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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铁笔仁者寿
!!!高式熊传

潘 真

! ! ! ! ! ! ! ! ! ! ! ! !"#跌到最底层

大伏天、大冬天，高式熊依然常常应邀外
出参加书法、篆刻活动。难得有一天在家，他
也是黎明即起，写字、刻图章，不忙到天黑不
歇手，其间还要接待络绎不绝的各路访客，约
好的客人或不速之客……
这样的长寿者，是最有资格谈养生之道

的。!"岁那年，他就应健康类杂志之约，写过
一篇《健身一得：写字也是运动》，总结了作为
书法篆刻家的另类养生经：“练书法似与练气
功有异曲同工之妙。练书法有规矩，坐姿必须
端正，执笔悬腕悬肘都需用力。写字作画，都
需闲静，不骄不躁，心无旁骛。每一字从起笔
到收笔，一气贯通，意在笔先，这样写出来的
字，才有精神。”他觉得，写字作画与气功原理
相通，但又不尽相同，“写字的静是静中有动，
动中有静。写字看起来很轻松、很安闲，其实，
也是用力的活儿。毫管虽轻，但运腕悬肘，都
需力气。功夫到家，会有力透纸背的效果。临
帖学书，一定要看一笔，写一笔，看一字，写一
字，边看法帖，边临摹，颈部左转右旋，是频繁
的长时间的颈部运动，为此长年运动，当然不
会生颈椎病。”又说到篆刻，“实则是一件手脑
并用的活，动静结合的功。”

十几年过去了，高式熊治印，还是像文
中提到的那样“在坚硬的石头上刻字，刻刀
还能运用自如，手腕仍然有劲”呢！与年轻朋
友见面，这老顽童会趁你不防备，把你的手
当作坚硬的石头，暗中发力，握得你生疼生
疼的，然后只剩下为自己手无缚鸡之力而惭
愧的份。
有个细节，蛮奇怪的：他握了七八十年的

刻刀，手上竟没有一点老茧。
“文化大革命”来了。担任上海维纳氏电

工器材厂资方代理人和辅导上海电影机械厂
“职工书法篆刻活动组”，成了高式熊的两大
罪状。加在他头上的罪名，叫做“十足的资产
阶级分子”“吸血鬼”和“企图把工人阶级引向
封资修泥坑中去”。

刻字刀忽成“杀人凶器”，
他自然不能在原岗位工作了，
被贬到车间里“监督劳动”，而
且一次又一次地贬，越贬越低，
最后到了翻砂车间当勤杂工。
那可是全厂最脏、最重体力的

劳动！
从每天上班听高级音乐，一下跌落到要

扛几百斤重的铁水包，要敲碎几吨重的焦炭
或生铁，把几吨重的黄沙、黑沙送进拌沙机搅
拌，要掏粪坑、浇柏油、造房子、刷墙……繁重
的劳动之外，天天还要写思想汇报，有时还要
被拉出去腰弯成 "#!批斗、陪斗。和他做同事
的，是劳务科、财务科下来的几个人，不是贪
污，就是精神有毛病，可他这个“资产阶级分
子”混迹其中，还要服侍好其他人，简直是“勤
杂工的勤杂工”！
“开头时，我心里是非常痛苦的，但时间

长了，也就随遇而安了。长期写书法、刻印章，
本来体力就不差，这些劳动强度还是受得
了。”患难之际，高式熊感受到了底层劳动者
的善良心地———
马悦书记因为“与资产阶级混得很熟”，

受到了批评，但这并不妨碍他暗中保护高式
熊。车间里的普通人，也都默默地保护着他。
铁水包里面的温度可达上千度，工人们

都穿着防护的石棉衣，他这个被打倒的人不
可能发到石棉衣等劳防用品。抬包时，车间主
任大喊一声：“大家注意，‘监督’好高式熊！”
一起抬的工人就会尽量把铁水包往自身的方
向挪，以减轻他承担的重量，这样可以尽可能
地减少他的危险。
下雪天，见他在车间外面劳动，工人们就

会找些车间里面的活让他做，以免受冻。有一
次，他一个人在雪地里敲焦炭，里面有人大声
叫他进去扫地，进了门，那人压低声音对他
说：“这么冷的天，别人都躲在里面烤火，你不
要去雪地里了……”
红卫兵冲进工厂要揪斗他，工人们拦在

门口说：“你们把他揪走了，必须派人来扛铁
水包！谁抓人，谁就来扛铁水包！否则就是破
坏‘抓革命、促生产’！”
实在护不住了，见他要在雪地里挨斗，工

人们还不忘仔细叮咛：“你今天眼镜不要戴
噢！万一他们动手动脚，会伤着的……”

剑
魂
箫
韵

"

"

"

龚
自
珍
传

陈
歆
耕

! ! ! ! ! ! ! ! ! !$#第三次乡试落第

据有关考证，《明良论》中很多观点是针
对嘉庆十八年（$%$&）九月天理教徒突袭皇
宫后，嘉庆帝颁布的一些谕旨而发，其写作
的起始时间大约不会早于本年十一月。至于
完成时间，也应该在嘉庆十九年（'%'(）秋之
前。因为，外公段玉裁对《明良论二》后有评
语云：“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甲戌秋
日。”证明此时，该作已经写毕。

这一年的九月十七日，在天理教
起义首领林清被捕杀后，嘉庆皇帝下
《遇变罪己诏》。皇帝通过此诏向天下
百姓反思自己的过错，是不得已而为
之，因为区区数十个教徒就能威胁皇
宫的安全，这简直是让天下人笑话的
奇耻大辱。但皇帝认错，只是做做样
子而已，最核心的还是斥责诸臣：“悠
忽为政，以致酿成汉、唐、宋、明未有
之事。”《明良论》所产生的震撼力，无
论对于时人或后学，都是毋庸置疑
的。那位考据学大师段玉裁的评语：
“……耄矣，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恨
矣。”这样的话，难道因为龚自珍是他
的外孙，就随便说说的吗？吾辈读了《明良论
二》首句：“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
不知耻，为国家之大耻。”就已经俯地厥倒
了。更坚信，为龚自珍写一部新的传记，是非
常值得的事。

嘉庆二十一年（'%')）秋，龚自珍参加第
三次乡试落第。关于这次乡试失败情形，无
更多文字记载。
落第时的颓丧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笔

者注意到，正是因为这次落第，又一次成为
龚自珍一系列精彩政论文章横空出世的触
发点。这批文章有一个总的题名《乙丙之际
箸议》，现存十一篇，从全集看，这组文章最
后一篇为“第二十五”，其间缺失了第二、四、
五、八、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二
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竟然有十四
篇散失，原因不明，不能不令人遗憾万分。
“乙丙”是指这些文章写于乙亥、丙子两年
间，有很多篇是写于乡试落第之后是可以肯
定的。

在之一中，龚自珍从连发水灾现象入
手，用五行失和原理来分析灾害发生的原

因。“大吏告民穷，而至尊忧币匮。金者水之
母，母气衰，故子气旺也。”于是乎，水患频仍。
由此他还担忧，“币之金与刃之金同，不十年
其惧或烦兵事”，如此下去，无疑会引发社会
动乱。不管他的分析是否真的符合大自然运
行之规律，但他提出的警示，无疑是一国之君
要引起高度重视的：“是以古之大人，谨持其
源而善导之气。”

之三则涉及整个府衙的司法黑
暗问题。一种叫作“幕僚”的官吏，上
下勾结，操纵着各级司法大权，使得
那些在位的各级官员也任由他们胡
作非为。他们如同“豺踞而鸮视，蔓
引而蝇孳”，“挟百执事而颠倒上
下”，虽然不在主要的官位上，但就
是靠着擅权弄法牟利，过着“宫室车
马衣服仆妾备”的富豪的日子。处在
这样一个毫无法制是非可言的社会
之中，那些普通的农夫织女，生活之
难熬是可以想见的。

在之九中，龚自珍发出了让人
读之若“受电”然的“衰世”信号。
他把历朝历代分成三类，“治世”

“乱世”和“衰世”，用来衡量某个朝代处于
何“世”的标志，就是这个年代拥有什么样
的人才。唉，这个让人精神颓靡的“衰世”，
人才的匮乏平庸，实在是惨不忍睹。这样一
段话，即使重复也值得反复引录，这是龚氏
之所以伟大的“经典语录”：“左无才相，右
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
廛无才工，衢无才商，巷无才偷，市无才驵，
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
鲜。”
一个朝代，不但没有优秀的文臣武将，就

连小巷里的小偷也笨拙得很，在山间湖荡中
连有功夫的强盗也见不到，甚至小人伎俩也
不高明。真是无法再平庸下去了。龚自珍先生
高明在不仅指出人才平庸的现状，对其原因
的考辨，也深入到了社会的骨髓之中了。这
样一个社会的出现，显然非一日形成的。既
然社会普遍都平庸，如果有才人出现，则平庸
者都会群起而扑之。他们扑杀的办法不是用
刀锯，而是让有才华的人的内心也彻底庸常
化，这般大家彼此彼此，都成了一样的货色，
谁也无资格鄙视他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