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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山本实彦

在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
悟》一书中，梁漱溟先生对当时民族自
救之路进行了全面反思，对解决中国问
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认为，必须从
民族自觉出发，来一个民族“自救运动
再发动”，即所谓“中国民族自救运动
之最后觉悟”。虽然梁漱溟先生的答案
并不符合当时中国实际，但其为国为民
的拳拳之心却清晰可见。

笔者收藏的是中华书局1935年10
月再版本，封面有梁漱溟先生亲笔题
记：“山本实彦先生教，梁漱溟赠”。遗
憾的是，山本实彦四字名款被涂抹，须
仔细辨认，方隐约可见。

山本实彦是日本改造社社长，曾创
办《改造》杂志，有《中国》《新欧洲
人生》《苏联瞥见》《世界文化人巡礼》
等著作行世。他多次访问中国，与鲁
迅、周作人、茅盾、郁达夫等很多中国
文化界人士均有交往。

其中，和鲁迅先生的交往最为人所
熟知。在鲁迅日记中，山本实彦出现过
三次：1934年1月8日，“得山本实彦
明信片”。1936年2月11日，“午内山
君邀往新月亭食鹌鹑，同席为山本实彦
君”。1936年 2月 24日，“午山本实彦
君赠烟卷十二合，并邀至新亚午餐，同
席九人”。

山本实彦曾策划在日出版鲁迅著
作。最初，拟在日出版 《鲁迅杂感选
集》。鲁迅答应了，交胡风选编，请鹿
地亘翻译。不久鲁迅逝世，山本实彦更
改计划，策划出版了七卷本《大鲁迅全
集》，1937年 2月开始出版面世，8月
全部刊印结束。这部改造社版《大鲁迅
全集》，规模宏大、装帧精美，具有很
高的收藏价值。

在山本实彦日文著作《中国》中，
留下了一些资料。《中国》记述了山本
实彦在杭州、南京、苏州、上海等地的
访问情况，介绍了当地风景名胜、社会
现状等，也谈论了新疆、西藏、云南、
广西、青海、陕西、四川等地区的问
题，还谈论了鲁迅、瞿秋白、梁漱溟、
蔡元培、张学良等当时有重要影响的政
治文化界人物。其中《梁漱溟》一文，
保存了梁漱溟与山本实彦交流资料。

梁漱溟与山本实彦的交往

梁漱溟与山本实彦有过接触，未见
梁漱溟提及，也未见梁漱溟相关传记提
及，似不为人所知。

据山本实彦记述，1936 年 4 月 27
日早晨，突然接到梁漱溟打来的电话，
表示要与山本实彦在东京会面。据
1936年 5月 20日梁漱溟在山东乡村建

设研究院大礼堂作的《东游观感记略》演
讲：“我是上月19日离开邹平，昨天——
5月 19日——回到邹平，很整齐的一个
月。在日本住了三星期，其余的时间都在
来回的路上。”“最先是到长崎，下船去看
了一下，又接着上船到神户。在神户登
岸，休息一夜；坐火车，一直奔东京。在
东京住了近十天，才又往西京大阪这边来
……在这三个地方住了四天。又去福冈耽
搁了三天。末了到门司上船就回国了……
当中曾经到几个县里和町村里去参观，多
半是住在大都市，而白天下乡，夜晚回来
睡。”当时正是梁漱溟赴日考察期间。

之后，梁漱溟率领当地中学校长（应
为朱经国）等数人访问了改造社。此次会
见，山本实彦对梁漱溟留下深刻印象，他
写道：“ （梁漱溟） 个子不高，态度沉
稳，目光炯炯，见识不凡。与中国其他政
治家相比，是一位看破世俗、努力实现自
己理想的成熟男人。”他还介绍了梁漱溟
的社会活动，提及他曾任北京大学印度哲
学教授，学术观点与胡适相反，著有《东
西文化及哲学》；介绍了梁漱溟在邹平开
展的乡村建设运动，著有《中国民族自救
运动之最后觉悟》《邹平试验区概况》《中
国之地方自治问题》《村学乡学须知》《乡
村建设论文集》等著作。

山本实彦还详细介绍了梁漱溟的乡村
建设实验。并认为梁漱溟在邹平搞乡村建
设实验，对其发展乡村建设理论和进行管
理非常有利。他对梁漱溟在邹平的一些做
法颇为赞赏，特别是农村金融流通处的设
置，山本实彦认为日本作为发达国家，在
这一点上也有不足之处。

虽然山本实彦认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
实验还算成功，但他对梁漱溟声称“几年
之内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几百个模范村”感
到忧心忡忡。主要是这个建设事业面临着
当时的各省抗争及大工业生产等障碍。不
过当时可能没人料到，导致梁漱溟失败的
直接原因竟然不是这些大的障碍，而是不
久之后开始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

山本实彦特别谈到梁漱溟赠送他几册
著作，并着重介绍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
之最后觉悟》：“此书民国廿二年在上海刊

行，共四百廿六页，是一本论文集。”

钩沉湮没历史的契机

梁漱溟对访问改造社情况却从未提
及。梁漱溟在日期间作《我在日本参观后
的感想》演讲中谈到：“我这次与长谷川
如是闲，伏室高信，侨本传左卫门，小出
满二等谈话，大致都说日本农村虽有问
题，资本主义与农业，都市与农村，虽有
矛盾的地方，但仍有办法。”演讲中提到
的几个人都是日本社会名流和专业人士，
长谷川如是闲是作家，伏室高信是日本评
论社编辑，侨本传左卫门是京都帝国大学
农业部教授，小出满二是九州帝国大学农
业部教授，没有提到与山本实彦谈话。

回国后作《东游观感记略》演讲，提
及在长崎“到街市及山上去玩”，到奈良

“游览”，参观“川崎造船厂”，到“村役
场或小学校等公共机关”访问，也没有谈
及访问改造社情况。梁漱溟1936年夏在
山东省立十二校师范女生乡村服务训练处
作《中国社会构造问题》讲话，1936年
10月发表《中日农村运动的异同及今后
中国乡村建设之动向》，都曾谈到访日见
闻，也未谈及此事。梁漱溟的几次演讲和
文章，详细介绍了日本乡村和城市发展情
况，提及日本的教育、社会等，但未谈到
访问改造社所见所感，在其他文章、书
信、日记中也未见相关内容。

梁漱溟没有谈及访问改造社可能是因
为没有达到访问目的。据《我在日本参观
后的感想》记载，梁漱溟访日的目的是考
察日本农村经济更生计划和了解日本社会
内部问题：“一、我在国内干乡建工作已
有六七年，近来听说日本有它的农村问
题，所以有农村经济更生的计划，这与我
们的工作很相似，颇可作我们的参考，所
以来此到各处去参观访问，这是动机之
一。二、更有重要的动机，是想了解整个
的日本——日本社会内部的问题。这几年
来，关系更恶化、更纠纷、更紧张，前途
殊难预料，所以有了解日本的必要。……
故为观察中日的前途，并为深切了解这个
问题起见，特来此参观。此次为时虽短，
但比单在书报上看，也许亲切一点，多知
道一点。这是动机二。”梁漱溟在与山本
实彦的会谈中也表示要“到静冈、长野、
爱知、福冈等地农村参访”，之后梁漱溟

的行程确实是这样安排的。为了了解日本
社会内部问题，梁漱溟向山本实彦询问了
日本“二二六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前后情
况。但对梁漱溟的询问，山本实彦自承没
有“敞开胸襟，尽情谈话”，梁漱溟可能
在山本实彦处对此事件了解不多，因此在
演讲和文章中没有谈及访问改造社及“二
二六事件”。

书简手迹和签名照片

在书中，还印有一件梁漱溟书简手迹
和一帧签名照片。这件书简很短，只有几
十字，写在印有“山东乡村建设研究”的
专用信笺上，现将文字释读如下：

山本实彦先生大鉴：
顷奉
手书，敬悉种切。承索敝人照像，谨

随函寄上一张，祈
即查收。天气溽暑，诸望珍摄。草

此，不尽以覆，即请
夏安。

梁漱溟敬启
七月三日

这封信应写于1936年7月3日。理由
如下：第一，《中国》于1936年9月由改
造社出版，此信写寄时间应在此之前。第
二，山本实彦在《梁漱溟》文中明确提到
梁漱溟给他打电话“让他感到很惊讶”，
因“二人此前并无交往”，其了解梁漱溟
及乡村建设运动是“1936年2月韩复榘介
绍的”。结合梁漱溟访日期间为1936年4
月到5月，可以断定此信写于1936年7月
3日。书简中提到“顷奉手书……承索鄙
人照像”，应是梁漱溟回国后，山本实彦
去函索要照片以为纪念。印在书中的签名
照片，即应是梁漱溟“随函寄上一张”的
照片。至于书简和签名照片原件在何处已
不得而知，因被山本实彦影印在书中，得
以留有墨痕。

梁漱溟赠送的几册著作，除了笔者所
藏一册，其余估计早已散佚。这册书当年
漂洋过海，由中国到日本，成为梁漱溟与
山本实彦交流的见证；如今又从日本漂流
回中国，成为钩沉这段湮没历史的契机，
也许这就是签名书的价值。

（作者单位：沈阳市政协研究室）

梁漱溟的一本赠书
燕宏博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

后觉悟》1932年9月由北平村

治月刊社出版，1933年4月改

由中华书局印行。这部书系

梁漱溟先生论文集，包括正

集10篇文章和附集6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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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清代画家万上遴的《红梅图》，清
肌傲骨的主干，分叉的枝条，一朵朵红梅宛
若点缀在枝头的报春使者，令人眼界豁然开
朗，仿佛看到了一个万紫千红的明媚春天。

万上遴《红梅图》轴，画面构图严谨而
又疏朗，刻画的是一株老梅新花的场景。作
者没有展示整株梅树，而是截取其中一段，
主干弯曲向上，粗壮遒劲，参天挺立，上下
不见树根和枝顶，顶天立地贯穿画幅，俨然
已经将画意延伸至画面之外，令人联想到唐
代诗人柳宗元吟早梅的诗句：“早梅发高
树，迥映楚天碧。”

古梅树干上分出一些枝杈，有的倾斜伸
展，有的弯曲倒垂，姿态参差交错，俯仰各
异，枝梢雄劲，撑出左右画幅，枝上红梅绽
开，有的两朵相对，有的挤挤簇簇，烂漫怒
放；有的枝头独立，玉洁冰清，幽香扑鼻，
尽显“凌寒独自开”的精神风采，而树身各
处密布瘿结，又为梅树增添了一种岁月沧桑
之感。

万上遴的《红梅图》画面右下方，有作
者草书题跋：“辋冈上遴。”钤朱文“上遴之
印”“辋冈画记”二印。红梅于冬春之际开

花，有报春花之称，迎雪吐艳，凌寒飘香，
催人奋进。作者以红梅为主题，寄托了崇尚
红梅精神品质和气节操守的一种思想情怀。

万上遴幼年丧父，家境清贫，从小聪颖
好学，特别喜欢唐代著名诗人、画家王维的
诗画，勤加练习，每画一幅画就写一首诗，
为他日后的书画成就打下了基础。万上遴科
场不畅，数度应试而不第，只考取拔贡，主
要活跃于清乾隆、嘉庆时期。工山水、花
卉，笔墨超逸秀丽，所画山水结构严谨，林
壑深邃，意境幽深，有“尺幅千里之胜”
之称。

万上遴擅长画梅，尤其是以手指蘸墨所
画梅花，疏花细蕊，点染自如，别开生面，
独具一格，时人称之“指梅”，享誉一时，
有人将他的品性与汉末“南州高士”徐孺子
相比，而将他的才气与年长他46岁的“扬
州八怪”之一的郑燮相提并论，称他“双清
心迹高徐孺，三纪才名老郑燮”，这已经是
极高的评价了。

万上遴诗、书、画兼工，书法尤精行
草，“书、画、行、草”均“细筋入骨”，与
同时期的书法大家翁方纲过从甚密，曾为翁

画《谷园书屋图》。这幅画上的题跋虽然只有
寥寥数字，却颇见功力。

万上遴曾任清宫画院待诏，专事绘画，尤
喜画梅，他笔下的红梅、白梅、墨梅千姿百
态，各具特色。他的一生都在艺术追求中度
过，年过古稀仍然笔耕不辍，清嘉庆十八年
（1813 年），也就是他去世那年，还创作了
《指画墨梅图》，体现了一位画家生命不息艺术
不止的精神风貌。

万上遴有多幅梅画佳作传世，辽宁省博物
馆、安徽省博物院、江西萍乡博物馆、旅顺博物
馆、金陵天渡楼等都收藏有他的梅花题材作品，
鄂儒询《历代梅画赏析》一书，挑选了宋、元、
明、清四朝之34位画家的画梅名作，其中便有万
上遴的一幅《梅花图》，可见其梅画具有一定的
时代代表性。

万上遴的《红梅图》采用截景式构图，上
下左右比例对称，景物繁密有致，留白左密右
疏，自然协调。设色恬淡，主题鲜明，立意高
雅。行笔稳健，线条流畅而不滞塞，树干浑圆
虬曲，自然生长；梅枝弯折恣肆，欹仰奇绝，
各具其态；用墨浓淡相宜，浓墨勾枝点苔，淡
墨虚染树干、细枝，暗香疏影，阴阳向背，虚
实相生。作者以指法画梅花，色调深浅结合，
粉色、红色交替点染，尤其是那红色间白的粉
色梅花，妖娆多姿，清逸脱俗，颇有几分宋代
诗人王十朋笔下《红梅》“犹余雪霜态，未肯
十分红”的意态之美；再以墨笔点蕊，只见一
朵朵梅花跃然枝头，万花缀梅枝，呈现出“忽
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的美妙
意境。

一树独先天下春
李笙清

在厦门市同安区大轮山南麓
的梵天寺内，有一座已历经600
多年风雨的“文公书院”，这是
同安最早的官办书院，明朝时
期，这里曾经培养出一位不畏权
势的廉官许獬。

许獬，原名行周，同安翔风
里后浦村（今金门）人，出身书
香门第，自小聪慧，6岁左右就
遍读经史，9岁便能写一手好文
章，13岁已名震文坛，被称为

“金门第一才子”，秀才和举人都
争相抄录他写的文章。当时，泉
州文坛领袖郑耀称赞他是天下奇
才。“獬”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
异兽，有分辨是非曲直的特殊能
力。许獬曾梦见自己金榜题名，
他想做一个正直的官员，所以自
己改名为“獬”，并写下名言：

“取天下第一等名位，不如干天
下第一等事业，更不如做天下第
一等人品。”明万历二十九年，
许獬高中会元，殿试再中榜眼，
授翰林院修编。

许獬为官清廉、气节高雅。
当时，许獬的书法很有名气，有
个东厂太监的母亲要过生日，其
附庸风雅想要给母亲送许獬的
字，于是派人送去一大箱金银珠
宝。许獬对此深恶痛绝，因此果
断拒绝。小太监以为是润笔费太
少，又送了一箱财物，没想到连
人带钱都被许獬轰了出去。后
来，小太监添油加醋地把自己的
遭遇告诉了东厂主管王国臣。王

国臣见许獬不贪财物，又试着
给他送去美女。尽管许獬的妻
子因病双目失明，许獬的岳父
也让他休妻另娶，但许獬始终
对妻子不离不弃，王国臣也没
能通过这种方式让许獬就范。
许獬后来生病请假回乡，囊中
仅十数金。

万历三十年，明朝国库空
虚，皇帝派太监前往全国各地
征税，王国臣建议“分刮山海
之利”，但明朝施行严厉的海
禁，同安等沿海渔民们被禁止
下海捕鱼或搞航运，并无利
收，却要交“山之利和海之利
（两重税） ”，该政策将加重沿
海居民的税负。许獬深知其
弊，联合其他御史积极上书，
言明“轻税赋重生息”的道
理，最终制止了这一政策。

许獬力求第一等人品的品
质，也表现在严谨的治学态度
上。在学术争议上，他不惧权
威、权势，人称“生无媚骨，学
有别肠”。许獬曾写《孟义》一
文，因和主流观念不同，被当
时的学使弃之不用，在下任学
使到任后，他又将原文呈上，
表现一种求实的精神。许獬也
是一位高产的学者，作品涉及
儒学经典阐释考据、时评、诗
歌散文等多个门类，著有 《许
钟斗集》《八经类集》《丛青轩
集》《四书阐旨合喙鸣》《四书
崇熹注解》等作品集。

文公书院说许獬
本报记者 照宁

本报讯 （记者 付裕） 日
前，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伍炳亮
家具作品收藏仪式，入藏伍炳亮
5套家具作品。

其中，两套仿清宫御制七重
檐宝塔分别为越南黄花梨和小叶
紫檀材质，选料厚实华美，工艺
精雕细刻，代表了当代传统家具
设计制作的最高艺术水准。三套
黄花梨微缩家具更是难得一见，
器型涵盖案、柜、坐具、卧具等
品种，体量虽小却让观者过目难
忘。这些精品之作融技术与艺
术、实用与观赏为一体，具有高
度的科学性和深厚的文化内涵。

伍炳亮是我国著名的明清家
具收藏家、鉴赏家、明清家具设
计与制器大家、中国工艺美术大
师、首届轻工大国工匠。自

1979 年起，伍炳亮开始从事明
清家具收藏、研究和设计制作，
至今已40余载。作为中国传统
家具艺术的继承者与创新的实践
者，他对明清家具的鉴藏、研究
以及设计制作有着深厚而独到的
见解，对中国传统家具继承、发
展、改良、创新，设计制作出多
款富有艺术价值的明清式艺术家
具精品。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
对伍炳亮的捐赠义举表示衷心的
感谢，希望通过此次收藏进一步
展示中国传统家具作品的艺术特
色和文化意蕴。他表示，相信此
次家具作品的入藏对进一步丰富
国家博物馆藏品体系、提升博物
馆藏品质量等方面，都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国博收藏5件伍炳亮家具作品

西汉彩绘漆云凤纹大圆盘出
土于荆州江陵高台 2 号西汉墓，
为一块整木板剜凿而成。

此盘构图具有西汉漆器装饰
的鲜明特征。盘内底髹黑漆，又
用朱漆宽带分隔成三圈，内、外
圈以朱漆绘云凤纹，内圈正中朱

绘三首联体变形凤鸟纹，四周绘
云凤纹。外圈云凤纹与内圈相
同。中圈及盘的内外壁均绘三角
形变形凤鸟纹图案，并连续组成
装饰带。盘的沿面用重复的水波
夹圆点纹进行装饰。盘外壁髹
黑漆。

▲梁漱溟签名照片

▲梁漱溟签赠山本实彦《中国民族
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 ▲梁漱溟致山本实彦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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