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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心态平和了许多

痛恨八股取士，但也没有拒绝继续参加
会试。证明龚自珍心中对通过考试获得进阶
之途，仍未完全放弃。毕竟，通过考试被录
取，是靠实力，尽管八股的限制未必能显示
出考生的实力，起码路径是光明正大的。与
通过取媚军机处高官进入军机处相比，心地
要坦荡得多。

道光二年（!"#$）三月，龚自珍三
十一岁，参加第三次会试。俗话说：事
不过三。遗憾的是，闰三月初十会试
放榜，又没有龚自珍的大名。

在考场进进出出，龚自珍此次似
乎心态平和了许多。不考白不考，考
了也白考。如考中，就算撞大运，如落
榜也不必惊诧。龚自珍此次落榜后，
未见随后有相关的“感慨”诗文写就。
相反，龚自珍把精力较多地用在了读
书著书写诗交友上了。

龚自珍参加第四次会试在道光
六年（%"$&）三月，三十五岁。本年会
试正考官为大学士蒋攸铦，副考官为
工部尚书陆以庄、署工部左侍郎王
鼎、署礼部右侍郎汤金钊。同考官有刘逢禄。
按理，有对龚自珍赏识的王鼎担任副考官，
有他的恩师刘逢禄担任同考官，龚自珍高中
的概率要远远大于前三次会试。虽然，考卷
上是隐名的，考官并不知道考生是谁。但如
果考官对考生先前是熟悉的，对其笔墨风格
和行文特点必然都是了然于胸的，对其有不
违规的关照也在常理之中。

与龚自珍同时参加会试的还有好友魏
源。刘逢禄正好负责阅浙江卷六十卷，其中
有一卷刘考官判定为龚子卷，向主、副考官
力荐。邻房考官负责看湖南卷，其中有一卷，
刘逢禄看到，判定为魏源考卷，于是也建议
负责阅卷的考官向上力荐。这样，在刘逢禄
本人和邻房考官的力荐下，龚、魏的考卷算
是顺利通过了第一道关。但在四月放榜时，
龚、魏两人却双双落第。
落第原因实在说不清楚。在最终有决定

权的主、副考官间，他们对此二卷，是否有特
别的分歧，也不得而知。据有关记载，三十五
岁的龚自珍在京师已经有相当大的名气。这
种名气，有时未必是好事，它容易在考官心

目中产生先入为主的印象。如果是负面的印
象，那就对其非常不利。张祖廉《定庵先生年谱
外纪》如是描述龚在京师民间及士人中的行
迹：“先生广额巉颐，戟髯炬目，兴酣，喜自击其
腕。善高吟，渊渊若出金石。京师史氏以孟秋祀
孔子浙绍乡祠，其祭文必属先生读之。与同志
纵谈天下事，风发泉涌，有不可一世之意。而后
学有所问难，则源流诲之，循循然似老师，听者

有倦色，先生洒然也。舆皂稗贩之徒
暨士大夫，并谓为龚呆子。”
“龚呆子”的绰号大概就是这么

来的吧？这绰号是含贬义还是褒义，
也难以三言两语道清说白。总之，龚
自珍随着年长，加上满腹不得志的
怨愤，越来越以一种怪诞而狂放的
形象注入世人心目中。“龚呆子”的
名号，不仅市井引车卖浆者流知道，
士大夫中也必然有所耳闻。他们会
喜欢“龚呆子”的行事风格吗？龚自
珍在京师官场，随着他的名气越来
越大，也就越来越成为颇有争议的
人物。古往今来，那些有个性的人
才，谁能免得了陷入争议的漩涡？但

笔者感到蹊跷的是，魏源行事风格应该比龚
自珍要谨慎得多，不是照样也多次落第沉于
下僚？因此，从根子上说，当然是这个王朝的
选人机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个王朝选不
出、容不得真正有才学的人。真正心忧天下的
人才，会被这个腐朽的选人、用人机制逼疯。

这次龚自珍、魏源双双落败，似乎对刘
逢禄的情绪打击超过了考生本人。他大概没
有想到，他赏识的人才，居然都被淘汰下来。
刘礼部对此慨叹不已，有诗赋之曰《题浙江、
湖南遗卷》。考官为两位落第考生写出如此
鸣不平的长诗，在科考史上也属罕见。刘先
生对龚自珍、魏源的评价之高，也被历史证
明并非仅仅因出于门下而格外厚爱。有这两
位载入史册的英才做门下弟子，也给刘逢禄
大人脸上增光溢彩不少。诗中前半阕是谈龚
自珍，“红霞喷薄作星火，元气蓊郁辉朝暾”。
龚自珍在大学者的笔下，是何等人物？后半
阕是谈魏源，“更有无双国士长沙子，孕育汉
魏真经神”。一个王朝失去这样的人才，谁不
为之垂泪？而时人以及后人，常常将龚、魏并
列论说，据说也因刘逢禄此诗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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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铁笔仁者寿
"""高式熊传

潘 真

! ! ! ! ! ! ! ! ! ! ! ! !$#高寿志愿者

中国志愿者协会给“志愿者”下的定义是
“不为物质报酬，基于良知、信念和责任，志愿
为社会和他人提供服务和帮助的人”。可高式
熊这位志愿者，非但不计名利、得失，而且还
自掏腰包倒贴，可谓“另类志愿者”。
泌尿科专家戴胜国，退休后专攻中医，免

费为病人推拿，治愈了不少让西医摇头回绝
的疑难杂症。'$岁的高式熊与 (#岁的戴胜
国一见如故、一拍即合，两人商量着撷取 %)"

句中医原理，请书画家书写，办个展览，叫做
“医艺相融，融古烁今”。这对老医生和老书法
家，为交流迸发的创意兴奋不已。可戴医生有
点担心，书画家们都愿意参与吗？是不是要开
出天价稿费啊？高老胸有成竹，“稿费我来出，
我请他们写！”他拟了一份以中国美术家协会
会员、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为主的名单，一个个
亲自打电话过去，然后让人把要写的句子、稿
酬一并送上。书写者中，&)*()+是有偿的，每
幅最低 !)))元，最高 $万元。这趟志愿者，做
得代价可真够大的！
其实，为艺术当志愿者，高式熊早在二三

十年前就行动了。当意识到越来越多的老一
辈艺术家渐次凋零，再不抢救他们的绝技就
来不及了，他便向上海市文化局提交了申请，
希望尽快成立上海艺术沙龙，让老艺术家们
有固定的活动场所，喝喝茶，交流交流，后辈
可以记录下他们的宝贵经验。当时，他自己也
已快 ()岁了，但还自以为不在“老一辈”之
列，还可以为老一辈奔走做点事情。申请很快
批了下来，沙龙一度组织了不少书画艺术活
动，吸引了大批老艺术家。
至今还在津津乐道的，是当代工艺大师

“朱老五”的绝技。“朱老五”大名朱炳文，是一
位工程师，业余时间热衷于养虫、做虫罐虫
筒，也做笔筒、茶叶罐。为了做这些小玩意，他
甚至买了一台车床摆在家里，可见痴迷投入
的程度。再精巧的物事，都不需要图纸，他就
凭感觉信手做来。定做好的物事，请大画家唐

云在上面刻字画，高式熊也帮
他刻过。他做的物事，都是独一
无二的，每只成本就要几千元。
但他从来不卖，只是送送要好
朋友。有个朋友把他送的物事
卖了，他发现后，执意买回来，

不让自己亲手做的宝贝在市场上流通。“这样
的能人，要创新好物事，太便当了！现在寻勿
着了！”令高式熊得意的是，“朱老五”是听说
有这么个艺术沙龙自己找上门来的。西泠印
社 $)!!年秋季拍卖会有“中国首届明清竹雕
专场”，其中有一件拍品即为唐云、徐素白、朱
炳文合作的竹雕虫罐。这样的艺术沙龙，高式
熊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前后主持过三个，有
的走上轨道后他却被人踢掉了，有的赚到点
钱就解散了。
他总结教训：“对老艺术家要尊敬，不能

当商品用，剥人家的皮，哪能做得好？”
""岁那年，高式熊做过一次特别的个

展：他的 ,)多幅书法精品在嘉定华勋画院
展出。篆、隶、行、楷各体无不炉火纯青，尤以
小篆最为精妙。其中，有他从未写过的大字，
如四尺整张只一个篆体“寿”字。

展品中，有一套形制精妙的仿明式八珍
壶（提梁壶、直壁壶、六角壶、石瓢壶、方斗
壶、井阑壶、半月壶、扁方壶）最引人注
目———由米寿书法家高式熊以篆、隶、行、楷
书李白诗句，宜兴紫陶工艺名师韦琪镌刻。
这是旅美画家蔡立群设计的成套名家书画
精品珍藏壶，起始于朱屺瞻的百岁寿壶，全
部完成将是 ,)位名家、,)套珍藏壶，被誉为
“世纪杰作”。
“耄耋参得金石寿，于今铁笔更宜坚。”被

朋友戏称为“') 后”的高式熊，依然声如洪
钟、腕力过人，手不颤、眼不花，潇洒游艺海。

黄山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中国摄影家协
会的会员上山一律免费。有人问，中国书法
家协会会员呢？得到的回答是：不免，高式熊
除外。

$)%)年春天，天都宾馆老总去镇江接高
老到黄山，黄山市市长慕名上山拜见高老。当
天，高式熊就应邀刻了一方章：烟波渺茫。这
一次，他游了梦笔生花、始信峰、猴子观海、排
云亭，走走停停，不坐轿子，饱览大好河山，成
为黄山登山者中最年长的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