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活在世上就是为改良世界
的。”这是我国著名外贸经济学家冀朝
鼎在清华求学时立下的革命志向，也
是他毕生奋斗、振兴中华的真实写照。

冀朝鼎1903年生于山西省汾阳
县（今汾阳市）建昌村，是一个富有
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在美国留学时加
入美共，回国后潜伏在国民党内部做
党的地下工作，与周恩来、邓颖超有
着深厚的友谊，曾担任过邓中夏的秘
书兼翻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冀朝鼎从事财政和外贸工作，他作为
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曾多次出国访
问，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望，被誉
为“中国最干练的经济学家”“财政
和贸易方面的杰出人物”。

研究拟定对外贸易规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冀朝
鼎担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 （简称
贸促会） 副主席兼中国人民银行副
董事长，以其卓越的经济才能和杰
出的外事活动，为祖国的社会主义
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从多年的
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管理实践中深
切地懂得，闭关锁国、故步自封，
是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之一。而开
展对外贸易，增强友好往来，则是
发展国民经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
的必要方略。因而，早在新中国成立
之初，冀朝鼎就提出并拟定了一系列
具有战略意义的规划和措施。

贸促会初建时，冀朝鼎就积极
倡导成立了仲裁处，研究和处理国
际经济贸易法律事务。当时我国外
贸工作尚未开展，这项工作并不为

人们所重视。随着外贸工作的开
展，仲裁处在处理外贸事务争端、
维护我国经济权益、健全外贸经济
立法等方面，日益发挥出重要作用。

在此期间，冀朝鼎还创办并主
持了贸促会研究室的工作，最早研
究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文件和活
动。在当时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
位尚未恢复的情况下，从事此项研
究，也确是深谋远虑，慧眼独到。

1957 年 4 月，冀朝鼎率领我国
代表团赴当时的西德参加东亚贸易
会并参观了汉诺威博览会，回国之
后即刻组织代表团同志们起草了综
合性的考察报告，针对我国经济建
设中资金不足、干部缺乏、技术力
量薄弱的情况，提出了引进先进技
术以促进经济发展、多建立技术资
料图书馆（即技术情报中心）、加强
技术情报研究和引进外资加速我国
经济建设等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
建议和主张。并提出应立即开始对
法国、西德、意大利、奥地利、西
班牙和葡萄牙等西方国家的研究，
培养干部队伍，以便一旦同这些国
家建交后，尽快开展外事工作。限
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的这些建议
未能实现，但历史的进程再一次表
明，冀朝鼎是有远见卓识的。

“侵犯打火机专利权”事件

在外事活动中，冀朝鼎机敏果
敢、坚持原则。1959年，冀朝鼎率
领我国贸易代表团赴中欧某国举办
展览。展览馆开幕之后，每天都有
大批友好人士前来参观、洽谈，但

也引起了某些人的嫉恨，无中生有
地制造了一起所谓“侵犯打火机专
利权”的事件。

一天，这个国家的首都警察局
派出 4 名警察突然闯进我展览馆驻
地，出示出庭通知书后，要展览馆
负责人签字，保证于翌日10时到庭
受审，否则，立即拘捕。冀朝鼎得
悉这一情况后，意识到这是一起预
谋挑衅活动。如签字受审，就会损
害祖国的尊严，如不签字，4 名警
察就守在办公室的外面不走。这时
他正好有一个宴会必须马上动身出
席。事出意外，情况紧急，在场的
我国工作人员暗暗着急。但冀朝鼎
却沉着坚定地说道：“我们绝不能在
出庭通知书上签字，更不能出庭受
审，使我们的祖国蒙受耻辱。”话音
未落，警察已走了进来。冀朝鼎立
即站了起来，严正地对警察说道：

“我是代表团团长，现在要去出席联
邦银行的宴会，有什么具体事情请
你们去找馆长。”说着，伸手拉着展
览馆馆长李兆离出门上了汽车。当
警方回过头来找馆长时，工作人员

“很客气”地告诉他们，馆长因公外
出，不在馆里，4 名警察只好无可
奈何地走了。

在联邦银行的盛大宴会上，应邀
而来的各方面人士盛情款待中国客
人。当宴会主人致祝酒词之后，冀朝
鼎站起身来，彬彬有礼且神情肃穆地
说道：朋友们、女士们，当诸位在此
为我们两国的友谊和我们的友好合作
举杯祝酒之时，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
各位，在贵国首都刚刚发生了一件对
中国人民很不友好的事件……为两国

的友好往来和贸易发展投下了阴影
……

顿时，惊诧和愤懑代替了宴会
上欢快的气氛。这些国家政权的操
纵者——金融界巨头和实业家们担
心这件“不愉快的事情”会影响两
国的贸易发展，损害他们自身的利
益，因而纷纷向警察当局提出质
问，但事态并未停息。展览馆的同
志从冀朝鼎的安全着想，劝他立即
离开险地。我国使馆也指示展览馆
的有关人员可以先行撤离，然后再
办交涉。

冀朝鼎坚定地答道：我们是受
祖国和人民的委托来发展贸易关
系、促进友好往来的代表使团。当
祖国的尊严受到损害、无理的起诉
没有撤销的时候，我绝对不能离
开！他宽慰同志们说：我持有外交
护照，警察当局不敢违反国际公
法，动我半根毫毛。

在冀朝鼎的领导下，展览馆的
全体同志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
的斗争，终于迫使阴谋制造者们撤
销了无理起诉，这个国家的内政部
长还亲自来到中国代表团驻地，代
表该国政府表示歉意。这件事的处
理，既维护了祖国尊严，又保持了
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显示了冀朝
鼎高超的斗争艺术。

1963 年 8 月，冀朝鼎准备率领
中国展览团前往阿尔及利亚。他按
照多年的习惯，和党小组长商定，
临行前再参加一次党小组的生活
会。不料，在会前4小时，即8月8
日中午12时，突患脑溢血，晕倒在
办公室内，经抢救无效，于次日中
午1时25分不幸逝世。

冀朝鼎逝世后的 3 天之内，治
丧委员会就收到了来自22个国家团
体和个人的吊唁函电 150 多件。正
如廖承志在悼词中所说的：冀朝鼎

“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党，成为我们在
国际活动中的榜样。”“不愧为无产
阶级的一名英勇战士。”

冀朝鼎：“中国最干练的经济学家”
叶介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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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为郑振铎的《西谛书话》作的
序中有这样一段话：“振铎喜欢旧书，几
乎成了癖好，用他习惯的话来说，‘喜欢
得弗得了’。”

郑振铎每次经过书铺门口，两条腿就
不由自主地踅了进去，然后就是兴冲冲地
捧着旧书出来，连声说又找到了什么抄本
什么刻本，“非常之好”“好得弗得了”。
叶圣陶说：“我受他那‘弗得了’的高兴
的感染，也就跟着他高兴起来。”

一天晚上，书友陈乃乾打来电话告知
郑振铎，苏州某书商最近发现了32册的
元剧，有刻本也有抄本，书主要价千元。
郑振铎听罢，激动万分！他急切地嘱托
陈：“一定要帮我买下！”

郑振铎好旧书，其实是在保存民族传
统文化。他服膺龚自珍“狂胪文献耗中
年”的话，把搜集和保护民族文献视为己
任，藏书成了他的特癖。他在《〈求书目
录〉 序》 中说：“我对于书，本来有特
癖。最初，我收的是西洋文学一类的书；
后来搜集些词曲和小说，因为这些都是我

自己所喜爱的，以后，更罗致了不少关于
古代版画的书册。”

淞沪会战以后，为了保全民族文献，
郑振铎留居上海8年。郑振铎说：“摩挲
着一部久佚的古书，一部欲见不得的名
著，一部重要的未刻的稿本，心里是那么
温热，那么兴奋，那么紧张，那么喜悦。
这喜悦简直把心腔都塞满了，再也容纳不
下别的东西，我觉得饱饱的饭都吃不下
去，有点陶醉之感。感到亲切，感到胜
利，感到成功。”收藏旧书对个人治学也
极有帮助，鲁迅对郑振铎的治学和藏书颇
为赞赏。鲁迅在致台静农的信中说：“郑
君治学，盖用胡适之法，往往孤本秘笈，
为惊人之具，此实足以炫耀人目，甚为学
子所珍贵，宜也。”

毛泽东当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见到郑振铎，听人介
绍郑振铎收藏了许多珍贵的文物和古
籍，在祖国的文物工作上作出了很大的
贡献，就对郑振铎说：“人民把文物工作
委托你了。”

郑振铎酷嗜旧书
顾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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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是我国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散
文家、东方文化研究专家。他爱猫成痴，
前后养了许多只猫。他最喜欢的就是一只
白色混种波斯猫，全家人给这只猫起名叫

“咪咪”。
有一次，著名诗人刘征带了几位朋

友去拜访季老，大家相谈甚欢。突然，
那只叫“咪咪”的波斯猫，一闪而过，
用嘴咬住了季老的裤脚管，用毛茸茸的
身子在脚边蹭来蹭去。季老饶有兴致把
猫抱在胸口，爱意满满地对友人们说
道：“我们家的成员，除了‘万物之灵’
的人外，就是这些非万物之灵的猫了。
一到晚上，只要我一上床躺下，这只名
叫‘咪咪’的波斯猫，就连忙跳上床
来，睡在我的被子上。如果我半夜里醒
来，‘咪咪’没有来的话，我就往往难以

入睡。白天，我出门散步，‘咪咪’就跟
在我后面。我上山，它也上山；我下
山，它也跟着下来。这在北大燕园已经
成了一条著名风景线了。”说话间，那只
猫咪又回过脸，瞪大了圆圆的眼睛注视
着那些友人。这只猫看见陌生人，也完
全不躲避，让去拜望他的友人惊喜莫
名，乐不可支。

除了“咪咪”以外，季老还养了一只
平常的土猫，因身上有虎皮斑纹，所以起
名叫作“虎子”。“虎子”脾气火暴，从来
不怕任何人，唯独就惧怕季老。

因此，无论家人怎样抱怨，季老对猫
都痴心不改。他爱猫成痴，写了许多关于
猫的文章，还在文中一起分享他从养猫过
程中体验到的“人生感悟”，成为了文坛
的一段佳话。

季羡林爱猫成痴
周 星

著名作家郁达夫引导刘开渠走上雕塑
艺术道路的故事，广为流传。

1923 年 2 月，郁达夫到北京大学任
教。为了维持生计，他又在北京美术专科
学校兼课。有一天，闲来无事，美专的几
位老师聊起班里的学生，公认一个叫刘开
渠的学生最为勤奋，也最不修边幅。郁达
夫初来乍到，插不上话，但他记住了刘开
渠这个名字。

后来，有几个学生来访。一个“个子
很高，满头长发，脸骨曲折，有点像北方
人”的青年，引起了郁达夫的注意。一
问，才知道这个青年人就是刘开渠。

刘开渠很内向，寡言少语，说话不大
流畅，脸上时常显露出苦闷的样子。郁达
夫凭借作家的直觉，认为刘开渠颇有个
性，“从他的衣衫的褴褛，面色的青黄上
看去，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埋头苦干，边
幅不修的精神来……像他那样的人，学洋
画还不如去学雕刻；若教他提锥运凿，大
刀阔斧地运用起他全身的体力和脑力来，
成就一定还要比捏了彩笔，在画布上涂
涂，来得更大。”

刘开渠和郁达夫熟悉之后，二人越谈
越投机。当时，刘开渠在大学学的是油画
专业，郁达夫对艺术的独特见解，让他豁
然开朗，随即作出了艺术转向。在蔡元培
的支持下，刘开渠随后去了法国，师从世
界著名雕塑艺术家朴舍，学习雕塑艺术。

学成回国后，刘开渠到杭州任教，与
郁达夫又成了时常往来的师友。每每刘开
渠的雕塑作品问世，郁达夫都会大加赞
赏，认为这些雕刻“力量是充足的，线条
是遒劲的，表情是苦闷的”“疏疏落落的
几笔之中，孕育着多少的力量，多少的生
意”“完全是他的整个人格的再现”。尤其
是刘开渠为八十八师阵亡将士们修建纪念
铜像铸成后，郁达夫更是不吝赞美，认为

“这是有良心的艺术品”，是“何等富于实
感的杰作”。

当然，刘开渠最终没有辜负郁达夫的
厚望，创作了很多经典作品。比如，人民
英雄纪念碑上的主题浮雕 《胜利渡长江
解放全中国》《欢迎解放军》《支援前
线》，以及《毛泽东选集》封面上所使用
的领袖浮雕肖像，都出自刘开渠之手。

郁达夫点拨刘开渠
王 剑

吕其明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
作曲家、电影音乐作曲家，曾创作《红旗
颂》《使命》 等 10余部大中型交响乐作
品，并为《铁道游击队》《焦裕禄》《雷
雨》等200多部 （集） 影视剧作曲，《弹
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等歌曲广为传唱，深
受欢迎，先后获得第八届中国音乐金钟奖
终身成就奖、第十届中国金唱片奖综合类
最佳创作奖、“七一勋章”等荣誉。

吕其明的父亲吕惠生在1945年于南
京牺牲，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陈列中，有专
门介绍他的内容。1998年11月，雨花台
烈士陵园管理局一行3人，前往吕其明家
拜访，邀请他为纪念馆创作背景音乐。吕
其明毫不犹豫，当面承诺：“我是烈士的
后代，为烈士纪念馆创作背景音乐，义不
容辞，一定把它写好，分文不取。”他希
望能再到纪念馆瞻仰学习，并提出：一是
以普通文艺工作者、烈士后代的身份去学
习；二是不住高级宾馆，不参加宴请活
动；三是不接受媒体采访。

1999年 1 月，吕其明在南京一个部

队招待所里住下后，每天步行5分钟走到
雨花台，随观众进入纪念馆，以一名普通
观众的身份在馆内参观、体验、思考，同
时借阅了大量烈士的英雄事迹……回到上
海，他每天早上五六点钟就伏案创作，晚
上八九点钟尚未停歇。半年后，一部深
沉、委婉，为纪念千万革命先烈而创作的
管弦乐组曲《雨花祭——献给南京雨花台
烈士纪念馆》问世了。

《雨花祭》创作完成后，吕其明请上
海交响乐团协助演奏、录音 （共15个乐
章，长达60分钟）。考虑到雨花台烈士
纪念馆经费有限，他给上海交响乐团只
作了 6 万元预算。结果，100 多人的乐
队，大家节约交通、吃饭等开销，只
花了 2 万元，剩余的 4 万元由吕其明捐
给了纪念馆，他激动地说：“我的作品
能和烈士们共存，和父亲共存，我感到
无上荣耀。这是我的一颗赤子之心，不
仅对我的父亲，也是对无数革命烈士的
缅怀。如果父亲能知道，也一定会含笑
九泉。”

吕其明创作《雨花祭》
周惠斌

“远遂宋唐，直攀魏晋”

鲁迅存世的文化遗产中，各类
手稿可算是价值最大，也是最令人
赏心悦目的，笔笔最是值得世人
称道。出于对艺术的爱好和在北京
鲁迅博物馆工作的熏陶，我顺着鲁
迅书法艺术这条线探索下去，对他
的书法风格的师承产生了浓浓的
兴趣。

在鲁迅一生的书写史上，除家
学之外，影响较大的有两位老师，
一位是他幼学时期的老师寿镜吾，
一位是他的经学老师章太炎，而形
成他成熟的书法风格的直接原因还
在于他大量的抄碑活动。

鲁迅幼年时所尊敬的塾师寿镜
吾先生对他的影响是最具启蒙意义
的。鲁迅从 11 岁起到三味书屋读
书，共在三味书屋学习 5 年。他称
寿镜吾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
博 学 的 人 ”。 从 鲁 迅 的 回 忆 散 文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中可以看
到寿镜吾先生的严厉，鲁迅从他那
里学到了很多知识，书法方面也打
下了扎实的基础。寿镜吾常手抄汉
魏六朝古典文学，而这也正是鲁迅
读书的爱好。

鲁迅喜读魏晋文章，赞赏魏晋
名士的风度，这是他后来着力研究
嵇康、阮籍等名士的原因之一。汉
魏六朝是中国书法艺术的形成时
期，从鲁迅后来对汉碑及六朝墓志
的收藏，能看出他对这一时代书法
作品的爱好与重视。而鲁迅的书法
也透着汉魏风骨，郭沫若先生曾这
样评价鲁迅的书法艺术“远遂宋
唐，直攀魏晋”。

书法师从章太炎

对鲁迅书法产生影响的还有一
位老师就是国学大师章太炎，鲁迅
在日记中以“章师”来称呼自己的
老师。鲁迅1902年去日本留学，在
日本留学期间，听章太炎讲段氏
《说文解字注》《小学》 等，他那时
的文艺修养，是中西兼修、古今交
融的。鲁迅的旧文学，本来很渊
博，很笃实，经过章太炎的这一番
启发，境界更进一阶了。

鲁迅对章太炎非常钦佩，对他
也是非常尊敬，曾评价章太炎“先
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尤其被章
太炎渊博的学识及和蔼可亲的长者
风度所折服。章太炎的书法是尚碑
的，鲁迅的治学与书法的碑派倾向
都深受其影响。鲁迅还藏有章太炎
送给他的一幅珍贵的书法条幅，内
容是“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
满谷，在阬满阬。涂郤守神，以物
为量。书赠豫材章炳麟”。此条幅内
容取自《庄子·天运》，这段话是鲁

迅和章太炎师生二人都喜欢的句子。
鲁迅得此书法的时间是1915年

6月 17 日。当时章太炎被囚禁在北
京，作为弟子，他多次去探望老
师，可以看出彼此的感情之深。后

来他在给友人曹聚仁的信中写道：
“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
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鲁迅
对章太炎一直是非常热爱和敬重的。

章太炎擅长篆书，曾以篆书作
版书讲课，从鲁迅的手稿笔记中，
艺术风格能明显看到太炎的影子，
可见鲁迅是以章太炎书法为楷模的。

乾嘉学派的遗老

章太炎的老师是俞樾，俞樾为
清道光年间进士，经学大师，工书
法，篆隶尤为擅长。俞樾的老师是
阮元，他们都属清朝“乾嘉学派”
一脉。乾嘉学派是清代乾隆、嘉庆
时继宋明理学之后的一个有很大影
响的学术流派。乾嘉学派的学风
是：言必有据，文章朴实，又称汉
学、朴学、考据之学。乾嘉学派有
一个分支，称为“扬州学派”，以
阮元为代表。

阮元是乾嘉学派后期的杰出代
表，“笔法劲正遒秀，往往画不出
锋，犹如汉隶”，倡导碑学思想。由
于扬州学派的巨大影响力，又因为
当时的许多学者同时又是书法家，
如邓石如、伊秉绶、包世臣，直至
清末碑学集大成者康有为，把碑学
思想付诸书法实践，形成了一种带
有朴学学术影响的碑派书法。阮元
去世后，俞樾仍沿袭阮元的碑学书
法理论，师法唐碑，形成风气。

鲁迅有着扎实的书法功底，于
颜体和北碑兼备，悟得其中真谛，
其笔法、章法等完全含蕴在日常自
然的书写中，他的手稿，书写得更
加精致，用笔上更加洒脱，文人气
质更足，用笔不拘一格，充满了个
人情感，起笔上藏露结合，含蓄内
敛与舒展飘逸相结合，笔笔精准，
洒脱自如。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所谓“学者
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道
出了学术的发展不能囿于门户之成
见。书法的发展同此道理，它作为
最初记录语言和文字的符号，经过
数千年文人们代代相传的演绎，成
为一个艺术门类。

师承是书法发展的脉络，而不
断的个性探索形成了纷繁多样的表
现形式。在民国文人的学术圈里，
鲁迅是极具代表性的文人书法家。
用乾嘉学术与书法思想的脉络来贯
串，从阮元到俞樾到章太炎这条碑
派脉络承递下来，书法家的鲁迅可
称为乾嘉学派的遗老。

（作者单位：北京鲁迅博物馆）

鲁迅的书法师承谁？
如 月

鲁迅是最早书法协会的

会员。对于鲁迅的书法，文

坛上有一些纷争：有人说他

就是简单写字而已，也有人

说，鲁迅的书法自成一体，

是一种高妙的存在。

关于鲁迅文学的研究已

十分广泛，而对于鲁迅的书

法，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学者

有独到见解。

▲鲁迅书赠瞿秋白条幅

▲鲁迅书赠柳亚子《自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