到英法“两个
强盗”，“一个抢劫，一个放火”，实际
上确实是有所偏指的，“放火的强
盗”主要是说额尔金为代表的英军。

国人之中，很少
有不知道“火烧圆明
园”的，不过究竟是
谁放火烧园，却常被
搞错。我们不时听
到有人说起“八国联
军火烧圆明园”，其
中甚至不乏一些知
名学者和媒体。八
国联军虽然罪行累
累，但1860年烧园子
这事算是“躺枪”，因
为他们的侵略发生
在 40 年 后 的 1900
年。1860 年正值第
二次鸦片战争时期，
侵华的是英法两国
联军。

圆明园虽遭焚毁，但仍属禁
苑，并设有守园门监，并未废
弃。英军本想将圆明园全部夷
平，但由于三园太过广阔，终未
被全毁。同治十二年（1873年）
有重修圆明园之议，清内务府曾
经派员查勘遗址，当时尚有廓然
大公（双鹤斋）、紫碧山房、鱼跃
鸢飞、耕云堂、慎修思永、思过
堂、课农轩、顺木天、庄严法界、
春雨轩、杏花村、文昌阁、魁星楼
等 13 处景区未被毁，此外还尚
残留有圆明园大北门、藻园门、
福缘门、丽春门、蓬岛瑶台、林渊
锦镜（藻园）、藏舟坞，长春园宫
门、海岳开襟、法慧寺琉璃塔，绮
春园新宫门、正觉寺、运料门等
建筑。此时的圆明园除幸存建
筑外，仍保留有大量的名贵花
木、山水叠石和建筑基址，桥梁、
道路、园墙和园门大多完好。

那么，英军放火烧园后，在
圆明园身上又发生了什么，使它
进一步衰败下去，直至今天的惨
淡景象呢？

大致说来，圆明园在近代以
来先后遭遇“四劫”，1860 年的

“火劫”只是第一劫。之前说八
国联军烧园是“躺枪”，但他们跟

圆明园的破坏并非全无关系。
目前尚无切实证据表明八国联
军直接对圆明园进行了劫掠和
破坏，但其侵略，造成了帝后西
逃，京城中空，处在失控的境地
之中。西郊的散兵游勇和土匪
流氓，从容进入圆明园，继续洗
劫残存的建筑和陈设，大量砍伐
古树，甚至烧炭出卖，附近的清
河镇，当时成为了木材集市，圆
明园的木料在此堆积成山。是
所谓“木劫”。“火劫”后幸存的建
筑及部分复建的成果，几乎毁于
一旦。

随着清王朝的覆灭，圆明园
失 去 了 皇 家 御 园 这 一“ 护 身
符”。民国时期，在清皇室的“优
待条件”中有“保护皇室原有私
产”一项，但皇帝对圆明园已经
基本没有了控制。军阀、官僚趁
机开始对园中残存石料巧取豪
夺：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派人拆
毁圆明园内外围墙，用其石材修
建自己的达园；远在东北的张作
霖，也从圆明园拉走石料修筑个
人陵墓；1925年，燕京大学翟牧
师更以“保护文物”为名，拆卸安
佑宫殿前华表至校区，至今这对
华表依然矗立在北大西门内教

学楼前。是所谓“石劫”。这对
当时保存尚好的园内石质建筑
来说可谓毁灭性破坏。

进入 20 世纪以来，圆明园
几乎陷入无管理的地步，农户开
始进入园区，平山填湖、辟田种
稻、随意拉土拉砖作为建筑和生
产材料，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六
七十年代“文革”时期。据 1967
年的统计显示，圆明园原有土
山，40%被挖平；原 2000余亩的
水面，约 100亩遭填占。是所谓

“土劫”。至此，圆明园山形水系
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圆明园失去昔日皇家禁地
的周密保护后，又未能及时转入
文物保护的体系，长期以来的处
境有如孤魂野鬼，百余年中遭到
反复破坏，终于沦为我们如今所
见的模样。

直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
家将圆明园遗址列入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并决定建立遗址公
园，圆明园这才结束了 100余年
飘零的苦难史，受到文保制度的
庇护。试想如果圆明园能更早
作为“文化遗产”得到保护，我们
今天本应看到一个光景大不相
同的圆明园。 据搜狐历史

1860 年 英 法 联
军侵华时为英国全
权专使的额尔金，不
顾道义上的压力和
盟友法军的反对，执
意火烧圆明园，无疑
是“万园之园”毁灭
的罪魁祸首

从“烧”到“毁”：圆明园“四劫”

圆明园自侵略者焚烧以来，百余年先后历经“四劫”，这才变成如今我们所见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