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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题刘海粟古松图》一诗在读书人
中间流行一阵子：“黄山孤山，不孤而孤，孤而
不孤。孤与不孤，各有其境，各有其图。”

讨论陈独秀书法，在这首即兴题诗中参悟
到许多东西。陈独秀面对的是刘海粟的画作，
其实，他面对的是自己的内心。

陈独秀在中国历史中的短长和深浅，不是
这篇文章所要关注的。但有一点清楚不过，他
的命运与他写给刘海粟的题诗十分契合，与他
的书法也遥相辉映。可见，陈独秀的一生凸显
文人本色。

通过陈独秀的书法，我们嗅到了历史的沉
香。一、他是旧学熏陶出来的革命家，诗教书
学，伴随他的一生；二、他对书法有深入的体
察，书法的风格，书写的技巧，他都有过发言，
其中的一些观点，在书法史中熠熠闪光。

对书法，陈独秀没有懈怠，其传记，记载了
他与妻妹高君曼私奔的故事，那是1910年，两
个人反叛礼教，携手往杭州居住，1911 年结
婚。恰是在这段年月，他与沈士远、沈尹默、马
一浮相识，谈诗论书几成常态，陈独秀还“总要
每天写几张《说文》上篆字，始终如一。比我们
哪一个人都有恒心些”（马一浮语）。

在杭州，陈独秀与沈尹默相识。沈尹默在
《书法漫谈》一文里记载了他与陈独秀的书法
缘：“25 岁左右回到杭州，遇见了一个姓陈的
朋友，他第一面和我交谈，开口便这样说：我昨
天在刘三那里，看见了你一首诗，诗很好，但是
字其俗在骨。我初听了，实在有些刺耳，继而细
想一想，他的话很有理由，我是受过了黄自元
的毒，再沾染上一点仇老的习气，那时，自己既
不善于悬腕，又喜欢用长锋羊毫，更显得拖拖
沓沓地不受看。陈姓朋友所说的是药石之言，
我非常感激他。就在那个时候，立志要改正以
往的种种错误，先从执笔改起，每天清早起来，
就指实掌虚，掌竖腕平，肘腕并起的执着笔，用
方尺大的毛边纸，临写汉碑，每纸写一个大字，
用淡墨写，一张一张地丢在地上，写完一百张，
下面的纸已经干透了，再拿起来临写四个字，
以后再随便在这写过的纸上练习行草，如是不
间断两年多。两三年后，又开始专心临写六朝
碑版，兼临晋唐两宋元明家精品，前后凡十数
年挥毫不磋，直至写出的字俗气脱尽，气骨挺
立。”

陈独秀反对俗气。在他看来，书法审美，俗
即“不孤”，不俗则“孤”，所谓的“气骨挺立”。

辛亥革命前后，陈独秀对书法的研习，有
文化的要求和学术的准备。他临写了许多篆隶
名碑，对“石鼓”、“二袁”有独特的理解。1932
年，陈独秀为友人写了一副篆书对联：“行无愧
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较好体现了陈独
秀对篆书的深入理解。清人陈炼在《印言》中
说：“大凡伶俐之人，不善交错而善明净。交错
者，为山中有树，树中有山，错乱成章，自有妙
处，此须得老手乘以高情；若明净则不然，阶前
花草，置放有常，池上游鱼，个个可数，若少间
以异物，便不成观。”从这样的视角看陈独秀的
篆书，我们的感受是深刻的。“行无·身处”篆书
联，字势灵动，不受原拓束缚，用笔沉实、平正、
老辣、凝练，对接了中国篆书的骨架和灵魂，表
达了作者尊古崇法的创作态度，无疑是书法理
性主义者的自觉追索。

古厚、苍拙，是陈独秀书法的文化基调。因
此，陈独秀的书法作品，克服了他极力反对的

“其俗在骨”的浅媚、流畅，以他对传统艺术的
认知，展现了他的情感书写、个性书写和复古
书写。在政治上，他领域标新，在书法创作上，
他稳健前行，“不孤而孤，孤而不孤”。

考察陈独秀的书法创作，极其艰难。作为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他的人生和他的书法一
样，处在矛盾和悖论之中。不过，他与沈尹默的
交往，与台静农的友谊，让他在不经意间，给民
国的书法理论提供了重要的艺术思想资源。

陈独秀有篆隶的功底，这是陈独秀作为书
法家的重要基础。同时他的行草书也具有浓郁
的魏晋遗韵，遒劲、恢弘，达观、飘逸，富含文人
书法的精神品质。

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
处”整理编辑的 《近代文哲学人论著丛刊》，
其第六种《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扎 （一）》，收
陈独秀致台静农手札 102 通，又陈氏手书诗
文稿及书艺等一卷。无疑，这是研究陈独秀
书法的资源库，也是陈独秀书法创作的集大
成。其中一通手札谈到书法，又涉及对沈尹
默的评价。此时，与当年批评沈尹默书法

“其俗在骨”的时候有 30 年的遥远距离，陈
独秀作为中共领袖，经历了人生无数的磨
难，提及书法，依旧坚持当年的立场，似乎
政治风雨并没有淋到他的头上。以此可以看
到陈独秀的定力。

“静农兄：十日手示敬悉，馆中谅无意将拙
稿付印，弟已不作此想矣……尹默字素来工力
甚深，非眼前朋友所可及，然其字外无字，视卅
年前无大异也。存世二王字，献之数种近真，羲
之字多为米南宫临本，神韵犹在欧褚所临兰亭
之下，即刻意学之，字品终在唐贤以下也。尊见
以为如何？此祝，健康。弟独秀四月十六日”

从“其俗在骨”，到“字外无字”，显然，陈独
秀对沈尹默书法评价近于苛刻了。我们不谈沈
尹默书法的本质意义，也不谈沈尹默书法是否
如陈独秀所言“字外无字”，重要性在于，陈独
秀的书法美学观与他的人生信仰、人格构建究
竟有着怎样的关联。

首先，陈独秀反对庸俗气的书法。庸俗即
意味着肤浅，肤浅即意味着审美价值的薄弱。
对艺术而言，宏大、深邃、中和、风华的性质与
气象，才能搏动人的心弦，才能让人感动，才具
有永恒的艺术价值和久远的审美意义。

第二，陈独秀强调个性。学习书法，需要保
持对古人的尊崇，但不能泥古不化，做冬烘先
生。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化旗手，陈独秀对艺术
有着历史性的把握，为此，他坦言“存世二王
字，献之数种近真，羲之字多为米南宫临本，神
韵犹在欧褚所临兰亭之下，即刻意学之，字品
终在唐贤以下也”。怎么办，学到古人的真髓，
要有创新精神和个性表达。

第三，强调书法的人格化。“字外无字”中所
提到的两个“字”，有着不同的含义，前者指的是
文字，后者指的是学养、操守、人格。尽管沈尹默
的书法“工力甚深”，因其“字外无字”而显得苍
白、浅陋。

陈独秀的书法判断对现实有启发。当代
书坛，“工力甚深”者不乏其人，甚至某些

“十日一笔，月数丸墨”者，狂躁自己超越了
古人，也不至书法之佳境也。“字外有字”，
是书法的高境界，是书法技近于道的过程，
是书法家的内心孤独和“天行健，君子以自
强不息”的人格实现。

书外书外
说书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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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书法作品

《又呈吴郎》 是杜甫晚年
在夔州 （今奉节） 时写的一
首有名的诗：

堂前扑枣任西邻，
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
只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
便插疏篱却甚真。
已诉征求贫到骨，
正思戎马泪盈巾。
诗的大意不难理解，说

的是对于邻居中的穷人要多
些关爱之心，而措辞却颇曲
折。

在这首诗之前，杜甫已
经 写 过 《简 吴 郎 司 法》 一
首，诗云：

有客乘舸自忠州，
遣骑安置瀼西头。
古堂本买藉疏豁，
借汝迁居停宴游。
云石荧荧高叶曙，
风江飒飒乱帆秋。
却为姻娅过逢地，
许坐层轩数散愁。
根 据 这 首 诗 可 以 知 道 ，

这位姓吴的年轻人是杜甫的
亲 戚 ， 从 忠 州 坐 船 来 到 夔
州，他是来担任司法参军事
一职的，一时没有地方住，
杜甫就把自己在瀼西的住宅
暂借给他——诗人自己则住
到东屯 （在江北，那里有杜
甫的田产） 去了。《简吴郎司
法》 就 是 杜 甫 送 给 其 人 的
诗；稍后又赠一首，所以题
作《又呈吴郎》。

这后一首诗中只说一件事：希望吴郎像自己一样，
允许邻妇继续在这里打枣，不要干涉。杜甫说，过去自
己是听凭她来打枣的，她是个穷人，无食无儿，非常值
得同情；我过去怕她因为是打别人家的枣子而思想上有
顾虑，有恐惧，所以对她特别把态度放得亲切些 （“只
缘恐惧转须亲”）；现在你住进这里来，不了解过去的事
情，所以要特别交代一下。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两句解说起来
比较麻烦。看来过去杜甫自己住在这里的时候，两家之
间是没有篱笆墙的。现在这“疏篱”是谁插的？为什么
要插？无非有三种可能：一、杜甫本人；二、吴郎；
三、邻妇。

杜甫本人不可能，他把房子借给亲戚住，自己临离
去之前忽然插起一道篱笆墙来，完全没有必要。吴郎也
不可能，临时借住亲戚的房子，不必搞什么基本建设。
看来只有邻妇了。她是个单身女人，老邻居是诗人杜甫
和他老人家的一大家子人，两家之间没有篱笆也无所
谓；现在忽然来了个陌生的年轻人 （古代小官上任，往
往先单身前往），两家之间没有任何界限不大好，她虽然
穷得很，却很自重，于是就插上一道疏篱——尽管这样
一来再过来打枣就不大方便——她大约准备从此不来打
枣了。

杜甫对吴郎说，这女人忽然插起篱笆来，以防远
客，虽然是多此一举 （“多事”），认真得过了头，但也
可以理解，不必介意。他的意思是说，今后还是应当让
她来打枣，对这样的穷人多些关爱吧。现在兵荒马乱，
老百姓负担很重，就是我们自己也感时伤世非常痛苦啊。

杜甫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实在感人至深。
过去常见的解释，说是吴郎入住以后插起一道篱笆

来，不让邻妇过来打枣，杜甫劝他不要如此。生活中这
种可能性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但与诗的字句不合，如此
则“即防远客”讲不通了，邻妇并非远客，吴郎才算是
客人呢。说杜甫本人要“防远客”也毫无道理，他自己
多什么事；只有邻妇才会“防远客”——其人虽穷，却
自有尊严和自我保护的意识。

别看中国人不喜欢读书，但喜欢写书，写书
是成功人士的重要佐证之一，传统的人生成功
信条有“三立”之说，“立言”虽说是“小三”，但有
斯文、儒雅的光环罩着，“立言”这个“小三”倒有
了卓尔不群之效。特别是当人们的道德崇拜情
结处于零度低点的当下，“立功”者若无言可立，
容易被误读为成功有背景，当官的花了钱。那
么，要是有两部大作出版，往那一摆，絮叨絮叨
自己成功的经验，就可证明我是能为他人输出
心灵絮语的文化人了。为官的就成了学者化的
领导，做买卖的就是一代儒商，这可比组织授封
的荣誉更给人增辉了。

中国每年出版的各类图书总数达 25 万多
种，不可否认，这其中真有一批好书，但是不
乏为“立言”而张扬自己是成功者的美丽谎
言。这些用恕语絮叨出来为别人励志的书最有
代表性。

国人的成功者有一大毛病，就是好为人师，
卖煎饼果子的一旦门庭若市，就自恋其当初的
打拼精神；夹着尾巴一辈子低三下四才熬到个
处长，就觉得是飞黄腾达的人生；能写出几篇编
辑不改的文章就以为是知识分子；人生路上甩
掉了几个同行者就以为是领头雁，于是其鸣就
想为天下报晓，其言不忘为他人励志。

但考察起来，能起到立志效果的似也不多。
还是易中天的见解对：一个人有没有“志”是自
己的事情，不是他人“励”出来的。实话实说，对
现在的青年人而言，不是励志不励志，而是应该
泼点冷水，降降温，减减负，让他们少些成功的
梦想，多些健康的成长才是正道。

连一度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近年来最操心
的事儿也不是民本、民生，也愿意帮助别人励
志。过去的人讲“立志”，是说自己要树立远大理
想，不扫一屋也要扫天下。如今这“立志”变成了

“励志”，你要是去书店买一本“立志”的书，连卖
书的小妹妹都会说：“先生，你弄错了吧，应该是

‘励志’吧。”
这可不是换了一个字的小事儿，“立志”是

自己给自己打气，“励志”则是他人给别人加油。
由自己决定该不该干的事情变成了由别人督促
着干的事情，是不用立志就能干的事情。一个人的
宏远志向怎会匍匐在“立竿见影”的泥土之上呢。

就像明朝那个“木匠皇帝”朱由校，无论哪
个进谏他、“励志”他，让他在国难当头、内忧外
患的时候要“祖法尧舜，宪章文武”，可他就是不
立志，反倒对木匠活有浓厚的兴趣，整天与斧
子、锯子、刨子打交道，只知道制作木器，盖小宫
殿，将国家大事抛在脑后，成了名副其实的“木
匠皇帝”。虽说人人生而平等，但每个人天生的
禀赋还是各有不同，乃至区别很大的。朱由校皇
帝大概因为天赋在于动手能力强，所以他的“立
志”也就集中体现在了他对于木匠活的喜好上。

历朝历代为了江山社稷，为皇子皇孙励志
的给力程度不亚于“雷霆万钧”，可播下龙种，收
获了跳蚤也是常事。那么咱老百姓家里有点儿
文化的靠苦口婆心，没什么文化的靠嘚啵嘚啵
嘴，哪个家长没为孩子的成长励过志？可哪个杰
出的天才是别人励志励出来的？我励志我的女
儿要成为画家，光学费就花掉我两头牛，可如今
她在纸上还是换不回我一条牛尾巴。

如今不仅大人为孩子励志，专家、学者、作
家们都开始为天下的人励志，好像这世上就没
了“胸怀大志”者，有志的就剩下为别人励志的
了。屡屡高居畅销书排行榜前列的都是励志的
书，据调查，广州购书中心励志书多达 1300 多
个品种。家长以为孩子读了这些励志的书从此
就有“鸿鹄之志”了，错过了这些励志的书，就都
是屋檐下的“小家雀”了。

别说那些不懂事的孩子，就说那些为别人
写励志的“文化人”吧，他如果还有点智慧就不
会干为别人写励志书的扯淡事。写励志书，编励
志格言、警句，拍励志电视剧的那些人连自己都
找不着立志的方向，还能为人家励志吗？易中天
对励志的评价是“我对励志和培优深恶痛绝，这
是摧残人性”。

我们的文化价值观中励志的含量从古至今
都是超标的，从家长到师长，从领导到学者，稍
稍混出个人模狗样的就喜欢为别人励志了。总
是操心别人不成材，可你真的稍稍崭露头角，保
准就是他出来掐尖了。就是当初为你励志的亲
人、师长也怕你的志向是好高骛远、不切实际，
当初的励志也变成了当下的拖后腿。所以，那些
被白领、小资、小清新一族视为心灵家园的文字
虽说还不是灵魂的鸦片，但它至少也算是精神
的烟草，弥漫到了每一个青少年的阅读空间。

某出版社编辑认为：“国内图书市场每年
都有假书，规模或大或小。其实只要励志意义
做到了，能给人一种生活的启发，故事的真假
就不用追究了，这个世上不能缺少谎言。”此
观点在出版圈内有一定的代表性。从表面上看
是对“励志”的肯定，实际上则是伪造人性与
生命的真实，这种极端可怕的观点付诸行动之
后就是完全歪曲了生活的真相。如果虚假能引
领人生，救赎苦难，那咱们读书人就天天扯淡
吧。如今的人哪个不是被欲望摧残得都近乎狂
热？我认识一个收废品的小子，连他都想做一
条街上的老大。估计也是中了“励志”那些豪言
壮语的奸计了。要我说，为了人的幸福指数着
想，倒是该为人的欲望减压、放气，套用马斯洛
的一句话：励志学永远不会产生奇迹，真正让一
个人改变的是对自我的觉察！为什么最不用别
人操心的事儿总有人为他人操心呢？怪了！

我在《赖嬷嬷与王嬷嬷》中谈到赖嬷嬷，谈到她的孙子
赖尚荣外放做了州县一级的父母官。凤姐恭维赖嬷嬷是“老
封君”，闲时坐个轿子，进府里和贾母聊聊天，没有人敢小看
的。凤姐说这话是在第四十五回，因为孙子选了外任，赖家
要庆贺三天：头一日，在花园，赖嬷嬷谦虚是“我们家的破花
园子”，“摆几席酒，一台戏，请老太太、太太们、奶奶、姑娘们
去散一日闷。外头大厅上一台戏，摆几席酒，请老爷们、爷们
去增增光；第二日，再请亲友；第三日再把我们两府里的伴
儿请一请。”故而赖嬷嬷前来恭请贾府的主子。而之前，第四
十三回，赖嬷嬷已经登场，其时贾母要学小家子过生日凑份
子钱，王夫人认可这个主意，贾母很高兴，忙遣人去请薛姨
妈、邢夫人等：

又叫请姑娘们并宝玉，那府里珍儿媳妇并赖大家的等
有头脸的管事的媳妇也都叫了来。众丫头、婆子见贾母十分
高兴，也都高兴，忙忙的各自分头去请的请，传的传，没顿饭
的工夫，老的、少的、上的、下的，乌压压挤了一屋子。只薛姨
妈和贾母对坐，邢夫人、王夫人只坐在房门前两张椅子上，
宝钗姊妹等五六个人坐在炕上，宝玉坐在贾母怀前，地下满
满的站了一地。贾母忙命拿几个小杌子来，给赖大母亲等几
个高年有体面的妈妈坐了。贾府风俗，年高服侍过父母的家
人，比年轻的主子还有体面，所以尤氏、凤姐儿等只管地下
站着，那赖大的母亲等三四个老妈妈告个罪，都坐在小杌子
上了。

“杌子”，是矮小的方凳，“小杌子”，也就是小方凳。赖大
的母亲，即赖嬷嬷。赖嬷嬷与三四个老妈妈，都是荣府的家
人，也就是仆妇。虽然相对于贾母、邢夫人、王夫人，她们坐
的只是小方凳，然而毕竟是坐着，而尤氏与凤姐这些年轻的
主子却只能站着。仆人坐着，主子站着，为什么会这样，书中
解释“贾府风俗，年高伏侍过父母的家人，比年轻的主子还
有体面”，其时的习俗也是如此，贾府的风俗正是时代缩影。
金启孮在《北京的满族》中写道，在清代，府邸世家的主仆关
系不是简单的压迫与被压迫的阶级关系，原因是：“府邸、世
家的仆人都是跟了好几代的人，和雇佣的仆人不同。主仆之
间的关系，也不同一般人家的主仆关系。相互之间有了一定
的感情：仆人有时以主人家为己家一样地爱护；主人对仆人
虽有责罚，但总的来说，也还是爱护的。”仆妇根据辈分称呼
主人为老太太、太太，或者奶奶、阿哥、格格等，而主人对他
们也很尊敬，“从我祖母起都尊称她们为王妈、朱妈等，小主
人尤其要尊敬，和她们说话，都要称‘您’。”而奶过阿哥与格
格的嬷嬷们，尤其有地位，如果哪位阿哥出仕有了官职，或

者袭了爵位，“第一件事就是迎养自己的嬷嬷，已不在府中
的，还要把她接回来奉养”。知道了时代背景，对于赖嬷嬷拍
老腔，指责贾母溺爱宝玉，就不会感到奇怪了。赖嬷嬷指着
宝玉说：

不怕你嫌我，如今老爷不过这么管你一管，老太太就护
在头里。当日老爷小时，挨你爷爷的打，谁没看见的。老爷
小时，何曾像你这么天不怕地不怕的了。还有那边大老爷，
虽然淘气，也没像你这扎窝子的样儿，也是天天打。还有东
府里你珍哥儿的爷爷，那才是火上浇油的性子，说声恼了，
什么儿子，竟是审贼！如今我眼里看着，耳朵里听着，那珍
大爷管儿子，倒也像当日老祖宗的规矩，只是着三不着两
的。他自己也不管一管自己，这些兄弟侄儿怎么怨得不怕
他？你心里明白，喜欢我说，不明白，嘴里不好意思，心里不
知怎么骂我呢。

然后把东府的烂事也夹枪带棒数落了一顿。又问凤姐
为什么把周瑞家的儿子轰出贾府？凤姐说，前天她过生日，

“里头还没吃酒，那小子先醉了”，“他不说在外头张罗”，“倒
坐在那里骂人”，把送来的馒头撒了一地，“打发彩明去说
他，他倒骂了彩明一顿。这样无法无天的忘八羔子，不撵了
作什么！”赖嬷嬷笑道：“我当什么事情，原来为这个。奶奶
听我说：他有不是，打他骂他，使他改过，撵了去断乎使不
得。他又比不得是咱们家的家生子儿，他现是太太的陪房。
奶奶只顾撵了他，太太脸上不好看。依我说，奶奶教导他几
板子，以戒下次，仍旧留着才是。不看他娘，也看太太。”凤姐

听赖嬷嬷这么说，便说道：“既这样，打他四十棍，以后不许
他吃酒”，不再坚持把周瑞家的儿子赶出去。在贾母面前，赖
嬷嬷也敢说话。当凤姐建议邢夫人与王夫人应该多出份子
钱时，贾母认为“这很公道，就是这样”。但赖嬷嬷立即站起
来反对，如果按照这样的比例出份子钱，则“儿子媳妇成了
陌路人，内侄女儿竟成了个外侄女儿了”。又对贾母说：“少
奶奶们十二两，我们自然也该矮一等了。”贾母说：“这使不
得。你们虽该矮一等，我知道你们这几个都是财主，分位虽
低，钱却比她们多。你们和她们一例才使得。”贾母的话不
错，虽然赖嬷嬷的身份不过是贾府之奴，但是家资富饶，她
口中的“破花园子”，虽不及大观园，但亭台楼轩“也有好几
处惊人骇目的”，真实地反映了历史一角。

在清代，当然不只是清代，统治者除使用奴仆从事各种
杂役外，还利用少量的奴仆充当管家，这些人具有双重身
份，在主子面前，他们是奴仆，但是他们又拥有奴仆，从而具
有一定权势。苏州织造李熙有汤、钱、瞿、郭四姓奴仆，“皆巨
富，在苏置宅，各值万金有余”。李熙是曹寅的亲戚，李熙的
奴仆如此，曹寅的奴仆也不会例外。而且主子的权势越大，
奴仆的权势也越大，甚至可以脱离主子而独立门户。雍正年
间的广东巡抚年希尧曾经写过这样一道奏折，举报他原来
的奴仆桑成鼎：

直隶守道桑成鼎，本名孙宏远，小名二小。臣父旧有家
人孙七，娶桑姓之妻为妻，二小年仅八岁，遂母嫁来，其时跟
臣伴读，起名孙宏远。后将家人张厨子之女配伊为妻，生子
名留子……康熙五十年，宏远私捐知县，改名桑成鼎，掣选
四川中江县知县……今成鼎居官守道、监司大僚，又在畿辅
重地。

守道是布政使的辅佐官，是布政使衙门派出驻守某一
地方的长官，负责监管一府或数府收纳钱粮等事，乾隆十八
年（1753）定为正四品。相比桑成鼎，赖嬷嬷的孙子赖尚荣只
是州县一级的七品官员。在清代，家奴应考出仕是十分困难
的，如果没有经过主人的同意而“改籍换名”“滥竽冒捐”，被
查出以后要受到严厉处罚。因此赖嬷嬷要感谢贾府的主子，
给了赖家机会，“一落胎”便把她的孙子赖尚荣放了出来，

“又蒙主子的恩典，许你捐个前程”，这些话看似平常，但是
出自赖嬷嬷之口，却包含人生磨难与深邃的历史内蕴，因此
在赖尚荣得罪了贾政以后，赖家的第一反应是请求王夫人
放他们出籍，第二反应是让赖尚荣辞官，以避免旧主报复，
逃避年希尧式的举报而避祸。这时候，赖嬷嬷大概再不会说

“我也喜，主子们也喜”，托“主子的洪福”吧！

续说赖嬷嬷续说赖嬷嬷
□王 彬

陈独秀书法的陈独秀书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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