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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记者 胡锦 整理

《人间信》

“我”曾想做个英雄，为“我”家的羞耻

复仇，但父亲立在“我”面前。鼻青脸肿的

“我”等待一个拥抱，等来的却是粉碎。

“我”的新生从死里来，侥幸攀上时代列

车，轰轰烈烈向前。“我”祈求光芒吞噬

“我”黑暗的过去，直到自己也被吞噬⋯⋯

《人间信》是麦家继《人生海海》之后

打磨5年最新长篇小说，以“我”的经历为

引，讲述了“我”家四代人、半个世纪爱与

罪的循环往复。众生皆苦，人生不易，这

是每一个普通人在尘世浮沉中为自己争

取的人间。命运不仅是承受，还要奋力

过招。哪怕溃败无常，也要尊敬自己！

麦家，1964 年生于浙江富阳，是小说

家、编剧，茅盾文学奖得主、全国杰出专

业技术人才，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

席。1991 年开始文学创作，其代表作有

谍战题材的《解密》《暗算》《风声》及故乡

题材的《人生海海》等，被称为“中国谍战

文学之父”。

你我身边，究竟有多少正在假装正

常的人？7 个东野笔下极为罕见的心理

侧记故事，悄然而至的意外和不可避免

的冲突，定会以不可思议的方式爆发

⋯⋯《沉睡美人》是知名推理小说作家东

野圭吾的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全书以“那

些看上去很奇怪的人们的第一视角”展

开，共有7篇独立成章的故事。

东野圭吾，1958 年出生于日本大阪，

日本推理小说作家，专职创作已有近 40

年，代表作有《放学后》《秘密》《白夜行》

等。作品以逻辑缜密且充满娱乐性为

主，深受影视界青睐，已有多部作品被改

编为电影、戏剧，本作品为高口碑日剧

《东野圭吾悬疑故事》原著。

《沉睡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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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儒璋与西津桥王儒璋与西津桥
□卢振宝

一
清嘉庆五年（1800），永康西津桥

又被一场洪水冲毁。中断的六年间，
县城与城南的生活物资和交通过往，
只靠徐宗常的渡船来回运送。大洪灾
来袭时，唯一的渡船被洪水冲走，因此
两岸来往经常被中断，严重影响了人
们的日常生活。其间，官府与民间想
重新修建一座大洪水冲不垮的西津
桥，但因资金巨大，多次举事都因捐款
不足而搁置，而这些捐款到后来都不
知去向，老百姓对修建西津桥虽有强
烈的愿望，却不抱有希望。家住县城
对面南园的王儒璋，他也时刻盼望着
西津桥能早日造起来。

嘉庆十一年（1806），56 岁的王儒
璋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估摸着若等官府
和民间捐款造桥，那真不知猴年马月
了。有心想独资捐建，自己的家境虽然
略佳，但在巨额资金面前远远不够。欲
找人合修，自己只是小商小贩一个，又
苦于人头不熟号召力不够。经过反复
思考，决定先将自己的田地作抵押后，
再找有名望的人士一起发动捐款造桥，
如果筹集资金不足的话，就把自己的全
部家当都抛将出去补凑。于是，他把这
个想法与母亲和夫人商议，夫人吴氏听
了夫君的想法后，欣然答道：“此乃大德
大善之事，我素安清贫，夫君尽管放手
去做。”母亲朱氏听完儿媳妇的话后，连
声赞道：“吾儿有此贤媳，王家必将昌盛
也！”有了慈母贤妻的这句话，王儒璋如
同吃了定心丸，更加坚定了修桥的信
念。

随后，王儒璋找了有侠义心肠、有
些体面的叔公王日升（字凤东）商议。
叔公听了王儒璋修桥的想法后，沉思
良久，说：“如果像以前先募捐再动工
的做法是绝对不行了。如今之计，只
有你我先各出百两银，再找本县有名
望的富绅好友楼盛光、徐石棠、徐启
璋、王宗裕等好善之人，先各出一部分
启动资金后，再请他们一起向社会进
行募捐，这样方可能成事。”随后又问
王儒璋，“造桥之事你既已考虑长久，
有没有算过，造一座能抵抗大洪水的
西津桥需要多少钱？”

王儒璋胸有成竹地说：“要造一座
不怕洪水的西津桥，大约需银万两。”
日升叔公接着说：“就算我们几人各出
百银，也不足千两，距万银之数差九千
多，想从民间捐款九千多银办得到
吗？”王儒璋顿了顿，从容地接着说：

“我家里尚有二百多亩良田，时值六七
千银，如果捐款数额不够的话，可以卖
掉家里的田地补凑。”

叔公听完惊异地问：“你真舍得这
么多的田产？”王儒璋很认真地回答
道：“叔公，你是知道的，我一生屡经贫
苦，拼到如今有这份家业已经很满足
了，即使卖掉了田产，我也还有几间店
铺，若是经营得当，尚不至于受饥寒之
苦，也大胜从前了。如果我没有这份
心思，哪敢找您老人家来商议造桥之
亊？”叔公听后哈哈大笑，大腿一拍，跳
将起来说：“好！好！好！有你这份善
心和决心，何愁大事不成！”

第二天，叔公邀请了好友楼盛光、
徐石棠、徐启璋、王宗裕等人来家中商
议造桥之事。叔公当他们的面，表明
王儒璋助田作保造桥的决心后，得到
了几位富绅的全力支持。

过了两天，叔公、王儒璋和几个富
绅各自找到一些有善心的乡绅善人，
以及工场作头（工程队老板），摆了六
七桌酒席，宴请他们一起商议修建西
津桥事宜。酒席间，有工场作头趁机
提出：“你们几个人的捐款顶多也只有
千两，距造桥万金还差九千余银，这差
额也实在太大了，要等捐款造桥那是

天方夜谭，就算我们几个工场的全部
家产加在一起补贴进去，也没有这个
造桥的财力！”

这时，王儒璋站了起来，不紧不慢
地说：“请大家放心，我家好歹还有二
百七八十亩良田，起码也值六七千银，
我先把这些田地抵押给作场，造桥的
捐款不够的话，这些田地随你们抛售，
抵资便是了！”说完话后，即让大儿子
王逢春拿出一只木箱，把里面所有的
田地契约都拿了出来，同时又拿来纸
墨，当场立下契约画押为证。此举动
感染了所有在场的富绅土豪和作头
们，大家信心百倍，异口同声地说：“西
津桥这次一定能建成了。”

当场，大家一致推选王儒璋为造
桥筹委会的总领头。筹委会一边选择
吉日动工开建，一边派人四出募捐善
款。当人们听到了王儒璋助田作保捐
造西津桥的义举后，大家都深受感动，
纷纷慷慨解囊踊跃捐款，最后捐得善
款万余银。

二
西津桥在嘉庆十一年（1806）仲

冬动工俢建，历一年多时间，终于建成
了全桥长七十丈、宽一丈五尺，覆之以
屋计六十五间，桥身雕梁画栋，彩虹掩
映，车徒任辇，如履平地的石墩廊桥。
西津桥建好后，它如同一条卧龙，至今
都横跨在永康江南北，解决了县城至城
南的交通问题。同时，西津桥也成了过
路百姓遮风挡雨、纳凉避暑的场所。西
津桥也是目前全国仅存最长的古廊桥，
被列入“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

此后，王儒璋还利用捐造西津桥
时所剩的二千多两余银，修建了东岳
宫、文昌阁等。他还出资修砌西津桥
头溪边的石坎。后来还带头捐建了石
柱桥、楼店桥，傅店万济桥、里龙溪永
升桥等（此桥现今完好无损）。当时各
地只要有修建的项目，承头人都要请
王儒璋参与，在他的带动下，老百姓助
产捐款的热情高涨。

除此之外，王儒璋还做了不少善
事。在道光壬辰、癸巳年间，永康连续
大旱，导致严重灾害，难民甚多，王儒
璋连年开仓平价放粮，救济灾民，使荒
灾年份少了许多饿殍野鬼。后来，他
还捐资修建、拓宽了城南古道和城东
古道，又在路面铺上了石板，方便乡民
的出行。他还捐资创办育婴堂、乡村
学堂等。他年过九旬时，还拄着拐杖，
亲临监督西津桥头修砌石坎的现场。
王儒璋一生做了无数的义举善事，因
此，他的义举被后人广为传诵。 后人
感叹说：“王儒璋在建桥之初，家业也
只不过算是中等偏上的水平，而在助
田作保建桥善举后，他生意越来越好，
家业越来越大，数十年间，成为城南巨
富，而且子孙兴旺。他家族十个孙子

中，有一个贡生、三个庠生、四个太学
生，真是桂子兰孙，好人有好报啊！”

道光丙午年（1846），王儒璋贺百
寿时，官府为弘扬他牵头修建西津桥
等诸多行善义举，由时任永康知县李
文焕、金华知府张庭桦、布政使存兴祥
等逐级呈报到朝廷，王儒璋被朝廷封
赠授予七品文林郎，奉旨敇封建“百岁
坊”。

三
王儒璋南园人，字席珍，号达齐，

生于乾隆辛未年（1751），卒于道光丙
午年。13 岁父亲去世后，王儒璋就辍
学回家，母子相依为命，生活十分艰
难，只得砍柴换米维持生计。15 岁
时，他跟别人去仙居挑盐赚脚步钱养
家糊口。他挑的盐，多数卖给永康县
城一个吴姓店主的杂货店，吴店主是
本县后塘弄村人，为人正直善良。他
们相处融洽成了忘年之交。吴店主见
王儒璋为人诚实心地善良，就把识文
断字的独生女许配给他。岳父去世
后，夫妻俩继承了杂货店，经过悉心经
营，生意兴旺家境渐趋殷实，后来在住
宅附近的南园畈买了许多田地。

王儒璋住的“下南园”（经堂），因
离南溪近，地势比较低，经常受到洪水
的侵害。到了道光丙戌年（1826），76
岁的王儒璋为了家族有更好发展，他
便携全家迁徙到了洪灾侵害不到的王
染店。当时新住的地方属于南园范围
但没有地名。王儒璋比较恋旧，心想
新住地方同在南园的下游，就把原来
住过的地名移用到新住的地方，把此
地名叫成了“下南园”。

随着生意不断扩大，王儒璋在县
城又买了许多间店面，做起了布匹生
意。王儒璋经营有道名声在外，把布
匹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以前织出来的布匹都是“白身
子”，要颜色的话，还需进一步加工染
色。于是，王儒璋在新住处的下游（王
染店下处）开办起了染店（坊），有了布
匹生意的衬托，染店的生意越来越
好。因染店的店主又姓王，人们逐渐
地把这个地方习惯地叫作“王染店”。

此后，王儒璋也成了皇华坊王氏
迁到“王染店”的始迁祖。从道光初年
始迁，“王染店”的地名只是民间叫法，

《在城王氏宗谱》里，一直都以“下南
园”或“南园”的称呼记载，至民国时期
重新修谱时，才正式称为“王染店”的
地名。曾经“下南园”的地名，几经周
折后，又回到南园的老地方。朝廷赐
封建在王染店的“百岁坊”，于 150 年
后的二十世纪，因王染店改造被拆除。

（说明：本文内容根据王儒璋七世

孙王绍雄先生提供部分资料，以及查

阅《永康县志》《在城王氏宗谱》等书

籍，并通过多方调研整理而成。）

西津桥 杨成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