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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全之策

感觉周围危机四伏的蒋介石急需拿
出一个万全之策，但绞尽脑汁亦无所得，
这时候他便想到了黄郛，说：“要筹划大
计，非膺白兄莫属也。”

蒋介石两次给黄郛写信，邀其南下，
第二次还特派张群到天津送信。

思虑再三，黄郛决计南下帮盟弟渡过
难关。他首先途经上海，通过和自己的故
交、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敖商谈，为正苦
于薪饷无着的北伐军筹到了大批款项。
接着，在张群陪同下，他又来到南昌，当面
向蒋介石阐述了自己“共底于成”的策略。

“共底于成”包括政治、财经、外交、军
事、社会人心五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居于
首位的是“离俄清党”。

黄郛援引了一个经济现象。他说由
于一般市民畏惧国民党的“联俄容共政
策”，已经导致“上海空屋日多，而天津租
界地产价格呈空前绝后之暴涨，初则广
帮，继则沪帮，纷纷北来”，北方成为“中产
阶级准备的最后立脚处”。

黄郛的意思是，蒋介石只有改变“联
俄联共”的政策，才能在国民党内部站稳
脚跟，进而问鼎中原。

黄郛的这一番宏论，对蒋介石而言无
疑非常具有说服力。蒋介石决定采纳他
的建议，着手开始进行“离俄清党”的准
备。

其时，中共羽翼未丰，手上连枪杆子
都没有，相对而言，“清党”是容易做到的，
难的是“离俄”。国民党当初依靠苏联才
在广东再度崛起，倘若没有苏联的支持，
黄埔军校都不一定能办得起来。如今鸟
尽弓藏，要一下子把人家甩掉，谈何容
易。黄郛为此也想到了办法，这就是从清
末起就采取的“以日制俄”策略。

日本虽然主要以国民党的对手奉系
为支持对象，但它和苏联在中国东北存在
着根本的利害冲突。按照黄郛的分析，

“中国两个邻居（指日本和苏联）都不善”，
眼下只能用缓急轻重之策，先谋求同日
本、英国的谅解，以迅速改变从前一边倒

向苏联的局面。
黄郛长期在北洋政府从事外交工作，

在日本军政两界均有熟人。在黄郛的牵
线搭桥下，蒋介石先后与日本军政代表进
行会晤，称自己与苏联和中共之间存在

“尖锐的对立”，并将断绝这种关系。他告
诉日本军方代表铃木贞一：“你就放心
吧！我到南京就正式表明态度。”

这期间，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主持
下，武汉政府通过反蒋方案，撤销了蒋介
石的中央常委主席和军人部长职务。蒋
介石与武汉政府的矛盾由此愈发激化，也
更加坚定了他“表明态度”的决心。

1927年 3月24日，北伐军攻占南京。
当天便发生了“南京事件”（即“宁案”），英
美两国以在宁侨民遭到北伐军的侵犯和
劫掠为由，下令在长江上停泊的军舰对南
京城实施炮击。

日本在“宁案”中也有损失，但日本政
府禁止其军舰开炮。据说日本舰队司令
在军舰驶回上海后即自杀谢罪，他在遗书
中说，由于奉令不准开炮，以致海军保护
侨民不周，这让他无面目再见国人。

日本政府在“宁案”中表现出来的态
度，显然与之前对蒋介石达成的谅解有很
大关系。当时一般舆论对“宁案”的解读，
大多归结为列强对北伐军的挑衅，也有说
北伐军部分士兵违纪，或者是北洋军乔装
后故意嫁祸北伐军。

黄郛从日本领事馆得到了英美拟对
蒋介石实施高压政策的情报，立即向蒋介
石进行了传达。

“宁案”让蒋介石的军政生涯面临着
一场重大考验，蒋介石和他的部下幕僚们
日夜商讨着应对之策。有一天晚上，黄郛
去蒋介石的住所详谈，临行还特别关照家
人带上铺盖，准备万一时间太晚，就留宿
于蒋介石处。

黄郛给蒋介石的建议是，抓住时机，
化被动为主动，在外交上争取日本的支持
和英美的谅解。蒋介石表示完全认同，他
对黄郛说：“膺白兄，现在是决定命运的关
键时刻，我们一定要取得日本人的支持！”

下期关注：信任已成力量之人

码头上接头

上海港就在眼前，沁梅站在甲板上，
向着渐渐靠近的码头瞭望着。

码头上站着三三两两等着接船的
人，不经意间一瞥，沁梅只觉得自己的心
脏猛跳了两下：码头上，一个青年突然映
入她的眼帘！

青年 20岁出头，身材颀长，穿了一
身黑色的西服，旁若无人地站在微凉的
秋风中。

沁梅之所以注意到他，是因为他的
姿态很奇怪，他显得很慵懒随意，身子斜
斜倚在栏杆上，闲适安详，在翘首盼望的
人群中，显得很另类。让沁梅心头猛然
激起一跳的，是他手中捧着的一大束玫
瑰花！

沁梅仔细辨认：没有约定的报纸，至
于玫瑰，一半红色，一半粉色，数量颜色
都不对！

“他肯定不是！虽然手里拿着玫瑰
花，但按照事先的约定，接头的同志会在
出站口等我。”沁梅这样想着，心里却有
一点小小的失望。

她忍不住再次偷偷打量那人，随着
船身向码头的靠近，对面那人的眉眼也
越来越清晰。等看清楚那人的长相，沁
梅心头又狂跳了一下：

这是一张轮廓鲜明的脸庞，温润秀
长的双眸，倔强挺立的鼻梁，微微抿起的
嘴唇略显刚毅。最具特色的，倒是那两
条微颦的剑眉，从容间将一抹与生俱来
的孤独涂抹在了脸上。

奇怪啊，怎么会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呢？难道在哪里和他见过？沁梅迅速在
脑海中梳理了一下，认定自己和他是素
昧平生的，但是这熟识感又来自何处？

船靠岸了，沁梅狠劲摇摇头，转身回
舱里拎过行李，准备下船。

码头出站口处，沁梅很容易就看到
了接头目标：一张《申报》，包裹着一束鲜
艳欲滴的玫瑰，三枝红色，三枝白色，三
枝黄色。

沁梅仔细辨认过报纸，认真数清了

花朵，快步走上前去。
手擎玫瑰的是一个身材矫健，带有

行伍气质的青年，他身穿便装，但挺直的
背脊和站姿暴露出他职业军人的风范。
此刻，他脸上挂着微笑。

按规矩是沁梅上前先打招呼：“请
问，是小雨表哥吗？”

“是啊，你是虹表妹吧？”
“云表哥没来吗？”
“云表哥很忙，让我来接你。”
严丝合缝，分毫不差。沁梅挽着男

子的胳膊，两人亲密无间地向出站口走
去。上了停在出站口不远处的一辆军
车，那青年从驾驶座上回身，笑着向坐在
后排的沁梅伸出手来：“认识一下吧，我
叫许若飞，目前的身份是你父亲的副
官。”

听到“你父亲”三个字，沁梅微微一
愣。

许若飞笑了，忙解释道：“咱们这个
飓风小组的基干成员有四人，你，你父
亲，程睿处长，还有我。在这里，只有我
和程处长知道你和江师长的真实关系。”

沁梅微微一笑，握住了他的手：“明
白了，我目前的名字是郭沁梅。”

许若飞点头：“我记住了。你和他……
哦，我是指你父亲，我们师座，以后的身
份会是表亲关系。”

“我明白的，我应该叫他表叔。”
“组织代号你也都知道了吧？咱们

四人？你是虹表妹，程处长是雷表哥，我
是雨表哥，师座是云表哥。”

“这么多的表哥……”
“有点晕是吧？如果觉得别扭，你也

可以改叫‘云表叔’。”
“不必！不过一个代号而已，何必太

过在意？”女孩的语气冷静决绝。
“ 血 缘 这 东 西 好 奇 怪 的 ！ 这 口

吻……你真像他！”
“你说我像谁？”
许若飞笑了：“像你父亲啊……哦，

现在应该说你表叔，我们师座。”
沁梅没再接话，将头望向了窗外。
下期关注：父女相见

中原大战
■文/关河五十州（2） （3）

若爱重生·周旋1946
■文/纳兰香未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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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父》是那种让你不忍心批
评的电影。

相较于之前的大多数港式武
侠片，它显然境界要高一个层
次。如果说之前港式武侠片中的
武侠更多的是个噱头，是个视觉
上的奇观，那导演徐浩峰则相对
实在地建构了这个世界的规则，
让它有了真实的质地。

这个规则有武术这个层面
的，他前所未有地精细地描述了
那个时代的武器、功夫手法，还有
门派比武、开馆等规矩，看这些东
西会让你有一种知识性的乐趣。
从这点来说，他的电影有点知乎
的味道，当然也不可能完全写实，
他在真实与野狐禅之间的分寸拿
捏得很好。他始终有着一种能
力，就是让扯淡变得有真实的质
感，让过日子有玄学的味道，让市
井有贵族的气息。

这个规则也有价值观层面
的，在徐浩峰眼里，这个民国武
林，无论是拉车的脚行，还是开武
馆的武行，都坐卧有制，行事有
节，他们并不是对这个世界懵懂
不知然后浑浑噩噩度日的粗人，
他们都有对自己所作所为做简练
而又形而上总结，且一句话道破
天机的能力，这显然与我们对底
层的认知大相径庭。

简而言之，这都不是一群被
生存本能驱使的人，所以徐浩峰
虽然拍的是武人，却比中国任何
一部电影更贵族。

看完这部电影，你或多或少

有点对前人风骨的向往，虽然代
价是影片中对人间各种事物无所
不在的阐释和说教，但也比之前
港式武侠片在这方面的毫无知觉
要好得多。

但也正是这种过于强大的价
值观，破坏了这部电影，这种破坏
性从人物延伸到台词。从人物来
说，你实际可以把这部电影的人物
看成一个人，也就是徐浩峰。无论
三教九流、男女老少，他们都有着
罕见的一致口吻，人物的性格也都
差不多。他们大体严肃，却偶有冷
幽默；有现实的目的，却也有自己
的操守。他们只是徐浩峰的一个
个分身，假装在扮演这个世界。

至于台词，单拎出来，都是能
让人心醉的金句。但如果句句都
是金句，更重要的是，这种金句都
不是为叙事服务的，而是徐浩峰
借人物之口在抒发他于人于事的
感慨，那对叙事就会产生强大的
干扰。

显然徐浩峰太爱那些台词
了，为了台词，他情愿阻断整个叙
事节奏。同样是徐浩峰编剧，但
王家卫导演的《一代宗师》在这方
面就好得多，王家卫知道诸如“念
念不忘，必有回响”这样台词的浓
度与硬度，所以他有大量的情节
和情绪上的留白去映衬它，就如
同一颗石子投入水中，得有足够
的湖面去容纳，才能泛起美妙的
涟漪。

这真是一种很有意思的东
西，徐浩峰在影像与情感上追求

节制，但在台词的使用上却极其
铺张。这种分裂就像是他骨子里
的东西，这在他影片的其余部分
也比比皆是。

比如他显然喜欢那种泾渭分
明的纪律感，他的电影构图都充
满着严谨甚至是呆板的趣味，但
他也喜欢那种天外飞仙式的冷幽
默，比如影片里面的“去巴西种可
可”这种梗，它就这么没头没脑地
出现，不给任何提示和过渡。

徐浩峰对主人公显然是同
情的，但又会忍不住调皮地去解构
他，比如影片最后大决战时，上一
秒廖凡要英勇地与天津武林决战，
下一秒却又像小丑似的逃跑，当然
你可以用一些缺点来丰富这个人
物，但在高潮时刻这么弄，我只能
说是徐浩峰对于好莱坞叙事的深
刻不信任，以及对于人性的深刻
不信任。当主人公将要成为英雄
时，他恶作剧式地把他绊倒在地。
这种正与谐、流畅与生涩的生硬对
接，成了贯穿始终的主旋律。

甚至可以说，徐浩峰对于自
己钟爱的逝去的武林，态度也是
分裂的。他基本上把民国武林写
成了一个理想国，这是他对当下
伦理崩坏、道德失序的一种批判。

但与一般的民国爱好者不同
的地方在于，徐浩峰喜欢的只是
规矩本身，它的肃穆，它的节制，
他相信那些繁复规矩束缚下的人
更有尊严，更有气度，也更有美
感，而人性本身从古至今都会克
制不住地狡猾卑劣。 （梅雪风）

这么分裂，“师父”知道吗？

《师父》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