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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郭家因为有商铺，家业还算殷实，但在嘉定地区也就是个中等地主的水平。
不过在偏僻之地的沙湾场上却没有超过郭家的。
郭朝沛该算个商人，但走进郭家的大宅子，却感觉不出多少商贾之气，门楣门框上那些楹联多是些警
世警人之语。
二进门上一幅巨大的匾额，上书“汾阳世第”，十分醒目。
汾阳郭氏就是唐代名将郭子仪，有大功于李唐，被封为汾阳郡王。
开贞家的远祖是不是能够追溯到汾阳郡王之后，已经无从考证了。
但开贞的祖上的确不是土生土长的蜀中人，而是从福建迁徙而来的客家人。
　　中国历史上曾因为战乱或改朝换代，有过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从北方中原地区迁往江南和东
南沿海地区。
汾阳郡王的后人大约就是在这样的人大迁移中途经河南、江西到福建，在当地定居成为客家人。
明末清初，蜀地因战乱匪患而人口锐减，于是又有了周围各省的人和远从福建而来的客家人陆续迁入
。
郭家的祖上就是在这一次人口迁徙中来到内陆蜀地的。
所以，事实上，四川人祖籍外省的居多，像小小的沙湾场客籍人就有八成以上。
　　郭家祖上原来世居福建汀州宁化县龙上里，大约在清乾隆年间，先祖郭有元“背着两个麻布”辗
转入蜀。
不消说，汾阳郡王——即使真有此说的话——的余荫早已不复，郭有元几乎是白手起家。
经历过长途迁徙那样艰难生活磨砺的人，自然就有了一股子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劲头和能相机而动
的机敏。
郭有元从跟马帮到自办马帮，自凿盐井，渐渐发展起来，置地建房，定居于沙湾镇。
到了开贞的曾祖一辈，开办了郭鸣兴号，已经积累下不小的家业，人丁也兴旺起来，是五世同堂。
如今郭家大宅门上悬挂的“贞寿之门”匾，就是朝廷为旌表开贞曾祖母邱氏百岁高寿而钦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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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震，研究员，文学硕士，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郭沫若研究。
著有《郭沫若与郁达夫比较沦》、《解读》、《霜叶红于二月花——茅盾的女性世界》、《文化越境
的行旅——郭沫若在日本二十年》，以及学术论文、人物传记、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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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嘉定府、县专门派了兵到沙湾镇，抄了杨三和尚的家，还一把火烧了杨家示众，以儆效尤。
开贞和邻居的小伙伴亲眼目睹了此事。
有人冷眼旁观，有人幸灾乐祸，但开贞还是觉得杨三和尚是一位好朋友，就像“三国”、“水浒”中
的那些人物一样。
从那以后，开贞再没见过杨三和尚，偶尔会听到一些关于他的传闻，都带了传奇故事的色彩，后来就
是听到他的死讯。
不过在开贞脑海里留下的，永远是他们放风筝时那个十几岁少年灵动敏捷的模样。
又过了很久，当郭开贞决定为自己的人生经历写点什么的时候，他写下这样一句话：”就在那样的土
匪巢穴里面，一八九二年的秋天生出了我。
”那言辞之间不免含了些调侃的味道，但“土匪巢穴”几个字。
决没有一丝贬损之义，毋宁说倒透着几分豪气。
沙湾场上的人是不是多少都沾染了一点匪气，不能妄言，但开贞至少是从对于杨三和尚们的记忆里衍
化出了几分侠义之气和反叛意识吧！
要不然他后来怎么会写出《匪徒颂》，怎么会描写聂政，高渐离那样一些侠客的故事呢！
2、“两个麻布”起家郭家因为有商铺，家业还算殷实，但在嘉定地区也就是个中等地主的水平。
不过在偏僻之地的沙湾场上却没有超过郭家的。
郭朝沛该算个商人，但走进郭家的大宅子，却感觉不出多少商贾之气，门楣门框上那些楹联多是些警
世警人之语。
二进门上一幅巨大的匾额，上书“汾阳世第”，十分醒目。
汾阳郭氏就是唐代名将郭子仪，有大功于李唐，被封为汾阳郡王。
开贞家的远祖是不是能够追溯到汾阳郡王之后，已经无从考证了。
但开贞的祖上的确不是土生土长的蜀中人，而是从福建迁徙而来的客家人。
中国历史上曾因为战乱或改朝换代，有过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从北方中原地区迁往江南和东南沿
海地区。
汾阳郡王的后人大约就是在这样的人大迁移中途经河南、江西到福建，在当地定居成为客家人。
明末清初，蜀地因战乱匪患而人口锐减，于是又有了周围各省的人和远从福建而来的客家人陆续迁入
。
郭家的祖上就是在这一次人口迁徙中来到内陆蜀地的。
所以，事实上，四川人祖籍外省的居多，像小小的沙湾场客籍人就有八成以上。
郭家祖上原来世居福建汀州宁化县龙上里，大约在清乾隆年间，先祖郭有元“背着两个麻布”辗转入
蜀。
不消说，汾阳郡王——即使真有此说的话——的余荫早已不复，郭有元几乎是白手起家。
经历过长途迁徙那样艰难生活磨砺的人，自然就有了一股子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劲头和能相机而动
的机敏。
郭有元从跟马帮到自办马帮，自凿盐井，渐渐发展起来，置地建房，定居于沙湾镇。
到了开贞的曾祖一辈，开办了郭鸣兴号，已经积累下不小的家业，人丁也兴旺起来，是五世同堂。
如今郭家大宅门上悬挂的“贞寿之门”匾，就是朝廷为旌表开贞曾祖母邱氏百岁高寿而钦赐的。
开贞的祖父却有些不同，是个行走江湖的人。
他与自家兄弟一起执掌过  沙湾的码头，人称“秀山公”（秀山为其字），绰号“金脸大王”，在铜
河，府河、  雅河一带是很有名的。
秀山公人在江湖，自然任侠仗义，有财利必分惠于人。
但他在江湖上的扬名，换来的是“家业以是中落”。
到了开贞父亲这一代，因为家境日绌，郭朝沛少时便不能不辍学，十五  岁即去盐井上当学徒，学习
经商。
三年后学成，回到家开始当家管事。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郭沫若家事>>

郭朝  沛秉性沉稳，人却极聪敏，珠算，中医，能无师自通，尤其善理财。
他只身  一人四处跑生意，酿酒、榨油、贩卖烟土、兑换银钱，粜纳五谷⋯⋯只要有  机会，什么生意
都做，还总是能赚下钱。
当然，也借着秀山公在铜河一带的  名声得着不少方便，所以，没几年时间，居然就把其父散去的家
业恢复了起来。
家业大了，兄弟之间便不免生出龃龉。
又因为当家理财太能干，秀山公  过世后，自家兄弟对郭朝沛就有了猜忌，疑其攒了多少私房钱。
郭朝沛于是灰了心，索性放开手不问家业。
所以从开贞有记忆起，父亲给他的印象总是满脸愁容、郁郁寡欢。
到开贞懂事的时候，父亲叔伯们终于分了家，除去族中留的公产，分到郭朝沛手上的只有几十担稻谷
和少许现钱。
家里人口多，娃儿又在读书，这点家财自然不够用度，郭朝沛只好打点精神重操旧业。
妻子拿出了私房钱，娃儿们也把逢年过节得的压岁钱凑起来，又向族里人借了一笔款子，以此为资本
，郭朝沛又做起年轻时那些营生。
不过他不再贩卖烟土了，因为他也知道那东西的流害。
郭朝沛运气还真好，虽然营生撂荒了多年，重拾起来不久，就给家里赚出了买田买地的钱。
做生意当然为赚钱，郭朝沛也是如此，但他为人处世却慷慨大方，这大概是秀山公给他的影响。
他懂点医术，常于乡里间免费行医送药，颇得乡人敬重。
郭朝沛不断告诫子女说：积金不如积德，善虽小，然不可不为。
郭家宅子里的一副楹联也题道：“事以利人皆德业  言堪持赠即文章”。
这成了郭家的家风。
郭家世代务农经商，到开贞的祖父一代出了一个秀才，于是族人开始鼓励读书。
郭朝沛因为行三，到了他读书的年龄上，家业中落，所以少时不得不辍学，以后为生计奔走再没有得
着就学的机会。
也正因为如此，他把孩子读书的事情看得很重，常说：“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
”郭朝沛在家里起了一个家塾，请了专馆先生为家族子弟授业解惑。
开贞的大哥、五哥、叔伯哥哥们在到了读书年龄后都进入家塾接受启蒙教育，待年龄再大一点，就送
他们去嘉定念书。
所以到开贞这一代时，郭家已是沙湾场上公认的“书香门第”了。
与父亲的阴郁、愁苦相比，小开贞眼中的母亲总是开朗、乐观的。
他更多地是从母亲那里感受到家的温暖、亲情、挚爱、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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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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