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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二十七年至三十一年，我的大學

生活都在貴州省平越縣度過，整整四個寒

暑的苦讀，我相信沒有浪費半點時光。

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抗戰的烽火

在華北燃起，唐山工程學院和北平鐵道管

理學院南邊，曾在湖南省湖潭的楊家灘歇

腳。次年，長沙大火，日軍鐵蹄入侵華中，

是以又有第二次遷枝。當時，本擬遷往雲

南的錫礦產地一一笛舊，更因貴州省吳鼎昌

主席竭誠歡迎，遂遷至貴州省的平越縣。

為增加沒有到過平越的學長了解，特

先容予介紹如次:

一、 古郡

平越在貴州省東部，春秋時乃且蘭地，

為中原通往夜郎園的要道，漢時置祥柯郡，

轄且蘭，即今貴州的遵義、石肝、思南、

都句等縣。縣城為日字形，南北長約一公

里，東西寬的半公里，犀水為天然護城河，

自西北南流折而東去，等於繞城而過。平

越城為道地的石頭城，全係用寬闊各一公

尺長三四公尺的石條磊疊而成，建於南北

和東西通道的交匯點，形勢險要 O 自平越

城南門犀水之潰，翹首上望，可見城牆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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蜓於數十公尺的高坡上，東眼分明，真有

雄關要塞的氣魄。相傳三個時諸葛亮南征，

曾到祥何;而歷代戰亂，平越城均能堅守，

迄未有被攻破的紀錄。

平越城內居民不過二干，僅有南北向

的直街一條，餘多菜圖，真可以「一條大

街通南北，幾間小店買東西」來形容。

城內行政區在東南角，我們酌學校一

一貴州分枝在西南角，包括文廟(校本

部)、和福泉山(在文廟之西約一百公尺，

為圖書館及礦冶系教室)。學生宿舍在西

北角為以前的考棚(鴨哲齋)及一所小學

(天佑齋) ，附近有縣體育場，亦多為本

校使用。故貴州分校(不計教授住宅等)

約佔平越縣五分之一強。

二、苗胞跳月

我們初到平越，適逢縣境野雞坡苗胞

十年一次的元宵跳月盛典，聽說附近十餘

縣甚至湘西的苗胞均將派人參加，同學們

都不顧錯過這個機會，透過當地曾在平越

唸書的苗胞青年(以前他曾住過鴻哲齋的

考棚宿舍)安排，組隊前往觀賞。



我們備了四塊鹽巴作禮物(註一)並

催挑夫帶7舖葦於元宵節前一日啟程。

註一:貴州缺鹽，故鹽為貴重禮物，

當地只有井鹽，每塊重十多公斤，堅如岩

石。

我們一行二十餘人，浩浩蕩蕩，通過

水西門，直上山岡-直往西北方向，走了

半天，迄未看見一戶人家。這天濛霧很濃，

能見度只有四五十公尺，好不容易走到一

處山頭的平坡上，聽到了柔和的音樂，據

說這是特地為我們而奏的歡迎曲，然大霧

茫茫，具有「空山不見人，但聞音樂聲」

的韻味。我們循著山道，下坡叉上坡，走

了半個鐘頭，才在荊棘叢中看見一問茅屋，

蘆笙的聲音就是那裡傳出來的。然後再爬

了十多分鐘，才到達目的地一一野雞坡。

我和鴻暢兄結伴而行，走走談談，自

不覺跋涉之苦。由於沿途山坡不時出現梯

田，沒有水源，卻能種稻子，水份完全靠

濃霧。當時，忽有靈感，桿到下面的句子:

這荒涼的野雞坡上，

整日價大霧迷茫.

這兒沒有太陽，

之吾吾區司~r::J~ !=I r::空言 (
J.87Gi.又干弓月 7己 υ

我們被安排在該地唯一的學府一一初

級小學的課室內 y 安頓好了，隨即參觀當

地民家。野雞坡為一相當平緩的坡地，住

有十多戶人家，每家的佈置大同小異，均

為一問起居室及一二問臥室，土牆茅頂，

地面用掉土金平。起居室中間挖一方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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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桌無椅，均用矮凳，中置火爐，燃燒木

炭，爐上掛一大銅堤，以精米酒釀煮年糕

(和四川的早晨、巴相似)饗客。室內外都打

掃得很乾淨。每家都熱誠待客，每逢客到

都奉上年糕一碗，茅台酒一盃。

當晚在這問學校的操場舉行晚會，由

我們同學表演合唱、魔術、拉鋸琴等，最

特別的是開幕時由都帶長以苗語致開會

辭(據說是當天下午惡補，現妙現賣的。)

說到苗話，我們一句也聽不懂，只有

新詞如飛機、警報等則用外來語。(我當

時也學了一二句，現在只記得鼻子叫做「打

筆友呼 J )

次晨，霧已變淡，能見度可二三百公

尺，山頭仍在濃霧中，是陰天，正是元宵

佳節的好天氣。蘆笙聲起，我們來到村側

一塊面積約二百坪的平地，人潮已群集坡

上。場子裡有五個年青人都吹著蘆笙，這

時小姐們已開始進場。場內群雌粥之，有

十七八位之多，小姐們均穿著苗族盛裝，

短靠長裙，跟在男童後面，隨著音樂節拍

而舞，舞步為進三步退兩步，每個男的帶

領三四個女的，有的多到六七個。據說，

頭一年做新娘的都要參加，俾有帶頭作用，

所以場子裡女多於男。跳月是苗胞公開擇

偶活動，女孩子以腳投票，表明自己的喜

愛，這些女孩子可隨時更換對象，有時一

個異的帶七八個女的，有時卻只有三四個，

好在場內跳舞進行時，都在打圈圈，圈子

時大時小，視人數不同而變。

跳月時，蘆笙吹奏的是道地的苗族音

樂，相當於古代的的"羽"調，樂句簡單，



反覆吹奏，頗有

用的拍子是三拍或五拍，則沒有詳細體會。

跳月進行的一個小時，隨即進行第二

段節目1 鬥牛" ，這是真正的牛與牛鬥。兩

條大黃牛上場牛眼相瞪一會，便直衝過去，

牛頭對撞"咚"的一聲便頂在一起，彼此都

用角去刺對方，糾撞了四五分鐘，大概氣

力用盡了，彼此分開歇息，算是第一回合。

休息四五分鐘後，再鼓氣衝門，如此三四

個回合，體型較小的抵擋不住，只好向場

外奔逃，大個子緊追不捨 0 個子小的跑到

山邊一塊由內，忽然回轉頭來，再行纏鬥，

又經過三四分鐘，小個子自知不敵，只身于

落荒而逃。這時大個子趾高氣揚， "時"的

一聲，山鳴谷應，似乎宣佈勝利，於是主

持人送上一個芋草環，掛在牛頭上，算是

跳月的閉幕禮。

下午，我們賦歸，蘆笙聲和通譯歡送。

回程時，鴻暢兄對苗胞能發展如此輝煌的

文化，相當讚賞，對於跳月過程中，任女

孫子自由選擇，可能不會導致歐西人的川決

鬥 H方式，尤為稱道。我則以為陰盛陽衰，

或為其主因。

回到平越，我把當時的所見，加寫幾

節，使此行途中所得的句子成篇，並用倒

裝法作為最後一節，那是:

這兒沒有月亮多

這兒沒有太陽，

整日價大霧迷茫，

這荒涼的野雞坡上 O

三、全民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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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湘潭楊家灘的教授陸陸續續前來，

最先到平越的是教務處的職員和體育老師

徐先生。註冊後，最先安排的課程是體育，

由於天氣仍冷，平越城整日都籠罩在濛濛

的霧雨中，體育課只好在大禮堂室內舉行。

徐老師不愧是打體育的，他最先教我

們作魚躍滾翻(翻勛斗.) ，同學中固然不

少球場健將，大多數都是不太好運動的，

他不厭其詳的一一指導，半個月下來，個

個都能憑空翻無底勛斗，最後全班五十個

人，魚貫的都能越過低欄翻勛斗過去，循

環上陣，頗有馬戲班表演的氣勢，以後，

這位體育老師遂有了「茍戲班」的綽號。

等到練習騎木馬及雙槓不久，楊家灘

的教授全數到來，正式上課了。

經過了半個多月的魚躍滾翻，全班同

學對體育都有了興趣。有了我們全班的支

持， r 馬戲班」老師也很得意習於是正式

上體育課時，全班同學都編入球隊，不是

籃球就是排球，也有籃排球都參加的，因

班上也有不少高手，如劉廣照，伍國俊，

黃兆川，蒲立仁等以前就曾經是音、湘、

粵各省的省運代表，所以籃排球都組成一

支勁旅，向校隊挑戰O 除了好手組成紅花

隊以外，其餘都排入綠葉隊。上體育課，

本來不算大的球場，傾場無虛席，真是漪

蠍盛哉!

另外，綠葉籃球隊還別開生面，一個

星期天下午，安排了一場和木蘭隊的友誼

比賽。兩隊球技不相上下，比賽進行至計

秒階段，三十六比三十五，綠葉隊領先一

分，又遇綠葉隊進攻，誰也想不到綠葉隊



的阿寶拿下籃板球，一路往回帶，自然如

入無人之境，很快衝到自己籃下，一個空

心球進籃了。全場響起熱烈的掌聲，裁鄰

鳴笛並豎起兩指說 r算，兩分，不過這

兩分算木蘭隊的。」

這真是一場別開生面的球賽，木蘭隊

贏了，但綠葉隊也沒有輸，世間難得一見

有如此皆大歡喜的競賽。(真是的原因，

可能是馬小魚的緣故)

阿寶為了這一段相思，曾花了不少個

清晨和黃昏，到平越城北門外通牛場的荒

山中練嗓子。經過兩年多的練唱，後來大

家替阿寶安排了一個表演的機會，在一次

晚會上唱了一齣獨幕歌 "The Rising of

The moon 贏得滿堂采。

軍訓則在本校宿舍鴻哲齋北面的縣體

育場上課，最初同學不太熱衷，軍訓主任

只好到宿舍裡來請，同學見到主任親自出

馬，也就出來捧場 O

這位軍訓主任本地人出身黃埔軍校三

期， (比率領八百壯士在上海死守四行倉

庫的謝晉元將軍早一期)在學校襄雖不甚

得意，四年後調至重慶擔任一個單位主管，

有吉普車代步，我曾在重慶街頭遇見，他

非常親熱，真正做到「君乘車，我戴笠，

相逢下車揖」的境界。

據說，這位軍訓主任是平越縣的佼佼

者，而且豔福無邊，因當地教育不發達，

受高等教育的人不多，那時平越有一位出

身大夏大學的小姐，卻願嫁給他作第三房

妻子，我們的軍司 II主任遂有一妻二妾，家

庭 JJJ和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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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多妻制」在當時的平越是司空

見慣，大街上的豬肉攤老闆，多有兩三房

妻妾。祇要你養得起，娶三個四個妻子，

誰也不管你，這可能是當地女多於男和交

通不便的環境關係。還有一個奇特的事實，

每屆秋天，棄世的人較其他季節為多，而

且死的多為男士，更增加陰盛陽衰的趨勢。

四、大破記錄

由於校本部操場不寬，體育活動及測

量實習也常在縣體育場舉行。有一年，體

育期考，以跑一百公尺的速度定成績。因

老師僅一個人，只好在跑道終點拿著馬錶

記秒，起跑點則由同學代管。我們班上五

十個同學，最先跑的紀錄是十三秒，後來

的用秒數愈來愈少，連續創下十二秒半，

十一秒半，十秒半超過全國的百米紀錄:

這項紀錄，不斷創新，直追亞運，最後幾

位則在十秒以內，甚至有九秒半到終點的，

簡直破了世運紀錄。

不過，徐老師心真篤定，儘管你能在

九秒半的短時間到達終點，他，並沒有鼓

掌叫好，因為他心真有數，不管你的百米

紀錄是十二秒或是十秒，他都一視同仁，

通通都一律平等，只給七十分左右。

原來，他知道那一百公尺跑道的縮水

程度，也破了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