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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姑娘木户加奈

上一期介绍了“我”在调查
此事前遇到了新考验，本期讲述
来中国归还宝贝的日本姑娘木
户加奈的特殊背景。

“有诈”，我看到这俩字的时
候，苦笑起来。

这是废话。如果没有诈，刘
局怎么会强势推动沉寂已久的
许家回归五脉？怎么会力排众
议，让既无声望也没背景的我参
与玉佛头的鉴定？

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其
中必有重大图谋。我刚要把报
纸揉成一团，忽然发现那上面还
写有别的东西。我赶紧展开看，
发现这两个字旁边有一段广告
被圈住了。我把这个广告上的
地址记下来，将纸撕碎扔进簸箕
里，想想觉得不妥，又掏出打火
机将其烧成了灰。

第二天一早，方震和一个小
伙计准时出现在四悔斋门口，我
交代了几句，然后上了车，直奔
北京饭店，木户加奈就住在那
里。

方震把车停在饭店门口，一
个身穿礼服的服务员拉开车门，
把我们迎进去，药不然和黄烟烟
已经到了。黄烟烟看到我来了，
面无表情地把笔记本递给我：

“爷爷托我给你的。”药不然看我
把笔记本抱在怀里，忍不住多打
量了几眼。我把笔记本递过去：

“你看看？”药不然说武林秘籍哪
有随便给人看的。我笑着说黄
字门的人看我都不怕，何况你？
药不然接过笔记本，将信将疑地

打开，没翻两页就扔还给我：“上你小子
的当了！”

笔记本里的内容跟天书差不多，全
是一些莫名其妙的字。我告诉药不
然，这是一种叫不等距位移的密码，这
种加密方式在民国很流行，许多政要
军阀发电报都用这种密码。不过像
《素鼎录》这样一整本笔记都加密的，
还挺少见。所以就算它丢了，我也不
担心会泄密。

我们俩正闲聊着，方震走过来，拿
着三页复印纸说：“木户小姐那边还要
准备一下，你们先看看材料吧。”

我接过材料，是木户加奈的简历。
她是日本本州山口县萩市人，今年24
岁，正在早稻田大学攻读考古学博士学
位。简历里还附了一张照片，她跟《血
疑》里的山口百惠挺像。

药不然看看我，我会意地点了点
头。黄烟烟尽管没表示，但她的眼神明
显也有疑惑。我们都从这份简历里看
出了不对劲的地方。

24岁的考古学博士，似乎太年轻
了，显然不够分量。真正让我们三个
起疑心的，不是她的学历，而是她发表
的硕士论文，她的硕士论文题目，翻译
成中文后叫《“包浆”成分度量之再检
讨》。

这个题目在外行看来平淡无奇，可
在我们看来却不得了。

“包浆”是古董术语，又叫“黑漆
古”，也称“蚕衣”，指的是在古玩表面浮
起的一层光皮。真正的古旧东西，上面
泛起的光泽沉稳内敛，摸上去有温润腻
滑的手感——这是无论如何也伪造不
出来的，那些赝品再怎么模仿，也只能
泛起贼光。鉴定古董，“包浆”是个很重
要的手段。

可到底它是怎么回事，谁也没法说
透彻，更多的是一种感觉，只可意会，不
可言传。外行人就算知道有这个概念，
可把古玩搁在他面前，他也分不出哪种
是贼光，哪种是旧光，而老行家扫一眼
就能看出来，凭的就是感觉。

现在看这个论文题目，这个木户小
姑娘野心可不小，竟然想把“包浆”成分
搞清楚，还要进行科学量化，真是大手
笔。如果她真能弄成，以后就不用大师
鉴定，用仪器一扫就能搞定，比碳14检
测管用多了。

我看了看论文发表的时间，发现是
在两年前，便冷笑了一声。两年时间，
如果她的论文真提出了重要理论，藏古
界早已大震动了，可见她失败了。

方震见我们都看完了，挥手让我们
上楼。

（摘自《古董局中局》马伯庸 著）

上一期说的是两宫从西安回
銮即将经过洛阳时的情景，本期介
绍两宫进入洛阳的经过。

据《洛阳市志》记载：1901年农
历九月十六日，慈禧与光绪帝由西
安返京路过洛阳，河南知府文悌竭
力准备迎接大典，并将洛阳县周南
驿扩为行宫，又大修龙门、关林，以
备慈禧等人游览。

《洛阳市志》对慈禧和光绪在
洛阳的记载很简单，不到 100 个
字。在当时来说，两宫回銮是大
事，慈禧和光绪在河南府（洛阳）境
内一共历经了10多天时间，其中7
个晚上是在洛阳行宫周南驿安寝。

为了迎接两宫回銮，文悌耗银三
万两将周南驿扩建为行宫，并整修了
洛阳城门和街道，所费银两主要来自
卖城西门到周公庙两边的官田和军
田。两宫随行人员和护驾兵勇住满
了洛阳城内的大街小巷。当时洛阳
城内居民只有四五万人，一下子平添
这么多人，洛阳城拥挤不堪。

据《慈禧全传》记载，在抵达洛
阳的第二天（农历九月十七日），两
宫召见地方官员，最先召见的是河
南巡抚于荫霖。

于荫霖，吉林省伯讷厅人，咸
丰九年进士。光绪十一年升为广
东按察使，光绪二十四年升为湖北
巡抚。于荫霖是在光绪二十六年
（1900年）的十月十日被清廷任以
河南巡抚。此人是清末著名的清
官，勤奋，忠于职守，但是思想比较
守旧。于荫霖任湖北巡抚期间，曾
对贪官污吏出以重拳，“劾酷吏三
十余人”，查出的贪吏均予严惩。

农历九月十七日巳时，太后和
光绪帝在行宫召见了于荫霖。据
《清宫秘史》记载，于荫霖入宫请
安，旁跪。请安毕，慈禧皇太后让
光绪皇帝先问话。于荫霖时年已
经63岁，身体虚弱，耳朵已经听不
清楚，于荫霖回皇上问话时奏请皇
上问话的声音大一些。光绪皇帝
先是关心地问了于荫霖住在什么
地方，什么时候来到洛阳等。于荫
霖表达了自己对太后和皇上流离
失所的痛苦心情，说到伤心时太后
戚然，以巾拭泪。

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召见巡抚
于荫霖后，接着召见了四位当地富
绅，下午又召见了在洛阳的部分贵
戚。慈禧太后在回銮期间，沿路多有
召见地方官员并向其示好，一是为体
恤和了解民情，更重要的是向地方官

员解说“庚子事变”的起因，以图
回避“庚子事变”的责任。

十七日，两宫一方面在行
宫召见地方官员，另一方面等
待后续到达的官员和家眷。
其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也
想顺便看看洛阳城。当时的
洛阳城仅限于今天的老城，已
经失去了往日古都的辉煌，不
过城东门外倒是有一些庙宇
和古老的建筑，还有北宋皇帝
赵匡胤的太祖庙等遗迹。

清末时，洛阳城东郊祠、
庙甚多，比较有名的有千祥庵
等，院内有存古阁。

十八日上午，慈禧太后和
光绪帝从行宫来到十字街，顺
便看看洛阳城的市容，然后沿
东大街出东门，经由小桥过瀍
河到千祥庵烧香。在千祥庵
三大殿烧香后顺便来到存古
阁，观赏里面的隋唐石刻。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
洛阳县令马恕在东关的千祥
庵内创建了存古阁。存古阁
是官办的石刻保存所，专门收
集储存当地的碑刻墓志、经幢
等文物，收藏了包括西晋韩寿
墓表在内的许多稀世珍品。

道光年间，存古阁成为当
时全国最负盛名的石刻博物
馆之一，林则徐流放新疆经过
洛阳时，曾造访存古阁。民国
初年，常熟人曾炳章任洛阳县
长，进一步扩充了馆藏。抗日
战争期间，存古阁被日军飞机
炸毁，馆藏散尽。（摘自《洛阳
这百年》紫城 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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