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筆者年前參觀香港《文匯報》報史館
時，除了被靠近展廳大門的「文匯
報」、「文以載道 匯則興邦」這十一
個映入眼簾的大字和一系列璀璨奪目的
文物、展品所吸引外，亦對展板上介紹
的芸芸「開報元老」及「猛料員工」印
象深刻，他們包括：首任董事長李濟深
(著名軍事家、前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前中國國
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首任總主筆徐鑄
成(曾任上海《文匯報》社長)，首任總經
理嚴寶禮(上海《文匯報》創始人)，首任
總編輯唐納(著名演員、曾任上海《文匯
報》總編輯)，首任副總編柯靈(著名電影
理論家、曾任上海《文匯報》副社長)，
首任編委會委員胡繩(前中國社科院院
長、前全國政協副主席)，文藝周刊主編
茅盾(著名文學家、前中國文化部部長)，
香港《文匯報》旗下的新思潮周刊主編
郭沫若(著名詩人、前中國科學院院長)，
新思潮周刊主編侯外廬(著名思想家、前
西北大學校長)，經濟周刊主編千家駒(著
名經濟學家、前中國科學院院士)，史地
周刊主編翦伯贊(著名歷史學家、前北大
副校長)、科學生活周刊主編曾昭掄(著名
科學家、前中國教育部副部長)、青年周
刊主編宋雲彬(著名文史學者、前浙江省
文史館館長)和教育周刊主編孫起孟(著名
教育家、前全國工商聯副主席)等等。可
見創刊於1948年9月9日的香港《文匯
報》在「建報」初期可謂大師雲集、星
光熠熠！而在上述幾位才高八斗的《文
匯》文人當中，曾經跟香港達德學院扯
上關係的便有李濟深、胡繩、茅盾、郭
沫若、侯外廬、千家駒、翦伯贊、曾昭
掄及宋雲彬九人。
坐落於新界屯門青山的達德學院，今年

10月將迎來建校70周年紀念。事緣70年
前，即1946年6月，國民黨軍隊向中共解
放區發起進攻，大規模的內戰一觸即發。
內地一些作家、藝術家、哲學家、教育
家、詩人、記者和民主黨派人士，為免遭
到戰火蹂躪，遂紛紛南下香江。當時的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周恩來和中共中央黨校
校長董必武，便指示中共廣東區委書記尹
林平以及滯留香港的左翼民主人士在香港
設立一所全日制、四年制的文科大學，藉
以安頓這批南來名人，同時培育年輕學子
為即將新生的共和國效力。同年9月，達
德學院董事會推舉李濟深為董事長，並聘

用原廣東國民大學校長陳其瑗做院長。
1946年10月10日，香港達德學院宣佈
成立，10月 20日正式開課。校名「達
德」取自《禮記》之〈中庸〉篇：「智、
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學院借用
抗日名將蔡廷鍇在屯門新墟的芳園別墅作
校舍。
雖然達德的面積不算太大，僅得五百平

方米左右，但校園內卻薈萃了大量學識淵
博的著名學人執教鞭。黃藥眠(文學哲學
系主任)、鄧初民(法律政治系主任)、沈志
遠(商業經濟系主任)三君固然德高望重、
滿腹經綸，後來擔任香港《文匯報》各周
刊主編的文哲系胡繩教授、翦伯贊教授、
宋雲彬教授；法政系侯外廬教授；商經系
千家駒教授以及擔任基礎課英語科老師的
曾昭掄教授，也是學貫中西的知識分子。
另後來成為香港《文匯報》董事長的李濟
深、新思潮周刊主編的郭沫若和文藝周刊
主編的茅盾，則常被邀請到達德的民主禮
堂作專題講座。由是觀之，香港《文匯
報》那些「開報元勳」們的確跟達德有
頗深之淵源！
曾於達德就讀的朱崇山在《為了新中
國——訪香港達德學院舊址》一文裡回憶
道：「教授上課很受學生歡迎。侯外廬精
煉深刻，千家駒深入淺出，胡繩博大精
深……各有特點。」達德舉辦之專題講
座，內容涉獵甚廣，題材觸及政治、社
會、文藝、創作、國際關係等各方面，深
受達德學生追捧之餘，亦吸引到很多人從
九龍、港島慕名而來旁聽。當中又以茅盾
與郭沫若二人演講用時最長，一講便是一
整天，卻大受歡迎、座無虛席，部分聽衆
只能站在走廊或禮堂外欣賞。達德提供予
教授們的工資頗低，以郭沫若為例，雖然
身為大文豪，可是每次講課僅獲得10元
薪金，其中要用5元支付來回港島與屯門
間之車費，又要自付膳食費， 依然無悔
付出時間、心血來作育英才，其精神及毅
力不得不令人佩服。藉此亦可窺探到當時
的《文匯》文人在達德傳道、授業、解惑
的一般狀況。
達德學院只維持了兩年零四個月，便被

港英政府下令關閉，儘管如此，達德仍在
新中國建國過程和香港教育史上有舉足
輕重之地位。它不但讓800多名青年吸收
到豐富的歷史、文學、哲學、法律、政
治、商貿、財經等知識，而且也開拓了香
港的文化和學術思想空間。

任繼愈(1916年 4月15日至2009
年 7月 11日)，中國著名哲學家、
佛學家、歷史學家、國家圖書館
館長、名譽館長。2009年 1月 16
日，92歲高齡的中國國家圖書館
名譽館長任繼愈先生，和香港著
名學者饒宗頤等五位先生一道被
溫家寶總理聘為中央文史研究館
館員，在得知這一消息後，任老
十分高興，並鄭重表示：一定要
為弘揚中華文化盡自己最大的力
量。孰料不到半年，2009 年 7月
11日，任老就悄然離世。當天上
午，時任總理溫家寶當即委托辦
公室工作人員給相關負責人打電
話，轉達他對任老辭世的深切哀
悼，並向任老的親屬表示慰問。
任老與溫家寶總理的交情由來已

久，這種交情建立在對中華文化命
運的共同關注之上。溫總理與任老
的年齡相差四分之一個世紀，是名
副其實的忘年之交。溫總理對任老
始終深懷敬意，任老也將總理視為
知己，多次贈書、致信，就重點文

化工程建設、教育改革等建言獻策，而溫總理總是認真閱讀，及時覆
信。
2004年8月，傾注了任老大量心血的《大中華文庫》出版了第一批圖

書24種52冊。該文庫是我國歷史上首次系統全面地向世界推出的中國
古籍整理和翻譯的巨大文化工程，選收了歷代以來百餘部經典著作，由
古漢語譯成白話文，再由白話文譯成英文。任繼愈先生代表文庫工作委
員會將第一批書送給溫家寶，請總理「在百忙之中審閱，並請提出指導
性意見，以便於我們今後更好地開展此項工作。」
溫總理隨即回信：「謹對您及從事這項浩繁工程的各出版單位和全體
工作人員表示衷心的感謝和熱烈的祝賀。這部巨著的出版是弘揚中華民
族優秀文化的有益實踐和具體體現，對傳播中國文化，促進世界文化交
流與合作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這部文庫翻譯和出版質量之高，反映

了我國的出版水平。」「我國有悠久而燦爛
的歷史文化，希望你們以偉大的愛國熱忱、寬
廣的世界眼光和嚴謹的科學態度，鍥而不捨地
把這項光輝的事業進行到底。我堅信你們一定
能夠做到，也期待看到你們新的成果。」2009
年溫總理在參訪西班牙塞萬提斯學院時，將
《大中華文庫》作為國禮饋贈校方，可見文庫
在總理心中的分量，同時也體現出總理對以任
老等人辛勤勞動的高度肯定。
任老主持的另一個文化大工程——《中華大藏
經》也得益於他與溫總理的「文化交情」。自
1987年擔任國家圖書館館長後，任老即積極倡
議，以館藏的《趙城金藏》為基礎編輯《中華大
藏經》，終獲批准立項。經過16年努力，107
卷、1.2億字的《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正編》
編纂完成。之後，任老又組織力量整理編纂《中
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續編》，預計五年內完成
2.6億字的點校編纂任務。由於規模龐大，所費甚

多，進展比較緩慢。2007年，任老致信溫家寶總理請求幫助，溫家寶很快
就作出批示，明確要求財政部予以支持，從而使得此項工程得以順利推
進。
同樣是在上世紀80年代末，數百名中國學者發起編纂全面展示浩瀚

中華文化、總規模超過7億字的類書《中華大典》，由任老擔任主編。
2004年3月18日，任老和幾位專家聯名給溫總理寫信，將《中華大典》
的編纂意義予以說明，將遇到的困難告訴總理。溫總理又一次及時覆信
予以重視和支持，中央財政為此撥出專款2億元，原本因為經費短缺的
《中華大典》工程再次啟動，並擴大規模，將原來21個典擴大成24個
典。
2007年9月17日，有關部門受溫家寶總理委托看望任繼愈先生，送上

花籃，致以親切的問候。任老覺得「盛情關懷，無以回報」，於是就教
育問題向總理建言獻策。因為他覺得「我國教育面臨危機」，並「常為
此長夜不眠」。他認為中國的教育主要存在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缺乏
做人的教育，二是缺乏傳統歷史的愛國教育，三是缺乏創造力的教育，
可謂一針見血。溫總理在覆信中說：「您對我國教育事業十分關心，所
提意見中肯，給人以啟示。十七大報告已有教育方面的內容，會後國務
院還將就教育問題進行專門討論，當認真吸收您的意見。」時隔一年
多，我國開始制訂《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通過各種
方式徵求了社會各界意見210多萬條，其中就吸收和採納了任老所提的
有關意見。
2009年5月中旬，得知任繼愈先生生病住院，溫總理專門委托國務院參

事室主任陳進玉同志和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袁行霈先生專程前往北京醫院
探望。7月11日，獲悉任繼愈先生去世後，溫家寶總理心情十分沉重。當
天下午5時左右，總理親自打電話給國務院參事室負責人，他指出，參事
室、文史館還有一批年事已高、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一定要把他們照顧
好。
時光回轉到2008年，當溫家寶總理得知任老雖年過九旬、但仍關心中
央文史館工作後，明確表示要聘請任老為文史館館員。溫總理說，文化的
發展和繁榮，關鍵在人才，在一批領軍人物。文史館有敬老崇文的傳統，
像任繼愈老先生這樣在國內外有重要影響的文化界代表人物，年齡大一點
不要緊，吸收他們作館員，有利於充分發揮他們在推進國家文化建設中的
獨特作用。
一位矢志不移以振興中華文化為己任的大學者，一位視文化傳統為國家靈

魂的共和國總理，以文化為媒，就這樣演繹了一段墨香四溢的忘年交佳話。
我們有理由相信，中華文化之燈必定會點得更亮，傳得更久遠。

前《華僑日報》老闆岑才生以九十四歲高齡，於4月27日早上逝
世。聞者惜之，我更是黯然。
19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曾在《華僑日報》兼職。這「兼職」
實是怪得很，不用上班，也非報社職員，而是以包版的形式為《華
僑》編半版副刊。那時版名曰「群英會」，其意是招領各方英雄來耕
耘；可惜，才哥(那時我們這樣稱呼岑才生先生，雖然他年長我們很
多)對財是相當緊手的，包版是給一筆錢，由主編自行分配，包括稿費
和編輯費，製作則由《華僑》負責。包版費不高，自是請不到「真．
英雄」助陣，但也搞得有聲有色。直到《華僑》轉讓《南華早報》，
那才壽終正寢。
記憶中，每日的黃昏，我都跑上《華僑》發稿和編稿，逗留一至兩

小時。有時得遇才哥，都寒暄幾句。我曾多番請他為「群英會」提點
意見，他總是笑口吟吟：「不錯啦。編輯自主，你鍾意點搞就點
搞。」這就是才哥的本色。
這「本色」其實害了他。《華僑》晚近幾年，就是在他的「編輯自

主」下，同日一張報紙，同一篇鱔稿每見於不同版面，才哥居然不炒
魷、不責怪、不整頓。《華僑》質素，自是每況愈下。
才哥太好人了。這是華僑人的評價。當年每上《華僑》編輯部，都

感受到一片平和，一片輕鬆的氣氛。我坐在其中，變得十分慵懶，十
分的舒適。
我是頗懷念那段日子的。
有人說，才哥太子爺出身，秉承父親岑維休的產業，是不懂辦報
的，他只是老闆，不是報人。這說錯了，才哥是真正的報人。
才哥留學美國，讀經濟學，得碩士。1945年入《華僑》營業部，從

低做起；1954年後任日報編輯；1957年出任經理；1985年任總經
理。到1986年父親離世，才接任社長。
才哥歷經營業部、編輯部，對報紙的運作了如指掌，這可見於1955

年出版的一部名曰《報紙》的書，封面作者署何建章、歐陽百川、吳
灞陵、岑才生。內容其實多由岑才生執筆，何建章是當時日報的總編
輯，歐陽百川和吳灞陵是編輯。吳灞陵開篇寫〈報紙之史的發展〉，
佔三頁；何建章寫第三章〈畧論記者工作與修養〉，佔兩頁；歐陽百
川寫第四章〈編輯工作概述〉，佔兩頁，都是篇幅甚短之作。其餘四
章〈香港報紙的組織〉、〈報紙出版程序〉、〈什麼是新聞〉、〈怎

樣讀報〉的長文，都由才哥執筆。
從這幾章可以看到當時報紙的面
貌，插圖亦多。在印製技術開始躍
飛的上世紀90年代，這部描述傳統
報館運作的《報紙》，實在是一部
史書。吳灞陵說：「今日(按：指50
年代)香港報紙仍在一切現代的優越
條件下邁進，其理論與實際，可從
這部《報紙》窺其全貌，因為作者
岑君才生不但是新聞學的研究者，
並且負起了搞好一張報紙的實務，
其深入淺出的寫法，大有助於讀者
對於報紙的了解。」確然。
才哥去矣。他是我從事報業以來

「最仁慈的老闆」。

作家陳忠實走了。
他去世的時候，只有七十三歲。按照傳統的說法，「七十三，八十
四」，叫做「旬頭」。據說，孔子只活了七十三歲，而孟子則活了八
十四歲。現實生活中，國人身上似乎確實存在這麼一個生物鐘，它就
像一道咒語，又分明是一道刻痕，時刻提醒你生命長度的有限。
對孔孟而言是這樣，對其他很多人而言也是如此。
對一個作家來講，七十多歲就離開未免太可惜了。有文友在朋友
圈裡議論說，「大家要練好身體，爭取寫得更長。」她的話，也曾
引發了大家幾分感慨。
上世紀九十年代，陝西作家群是一個閃亮的字眼。以賈平凹、陳忠
實為領軍人物的陝西作家隊伍，幾乎每年都有沉甸甸的收穫。他們的
作品，不僅數量上頗為可觀，在寫法上的突破也令人側目。1990年代
後期，內地下崗潮興起，我所在的小縣城裡，到處都是下崗工人的書
攤。這些書攤所售賣的，其實都是盜版書。時隔近二十年，我仍然記
得那些被盜版作品的書名：《廢都》、《白鹿原》、《騷土》……在
我的記憶裡，其中近一半都是陝西作家的作品。陝西作家厚重，陝西
作家文筆樸實，陝西作家喜歡寫黃土坡上發生的故事。
《白鹿原》問世以後，有無數人讀過這部作品。除了一次次再版，
更有無數的書商為了利潤盜印這本書。其間，這本書更經歷了修改與
刪減，就像一個在舞台上演出的演員，中場一次次去補妝那樣。我
想，對於一本小說而言，對於一本書來講，這當然是一種褒獎。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命運，一本書也是如此。古往今來，有多少作
品經歷過刪減、盜刻與毀版？《白鹿原》憑借自己獨特的藝術特色
被大家認可，尤其是被盜版商認可，這是很有趣的事情。
陳忠實出生於1940年代，他們那一代人的經歷堪稱坎坷。他們

在襁褓之中經歷了抗日戰爭，童年時代經歷了解放戰爭。再後來，
他們少年時代經歷過饑饉，然後還有其他諸多的波折不斷。
據說，作家閻連科曾是一位地道的農民，他在《我與父輩》一書中

說，自己因為一個難得的機遇，得到一份在礦山工作的活兒。此後，

「每天雙班，一口氣幹十六個小時，整整四十一天沒有下山」。如此
繁重的勞動令人望而生畏，但對閻連科來講，卻是必須珍惜的機緣，
否則他就得回家種地。有一次，他看到作家張抗抗的一本書，從書的
封皮上得知，張因為寫了這部小說從此脫離了北大荒而留在哈爾濱。
受到啟發的閻連科於是發奮寫作，多年後終於走出農村。
閻連科是比陳忠實晚一代的作家。陳忠實的境遇或許比他好一

些，因為陳曾經是一名基層幹部，但是陳似乎也沒有少受命運的擺
佈。據說，陳忠實回家發奮寫《白鹿原》，數年後終於完稿，他抱
一大堆稿紙對妻子說，這本稿子如果成功，就可以進城住樓房；
否則，就做好在鄉下呆一輩子的打算吧——這段文字，不知是否真
實。這段文字裡所講的故事，分明有一絲悲壯的色彩。
閻連科和陳忠實如此，馬爾克斯的境遇也好不到哪裡去。
談到《百年孤獨》，馬爾克斯回憶說，「(那時)我每天都寫作，甚至
星期日也寫，從早上9點寫到下午3點……每天工作的時間中，我吸
40支香煙，其他時間我盡量不讓香煙毒害自己了」。在長達18個月的
寫作期間，馬爾克斯不知妻子是如何籌款維持生計的。當寫到一半，
他給妻子的5,000美元已花光，只好當了汽車……
1940年代出生的作家，很多都是苦難餵大的。困難，或者說苦

難成就了他們的名聲。但，真正使他們得到這一切的，其實還是對
人性卓越的洞察力。有評論家說，陳忠實的文字，無情地撕去遮掩
在傳統社會身上虛偽的外衣。讓很多人、很多角色極不舒服：對一
輩子「娶了七個老婆」的白嘉軒而言如此，對鹿子霖而言如此，對
無數後來人而言更是如此。
長篇小說《白鹿原》中，曾一再出現「呻喚」一詞。這個詞多次
出現在田小娥交歡的呻吟聲裡，也出現在其他場景裡。這是一個讓
人感慨的詞語，它包含生活的酸甜苦辣。有慾望在湧動，也有感
慨在遊走。對於1970年代後期出生的某些讀者而言，《白鹿原》
和《廢都》無疑還擔當了性啟蒙導師的角色。田小娥和黑娃，田小
娥和鹿子霖之間的愛恨情仇，曾讓多少人感慨萬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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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上的呻喚

《文匯》文人在達德

20162016年年55月月33日日（（星期二星期二））B6 文 匯 園■責任編輯：鄺御龍文 匯 副 刊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本版逢周二、六刊出

歷
史
與
空
間

字裡行間

詩
詞
偶
拾

詩
詞
偶
拾

■周軒諾

■馮 磊

■

左
文

生活點滴

來 鴻

遊順德順峰山景區
拙政園疑飛來瞬，
西湖柳岸似夢得。
順峰坊側青雲塔，
倒映蓮洲採浮荷。
亭榭漣漪光弄壁，
玉欄留影賦巍峨。
閒坪情侶臥青草，
遙指天物猜鷹鴿。

註：拙政園，江蘇蘇州著名林園；西湖柳岸，杭州西湖蘇堤柳林。

■任繼愈 網上圖片

■《報紙》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