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鸦
片
战
争
始
末

司
马
牛

! ! ! ! ! ! ! ! ! !"#社学的反英斗争

如果说平英团起义只是广东人民激于一
时的爱国义愤，还没有什么具体组织可言，那
么社学公所就是正规的人民反英武装组织
了。在平英团起义后，广东人民为了防止英军
再来进攻，就于 !"#$年发动组织团练，规定
“富者助饷，贫者出力”，“按户抽丁，除老弱残
废及军丁不计外，每户三丁抽一，以百人为一
甲，八甲为一总，八总为一社，八社为
一大总”。广州城外各乡村分区成立
团练机关———社学公所，在城西北的
三元里一百零三乡民众作为基干，名
叫升平社学，在城东的名叫东平社学，
在河南的名叫隆平社学。这个社学的
组织成份是极为广泛的，里面包括有
绅士和平民，有农民、工人和商人，甚
至还发动了很多妇女参加。社学既
“不借官饷，亦不受官约束”。

在战争结束、南京条约签订以后，
社学曾经进行过许多次的反英斗争。
比较著名的有 %"&$年 %$月的攻烧商
馆斗争，因英船水手在十三洋行附近
向中国小贩买食水果，不给价钱，小
贩向他讨取，反被用刀划伤；社学民
众不平，攻烧商馆。%"&'年 '月的反
香港开市斗争，因英国香港总督璞鼎查要求
在香港开市通商，社学起来反对；钦差大臣
伊里布被英人迫促，不敢不许，又被社学监
视，不敢私许，以致忧愁病死；以后耆英继任
钦差大臣，与璞鼎查多次商议，璞鼎查只得
收回香港开市的要求；仍照向例船泊在黄埔
交易。

规模最大的还是拒绝英人进城的斗争，
这个斗争从 %"&'年一直坚持到 %"&(年，前
后有七年之久。%"&)年 %月，香港总督德庇
时率英船闯进省河，要求进广州城；耆英出布
告严禁社学民众阻止英人进城，民众撕毁布
告，屡出屡撕。耆英派广州知府刘浔到英船上
秘密商议进城日期，各社学公所得到消息，立
即发出传单，遍贴城关内外，约定在英人进城
的那天起义，直接把洋鬼子赶走。刘浔从英船
回城，社学民众几千人举行示威，捣毁广州府
署，刘浔跳墙逃走，一时广州陷于混乱状态。
社学又发传单，约期攻击商馆，德庇时眼看大
事不妙，只得退回香港。

社学既“不受官约束”，又要监视和阻挠
投降派官员们的卖国行动，这就引起了投降
派对社学的痛恨。耆英曾阴谋分化社学以至
消灭社学，他的办法是联络绅士，要绅士们
“约束”民众，破坏社学的团结；又污蔑民众为
“匪徒”，借“清匪”为名来实行屠杀。不过投降
派的阴谋虽然毒辣，但是社学内部团结得很
坚固，绅士们并不曾受骗分化；耆英杀了些

人，却没有能够把广东人民激烈的
反英斗争情绪压制下去。

%"&*年，耆英一面与德庇时私
定允许英人在两年后进城的密约，
一面请求道光帝把自己调离广东。
!"&(年 '月两年约期已满，香港总
督文翰（+,-./0 1/234/ 5267,6）又
率英船闯进省河，要求如约进城。两
广总督徐学缙得社学支持，亲到英
船上表示拒绝，文翰企图把徐学缙
扣留起来，迫他承认。这时各社学公
所号召民众十余万人，聚集省河两
岸，举行武装示威；他们的喊声震天
动地，使得英人大吃一惊，文翰只得
把徐学缙放回，并约定永远不再提
进城要求。
广东人民的激烈反英决不是偶

然的，在中英战争中，英国侵略者曾在广州城
郊屠杀掳抢，战后英国更以战胜者自居，坚持
要求进广州城，广东人民身受种种痛苦，又愤
恨清朝政府的一味屈服投降，就自动组织起
来，开展反英武装斗争。虽然这种反抗外国侵
略者的武装斗争，还只是原始的、自发的、意
识模糊的、方法陈旧的，甚至有时带些野蛮气
味的，还没有得到正确的领导，因而也还没有
能够提出鲜明的政治主张；但是它所表现的
力量不小，一方面它给予了英国侵略者以极
大的打击，另一方面它冲破了清朝统治者的
强力压制———最后甚至清朝政府的官员们，
也不得不利用人民的反英武装斗争，来暂时
和缓英国的进攻了。
反清斗争的发展和人民反英武装斗争同

时发展的，是人民的反清斗争。在中英战争
中，清朝统治者从皇帝起一直到大小官员，在
外国侵略者面前所表现的是惊慌惧怕，丑态
毕露，而人民刚好相反，他们敢于反抗外国侵
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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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一首翰墨诗
!!!周慧珺传

李静 张亚圣

! ! ! ! ! ! ! ! ! ! !二十五"神交唐云

但凡收藏，总免不了吃进些假货、次货。
论及假货，就不得不提一件“赝品”和一件复
制品的故事，这就勾起了周慧珺和唐云忘年
交的往事。

先说那件“赝品”，之所以为赝品两字加
注引号，盖因此书法之真伪尚难确认。此书作
者是明末的书法名家倪元璐，作于绢本之上，
写的是首唐诗，花了周慧珺 !$8元。买来不
久，就去请谢稚柳先生鉴定。谢老反复看了几
遍后，认定此条幅为赝品，但因是明人高仿，
仍具备一定的收藏价值。周慧珺也觉得此书
确是笔走龙蛇，加之尺寸较大，所以颇为欣
赏，真赝与否已然看得云淡风轻了。
谁知唐云到周慧珺家做客，看见了这幅

古迹，甚是喜爱。唐云本是藏壶大家，家藏八
把稀有的曼生壶，但对于书画鉴评也很有造
诣。他一再声称此乃倪氏真迹，问周慧珺能否
割爱。周慧珺虽也喜欢，但因为唐云开口要也
就应允了。和唐云熟识的人都知道，此翁天生
豪情，有得必报。一看拿了周慧珺的珍藏，回
家后立即提笔画了一幅《桂兔图》托人送到周
家。这幅《桂兔图》落墨大胆以致产生了浓墨
流浆的效果，堪称唐云晚年的究心之作。
对于周慧珺而言，唐云对她还有知遇之

恩。初识周慧珺前，唐云已是画院中的老前
辈，德高望重，但因为年纪的原因也难得来画
院开会上班。不过几次来指导画院书法组活
动时，对周慧珺这个后起之秀有了泛泛的认
识。一次，周慧珺给一位领导的女儿教授书
法，由于唐云和这位领导是老相识，故而协同
前往。教书过程中，唐云激赞周慧珺的字“酣
畅磅礴，风樯阵马”，有米芾之风。复又看见周
慧珺腿脚不利落，就不无担心道：“慧珺啊，你
这个腿不去看不行嘛，我认识几个不错的中
医，过几天介绍给你认识。”周慧珺当时就感
到心头一热，心中怀有深深感激。
不久，唐云担任了艺委会主任，为书法组

的书法家制定各人的“润格”标准。年纪轻轻

的周慧珺竟然和胡问遂、叶露渊这样的
老先生一样，享受的是七元一尺的最高
价格，这让她受宠若惊。要知道，当时其
他的中青年书法家普遍是五元一尺。
再回头说说那件“奇石”复制品的故

事。这块奇石是周志醒在五十年代时花
了五元钱从旧货市场上买来的小玩意，其状
如拳，也有人说是像牛心，故曰“奇南香牛心
石”。此木手感滑顺，重量奇轻。上方有一凹
孔，似有以水冲积而成的纹理，应是自然天
成。一侧打磨精光，其上刻有文字“天螺晒靥，
水石之精。上凹下凸，旋转成文。蓄液积髓，不
竭不盈。移置文房，相与娱乐乎。龙宾钝丁”。
“钝丁”当指“西泠八杰”之一的丁敬，此人精
善篆刻，尤以切刀法刻印，苍劲凝重。木上的
文字是用单刀隶书刻成，质朴有力。此外，还
配以红木底座，形如云彩。
篆刻家方去疾雅集古玩，“文革”时期，听

闻周家有这一奇石后就问周慧珺借来赏玩。
眨眼数月仍欢喜不已，就托周慧珺的表哥黄
唤忠征得周的同意后去做了几个复制品。于
是黄唤忠找到了一家有线电厂，请专人做了
个模子，然后充填塑料、滤涤汽油。整个过程
不惜工本，只为求质地、色调、形状的完全一
致。前后翻刻有三，其中一件就给了方去疾。
前几年，有位古玩鉴定专家在方家遗箧内发
现了这一玩物，继而写了鉴定文章发表于报，
激赞此乃人间奇物。用细砂纸轻拭之，会有异
香扑鼻，酸甜相糅、沁人心脾，故而名之“奇南
香”。殊不知方氏得来的乃是复制品，仅以塑
料灌制，何来如此“奇香”？至于其人又称物件
较重，近乎于石想必也是这个原因。这件复制
品不久之后流入拍卖市场，标价上万，还特别
注明了这位名家曾撰文鉴赏之。
后来又是唐云“索取”此物的复制品，周慧

珺知晓唐云惟好雅玩，可以说是嗜之如命，心
里早已有答许之意。只是奇怪于唐云贵为古玩
收藏大家，何以对一个复制品也如此感兴趣。
唐云就说：“收藏带给人的是知识，从中你能知
晓千百个传奇的故事；收藏又能带给你豁达的
心境，助你延年益寿，修养身心。因此，对于我
来说玩物的真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传达
给我的心声。”接过这个复制品时，唐云十分细
心地用报纸将其包裹起来，轻轻地放入自己的
衣袋中，爱惜之神情令人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