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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我和你从此分手吧

许彦成忙把窗户开了，一人草草收拾了
一下。他把客房床上的被单撇下，抖了抖灰
尘，反过来重又铺上，又把自己的被子和枕头
都搬入客房，让杜丽琳独睡卧房。
中午，他到学校后门外的小饭馆去吃饭。

他回校路上买了两个面包，睡了一个午觉，这
午觉倒睡得相当熟。醒来后，又出去办了一趟
事，回来就见到了已经吃饱喝足的杜丽琳。
许彦成把塞在裤兜里那枚系着带子的钻

戒往杜丽琳的脖子上一套，对她说：“你的钻
戒，快收好吧。丽琳，你怎么不写封信来告诉
一声？”
他挨着杜丽琳，坐在她身边。她是刚下火

车的人，身上又脏又臭，他不愿碰她。
杜丽琳对他看了半天，立即起身，坐得更

远些，把她在火车上想好的话，一口气说了出
来。她说：“许先生，请你解放了我，你有你的
意中人，我也有我的意中人，我和你从此分手
吧。”
许彦成心里快活，他抑制了自己，客客气

气地说：“你的意中人是叶丹吧！”因为送行那
天，看见这位帅哥和杜丽琳在卡车上坐在一
处。
杜丽琳点点头，鄙夷地看着许彦成。
许彦成说：“我明天就走，让出这屋子给

你将来和叶丹同住。”
杜丽琳说：“谢谢你，不过眼下不行，叶丹

和我还有刘先生都还得监督劳动呢。况且我
和你还没有离婚，咱们先得把离婚手续办
了。”
许彦成知道丽琳不会做饭，所以照旧到

经常吃饭的小饭馆去吃，然后又买两份饭，装
在他自己带去的饭盒里，让傍晚回家的杜丽
琳和叶丹煮煮热再吃。这样，他在学校宿舍又
住了一段时日。
许彦成正要回四合院那天，罗厚忽然来

了。彦成把他的喜讯告诉了罗厚，罗厚“嘣”一
下坐在沙发里，又拍手，又跺脚，高兴得不知

怎么好。许彦成说：“你来得正好，告诉你吧，
我已经和杜丽琳办了离婚手续。”罗厚为许
老师的最终解脱长出了一口气。接下他说：
“许先生可知道我怎么会来的？”

他看着许彦成的脸说：“陈姨妈家的儿
子，新娶了一个贤惠娘子，两口子又搬了新
房子。这儿子惦着妈妈，又怕妈妈赌气不肯回
去，所以亲自来接了。我和沈妈跟陈姨妈最要
好，都舍不得她走。可是那个贤惠媳妇说车票
都买好了，明天下午的车。他们明天下午就
走。我想，远客既然只住一宿，不用再动用干
净的床被了。我体谅陆舅妈，同时也和许先生
几日不见，很想你了。我说出城去看看许老
师，两位远客就委屈住我和许先生的床吧。这
样我就买了点许先生爱吃的鱼虾之类出城，
也是乘机来看看许先生。”
他看着眼前的床位说：“啊呀，都没我睡

觉的地方了，客房让了你了，我得睡你的书桌
上了，你只要把客房里的被子分一条给我，我
半垫半盖就行。”
他一面就把他的新闻，一一讲给许彦成

听。
罗厚说：“朱千里娶了一个悍妇很运气。

她厉害得很，谁来动员朱千里鸣放，她都赶出
去。她说：‘你们倒好，又来害人了！我们先生
的死活，你们就不顾了吗？不只苦了我啊！’朱
千里只好一声不响，躲在家里，倒由此免了一
场大祸。他要是鸣放，肯定放成大右派！”
许彦成听了也开怀大笑。罗厚就用他带

来的海鲜为许彦成做了一餐好晚餐。他经常
帮陈姨妈做饭炒菜，手艺也不输陈姨妈了。他
帮许彦成做晚餐时，许彦成也帮了他一手。他
们吃了一餐好晚饭，留了些饭菜给杜丽琳和
叶丹。
这天晚上，罗厚细细形容了来四合院的

远客，告诉许彦成说：“你能想象吗，那陈姨妈
的儿子，形貌很像姚宓的亲兄弟，怪不得一个
一个女人都愿嫁他呢！不过他一副精明相，和
姚宓一点也不像。姚太太大约也注意到了，只
管看他。陈姨妈家和姚太太家从来没有来往。
我和他们非亲非故，何必夹在里面呢。陈姨妈
叫我为她存的钱，我拿出来交还了她，请她点
收。她来了姚家，没花过一文钱，你就知道姚
太太对穷妹妹多么体贴周到。其实姚家后来
并不如陈家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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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热衷慈善公益活动

民国六年丁巳（!"!#），吴昌硕已 $%岁。
老人每年元日有赋诗之雅习，以辞旧迎新。
此年元日，缶翁仍作《丁巳元日》。早春二
月，海上六三园内的早樱开了，花团锦簇、
艳美如霞，缶翁仍偕友阮闇前往观花，并作
五言长诗《闰二月十八日六三园看樱花同
阮闇》，“樱花媚古春，云气光腴腴。杏失故
态娇，桃羞静女姝。绿玉初含苞，大美天所
拘……”

阳春三月，原成立于 !"!&年
的海上题襟馆，在吴昌硕领衔下书
画创作日趋昌盛，在此情况下，为适
应新形势的发展、振兴会务，重新选
举吴昌硕为会长，王一亭、哈少甫被
选为会董，吴待秋为驻会专职会员。
!"!$ 年 ' 月 () 日《申报》以《海上
题襟馆开会记》为题作了报道：“四
马路三山会馆隔壁海上题襟馆画会
创设有年，久为名人荟萃之处。辛亥
以还，萍踪星散，顿失旧观。今春同
人等重行提倡公学，举吴昌硕为该
会会长，哈少甫、王一亭为会董，吴
待秋由京来沪，留驻会中。”通过此
则报道，可见缶翁在上海书画界公认的盟主
地位和笔墨领衔。
清明前夕，老友沈石友从常熟寄赠缶翁

爱食的象笋，老人甚开心，作画并题诗以谢之
《石友赠象笋，画笋为答》：“虞山象嫩牙牙萌，
白若象齿以象名。石友寄将数六十，泥香沁鼻
心怦怦。老妻解筐喜形色，剥砍忙乱山厨烹
……”在缶翁的笔下，展示一幅举家欢食象笋
图的场景。然而，仅过去两月多，是年五月十
五日晨起，夫人犹谈笑自若，忙里忙外，及晚
时，却被痰所噎，就突殁于家，享年 $&岁。这
真是晴天霹雳，对老人打击甚大，他伤悲至
极，竟得大病，病中几次欲赋诗悼亡，均泣不
成声，难以下笔。
是年七月，吴昌硕三十多年的好友沈石

友在常熟病故，享年仅六十，缶翁闻此噩耗
后，甚为伤悲。老妻的离去，挚友的病故，使年
迈的缶翁有一种内心的失落与寂寞，然而，缶
翁人格的崇尚和精神的可贵，就是他不顾自
己年迈体弱，依然体现出了作为大师的公共
意识和领袖的社会责任。他热衷于慈善，投身

于公益，奉献于赈灾，解囊于募捐，成为当时
的大慈善家王一亭最坚定、最积极的支持者
之一。是年冬，汴（河南）晋（山西）鲁（山东）湘
（湖南）等省水灾极为严重，受灾达百余县，
饥民数百万，各界人士为此发起救灾募捐，
缶翁积极投入，绘《流民图》义卖赈灾，并和
海上题襟馆书画会同人何诗逊、李瑞清、王
一亭发起书画助赈。据 *"*$ 年 *( 月 ) 日
《申报》《时报》《徵求书画助赈》载：“敬启者：

迩来天灾流行，汴晋鲁湘各处洪水汪
洋，几成泽国，哀鸿遍野，惨不忍睹。
上海书画会同人昔年于淮徐湘鄂水
灾，曾经两次以书画售票得数千元助
赈，此次仍拟踪而行之……”“同人昔
年”是指 *"+$年吴昌硕所参加的徐园
书画赈灾活动。
缶翁是一位极有仁爱之心和慈善

精神的老人，他的领袖效应和大师地
位，表现在率先垂范与以身作则。早在
民国初年，甘浙鲁豫等省大水灾，缶翁
就参加豫园书画善会同仁的助赈。
!"!,年 -!月由王一亭发起的上海孤
儿院筹募经费菊花会开幕，缶翁就拿
出了自己的画作。!"!. 年 -+ 月 (-

日，上海龙华孤儿院举行菊花会，吴昌硕与
王一亭等人捐赠书画作品达 (++件。为了征
集捐赠品，缶翁不顾自己年老体弱亲自陪王
一亭走访或约请不少海上书画名家，如郑孝
胥在 -+月 -"日的日记中载：“夜，赴吴仓硕
之约于东南部春家，晤王一亭，请为孤儿院
书纸数幅以供卖票开彩之用。”-"-/ 年 --

月，缶翁与王一亭、黄山寿等人又以自己的
多幅书画作品捐助中国救济妇孺会与上海
孤儿院联合会合办的菊花会，以筹集经费。
-"-"年秋，豫鄂皖苏浙五省爆发山洪，灾民
多达数百多万，情况相当危急。已年届 $/的
缶翁马上和王一亭合作《流民图》画，并印刷
出版，义卖赈灾。-"(+年 --月，在静安寺路
（今南京西路）松茂阁楼上，海上题襟馆金石
书画会发起书画助赈华北灾区，领衔捐画者
即为吴昌硕、王一亭、程瑶笙等。-"(.年 )

月，湘灾书画赈济会收集海内外书画家作品
赈灾，吴昌硕肝疾甚剧，时常疼得难以入眠，
强撑病体，作画捐赠，显示了一种道义精神和
慈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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