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
一
扫
更
精
彩

市场星报电子版www.scxb.com.cn
安徽财经网www.ahcaijing.com

2022年12月26日 星期一
编辑/江亚萍 组版/方 芳 校对/吴巧薇 15人生百味

去上海参加长三角文化论坛，承办方邀请我们作文化考察的惟一

项目就是去吴昌硕纪念馆，该馆坐落在浦东陆家嘴金融中心腹地。

吴昌硕与合肥名士印之缘吴昌硕与合肥名士印之缘 安徽合肥 戴健

作为清末民初著名画家、书法家、

篆刻家，吴昌硕集“诗书画印”于一

身。他还是西泠印社首任社长，融金

石书画为一炉，被誉为“石鼓篆书第一

人”。我在馆中一张1927年11月2日

即他去世前27天于病榻旁与来看望

的龚心铭合影照片前驻足，由此想到

他与合肥籍名士的印之缘。

吴昌硕为来自合肥的海上收藏鉴

赏大家龚心铭、龚心钊进士兄弟治过

多少方印，恐怕难以统计得清。19世

纪80年代末龚心钊主修合肥城东北

隅龚家花园，园成请举人姜筠绘制的

《蘧庄图卷》，有康有为、郑孝胥、陈三

立、冒广生、王尚辰、张文运、孙宝琦

等40名家题跋，而引首“逍遥津”三字

篆书即出自吴昌硕之手，并有其“仓

硕”钤印。龚心铭娶寿州孙家鼐侄女

“三姑”孙传林，得到不少陪嫁的楚币

“郢爰”，他还收藏秦“商鞅变法”时期

重器“商鞅量”（如今是上海博物馆镇

馆之宝）。精于鉴赏的吴昌硕把玩后

为龚心铭刻“楚锾秦量”印，还特制

“合肥龚氏鉴藏历代金石文字中外泉

货官私印章碑帖图籍书画尺牍之记”

多井格30字长印，可见与龚心铭、龚

心钊兄弟交情之深。

1864 年淮军主将刘铭传（字省

三）在常州得西周青铜器虢季子白盘，

遂运回老家在合肥西乡大潜山房建盘

亭安放。1882年他携虢盘铭文拓片

到苏州往访小他8岁的吴昌硕，吴观

赏后慨叹“余最为心爱”，“晨夕展玩，

寝食几废”，一再临摹。他为刘铭传这

位赋闲在乡、时而悠游于沪宁一带的

前直隶提督刻了四方印：“臣铭传印”

“省三父”“大潜山主”“文采风流”。

同光体诗派领袖陈衍曾谓：“晚清诸将

惟合肥刘公省三能诗文词”，是对刘铭

传“有文化”的最好注脚。

辛亥庐州即将光复前，李鸿章弟

李鹤章之孙、李经羲长子李国松（字木

公）匆匆从合肥遁往上海。这位“世家

子”怕革命革到自己头上的一个主要

原因是担心丰富的收藏被抄，他打包

运往沪上的寓所，还请吴昌硕刻了一

方“肥遁庐”。吴昌硕为这位陈三立弟

子及其弟李国芝，还有高级幕僚蒯寿

枢等刻了80多方印。有趣的是，其中

给李国松的有“合肥许承李姓第十

世”“木公辛亥后所得”，把李鸿章家

族本姓许、部分藏品系来沪后收入也

点了出来。

为李国松印谱题签的合肥人张

文运，名子开，工诗词，书法独树一

帜，藏书甚丰，亦有吴昌硕治印。安

徽最早的三所中学均 1902 年开办，

其中庐州中学堂（今合肥一中）由张

子开任学监，“张顺兴号”创牌时的

牌匾即由他所书。合肥还有两位名

扬遐迩的大书法家刘泽源（字访渠，

李经羲幕府总管）、张敬文（字琴襄，

省立二中校长）在沪上润格颇高，也

获吴昌硕治印。青年书家吴了村

（号道生）从合肥城内王箍桶巷去往

申城发展，通过发奋努力居然在有

正书局一次出版三本字帖，吴昌硕

分别作耑题跋。远在大洋彼岸的

“合肥四姐妹”之张充和，生前也一

直珍藏吴昌硕刻印。

张广建，字勋伯，辛亥革命后任甘

肃督军，武将有雅好，喜书法癖爱收

藏，曾为兰州的多个亭台楼阁撰联题

书。吴昌硕刻赠“勋伯五十六岁以后

书”“勋伯鉴赏”印两方，估计是受蒯

寿枢所托，因蒯时在甘肃张府。

记得郑逸梅《艺林散叶》中曾记合

肥诗人有“三龙”，即“龙头”龚心镕、

“龙身”周龙光、“龙尾”江云龙。先生

《艺林散叶续编》又有“吴昌硕先生谓

‘附庸风雅，世咸讥之，实则风雅不可

不有附庸，否则风雅之流，难免饿

死’。”吴昌硕与如上合肥籍名士以印

交往，多是风雅中结成的朋友关系。

当然，难免有附庸风雅者，吴昌硕也自

订润例，有所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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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根老师主编的《中国近代新闻传播流变史研究

（1815-1949）》一书是一部关于中国新闻舆论史著作，属

于《中国新闻舆论史研究丛书》的第一卷。该书详细考察

了中国新闻舆论传播的多重面向及其历史流变，处处彰显

了传播媒介与舆论及中国社会发展间的互动关系，从一个

崭新的视角揭示中国近现代历程的发展趋势。

从新闻舆论流变看中国近代历史从新闻舆论流变看中国近代历史
安徽合肥 王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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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按照新闻舆论的发展

形态划分成五个时期：第一个时

期为1815年之前，对应中国封建

帝制语境下政治传播体系及古

代报刊的发展；第二个时期为

1815至1898年，主要内容为中国

近代报刊的产生与维新舆论的

媒介建构；第三个时期是1898至

1915年，阐述清末明初传媒格局

的变迁与革命舆论的媒介建构；

第四个时期是 1915 至 1937 年，

围绕民初国家的社会结构转型

与社会结构中的新闻事业展开

论述；第五个时期为1937至1949

年，聚焦战争中政治结构调整与

国家重建语境下的新闻事业。

此书有别于一般新闻史著述多

侧重介绍诸多报刊的存亡时间

与报刊大致的内容形态。而此

书聚焦传播媒介与政治舆论间

的互动，重视报刊“通中外”“达

新知”等政治功能的阐述，帮助

读者顺着清晰的时间脉络，了解

中国新闻舆论史的流变及报刊

舆论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独特

作用。

舆论（Public Opinion）一词，

涵盖公众与意见两大块，最早出

现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卢

梭将其称为“公众意见”。近代

以来，舆论的呈现形态逐渐变得

多样化，传播媒介承担着重要作

用。王天根老师及团队的研究

将舆论史与报刊史结合起来，以

报刊为主线与窗口，窥探舆论建

构与近代报刊以及社会结构的

变迁，推动中国舆论史研究的发

展，也为中国报刊史与近代史提

供借鉴。

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

外籍传教士与商人开始创办中

外文报刊以传播西学，意图美

化其殖民活动，中国近代化报

刊便是于在华外报的影响下催

生的。鸦片战争前，清朝闭关

锁国，西方只能采取迂回宣传

的策略，选择华侨密集的东南

亚，比如马六甲、新加坡等地创

办报刊，采取中西文化杂糅的

方式向中国受众推销西方的价

值观念，试图进行思想渗透。

中国因为鸦片战争的失败不得

已与西方列强签订了《南京条

约》，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上

海、宁波等地被迫开放通商，这

些城市开始涌现出一系列的商

业报纸。同时，在华西人亦借助

外文报刊对中国的政治、经济、

外交与文化社会发表评论，积极

宣扬“中外互通”，并为鸦片贸易

辩护以及煽动对华战争。在救

亡图存语境下，中国大量的有识

之士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以林则

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提出

“师夷长技以制夷”。

抗日战争时期，报刊舆论受

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国民党与共

产党之间争相抢占舆论高地。

随着国民党大陆政权的覆灭，其

在大陆的新闻事业也随之消

失。舆论的自由程度与国家政

治以及意识形态有着重要关联，

而舆论亦能够影响国家政治的

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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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去超市买菜，正当我埋头挑选新鲜蔬菜时，耳边突然有人

喊：“你怎么不戴口罩？”这喊声一出，惊动了正在超市里挑选商品的所

有顾客。喊声就在我背后响起。我扭头一看，是位少妇模样的顾客，冲

着我身旁一位年近三十、个头高高、身材魁梧的小伙子喊着。只见那小

伙子满不在乎地说：“我已阳过了！”“阳过，你也要戴口罩呀！”小伙子十

分不服气地说：“我都阳康了，还戴啥口罩！”“小伙子，这是公共场所！

不论你是阳过了，还是阳康了，都应戴口罩！这位同志说的，也是为你

好！”我在一旁插话道。小伙子一见这阵势，再没搭腔，转身朝收银台走

去……

公德公德 安徽合肥 日月

离开超市，一路走，一路想，不禁

想起疫情防控放开那天上午，我乘公

交车外出办事，一上车就亲眼目睹这

样的小事：

一个二十几岁的姑娘口罩挂在

下巴上，手捧着手机，旁若无人，谈笑

风生地坐在那，尽情通着电话；另一

侧，是一位穿着比较讲究的中年男

子，坐在车厢中间的单人座位上，不

仅口罩没戴，而且还一个劲地用手不

停地抠着鼻子。

我坐在那默默地想着，并情不自

禁地冲着他俩喊了一句：“哎！没戴口

罩那两位乘客，这是公共场合，请自觉

把口罩戴好！”这时也有几位乘客随着

我的喊话，附和几句，俩人抬头看了看

大家，没有吭声，慢悠悠地戴上口罩。

众人皆知，新冠病毒属呼吸道传

染性病毒，其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和

密切接触传播。故而自我防护尤为

关键，切不可掉以轻心，更不能有侥

幸心理。同时新型冠状病毒又十分

狡猾，只要人们稍有那么一点点疏

忽，病毒就“无孔不入”。越是在这种

情形下，越不可麻痹大意，要始终保

持一种防患于未然的健康心态。

常言道“不怕万一就怕一万”，况

且“病从口入”。我在疫情放开这些

天遇见的这几件事、3 个人，搁在往

常，司空见惯，也是微不足道。但疫

情猖獗的严峻形势下，并非是小题大

作，而是一个大是大非之题。从表象

看，这是 3 人防护意识不强，但从实

质上讲，是这3人不讲公德的具体表

现。是把被病毒传染的风险，予以自

我的同时，又予以了别人；是对自己、

对家庭，以及对他人、对社会一种极

不负责的态度。

所谓“公德”，就是公共道德。其

涵义深刻，就是社会公众安宁和幸福

的行为方式，以及共同遵守的基本规

则与要求。时下全社会，人人都“从

我做起”，注重自我防护。这，就是当

前社会普遍认同的一个最大公德。

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与人之间

的交往与流动。尤其是正值元旦、春

节即将来临，人流量会更加增大；加

之冬季又是传染性疾病的高发期，这

样疫情的传播与传染风险也会随之

叠加增长。

此时此刻，如果人人都能在公

共场所带头重防护，讲公德，自然就

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病毒传播的速

度，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阻隔病毒的

传播链，减少被病毒感染的概率，降

低被病毒感染的人群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