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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暇之时，翻阅几案上的《八
大山人画集》，不时有以鸟为题材
的画作“扑”入眼帘，给人以无限美
的艺术享受。

八大山人（1626—1705），本
名朱耷，是明宗室后裔。明亡后，
削发为僧，做过道士，名号有个山、
雪个、个山驴、刃庵、破云樵者、八
大山人等，后世最熟悉的名号是

“八大山人”。他是我国明末清初
书画双绝的艺术大师，在绘画上精
于花鸟、山水，尤以花鸟画的成就
最高。

八大山人的花鸟画，承袭陈
淳、徐渭写意花鸟画的传统，发展
为阔笔大写意画法，其特点是通过
象征寓意的手法，以其奇特的形象
和简练的造型，使画中形象突出，

主题鲜明，从而创造了一种前所未
有的花鸟造型，其画笔墨简朴豪
放，构图疏简，对中国画坛花鸟画
影响深远。

他画的鸟，有些显得很倔强，
即使落墨不多，也表现出鸟儿振
羽，使人有不可一触，触之即飞的
感觉。有些蜷足缩颈，一副既受欺
又不屈的情态，在构图、笔墨上更
加简洁，呈现出炉火纯青的艺术境
界。

八大山人笔下以鸟为题材的
画作众多，如《枯槎鱼鸟图》《芦雁
图》《双鹰图》《双雁图》《杨柳浴禽
图》等。有趣的是，八大山人画鸟
时，往往另辟蹊径，画面上喜欢将
鸟与寒冬枯木组合在一起，如《枯
柳孤鸟图》《枯柳栖禽图》《枯木寒

鸦图》等，从这些画作来看，寒冬枯
木一经有鸟栖息其上，顿使画面变

活了，平中出奇，给人有“枯木逢

春”之感，妙趣横生。

《枯柳孤鸟图》上枯了的柳树，

苍劲率意，干枝疏落，生硬如铁，让

人顿生寒意。而有了栖息其上的

鸟儿，即使是这么一只孤鸟，顿使

画面有了生命气息。这是一只长

喙鸟，踞立在枯树干上，嘴巴扭向

左方，眼睛直射左前方，仿佛在寻

找什么，抑或在思索什么的样子。

无论是画中的枯柳，还是孤鸟，透

过画面，让人感到孤鸟不寒，反而

表现出一种不屈的情态，这也许是

八大山人自己心灵的流露，更是他

缘物寄情的表达。

诺贝尔其人其事
■ 周龙蛟

爱弗雷·诺贝尔是世界享有盛名的
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1833年10月
21日降生于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个机
械师家庭。他的父亲伊曼纽尔诺贝尔是
机械师、发明家。诺贝尔从小勤奋好学，
求知若渴，热爱文学，更酷爱科学，受父
亲的熏陶，也投身于发明创造。他一生
发明创造极多，特别是发明被称为“诺贝
尔安全炸药”的矽藻土硝化甘油，更使他
名声大振全球。粗略统计，他至少享有
355项发明专利权，其中有关炸药的专
利权就达 120 多项，被称为“炸药大
王”。他不但是发明家，同时也是有名的
企业家，在欧美五大洲20个国家设立
100家公司、工厂，企业经营和发明创造
积累了巨额财富。

诺贝尔的一生并不是在顺境中度过
的，几乎充满了坎坷曲折。他出生于贫
寒，却富垺王侯；他体弱多病，大部分时
光忍受疾病折磨，可精力过人，多半辈子
沉迷于科学研究和发明创造中，曾因试
验炸药爆炸，牺牲了最小的弟弟和四个
人的生命；他发明炸药，却笃爱和平；他
没文凭，却是科学巨匠、文学大师；他辛
勤理财，遗产却几乎全部用于设立五项
大奖；他终身不娶，但曾经历过两次刻骨
铭心的不幸恋爱。少年时期，他曾在巴
黎邂逅少女知己，并双双坠入情网爱河，
不幸的是那位少女突然染病，香消玉殒；
进入暮年，他还遇上一场18年之久的黄
昏恋，却没有美满的结局。临终时，他除
了写下奖项遗嘱外，还以极其简约的笔
法写下了自传——

爱弗雷·诺贝尔呱呱坠地之际，一个
仁慈的医生就该尽早结束他多灾多难的
生命。

主要优点：平素清白，从不牵累别
人。

主要缺点：未娶，无家室，易发脾气，
消化不良。

唯一愿望：不要被人活埋。
最大罪过：不向财神顶礼膜拜。
一生重要事迹：无。
透视这个简单扼要的自传，让我们

看到了什么？一般人都认为，专家级的
人物自传，免不了罗列其丰功伟绩以及
重大贡献。诺贝尔不管是文学上的卓著
不凡，还是科学上的发明创造，单是献出
遗产建立对世界大有裨益的五项奖金，
就是了不起的光辉事迹。想不到他在

“一生重要事迹”后面竟写下一个“无”
字。他也曾说过：“我看不出我应得到任
何荣誉，我对此也没有兴趣。”可见这位
伟人虚怀若谷的谦逊品格。还有自传披
露了作者本人清白廉洁，不贪图财富，

“不向财神顶礼膜拜”，劳动创造得来的
财富奉献给社会，造福人类，他“从不牵
累别人”，而是处处关怀民众的疾苦，给
苦难的人送去温暖幸福。他有句名言：

“我更关心生死的肚皮，而不是以纪念碑
的形式对逝者的缅怀。”

作为一名工程师、科学家、企业家，
诺贝尔利用他经营企业和发明创造所获
得的财富回报社会，设立了诺贝尔奖
金。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奖项。1896
年12月10日，他积劳成疾，因心脏病在
意大利逝世，享年63岁。他生前遗嘱，
将遗产的一部分920万美元作为基金存
入银行，每年以其利息（约20万美元）奖
给世界上对物理、化学、生理、医药、文
学、经济学和在和平事业方面为人类做
出重要贡献的人。

发奖的事宜由瑞典皇家学院负责，
于每年在诺贝尔逝世的日子，即12月
10日发奖。从1893年开始发奖，直至
2017年，已发奖124年，总共授予892
位个人和24个团体。华裔最早获奖的
是杨振宁，获得物理学奖，后来，中国作
家莫言获得文学奖、药学家屠呦呦获得
医学奖。

百余年来的奖励，数百人和几十个
团体受奖，鼓舞激励了文化科学发展的
推动力，为推进世界和平发展作出了不
可估量的贡献。

诺贝尔这位科学发明家，同时也是
文学巨匠，在繁忙的科学研究和发明创
造之余，坚持写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
小说。他不愧是科学、文学比翼双飞的
天才。据作家卞毓方介绍，诺贝尔临终
前创作的戏剧《复仇的死神》，就是一部
很前卫的作品，披露了人性的丑恶及其
应得的惩罚。

阅读《海瑞集》，不时能看到海瑞引
用苏东坡的名言，其中最能反映海公与
苏公思想共鸣的，还是海公的《元祐党
籍碑考》。元祐，是宋哲宗赵煦的年号
（1086—1094），哲宗年幼登基，祖母高
太皇太后听政，她重用司马光、吕公著、
苏轼等人，基本废除了新法，史称“元祐
更化”。随着王安石、司马光相继去世，
新旧党争愈演愈烈。宋徽宗崇宁年间，
蔡京三次拟元祐党人名单，刻石黜罚苏
轼、司马光等人。崇宁三年（1104年）六
月，宋徽宗命重定元祐、元符党人等合为
一籍，共309人，待制以上官员以苏轼为
首恶，刻石立于文德殿东壁，为宋徽宗赵
佶亲自书写，其余的由蔡京书写，颁布天
下。这时，苏轼已辞世三年。

崇宁五年（1106年），立于文德殿
的《元祐党籍碑》被雷击毁，徽宗认为是
不祥之兆，下诏各地毁碑。

立《元祐党籍碑》是北宋朝廷正气
不存的表现。南宋高宗即位，于建炎三
年（1129年）为元祐党人平反，赠苏轼
资政殿学士，又崇赠“太师”，谥号“文
忠”，任命苏轼的孙子苏符为礼部尚
书，为了给元祐党人子孙推恩，下令征
集《元祐党籍碑》，当时碑已毁坏殆尽，
只从蔡京家里搜得一本党籍碑名录。
绍兴元年（1131年），又下诏寻求党籍
碑名单，仅得一本，不久焚毁。乾道九
年（1173年），宋孝宗为东坡文集作序，
书赠苏轼的曾孙苏峤。

《元祐党籍碑》是北宋政治文化史
上的重要文献，虽然宋朝官方已经毁
碑，但元祐大臣的后人，以先祖能与苏
轼、司马光同列而感到荣耀，于是将家
藏本拿出刻石。文献记载曾刻石四
次，现存的石刻有两通：一是南宋庆元
四年（1198年）元祐党人梁焘的曾孙
梁律重刻、饶祖尧作跋的摩崖石刻，现
存广西桂林龙隐岩，题额曰“元祐党
籍”。这是目前所知确切的宋代刻石，
世称“梁本”“饶本”；二是元祐党人沈
千的曾孙沈炜于嘉定四年（1211年）
重刻，位于广西柳州融水县真仙岩内，
题额曰“元祐党籍碑”，称为“沈本”，现
存碑为明代复刻，藏于融水县博物馆。

据清末海南文献学家冯骥声考
证，海瑞《元祐党籍碑考》辑佚碑文，与

“沈本”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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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明代先贤忠介公海
瑞，与宋代谪居海南的先贤文
忠公苏轼，有着共同的精神特
质，就是忠肝义胆、一心为民、
廉洁自律，建立了丰功伟业，
被后世所崇敬。

苏轼《赤壁赋》曰“且夫天
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
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
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
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
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
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
适”。四百年后，成长于海南
的海瑞，自幼受东坡文化熏
陶，把东坡清风明月的清廉文
学意境，化为自己清白做人的
工作实践，一生清廉为民，刚
正不阿，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
的清官、好官。

《元祐党籍碑考》这篇金石文献
考证之作分三部分，即题序、原文、跋
尾。题序和跋尾是海瑞所作，原文是
海瑞辑录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
所立的《元祐党籍碑》。该碑入籍者
主要是元祐群臣，以及一些不为蔡京
喜欢的新党人士，将司马光、苏轼、苏
辙、秦观、黄庭坚等人视为“害政”之
臣，进行惩戒。凡名在党籍碑的共
309人，去世的剥夺谥号，学术遭禁，
文集皆毁，在世的贬谪到荒蛮之地，
子孙也受到监视，不得在京城及附近
为官。这通具有监察、警戒、侮辱性
质的《元祐党籍碑》，因为惩戒的多是
道德文章有较大影响的人物，一时是
非颠倒，善恶混淆，朝野震动。

海瑞在《元祐党籍碑考》题跋中，
明确说明了自己考证辑佚的目的，就
是要让世人明辨是非，懂得荣辱。宋
代崇宁年间，将苏轼的亲朋故交，师
长弟子，列入“害政之党”，实是蔡京
之辈奸邪作恶，诬陷忠良。到了明
代，海瑞读到这份史料，仍然义愤填
膺，惊呼：“元祐党议，云亘亿万年，矛
盾互驰，此脉终不可乱，欲势力变置
之，有是哉？！”

《元祐党籍碑》名单，将贻害万
年，所以海瑞认为必须纠正其中的矛
盾，理顺天下是非脉络，扬善惩恶。
他查找史料，参考《道命录》和《陶朱
新录》等书，进行了细致的辑佚考
证，以使后人懂得谁是谁非，还历史
以公正。

海瑞还把宋代刻立石碑的石工
（名安民）的表现，记录于文章：石工
被上级指定刻此石碑，不敢违抗，只
得哭着哀求，不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到
石碑上，免得得罪后世。海瑞感叹
道：“呜呼，岂以蔡京而不及一石工
耶？！”

海瑞，号刚峰，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就像他反腐倡廉一样，一丝不苟。

他通过撰写《元祐党籍碑考》，纠正宋

代错误，让后人明白真相。他的一生，

备受时人称赞，有诗赞曰：“风清月白

为知己，天长地久通同神。”

海刚峰与苏东坡，好比是跨越历

史、拥有共同价值取向的人生知己，

相信这种共同精神，会随着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传承，愈加发扬光大。

（作者系海南省图书馆研究馆员）

尊崇东坡，使海瑞在对宋代《元祐
党籍碑》进行辑佚考证时，首先想到的
是屡遭贬谪、矢志教化、始终保持立朝
大节的苏东坡，像苏公这样的忠良，生
前被贬黄州、惠州、儋州，去世后还被
诬陷为“奸党”，和弟弟苏辙，学生秦
观、黄庭坚、晁补之、张耒、李格非等一
并被列入《元祐党籍碑》，遭受羞辱，为
海瑞所痛心。

海瑞的《元祐党籍碑考》跋曰：“士
大夫处乱世，未有获免者。倜傥如子
瞻，或触时忌，而长厚如君实，犹且贾
罪，他可知已。”倜傥，即豪迈卓越，洒脱
不羁。苏轼的性格，弟弟苏辙在《东坡
先生墓志铭》里写道：“其于人，见善称
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
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
于世，然终不以为恨。”

海瑞认为被列入这份受黜罚的黑
名单，并不是苏轼等人的个人原因，
如果苏轼倜傥，容易招来忌恨，那么
司马光很忠厚，也未能幸免，所以应
该是另有原因。他考证了韩琦、欧阳
修等，因反对新法罢官，未被列入党
籍，而叶祖洽等人支持新法，反被列
入党籍，是自相矛盾。章惇等小人，
本是新党，也被列入旧党党籍，完全
是蔡京出于私愤。

人皆有羞耻之心，没有列入党籍的
未必都是贤人，而被过分打击的，也未
必是不屑之流。海瑞认为苏轼等人被
列入《元祐党籍碑》：“皆一时贤人君子
遭厄被诬，岂知实所以显扬诸君子之名
于千万世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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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市东坡书院里的苏东坡塑像。
苏晓杰 摄

海口市海瑞文化公园里的海瑞塑像。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 海口图书馆藏清光绪
三十一年（1905年）琼州府刻本
海瑞《备忘集》。 乔红霞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