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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嘉裕
90後創業家

零零

1927 年 6 月 2 日 ， 王 國 維
（1877-1927）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魚
藻軒。其遺書云：「五十之年，只欠一
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清祚於宣

統三年（1911
年）告終，距
離王國維之死
恰 為 17 年 ，
「十七年家國
久魂銷」即指
此。「剩水殘
山」既實指王
國維自沉之地
乃皇家遺留之
昆 明 湖 萬 壽
山，又暗示當

時中國所面臨的內憂外患、殘山剩水。
「牙籤」指書籍，此處特指王國維的藏
書，「玄文奇字」則是對王國維著作之
譽，「謬承遺命」指遺書中委託陳寅恪
整理書籍之事。此聯一出，時人紛紛讚
之，被譽為輓聯中最佳之作。
書信內容：「十七年家國久魂銷，

猶餘賸水（昆明湖）殘山（萬壽山），
留與纍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籤新手觸，
待檢玄文奇字，謬承遺命倍傷神。觀堂
先生靈鑒 後學陳寅恪拜挽」
「請大筆一書為感，字傍加圈者有
『纍』及『玄』兩字，若寫作『累』，
恐人讀仄聲。若寫作『玄』，則犯廟諱
故也。求書時注意及之，禮拜三日下午
來取此聯，又及。寅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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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歷史課本裡，西漢的「張騫通西域」是
必讀的部分，這也讓這位絲綢之路的開拓者和古代
最著名的外交家成為童叟皆知的人物。近日，以張
騫為主角的特種郵票正式對外發行，這套郵票含兩
枚郵票和一枚小型張，由著名畫家高雲創作。
高雲畢業於南京藝術學院中國畫專業，長期從

事藝術創作、美術出版和藝術生產管理工作，現為
江蘇藝術基金會副理事長，江蘇省文聯副主席，江
蘇省中國畫學會會長，江蘇省美術館名譽館長。此
前他曾經創作過的特種郵票包括徐霞客、梁祝、蘇
軾等著名歷史人物，更獲聘為全國三位特邀郵票設
計家之一。此次創作張騫郵票，他採用了自己最擅
長的中國傳統工筆繪畫的形式表現，並突出了「鑿
空」理念。
在高雲看來，創作《張騫》這套郵票的棘手之
處在於要表現的是個真實的歷史人物，為此他花了
很長時間來研究漢代歷史和當時不同階層的服飾，
並查閱大量的歷史文獻資料，深入了解張騫的個
性、經歷，以推測出他的內在性格。最終呈現在我
們眼前的張騫的形象鬚髮濃密、身材偏瘦、皮膚黝
黑健康而又慈眉善目，兼具文人、外交使節、旅行
家等多重氣質，獲得了專家們的一致認可。
高雲特別介紹，用「鑿空」理念創作，靈感來
自司馬遷在《史記》中的評價「然張騫鑿空，其後
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外國由此信
之。」「鑿空」意為「開通大道」，大道即是史稱
的絲綢之路。這套郵票第一枚「鑿空西域」，表現
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被匈奴扣押的情景。畫面中
張騫側身而立，以凌亂的頭髮、陳舊的衣衫，刻畫
了他當時的窘境。但他雖然落魄異國，仍手執節
杖，心繫大漢，遙望故土，集孤獨、惆悵、忠誠和
悲愴於一身；背景輔以為荒涼的大漠，遠去的大

雁，落日的餘暉，既點明了張騫所處之地，又烘托
了張騫此時此刻的心緒。第二枚「開闢絲路」，表
現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受到高規格禮遇的場面。
穿着考究的張騫，正在以漢朝使節的身份遞交國
書；彼此和顏悅色，體現了友好往來的氛圍。華麗
的拱門與柱子，非凡的服飾與形象，加上持節的衛
兵，都在彰顯着異域的環境、隆重的場面和張騫二
度出使的成功，進而昭示了開拓絲路的始成。小型
張則以張騫為中心，採取仰視的構圖，表現張騫宣
讀詔書代表漢王朝行使權利的瞬間，背景畫上了典
型的漢代建築群，寓意着張騫之所以成功西使，開
闢絲路，強盛的漢王朝是有力的支撐。
另據了解，張騫也是第六位走上中國郵政發行

的「歷史文化名人系列郵票」的傳奇人物。此前，
中國郵政先後發行了《孔子》、《關公》、《諸葛
亮》、《包拯》和《玄奘》系列郵票。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帆
圖片由高雲提供

科技興則民族興，科技強則國家強。為鼓
勵更多科技創新，中國郵政日前在第二屆深
圳（國際）科技影視周——科技文化展上首
發《科技創新》紀念郵票，每套5枚，圖案
內容分別為：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
「墨子號」量子科學實驗衛星、「探索一
號」科考船、渤海糧倉科技示範工程、「神
威·太湖之光」超級計算機。全套郵票面值為
6.60元，由杜鈺凱設計，遼寧省瀋陽郵電印
刷廠印製。現場還免費發放紀念封、紀念
戳，臨時郵局戳，明信片、紀念張各一套，
每套80枚，藏書票一枚等。
據中國郵政深圳分公司介紹，《科技創
新》紀念郵票展現了我國在科技領域取得的
一批國際領先的重大成果：第一枚500米口
徑球面射電望遠鏡，畫面以望遠鏡的主體結
構為表現元素，描繪了主動反射面技術、輕
型索拖動饋源支撐技術和利用天然地貌建設
巨型望遠鏡的三大自主技術創新點。郵票背
景通過表現中性氫、脈衝星、空間天體等科
學符號，展現了望遠鏡作為多學科基礎研究
平台的強大功能。在紫外光下觀察，模擬了
射電望遠鏡從天空接收信號，再從射電望遠
鏡鏡面反射到饋源的科學原理。
第二枚「墨子號」量子科學實驗衛星的主
要科學目標是借助衛星平台，進行星地高速
量子密鑰分發實驗，並在此基礎上進行廣域
量子密鑰網絡實驗；二是在空間尺度進行量
子糾纏分發和量子隱形傳態實驗，開展空間
尺度量子力學完備性檢驗的實驗研究。畫面

以宇宙空間中的衛星和地球為主要表現對
象，地球上的五個點分別表示南山、德令
哈、興隆、麗江四個量子通信地面站和位於
阿里的量子隱形傳態實驗站。紫外光下，兩
束光直射北京興隆站和新江南山站，表現了
「墨子號」最主要的科學實驗。
第三枚「探索一號」科考船，畫面以4,500

米載人潛水器工作母船及深海科考通用平
台——「探索一號」為畫面主體，除此以外
畫面中還表現了其搭載的「海斗」號無人潛
水器、「天涯」號着陸器、「海翼」號水下
滑翔機的形象。紫外光下，表現了「海斗」
號無人潛水器、「天涯」號着陸器和「海
翼」號水下滑翔機在海底最大的下潛深度。
第四枚渤海糧倉科技示範工程，畫面表現

了豐收的場景，體現了中低產田和鹽鹼荒地
的改造對農業增產、增收的顯著效果，此外
畫面中的無人機、田間檢測儀等新技術也體
現了基於現代農業技術背景下的傳統農業技
術變革。紫外光下，愈往下愈高的鹽分表現
了鹽鹼地改造過程中鹽分的下移。
第五枚「神威．太湖之光」超級計算機，
郵票畫面以位於江蘇省國家超級計算無錫中
心的超級計算機機櫃為主體元素，畫面背景
表現了超級計算機在航空航天、天氣氣候、
生物信息、材料科學、計算化學等國家高科
技領域和尖端技術研究中的廣泛應用。紫外
光下，計算機發射的代表二進制的「0」和
「1」視覺化了不能被看見的超級運算能力。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科技創新》紀念郵票首發
方寸之間顯國威

絲路使者張騫登上中國郵票

是次展覽展出多位清華大學著名學者超過130篇從未發表的親筆
信札、手稿和講義。展覽由清華藝術博物館借出館藏的學人手

跡共134件，展品既呈現了清華學人們20世紀中對不同學科的貢
獻，亦勾勒出中國現代學術發展的軌跡。記者現場所見，在這134件
書信中，所涵蓋的內容豐富，當中有工作上的書信來往，亦有純粹
私人生活的，在微微發黃的稿紙上，彷彿仍殘留點點墨香，盡顯學
者們的對工作、家人、朋友的情懷與境界。記者特意挑選了展覽中
一些甚具睇頭的信件，與讀者一起窺探學者們昔日的風采。

香港城市大學現正舉辦「尺素情懷：清華學人手札

展」，呈現多位20世紀中國傑出學者的思想與情懷，

當中包括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華羅

庚、胡適及聞一多等。展覽由即日起至11月5日於劉

鳴煒學術樓18樓城大展覽館舉行，透過閱讀這些珍貴

的書信與手稿，觀眾可細味學者們當時的工作與生活

中的點點滴滴。 資料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 朱慧恩 圖：主辦方提供

2007 年，喬布斯推出第一代
iPhone手機，改變了整個智能手機
市場，這一發明被稱為「一部永遠
改變手機產業的手機」。 2017
年，蘋果於9月12日推出具有革命
意義的10周年iPhone版本，它也
是首部定價接近一萬元的iPhone
手機，來紀念那曾令人驚歎的十
年。

你會不會訂購？
我曾經也是蘋果的粉絲，自

2010年起，每當蘋果推出新款的
時候，我必定於第一時間搶購，迫
不及待地將其收入囊中。直至兩年
前的某一天，婆婆於過世前的一番
話改變了我。我幡然醒悟，開始認
識到在這個世界上有比物質享受更
為重要的東西，那就是精神財富和
人生歷練。
我曾經很認真地思考過，我們是
因為什麼原因而買新手機？因其新
穎的功能？需要擁有最新的型號？
還是說新手機用途更廣泛？其實都
不是。事實上，所有蘋果手機使用
的系統均為iOS系統，蘋果所推出
的新款，除了在外形上有一點點區
別之外，其用途和使用方式並無差
別。唯一的區別，就是速度上相差
0.01秒。然而，我們在日常生活的
使用過程中，很難察覺到這百分之
一秒的差別。那麼導致我們一看到
新推出的產品就心癢癢的根本原因
到底是什麼？其實道理很簡單，那
不過是我們的虛榮心在作祟。
很多人購買最新的 iPhone 手

機，不是因為他們「需要」，而是
因為他們「想要」，他們想要獲得
那份與眾不同的感覺、想要體會人
無我有的優越感。虛榮心表現在行
為上就是盲目攀比，企業及廣告公
司便抓住現代人所存在的這種心理
常態，努力包裝出高大上的宣傳效
果來迎合廣大消費者的虛榮心，讓
你感覺到就算只是一年沒有換手

機，已經感到非常「outdated」。在時裝業界
中，這情況更為明顯，以前我們每到轉季時才
買新衣服，但現在，每星期均可見到新款推
出，如果本月你仍在穿上個月的衣服，內心就
會產生一種落後他人的落差感。
其實這些只是廣告公司的宣傳手法，我們自

身擁有很大的選擇權，盲目跟風的結局就是會
在虛榮中迷失自我，找不到自身價值的存在。
我們每個人理應將時間和金錢放在可以提升自
我價值的事情上，應該在有生之年給自己留下
更多美好的回憶。
婆婆在過世前跟我分享了很多關於她自己的

美好回憶，她很慶幸自己在有生之年，到過很
多不同的國家體驗過很多不同的生活，她說在
越南旅居的那三年，是她一輩子最開心的經
歷。人生可能就是這樣簡單，高貴的物質生活
可能抵不上心靈上所獲得的某一瞬間的快樂。
我開始明白，當你90歲病入膏肓，躺臥在病
床上的時候，可能不會記起你曾在某年買了一
部全新的iPhone手機，但你一定會記得那些
曾經來自心底的快樂和回憶。人的一生中，真
正重要的並不是你擁有多少物質，當你老去，
物質財富是無法帶走的，但精神財富可以，那
些是你的人生歷練、經驗，那些是令你覺得不
枉此生的珍貴回憶。
從今天起，我告訴自己，拋去那些物質所帶

來的虛榮感，將自己的金錢和時間投放入真正
讓我感到快樂的事情裡去，比如讀更多的書，
比如幫助更多的人，再比如遇見更加優秀的自
己。 （www.felixwk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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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素情懷尺素情懷：：清華學人手札展清華學人手札展」」
從珍貴手稿 細味學者生活情懷

■胡適‧致陶維
正信/1929

■

■陳寅恪‧悼念王國
維先生輓聯/1927年

■梁實秋‧致胡適
信/20世紀30年代

■第一枚500米口徑
球面射電望遠鏡。

■第二枚「墨子號」
量子科學實驗衛星。

■第三枚「探索一
號」科考船。

■第四枚渤海糧倉科
技示範工程。

■第五枚「神威·太湖
之光」超級計算機。

■高雲在創作中。
■張騫郵票之一「鑿空西
域」設計稿。

此札是胡適於1929年寫給友人陶孟和其長
女陶正維的信函。信中所言「小芳」的爹爹媽
媽 即 指 陶 孟 和 與 沈 性 仁 。 陶 孟 和
（1887-1960），原名履恭，浙江紹興人，歷
任北京大學教授、文學院院長、教務長，中央
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中央研究院院
士，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等職，著有《中國鄉村
與鄉鎮生活》等。沈性仁（1895-1943），浙
江嘉興人，陶孟和夫人，民國有名的才女之
一。信札字裡行間流露絲絲溫情，充滿了父執
對孩子的關愛、尊重與期許，同時也顯示了胡
適提倡白話文寫作的勇氣。
書信內容：「小芳：我到家了，家裡的人都
想念你。你現在已上課了嗎？你是很好的孩
子，不怕沒有進步，但不可太用功。要多走
路，多玩玩，身體好，進步更快。你有空時，
望寫信給我，隨便你說什麼，我都愛看。請你
代我問爹爹媽媽的好，並問妹妹弟弟的好。適
之十八，三，二」

此札是梁實秋寫給胡適關於《莎士
比亞全集》翻譯事宜的信函。一多，即
聞一多（1899-1946），原名家驊，字
友三。通伯，即陳源（1896-1970），
字通伯，筆名陳西瀅。金甫，即楊振聲
（1890-1956），字今甫，亦作金甫。

1930年，任職於
中華教育基金會
董事會翻譯委員
會的胡適，雄心
勃勃地制訂了一
個翻譯莎士比亞
全集的計劃，共
物色了五人擔任
翻譯，即聞一
多、徐志摩、陳

西瀅、葉公超和梁實秋，計劃五至十年
完成，但最後只有梁實秋一人承擔了全
部翻譯任務。1967年，由梁實秋獨自
翻譯的《莎士比亞全集》第一版共37
冊由台灣遠東圖書公司出版，1968年
全集40冊出齊。
書信內容：「適之先生：廿五日快
信收到，尊擬辦法一多和我都全部贊
成，我們決定即日動手試譯。惟通伯不
該推脫，他若不敢翻譯，我們更不敢
了。第一次年會地點，容後再商量罷，
北京也好，青島也好。我和一多下學年
都想到北京去，能有金甫當主持，那自
然是最好，不過我怕人多了不好辦，所
以請你看機會再替我們主張罷了。梁實
秋敬上三月一日」

陳寅恪．悼念王國維先生輓聯／1927年

胡適．致陶維正信/1929年

梁實秋．致胡適信/20世紀30年代

此札是蔣南翔於1980年致時任國家副主席
鄧小平的信函。信中將《人民日報》刊發
《江蘇省作出八項決定、不拘一格培養和選
拔人才》的通訊條分縷析，指出其在教育現
狀上的不合情理之處。從其後的歷史可知，
蔣南翔的判斷無疑是正確的，而這則通訊所
言江蘇省當時改革高考制度的辦法也並未真
正實行，或與蔣南翔此信不無關係。
書信內容節錄：「小平同志：……一、

『決定』的第三、四兩條，衝破了現行高校
統一招考的制度，將會引起很多糾葛，造成
工作上的被動，甚至混亂……」
「二、『決定』的第五條，『允許少數確實

另有志趣的在校大學生，根據自己的愛好和專
長，在本院校內轉系深造。』在校學生要求轉
系或改變專業，按教育部過去的規定，本來是
允許的。但在學生目前的思想狀況下，這樣公
開宣傳，會引起學生的思想波動，紛紛申請轉
系、轉專業，不僅不利於學校的安定，甚至可

能衝擊國家培養人才的原有規劃，例如地質、
採礦等條件比較艱苦，而國家迫切需要的專
業，學生將更難穩定。」
「三、『決定』還提到，要像中國科技大
學那樣『開辦少年班，探索快速培養人才的
經驗。』中國科技大學試辦少年班，我們認
為是可以的，並且是支持的。但目前就廣泛
宣傳、全面推廣，可能會發生某些副作用。
有些學校反映，他們在培養少年學生的過程
中，會遇到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還須進一
步探討。」

蔣南翔．致鄧小平信/1980年

■■「「尺素情懷尺素情懷：：清華學人手清華學人手
札展札展」」展出多位清華大學著展出多位清華大學著
名學者的信札名學者的信札、、手稿等手稿等。。

■蔣南翔‧致鄧小平信/1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