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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奋斗》再版引风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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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后首次再版
在德国巴伐利亚州文教厅长路德维希·

施潘勒看来，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就是本“该
死的书”。最初他对于即将重版的《我的奋斗》
非常看好，巴伐利亚州议会甚至拨款 !"万欧
元预算来开展这项出版计划，并交由慕尼黑
德国当代史研究所#$%&'负责出版。但在 (")(

年 * 月陪同巴伐利亚州州长前往以色列之
后，施潘勒的想法发生转变。在以色列，他们
与受害者人权团体、以色列内阁部长等举行
了多次会谈。

(")+年 )(月，巴伐利亚州州长泽霍费尔
宣布州政府从该项目中撤出，施潘勒随后发
布新闻稿，称“出于尊重”大屠杀受害者，他本
人也反对“这个由巴伐州主导的不光彩书籍
的学术版本”的出版，不过他也表示外交因素
不会影响学术界对它的处理。这也意味着，当
代史研究所还可以继续开展这一项目，州政
府也没有要求其归还项目资金，只是为这笔
资金换了个名头。

两年多过去了，在当代史研究所的运作
下，《我的奋斗》最新版已于 ("),年 )月出
版。上架才几天，首印 -"""册就被抢购一空。
新版《我的奋斗》分为两卷本，多达 )*-.页，
包含完整的原始文本及 +!""条注释。为了规
避商业利益方面的质疑，该书由当代史研究
所内部出版社出版。而且为了确保该书主要
由学者和图书馆等人购买，出版方将新版《我
的奋斗》定价为 !*欧元，希望用高价限制该
书在普通读者当中传播。

尽管该出版项目低调运作，但已引起广
泛关注，德国国内几乎所有报纸杂志都发表
了相关的长篇大论。柏林的反犹主义专家沃
尔夫冈·本茨认为新版本并不能提供任何新
东西。住在伦敦的德国教授杰里米·阿德勒曾
试图阻止该作品出版，并在《南德意志报》的
专栏文章里表达了自己的愤怒。一些记者、外

交官、政治人士对当代史研究所不断提出质
疑和抨击，其中包括美国国务院大屠杀问题
特使道格拉斯·戴维森、以色列驻慕尼黑总领
事丹·沙汉姆等人。也有人反对当代史研究所
像个“保姆”似的用海量注脚来控制文本阅
读，为什么不能让读者自己判断？

学术界对《我的奋斗》再版反响热烈，认
为该书为希特勒研究者提供了新资料，对历
史感兴趣的外行人也能从中得到丰富的新见
解。美国、以色列和德国的许多犹太裔知识分
子，也对该书的出版表示欢迎。犹太人中央理
事会德国负责人约瑟夫·舒斯特尔认为，“没
有理由反对一个科学注解版本的《我的奋
斗》”。

希望《我的奋斗》出版的不仅是慕尼黑的
学者，德国各州司法和内政部长已经准备好
了出版这本书。二战结束后，盟军将《我的奋
斗》一书的版权移交给巴伐利亚州当局。尽管
德国并没有出台法律禁止《我的奋斗》出版和
发行，但巴伐利亚州政府以“禁止宣扬纳粹主

义”为由一直禁止非法出版该书。而按照著作
权法，版权保护期限是在作者死后 /"年，因
此自 ("),年 )月 )日起，任何人、任何机构
都可以出版和发行《我的奋斗》。

虽然已有多家出版社对希特勒自传表示
感兴趣，但是鉴于该书的特殊性，目前也就只
有慕尼黑德国当代史研究所出版了有专家注
解版的《我的奋斗》。由于新版《我的奋斗》首
印才 -"""册，而提前预订数量已超过 )!"""

册，为此该书的盗版市场也异常繁荣，其盗版
价格远远高于正版定价。

并非口授而乃自作
)*(+年，希特勒在慕尼黑发动“啤酒馆暴

动”失败，因叛国罪入狱 !年。当时他所在的
监狱布置豪华如中产阶级公寓，希特勒在那
里通过写作来打发时间。关于《我的奋斗》的
创作流传着多种说法。一种很普遍的说法是
这个未来的元首在狱中向纳粹党徒鲁道夫·

赫斯口授，由后者整理创作成了这本传记。但
《明镜》周刊的文章指出，《我的奋斗》实际上
是希特勒自己落笔完成的。在写作中，为了酝
酿情绪，他甚至有时会重现往日情景。鲁道
夫·赫斯于 )*(- 年 ! 月在给母亲的信中写
道：“在我们的餐厅和客厅中，我能听到他的
声音。他似乎是在重温战争经历，他一会儿模
仿炮弹和枪械的声音，一会儿在房间里疯狂
地跳跃。”希特勒经常向狱友大声地诵读他写
的某些段落。后来有出版商联系上了希特勒，
他最后与当时纳粹著名的出版社 0123423567

签约。尽管深陷狱中，那时希特勒还是受到了
来自慕尼黑上层社会的支持，包括钢琴制造
商卡尔·贝希斯坦的妻子、监狱典狱长等人，
他们都是希特勒狂热的支持者。

)*(!年夏天，《我的奋斗》第一卷出版，第
二卷于 )*(,年冬天出版。在书中，希特勒描
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对德国的规划，包括
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观点。当时纳粹宣
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称该书是“一个新时代
的福音”。《我的奋斗》最初的销量并不高，但
随着魏玛共和国遭遇危机即将倒台以及国家
社会主义党在选举中崛起，该书发行量迅速
上升。截至 )*++年底，《我的奋斗》已经卖出
了 )!"万册，到 )*-!年时销量超过 )(""万
册，被翻译成了 ).种语言。

仅仅依靠该书的版税，希特勒就已经成
为—个大富翁。有记录显示，)*+-年希特勒收
到了逾 -"万帝国马克的版税收入，当然他也
没有为此纳过任何税。)*+,年 -月 ("日，希
特勒 -/岁生日当天收到了一本装帧极为精
美的《我的奋斗》，此后该书的金箔版本被摆
放在纳粹高级官员家中的显眼位置上。据说
自 )*+,年起，德国每对新婚夫妇都会收到国
家赠送的《我的奋斗》，不过实际情形是许多
地方政府其实根本负担不起。《我的奋斗》最
初的 )""""册定价高达 )(帝国马克，相当于
“+( 公斤面包”，到今天算来则约合 +"" 至
-""欧元。

金石铁笔仁者寿
!!!高式熊传

潘 真

! ! ! ! ! ! ! ! ! ! ! !"#红葵花馆

)*.)年，高式熊满 ,"岁，准时退休。那
一年，有两件事值得一记：其一，上海人民美
术出版社出版了《六体书唐诗二十首》，高式
熊分工书写其中“简体”部分。（次年，上海书
画出版社出版《六体书唐诗二十二首》，高式
熊还是分工书写其中“简体”部分。）其二，高
式熊一行三人，骑自行车离开上海，在外面足
足野了两个月。
旅伴是上海书画出版社的同事：一位是

总编辑、版画家黎鲁；另一位是编辑、画家林
野。*月 )日，三人骑自行车从上海出发，历
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月底到达福州，
一路采风，然后把自行车托运回家，三人乘火
车在 ))月 )日返抵上海。三个穷艺术家，出
发前就预备去吃苦的：穿着汗衫、短裤，没日
没夜地骑车，风里来雨里去；晚上在河里洗衣
服，第二天一早出发，没来得及晾干的衣服用
竹竿挂在自行车龙头上，活像三人小分队的
旗帜；住的最便宜的旅舍，连门都没有……
“一路上，人家看到三个瘪三，笑话阿拉，哪能
有介戆的人！”
那年月，在一般人眼里，,"岁已经是很老

的老头了，没几个老人有那么疯狂的。但对于
他们仨，两个月的苦行僧日子，开启了 ,"岁
以后的精彩，成为后半生最甘美的怀旧元素。

高式熊的斋名，叫“红葵花馆”。退休前夕
起的斋名，何以看着与书画金石全无关系？还
得追溯到 )*!"年初春。一日，高式熊去好友陈
巨来家玩，看见陈宅庭前有一种状如牵牛、朵
似扶桑的花开得正艳，清香四溢，好生羡慕，心
想要是自家也能种上这么美丽的花就好了。这
么美丽的花，名字叫做“红葵花”，据说是向日
葵的一个变种。陈巨来眼见高式熊羡慕的神
情，颇为得意，指着院子里的鲜花，压低声音、
故作神秘地说：“这红葵花……很名贵啊，花种
是从清廷遗老家里辗转而来的。”
原来，当年清廷太子少保、北洋大臣陈夔

龙对名贵花卉情有独钟，在沪上当寓公时栽

植红葵花观赏。消息传出，引得
很多朋友登门求索。陈巨来的亲
戚徐老太爷先得了陈家的红葵
花籽，又传给了陈巨来。

高式熊本来就喜欢养花，听
了这段典故愈发羡慕，但又不好

意思开口讨花。陈巨来看出了他的心思，却不
舍得送花，只拿出几粒不起眼的种子送他。要
知道，陈巨来因知红葵花名贵，从不轻易送
人，这次送种子给高式熊已经算是破例了。
高式熊得了花籽，回家当宝贝一样精心

培育。第二年 /月，红葵花就开放了。在熹微
的晨光里，红葵花枝干挺拔，风姿绰约，每一
株都开出了几十朵大而艳丽的大红色花，每
一朵花有五瓣……他这个花匠，欣喜地数着
花朵、花瓣。
陈巨来到高式熊家玩，发现高家天井里

的红葵花花朵有大碗那般大，比自家种的大
得多，顿时心中不平衡起来：花可是同一个品
种呀，怎么后来者反而居上了呢？是自己的花
艺不如人，还是人家的土壤更肥沃呢？陈巨来
懊丧的样子，高式熊看了暗自发笑，一辈子都
忘不了。
红葵花在高家扎下了根，高式熊年年勤

播种，小小的天井里所有的花盆都种满了，书
斋里还有盆栽的———名副其实的“满堂红”。
红葵花每天清晨开放，到中午渐次萎顿，日复
一日，给高家带来无限生机。

高振霄睹花如见恩师，抚今追昔，不禁感
慨万千，诗兴大发，遂以“红葵花”为题，借花抒
怀，吟咏晚境安适美好，几年间赋诗数十首。
高家红葵花盛开，也吸引了艺坛同道。曾

创办常熟美术学会、《太平洋画报》的水彩画
教授李咏森，来到高家天井，对着红葵花写
生。)*!+年，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女弟子李秋
君及其兄李祖韩登门赏花，画兴大发，兄妹俩
挥毫泼墨，一写意一工笔，各画一幅红葵图手
卷。红葵花手卷，被高式熊作为珍品收藏。

)*."年某日，高式熊思念离世 (-年的
父亲，把书斋定名为“红葵花馆”。)**/年春
天，谢稚柳先生草书横幅“红葵花馆”四个大
字。高式熊如获至宝，请人精裱、装红木镜框，
挂在书房兼卧室的白壁上。时隔仅数月，..
岁的谢稚柳驾鹤西去。这“红葵花馆”，大概算
得上谢先生的绝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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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在《己亥杂诗》第七十六首中感
慨其人微言轻，意见无法上达：“文章合有老
波澜，莫作鄱阳夹漈看。十年中言定验，苍茫
六合此微官。”诗的第一句很好理解，是说自
己的文章波澜宏阔、深谋远虑。第二句因用
典而从字面上看较费解。“鄱阳”“夹漈”是指
历史上的两位学人，鄱阳指南宋马端临，马
端临是鄱阳郡人，著有《文献通考》三
百余卷。“夹漈”指郑樵，也为南宋人，
曾居夹漈山，人称夹漈先生，著有《通
志》二百卷。这里用地名代指马端临和
郑樵，是说自己的文章是经世致用的，
不是他们那类文献考据类的著作。后
两句则说自己预言的问题，将在五十
年中即会发生。恰恰如先生所言，在他
写作《西域置行省议》的五十年后———
同治十年（)./)），沙俄趁英国人到新
疆打劫时出兵入侵伊犁，又十年，光绪
七年（)..)），沙皇强迫清政府签订了
不平等的中俄《伊犁条约》，根据这个
不平等的条约，沙俄从新疆侵占了七
万多平方千米的国土。

郭延礼在《龚自珍年谱》中记载，本年
“十一月初一，先生呈《拟进上蒙古图志表
文》”。《蒙古图志》，是一部关于蒙古研究的
皇皇大著，是一部有关蒙古史的开创性的
书。遗憾的是，此书已经写成的多半文稿以
及搜存的档册图志资料，在道光二年（).((）
九月二十八日先生家书楼发生的一场火灾
中尽毁。现存于先生《全集》中的，仅有《蒙古
像教志序》《蒙古水地志序》等几篇。从《蒙古
声类表序》中可以看出，先生对蒙古的语言
音韵学有精深研究，如果此著能完成并留传
下来，无疑是一部填补空白的史书。

多种龚自珍年谱记载，“夏，考军机章
京，未录，赋《小游仙》十五首，遂破戒作诗。”

考军机章京落败，对龚自珍情绪必然也
会有挫伤。额头上的“血”让他意识到，如此
仕途捷径，也不是凭才学就能走通的。正因
为考军机章京，成为绕开科举考场进入升官
通途的捷径，无疑会引发无数人不择手段摆
平“关键人物”。这里的所谓考试，只是走走
过场而已。

且看《小游仙》其一诗中的描述：“历劫

丹砂道未成，天风鸾鹤怨三生。是谁指与游仙
路？抄过蓬莱隔岸行。”首句是说自己，如同道
家修炼那样，虽然经过了重重磨难，并未达到
骑鸾鹤、翔天风的得道成仙的境界。有人指点
道，你可以绕过迷雾漫漫的缥缈的蓬莱仙山，
从而抵达向往的成为仙人的境界啊！其含义就
是，会试不成功，索性直接去考军机章京，进入
核心权力部门，也是一条成功之路啊！

可是当谁都知道这是一条升
迁的捷径时，该会有多少人削尖脑
袋往里钻呢？以和珅巨贪为首形成
的贪腐之风，渗透到了乾嘉以来官
场的角角落落。定庵先生难道不清
楚，他要铺一条通往军机处的路
径，该需要多少银子？此种无耻龌
龊的勾当，是他这样一身正气的书
生愿意做的吗？
《小游仙》其五：“寒暄上界本

来希，不怨仙官识面迟。侥幸梁清
一私语，回头还恐岁星疑。”在琼楼
仙界相互间的问候、关心本来就很
少，所以不怨仙官们与自己迟迟不
相识。偶然有人与自己悄悄说几句

话，还得惊恐地看看，有未引起其他官员的
猜疑。“梁清”，古代神话人物；与末句中“岁
星”，同指军机处官员。这首诗是形容军机处
冷漠、紧张、相互猜疑的人际环境。
《小游仙》其七：“丹房不是漫相容，百劫

修成忍辱功。几辈凡胎无觅处，仙姨初豢可
怜虫。”军机处（丹房）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
容纳的，它当然有自己选人的“潜规则”，只
有那些俯首帖耳、唯命是从、投其所好、没有
个性和才学的庸常之辈，才是他们欣赏的。
那些无缘进入仙界的凡胎（平庸的人），才会
可怜兮兮地求仙姨（喻军机大臣）开方便之
门让他们得道成仙。在清代，军机章京最初
由军机大臣自己选用，如此军机大臣手中的
人事权力显得太大，滋生腐败是必然的。后
来，清廷制定考选条例，规定在内阁中书和
六部部曹中保送，经过军机处考试后录用。
但选用的大权仍然在军机大臣手中。如果不
把军机大臣喂饱，或你与军机大臣有某种特
殊的关系，像龚自珍这样通过正常途径企图
进入军机处，几乎连门儿也没有。龚自珍考
军机章京不被录用，应该是预料中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