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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文人的腰包民国文人的腰包
□记者 张丽娜

【老街旧话】

老城的庙会
□沙草

新安县石井镇东山底村与渑池县西山底村交
界处，有一棵古柏，高20多米，得7个成年人才能
合抱。此柏的户口牌早已遗失，据知情人回忆，此
树很有一些年头了，当地人称“黛眉奶奶柏”。

当年日本侵略者从山西渡过黄河，炮轰那
里，古柏被日本人的炮火烧掉一部分，但现在仍
生长旺盛。 何拥军 摄

说到庙会，现在的年轻人容易想起
农村来。其实，旧时的老城老街上，庙
会有很多。这当然与庙多有关，但更重
要的还是日常生活所需。老城的庙，粗
粗说来，总有上百座了。拿南关来说，
马市街西有三圣堂，东有华藏寺；凤化
街有倒座关爷庙；贴廓巷有火神庙；吕

氏街有僧王庙；华章街有黄爷庙；再往前
走，洛河大堤旁有大（dài）王庙；东边还
有潞泽会馆，叫关帝庙；菜市东街尽头，
向南还有一个大仙堂，其实也是庙。

庙多会多。老城当时从正月二十
九大石桥财神庙会到九月十七南关大
王庙会，几乎月月有会，春季里，一个月

之内往往有好几场。比如二月，初二是
煤土坑财神庙会，初九是东南西北四关
白衣阁同日庙会，十五是西关火神庙
会，十九是南关火神庙会，二十五是北
关先王庙会。三月，初三是西大街府城
隍庙会，接下来的庙会一场连一场。

庙会的作用在旧时是很大的，一是
祭祀神祗，二是唱戏娱乐，三是农贸交
易。祭祀，旧时为大事。关林庙会，最
初是一年三会，即春祭（正月十三）、诞
祭（五月十三）和秋祭（九月十三），后
来发展到一月三会。城隍庙会也是很
重要的，因为在过去，人们认为，城隍
是城池的保护神和阴曹地府的统治
者，所以位于西大街的府城隍庙会和
位于豫通街的县城隍庙会都是每年的
大事。

随着时代的进步，庙会祭祀的功能

弱化了，娱乐和交易成了主要内容。在
幼年时，我曾随着祖母和母亲去过几次
庙会。西关坛角的煤土坑庙会，现在看
不到了，但在我的记忆中，很是热闹。
煤土坑附近有天坛和三清庙。

煤土坑的形成也很有意思。当时
人们烧的是碎煤，煤和（huó）成煤
饼，要兑三成左右的黄土，城里关外的
人都到邙山脚下取土，甚至出现了专
门卖煤土的小贩。久而久之，那个地
方就被人们叫作煤土坑。煤土坑庙会
的会址从西关中州路上的花坛，一路
向北，到铁道旁边。有些卖苇席和麻
秆箔子的，甚至把货摆到了铁道以北
的木材公司附近。近一里地的庙会
上，各色农具、百货土产，应有尽有，
再加上串会的各色小吃，香气四溢，跟
着大人逛庙会，简直比过年还高兴。

▲ ▲

想想工资就“凉快”

这天气越来越热了，有人推荐“祛暑妙
方”：想想月收入，再想想岁数，后背嗖嗖地冒
冷气！

工资少可怜不够花，年纪大可叹没前途，
可不是得心凉。

要按照这个逻辑，民国时期的某些文
人恐怕会被“热死”——收入太高，热血沸
腾啊！

洛阳金石文字博物馆有几册民国小学生
课本（下文简称民国课本），书中提到了河洛
地区的物价：每月花费六七元，一家人就能吃
饱穿暖。

而当时的某些顶级文人，一个月能赚好
几百元，钱多得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花！

▲ ▲

奋斗数月就能买房

顶级文人的代表首推鲁迅。他记了许多
流水账：请朋友去饭馆吃饭，3元；去日本医院
看病，2元；买《李太白集》，2元……

比照相关史料，民国初年，1元能买五六
十个鸡蛋，4角可买一部《三国演义》，一两角
可看一场戏。

认真干活儿，能挣多少钱？
据《教育与收入分配》记载：“1920年至抗

战爆发的那段时期，城市体力劳动者的平均
月工资在15元以下，但大学毕业生工作一年
后月薪就有100元左右。”可见读书人比搬砖
工有“钱”途。

当时，一套小说定价1元，初版3000册，

便能捞回本钱，再版必然盈利。书局版税率
最高达25%——卖1本书，1/4的收入都归
作者。文人只要写一本畅销书，就能赚得盆
满钵满。

给报社“打工”，也是来钱的好差事。报
社的编辑、记者收入丰厚，鲁迅靠着犀利的笔
杆子，只消奋斗几个月，便能轻而易举地买下
京城最好的大宅子。

▲ ▲

枪杆子不如笔杆子

其他的文人，比如在北大教书的胡适、李
大钊等人，月薪都有三四百元。跟他们同校
的郁达夫为此牢骚满腹，因为他的月薪只有
117元。

郁达夫不知足呀——民国初年的政府教
育部官员，月薪才60元，比他差远了。

至于那些目不识丁的体力劳动者，每月
赚的钱不过是顶级文人的零头：女佣1.5元至
3.5元不等；工人数元至十几元不等；商铺里的
学徒连工钱都没有，到了年底，掌柜的给封一
个红包就算不错了。

当兵打仗，兴许能多赚一点儿钱。
参照民国课本可知，在抗战爆发前，“营
长每月薪金 120.29 元”“排长每月薪金
23.85 元”。

对比之下，有钱又有名的文人，自然受追
捧。电影明星以读书为荣，官宦千金宁愿给
小说家填房。文人包天笑总被人缠着求墨
宝，为防遭泛泛之交揩油，索性明码标价：请
我写字，可以，每副对联4元！

不过，也不是所有文人都这么牛。有
些读书人，比如孔乙己，苦不得志，穷困
潦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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