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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组诗，是龚自珍思想成熟期、又值盛
年的重要作品，其中有许多传世佳句，也折
射出复杂的思想意象：“四海变秋气，一室
难为春。（其二）”龚自珍发出王朝盛衰的重
要预警信号，并对王朝走向衰落的前景充满
悲情。
“看花忆黄河，对月思西秦。（其二）”龚

自珍在赏花及与友人雅集时，仍然
心系黄河水患带来的民生问题。面
对当空的皓月，仍记挂着西部边塞
的安宁。
“庄骚两灵魂，盘踞肝肠深。（其

三）”中华民族两种根脉深厚的哲学
思想，实际上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生活
态度。一个人同时兼有两种不同的生
活态度当然是非常困难的。但在一个
人的一生中，一个时段某种思想占据
主流，另一个时段另一种思想占据主
流，则是完全可能的。但龚自珍似乎
有些独特，两种不同的传统文脉、几
乎对立的人生理念，却深深地盘踞在
他心中，不停地相互碰撞和纠缠。这
是龚自珍内心格外痛苦的地方，也是成就他
诗文奇观的内在驱动力。试想，没有“骚”，何
来那些犀利入骨的批判政论文章，没有“庄”，
又何来那些空灵的诗词佳构？
“蹉跎复蹉跎，黄金满虚牝。（其五）”“虚

牝”，溪谷的意思。如韩愈有类似诗句：“可怜
无益费精神，有似黄金掷虚牝。”壮志难酬，
时光虚掷，让诗人内心痛惜不已。看到这样
的诗句，几乎要让人为之垂泪。
“少壮心力殚，匪但求荣仕。有高千载心，

为本朝瑰玮！（其九）”诗人在这里袒露自己
的心迹。频频地钻考场的那个笼子，并非是
为了一顶乌纱帽，或承续仕宦之家的荣光，而
是为了实现自己高远的志向。
“戒诗昔有诗，庚辰诗语繁……今年真戒

诗，才尽何伤乎！（其一五）”
这里诗人再次说到戒诗了。庚辰那一年，

说是戒诗，其实却写了很多诗。这回真的要
戒诗了，就是被人说成“江郎才尽”，也不必在
乎。从庚辰首戒到丁亥再度提出戒诗，从诗
句中可以明显地触摸到，诗人内心的轨迹。
如果说第一次戒诗，诗人还有戒诗以明志的

几分未泯灭的雄心，到了丁亥年诗人又戒诗，
更多的是要脱离俗境，是要向缥缈的禅境中
寻找精神的皈依。截至本年，先生先后参加四
次乡试，四次会试，再加上考军机章京、殿试、
朝考等等，进进出出考场十余次，就是一团燃
烧的火焰，也要被不断浇灌的冰水给浇灭了。
有几人，能够经受如此多的科场煎熬？

这回戒诗，龚自珍真的是下了狠心了。
虽然龚自珍也时有诗作，但已经很
少涉笔了。一直到龚自珍四十八岁
离京南返、脱身官场，龚自珍又一次
“开戒”，让诗潮尽情喷涌，此间十二
年，龚自珍写的诗总共只有三十余
首。有的年份龚自珍一年只有一首
诗存世，也还多是因为友人间应酬，
不得不为之。

龚自珍在经受挫折痛苦时，常
常萌发出向佛的念头。我们从龚自
珍的很多诗句中，可以看到龚自珍
如何受到佛学的影响。其中有许多
字句即出自佛典。诸如“心药”“劫
火”“观心”等等。不仅仅是影响，龚
自珍对佛学可以说有精深的研究。

龚自珍的本意并不是要做一位佛学研究者，
而是从佛学中寻找到精神苦痛的出口。但龚
自珍终究还是一位关注现实世界的思想家、
批判家，佛学研究以及他对佛学的独特见解
只是成为他思想库藏中的一部分，而未能促
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佛教徒。
龚自珍在第二次表示戒诗前编定的《破

戒草》最后一首诗为《扫彻公塔诗》，序言说：
“龚子扫彻悟禅师塔作也。在西直门外红螺
寺。”共有四言六章。诗中意蕴皆充满看破红
尘的脱世之念。如：“吁嗟小子，闻道不迟。造
作辨聪，百车文词。电光暂来，一贫无遗。”从
个体生命来说，在世间一切努力，到最终都将
化作为一缕虚光，一捧尘埃……想到此，人生
一切都是似有若无的。

龚自珍最初接触佛学界人士的故事，颇
有些浪漫的情怀。还是在嘉庆二十一年
（!"!#）春，其父龚丽正刚刚升任苏松太兵备
道，龚自珍携新婚继室夫人何氏从杭州经苏
州，去父亲任职的上海省侍。在苏州时，年轻
的龚自珍去拜访了有“女青莲”之称的著名的
女词人归懋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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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慧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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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下旬，解放战争已入决定性
时刻，人民解放军历经了三大战役后，已由战
略防御转向全面的战略进攻，百万雄师如猛
虎过江突破国民党军长江防线。国民党军退
据上海，企图依靠上海的丰富资财和长期筑
就的永备工事继续负隅顽抗。
位于北京东路的周慧珺家与国共对垒激

战的苏州河仅百米之隔，隆隆的枪炮声震耳
欲聋，紧张和恐惧的阴霾笼罩在城市上空。终
于在 '(日，上海宣告解放。历史从此奏响了
新的乐章。
新的国家新的气象，人们满怀着希望，群

情激奋投入到生产建设中。若干年后，法国记
者罗伯特·吉兰来到中国，在他的见闻笔记中
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红色中国是一座‘蚂蚁
山’，而 )亿民众是栖息其中的‘蓝蚂蚁’。不管
走到哪里，人们都穿着蓝布衣服。”确实，此时
的新中国就像一部由几亿个零件组成的超级
机器，以最快的速度拼命运转着。而这几亿个
零件每天忘我地埋头苦干，只是为了要把他们
落后而贫穷的祖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国家。
时光推移至 *$+'年，周慧珺小学毕业准

备中考。此时的她正逢及笄之年，一心想报考
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市三女中是上海市唯
一的一所公办女子重点中学，是一所蜚声海
外的百年名校，宋氏三姐妹和著名女作家张
爱玲等都曾在此就读。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
里，学校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女性，被誉为
“女子人才的摇篮”。

不料那一年实行工农成分与资产阶级成
分家庭的子女分开考试的规定，对工农子弟采
取倾斜政策。这对生长在资产阶级家庭中的周
慧珺而言是十分不利的，但也没有别的选择。
忐忑之中，为稳妥起见周慧珺还填报了上海市
南洋模范中学。虽则南模亦是一所百年名校，
但能入女校似乎是当时女孩子的一个梦想。
等待揭榜是一种煎熬，本以周慧珺优异

的学业成绩考取理想中的学校是一件轻而易

举的事情。但如今却因成分问题使刚刚
步入少年的她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她不
止一次地彷徨、迷茫、不知所措过。发榜
那天，五姐陪她去学校看榜，意料之中
的是她落选了，与市三女中失之交臂。
但好在南洋模范中学录取了她。细心的

周慧珺还在揭榜名单中发现了“义昌号”一名
店员的妹妹考入了市三女中，而此位女生的
平时成绩落她一大截，只因那女孩属于工农
成分。站在榜单前，周慧珺欲哭无泪，她毕竟
只是个孩子，对于世事的变幻莫测是无能为
力的，处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社会大变革的
时代里，她只能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
这一年，周慧珺的两个哥哥也参加了高

校统考。
在选取报考学校时，周坚白考虑到了社

会大背景的发展方向———自建国初期到五十
年代末，中苏关系日益紧密，苏联技术专家正
帮助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北方重
工业、国防、科研领域更是依赖于苏联，照搬
苏联模式，整个华夏大地几乎全盘苏化。于
是，周坚白报考了上海俄专（上海外国语学院
前身）的俄语专业，这在当时可是个相当热门
的专业。不过周坚白的文化基底极好，几乎不
费吹灰之力就圆了大学梦。总的来说，周家的
孩子在应对考试时都显得游刃有余，可能和
父亲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熏陶有关。
大学毕业后，周坚白被分配到上海水产

大学任教直至退休。再说二哥周世珪，自小就
没有大哥周坚白那样受到父亲此般重视，但
学习成绩却出奇地优秀，初中时就读于上海
最知名的圣约翰中学，考大学时又由着自己
的兴趣考入了名校浙江大学的化学系。在校
期间，又被学校公派苏联继续深造。后来在华
东化工学院任教。
告别了 *$+'年的盛夏，一个金风送爽的

日子里，周慧珺来到了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
南洋模范中学亦是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新
式学堂之一，始建于 *$,*年，其前身是南洋
公学附属小学，为中国“公立小学之始”。
周慧珺初进该校，就感受到了学校良好

的学术氛围，南模的学习生活使周慧珺身心
得到了舒展，她天资聪颖、用功又勤，学习上
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初中三年各科成绩都名
列前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