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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双胞胎的小兄妹，放月假高高兴兴
回到家，不料吃第一餐晚饭，除了炒萝卜、白
菜汤，就没别的下饭菜。10岁的孙女噘着小
嘴跟奶奶讲："我家的饭菜还不如学校的好
哪，难吃得很！"奶奶解释说："你爸妈在外
打工，已经两个多月没做事没赚钱，不但没
钱寄回来，连他们的生活都困难了。"孙儿
问："奶奶，那你近来是餐餐萝卜、白菜，就没
吃别的喽？"奶奶点点头，抹把泪，回复说："
孩子，家里要是有钱，哪次你们放假回家，奶
奶不是买肉买鱼给做好吃的？"

小兄妹记起班里武同学所讲的挖泥鳅
事儿，便悄悄商量着明天一早去湿润田里挖
泥鳅卖钱，再买肉买鱼给奶奶打牙祭。还真
别小看这对小兄妹，他们在冬田里是一挖一
个准，往竹篾篓子里不断装泥鳅，乐得手也
麻利不冷不冻了，嘴角边一直挂着笑。

"喂，挖泥鳅的小朋友，有泥鳅没？"小
兄妹抬起头，同时回话说："有一点。"路上
的商贩说："拿来看看，我正往村里面去收泥

鳅哪。"商贩拿秤一称半斤重，计 15元钱。
孩子接住 20元票子，说："我没零钱找。"商
贩盯着孩子问："你们卖钱干什么？"小兄妹
异口同声回答："买肉给我奶奶吃。"商贩
说："好孩子，是这样，我就不要你们找零
了。"

小兄妹拿钱去乡村市场上买肉，碰巧遇
上熟悉的文屠夫。文屠夫告诉他们："你奶
奶刚称了 1斤多肉回去。""奶奶哪有钱了？
"文屠夫用手一指："喏，这是你奶奶拿来过
冬取暖的木炭卖，没卖掉，硬要抵押给我换
肉回去做给你们吃。"小兄妹说："文爷爷，
我们现在有20元钱，把肉钱给你。你就让我
兄妹把这筐木炭抬回去，我奶奶过冬还要这
木炭取暖呢。"文屠夫立马给小兄妹伸出了
拇指，称赞道："多懂事的孩子！"接着还说，
"这木炭吧，我本来就没打算要，也会给你奶
奶送回去的。至于肉钱，你们莫急着给，有
了再给不迟。你们手里的20元钱，最好买了
大鱼回家吧。"

小兄妹提着条大
草鱼回到家。奶奶见
着可高兴了，急着问："
是不是文屠夫爷爷借
钱给买的鱼啊？""不
是，我们用挖泥鳅卖的
钱买的。""你们挖泥
鳅了？ "小兄妹点点
头，告诉奶奶："你那筐
木炭，文爷爷待会就会
送来的。 "奶奶摆摆
手："那不行，我是用着
换人家的猪肉钱的。"
小孙儿告诉说："奶奶，
猪肉钱我们会还给文
爷爷的，下午我们再去挖泥鳅卖钱嘛。"

奶奶看了看孙儿孙女几眼，笑眯眯地
说："我该做饭去了。"

小孙女想爸妈了，拿起奶奶放在桌子上
的老年人手机，就给妈妈打去电话，说："妈

妈，你和爸爸在外头有饭吃不......要吃饱饭
喽，哥哥讲，要我和他明年都不住校了，给家
里省点钱......不是不是，奶奶没有讲......你莫
怪奶奶，怪奶奶我会生气的......"她着了急，"
哇哇"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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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地主之谜

在1994年的一个秋日暖阳里，我小时候
敬畏的李地主走了，享年 100高龄。他没灾
没病的善终，按民俗红白喜事的说法，算喜
事吧，亲友们除了缅怀老人家，他的人生也
给人们留下了许多不解的谜团和揣测的空
间。

我的童年就是在他的土地上度过的，印
记很深。

抗战初期，云南昆明地区跑马山下新兴
起来一座特殊的文化村落——桃源新村。
它是在清华学人倡导、筹划下，得到了李地
主的鼎力相助而建成的疏散基地，类似四川
宜宾有名的李庄那样，接纳、汇聚了许许多
多资深的文化精英，在此地创办学校、探讨
学问，为中国文化的火种得以传承，为战后
和新中国的复兴，培养了一批批不可小觑的
后备人才。

地主是当然的村长。“李地主”这个称
谓，就是村民对他的尊称。那个时代，这样
的称呼，十分的自然、贴切，就像当今我们对
成功人士所称的“李总”、“王导”、“陈董”、

“李书记”……那般的谦恭、顺口。
按辈分，我该叫他“李伯伯”，但我不这

么喊。见到他，还隔着老远，就大大方方地
喊声“李地主好！”，不同的是，我外加鞠一个
大躬。

村民都亲切地和他打招呼，是因为我们
几百户上千口人家，生活在他的土地上，在
他统管的地界里，平平安安地度过了艰苦的
八年抗战，子弟的学业也没荒废，一个个身
心健康的成长起来。这一切的泽惠无不得
益于他“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身体力行的
抗战情怀和辛劳付出的结果。

那个时代的村民，都没看过什么“白毛
女”、“周扒皮半夜鸡叫”和“收租院”等等宣
传阶级仇恨的文艺作品，谈不上有一丁半点
儿的“阶级觉悟”。后来变天了，在所拟定的
坏蛋排序中，“地主”居然还是头一号！

不过在我童年记忆的储存里，李地主仍
然是位可敬的，做了许多好事对抗战有功的
好人。

并且，解放后，在我所知道的土地所有
者中，以及在新村生活过的人们中，他算得
上是最最幸运的人！在历次大风大浪的运
动中，他竟然毫发未损，甚至在横扫一切“牛
鬼蛇神”，冤案处处的十年浩劫中，也居然能

“全须全尾”地得以存活，还一起欢庆打倒
“四人帮”，迎来改革开放，又是那样的高
寿。神奇吧？！

也正是他出人意料的如此幸运，很有些
传奇色彩，成了老朋友们脑海里至今不解的
谜。

这里先列举一二吧。
就说他买地置业。“桃源新村”的几百亩

地，是抗战前夕，跑马山下一位砖窑主因为
吸食鸦片败了家，他低价购进；而解放前两
年，内战大局已定，但凡有钱有办法的人家，
纷纷“含泪大甩卖”变卖家产，惶惶不可终日
为外逃做准备的时候，他却毫不犹豫地在昆
明盘龙江畔的巡津街置地，盖起了一幢三层
的小洋楼。我上学经过他家，常常见他在院
中悠闲、安逸的靠躺椅上享太阳（晒太阳），
好像动荡的时局与他无关；甚至在刚一解
放，他还在紧邻巡津街的盘龙街地段，廉价
置地，盖了几间简易平房。

精明的他，哪来的底气竟有如此的魄力
不按常理出牌？可见他之不凡！

解放后，他居然还在公安局里呆过一个
时候。并不是进班房，按他的说法是“去帮
帮忙”。

其实他出身就不一般。李地主实名李
宗汉，字沛阶，祖籍江苏南京人，1894年出生
在云南个旧的大户人家。他不怎么显摆自
己的祖辈，或是不敢说。据传，其父李成伯
曾任清末司法部云贵川三省监察使（家里至
今还幸存有“两江总督”于成龙写了送给他
家的四幅中堂书法），民国初年任云南锡业
公司总理。

李沛阶虽不像他父辈那么出众和显贵，
但也算得上普通人中不太普通的那类。他
学历不算高，毕业于昆明工业学校，但与云
南锡业公司关系甚密，20岁出头即代表锡业
公司与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洽谈合作事
宜，并在富滇银行任过中高层职务。抗战前
还任过云南建设厅交通局运输科科长；他有
经营头脑，善于抓住商机，按现在的说法就
是离职“下海”，曾经管过锡业公司，抗战前
后经营过华南贸易公司、鼎新火柴厂、桃源
三友酒厂等企业。当然，购买田产也是他理
财手段之一。他不惜余力地在商海打拼，几
经调整经营方向，虽然没有一样火爆成“气
候”，经济实力也就一般般，上不了什么档
次，但在全国经济都不景气的抗战岁月，他
的资金还能盘活周转得开，已实属不易了。

在兴办教育方面，他也是位积极的参与
者和赞助商。李沛阶不仅对日后兴起的桃
源新村的中学、小学付出了心血，对西南联
大和联大附中也捐过款，对附中的捐款数额
尚有据可查。在跑马山区还另外买过一块
水田，是作为一所农村小学教师发放生活费
专用的“学田”。

再说说他的夫人许岫岚，那可是位不简
单，也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安徽人，回族，
1890年出生，比他大四岁，自小跟随美国传
教士长大，文化程度和素养都比他高。她流
利的英语，就连在美国生长的亲友都感到十
分地惊讶；她弹得一手好钢琴和管风琴，且
能边弹边一展歌喉。她是位事业型的女性，
1919年，在知名的教会学校“南京金陵女子
大学”就读期间，因教会工作的需要，提前分
派她工作 。著名华侨、教育家陈嘉庚曾在厦

门接见过她。她是基
督教会早期支援边陲
者，也是带队者之一，
1922 年就来到了昆
明，受到过云南省长
高规格的接见。凭着
坚定的信仰和执著的
精神，克服了重重困
难扎根南疆，敬职敬
业，从此，为开展边疆
的慈善事业，为无家
可归者、残障人士、难
民创办教会的职业学
校等操劳了几十年。

她与地方绅士李
沛阶相识相恋，终成
他的续弦。这段姻缘
是与她同时由教会派
到云南的名医薛子谦
大夫（昆明教会“惠滇
医院”院长）牵的线。
在夫人的布道下，李
沛阶由信仰佛教转而
皈依了基督教，夫妻
双双都是当地知名的
虔诚的基督徒。心诚
则灵，在人生的危难
时刻，他俩都有过化
险为夷的经历。

可以说，她在教
会广泛的人脉以及她
深厚的文化底蕴，对
夫君的事业，对家庭
氛围和对子女的熏
陶，无不有着深

远的影响。
他们二位鲜为人

知的故事也不少。很
值得夸耀的是，夫妻
俩曾机智地搭救过共
产党号称的“大众哲
学家”艾思奇；而夫人
许岫岚还曾有幸当过
朱老总朱德的英语教
师。那时朱德任昆明
宪兵司令，但一心想
去欧洲考察（“勤工俭
学”），需要恶补英语，
求人帮忙找老师。经
艾思奇的父亲李曰垓（李沛阶的老师，曾任
蔡锷护国军秘书长）介绍，与时任昆明育贤
女中英语教师兼钢琴教师的许岫岚相识。
从此朱德每天到该女中学习英语，许岫岚利
用课余时间教授他英文读本一年有余。

这段往事，朱老总也念念不忘，时常提
及。朱总去世后，其夫人康克清到过昆明，
还专门请公安户籍部门查找恩师的近况。

遗憾的是，据说因户籍警察“文化不高”，将
许岫岚读成“许由风”而没找到，痛失了见面
的历史性时刻。那时的许岫岚虽已年过 90
但仍健在。

而我家与他二位相识，是在抗战初期，
特别是家父李吟秋和他一起在创建桃源新
村以及办学的八年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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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代的夫妻俩年轻时代的夫妻俩

19801980（（或或19811981））文史资料调研组在昆明采访李沛阶文史资料调研组在昆明采访李沛阶
和许岫岚时所拍和许岫岚时所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