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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年，张雪霖想着满崽
张荣生已经五岁，该找个先生给
他发蒙了。

张荣生非常聪明， 而且也
略显早熟，虽只五岁，但因为张
雪霖常把他带到身边， 耳濡目
染待人接物等， 已不输于店内
伙计。 九总街上、码头，各店铺
的掌柜、伙计、搬运工，以及江
西会馆里的老乡们， 都非常喜
欢这个“小大人”，甚至有会馆
里的老乡就已经思谋着要给张
荣生订娃娃亲， 但被张荣生婉
拒了， 张荣生的理由是：“现在
都民国了，讲究自由、独立，晚
辈们的事情， 以后还是晚辈们
自己去做吧。 ”

张荣生想给张雪霖找个既
精通国学， 又思想开明的先生。
在九总， 往来的客他见过很多，
大富大贵之家突然中落，潦倒不
堪或锒铛入狱的也有不少。 因
此，他没梦想张雪霖给他光宗耀
祖，他只是简单地希望张雪霖多

些知识，能够做个报馆所说的那
样独立的人，自由的人。

这天，和数年前与他同去粤
省的熊继松喝茶，说及给张雪霖
找发蒙先生的事，以及他对张雪
霖的期待， 熊继松拍手叫好，认
为张荣生的想法非常好，不愧是
民国的国民， 并说他帮忙物色，
如若一时物色不到，他可以每天
抽出些时间教教张雪霖及会馆
其他老乡家的幼童。

因为熊继松答应帮忙物色
儿子的发蒙老师， 张荣生就放
了个心了， 他信任这个留过日
的老乡。

民国三年的春节，是近些年
来张雪霖最为舒心的一个春节。
黄兴、谭延闿等人诸多振兴本土
实业的政策和举措一一推行，一
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张新发的生意自然也水涨
船高。 早几年槟榔还只是富贵
人家享用的钱， 到民国三年，一
般的贩夫走卒，偶尔也能磕上几

棵， 这除了得益于交通的便利，
还因为民众税赋减轻，负担没那
么重了。

年前，张新发的主顾，主要
是湘潭市内，偶有过往客商慕
名而来。 这年春天， 张雪霖觉
得到了走出湘潭的时机。 而省
垣长沙和善化，则是张新发的
首选。

出于谨慎考虑，张雪霖没有
贸然在他不大熟悉的省垣直接
开张新发的分店， 多次考察，他
决定与南门内上黎家坡的一个
老乡合作，在老乡的药材铺里卖
槟榔，售卖所得，他们二一添作
五。 药铺里卖槟榔，本是专门的
槟榔店出现之前，常有的。

合作了月余，来湘潭拉货的
伙计带来一封信，信是湘绮老人
的长子王代功写的，大意是表示
感谢的，原来，湘绮老人年初启
程赴北京就任国史馆长，还没到
任，被某些要人劝回，心里有些
不畅，前些天他亲自给父亲去药

铺买药，意外看见药铺还有张新
发的槟榔卖， 便买了些回去，不
料， 湘绮老人食了几颗槟榔后，
心情好转许多。
张雪霖看完后， 心情非常激动，
一一给店内伙计传阅。有伙计建
议将这封信张贴门上， 权当口
碑。 张雪霖否决了这个建议，认
为不该拿老人家的心意为自己
谋利声张。

难得平静了大半年的局势
在民国三年的春天接近尾声的
时候打破。3 月 20 日，民国政府
农林部总长、桃源人宋教仁在上
海遇刺，两天后，不治逝世。第三
日刺客即被抓住，但，刺客被抓
的次日，暴毙于狱中。

消息传开，举国震惊、惶恐、
义愤。 湘省尤甚。

张雪霖闻听消息后， 在张
新发门前望着北去的湘水，对
局势和儿子张荣生的未来，又
担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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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遇刺后，
张雪霖对儿子的未来有了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