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上书坛的奇特构成

二十世纪海上书坛异军崛起、 璀璨

辉煌， 是开放多元化的上海在特定历史

条件下所形成的 “不可有二” 的独有文

化艺术现象。 其很重要的构成群体是辛

亥革命前后一批来到上海的清廷官吏 、

遗老。 他们原本就是声名赫赫的硕学鸿

儒， 兼以雅擅翰墨， 有着较高的艺术创

作力和娴熟的笔墨表现力； 抱残守缺成

为 “海上流人” 后， 凭借笔墨擅长， 转

变为 “闻人名士”， 以为谋生之计， 如吴

昌硕、 沈曾植、 陈三立、 康有为、 李瑞

清、 曾熙、 刘春霖、 张謇、 罗振玉、 高

振霄、 杨度、 赵叔孺等皆个中翘楚。

清末民初的数十年间， 海上书画家

从各自松散独立的鬻艺课徒状态， 逐渐

衍生出半制度化的结社交流模式， 相继

成立了豫园书画善会、 上海书画研究会、

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 蜜蜂画社、 中

国女子书画会等艺术社团。 这些半雅集、

半交易类型的组织， 构建起资源共享 、

互利合作的平台， 既增强了书艺的交流，

人才的培养， 又促进了作品的商业交易。

海上书坛名家云集， 代表人物如于

右任、 徐悲鸿、 沈尹默、 袁克文、 白蕉、

马公愚、 潘伯鹰、 褚德彝、 黄宾虹、 王

福庵、 钱瘦铁、 张大千等 。 学界名流 、

文坛骁将而兼擅翰墨者， 如章炳麟、 王

国维、 鲁迅、 叶恭绰、 章士钊、 郭沫若、

郁达夫、 茅盾等。 1912 年刘海粟等人创

立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就专门开设书

法相关科目。 当时的师资有金石书画家

马公愚、 黄葆戉、 潘天寿、 朱复戡、 方

介堪、 王个簃、 诸乐三、 钱瘦铁、 贺天

健、 朱屺瞻、 李健等， 培养出青年才俊

如李可染、 程十发、 来楚生等。 又如徐

悲鸿、 丰子恺、 陆俨少、 费新我等， 都

有着不同美术院校的背景。 创立于上海

的南洋公学也专开书法课程， 从这里走

出了李叔同、 谢无量、 马衡 、 邵力子 、

朱东润等书坛俊彦。 他们有以书画为业

者， 但更多供职于当时的文化教育领域、

新闻出版机构、 政府部门等。 他们大多

兼有旧学的启蒙、 新式教育与留洋求学

的背景， 有相对稳定优越的生存资源 ，

书法多属副业。

此外随着照相、 珂罗版印刷等新技

术的发展助力， 古来的经典碑帖得以化

一为万， 广为传播， 帖学的魅力得到还

原， 在碑体书风笼罩下的帖学回归已成

一种趋势。 在上海形成了以沈尹默、 白

蕉、 潘伯鹰等为代表， 专师二王的书家

群体。 他们上溯晋唐， 反思传统， 令海

上书风呈现出不拘一格的多姿多彩。

当年漫步在上海滩喧哗的闹市中 ，

鳞次栉比的商铺广告， 名人书写的店招，

令人目不暇接。 各体书法， 或秀美遒劲，

或含蓄朴茂， 美不胜收。 徜徉其间， 仿

佛进入一座露天的海上书法展馆。 当时

沈尹默 、 马公愚 、 唐驼 、 刘山农并称

“题额写匾四大圣手”， 许多店铺匾牌即

出自他们的手笔， 书法与商业相融， 堪

称一时盛景。

海上百年争奇斗艳的书风

在新旧文化的交融碰撞中， 在新兴

市民文化审美的激发中， 二十世纪海上

书坛历百年变迁， 几代书家呈现出濯古

来新、 体貌各异的风格。 以下略举海上

代表性书家的书风， 择其要者简加评述。

碑派流风， 各逞其妙

乾嘉金石训诂之学兴起， 至道咸在

阮元、 包世臣的鼓吹下， 碑派书风逐渐

成为主流。 随着 1889 年康有为 《广艺舟

双楫》 的出版风行， 碑学思想得到进一

步宣扬， 以前清遗老为代表的民国海上

书坛在此历史审美背景下， 碑派书风占

据了主导地位。 海上书家在承袭碑体风

尚的同时， 面向自由而嗜好尝新的艺术

市场， 凭借各自的学识储备和个性审美，

寻求变通、 自开生面的创作理念异常活

跃。

吴昌硕是诗、 书、 画、 印四绝一通

的大师， 也是海上艺苑的标杆性人物 。

书艺以篆名世， 扎根猎碣十鼓， 专情数

十年， 由似至不似， 自

成新格。 所书石鼓变其

形而攫其神 ， 左右揖

让， 取势盘搏， 独树一

帜。 他在强调 “与古为

徒 ” 的同时 ， 更注重

“当出己意”， 是汲古来

新的表率。

吴昌硕又是以一艺

打通隔墙的高手 。 其

隶、 真、 行、 草， 皆以

篆籀法出之， 构成风格

统一而又个性识别强烈

的书风体系。 这种苍拙

浑朴、 豪迈勃发、 强其

骨的艺术语汇， 又统领

构筑着他绘画、 篆刻的

审美境界， 并以画、 印

反哺于书， 最终形成其

老辣雄浑、 精气弥满的

统一艺术面貌。 在国弱

民卑的彼时， 自有提振

民族精神的意义。

以遗老之身遁居沪上的沈曾植， 是

晚清官场见识广博、 难得能识天下事的

智者。 他在理学、 史学、 佛学和金石训

诂等多领域都有精深造诣， 被尊为 “近

世通儒”。 沈氏早精唐楷晋帖， 后转入碑

派， 得笔于包世臣， 嗜张裕钊， 于汉魏

六朝碑版广取博收； 晚年锐意思变， 于

北碑中取方笔， 于汉碑中得拙朴， 取黄

道周、 倪元璐翻覆盘旋之势， 形成奇峭

博丽、 险趣横生的沈氏独有书风， 使古

老的章草走向了现代。 他是 “以学入书”

的典范， 正是学养、 见识， 使民国初已

迟暮的沈曾植成就为一位极具破茧能力

的大家， 寓于沪上的他启示了一代书家，

如于右任、 马一浮、 谢无量 、 吕凤子 、

王秋湄、 罗复堪、 王蘧常等皆受到沈书

的影响。

近代碑学推波助澜的主角康有为 ，

晚年也寓居海上， 就地助推着沪上的碑

派书风。 康有为于 《石门铭》 和 《石门

颂》 等摩崖类书法得力最多， 兼融篆隶

于行楷， 线条骏发圆绵， 墨色苍润相间，

气象古朴浑拙。 结字上紧下松， 纵横开

张， 意态飘逸， 具有浓郁的北碑意趣 ，

又自成气象。 惜此老眼高手低， 所书时

有线质虚浮之弊。

老辈告我， 某日友人去拜访他， 他

正提笔书写楹联， 友好奇地询问： “康

圣人你这执笔法跟你 《广艺舟双楫》 写

的可不一样啊？” 康答： “书是写给别人

看的。” 足见此公狡狯精思未必笃行， 有

成就的理论家并不等同于创作大家。

康有为寓居鬻书上海期间收徐悲鸿、

刘海粟、 萧娴等为弟子， 都是他碑派书

法的传承践行者， 皆一时俊杰。

李瑞清寓沪鬻字， 亦名重一时。 其

书初学黄庭坚， 后习篆籀与晋唐汉魏六

朝， 书风遒劲、 生涩、 疏朗， 笔道老辣

而富金石古意， 是忠实的碑派。 此公抵

沪曾咨询沈寐叟， 沈称在上海要靠卖字

生存， 务必要迎合市场 “好新奇” 的口

味。 故此后他在创作中多运用颤掣之笔，

笔道线条抖颤如蚯蚓。 合理使用涩笔或

能增加书法的意趣， 过度强调即成习气，

且板滞不畅， 缺失了自然的书写性。 这

也是迎合市场的书坛一例。 据称其 “年

获不下万金， 衣食赖以无虑”。 后辈名家

如李健、 胡小石、 吕凤子、 张大千、 钱

浩斋等， 都宗法其书风， 风靡一时。

曾农髯早年与李瑞清同在京为官 ，

共研书法， 清亡后在上海与李瑞清并称

“南曾北李”。 曾熙书法学汉隶及北碑 ，

尤得力于 《瘗鹤铭》 《张黑女碑》 《夏

承碑》 和 《华山碑》。 他以篆隶圆笔为

本， 下穷魏晋， 沟通南帖北碑， 融合方

圆， 用笔圆通润泽， 线条刚柔相济， 形

成宽博纵逸、 雅健遒丽的风貌， 较之李

瑞清尤显冲和雅逸。

帖学复兴， 回望晋唐

艺事尚变， 所谓三十年河东、 三十

年河西。 在民国碑体书风仍占据主流地

位时， 帖学的回归已在多元文化中心的

上海发轫并形成强势， 出现了以沈尹默、

白蕉、 潘伯鹰、 邓散木、 马公愚等为代

表的师法二王的海上书家。 他们坚持传

统帖学道路， 奋力自振， 以帖学为尚 ，

但也不弃碑学， 清醒辩证地审视发挥着

碑学对帖学的补助功能。

沈尹默是近现代推动帖学的领袖 。

沈氏书宗二王， 贯通唐宋， 融冶苏、 米，

也兼涉六朝碑版。 漂泊重庆时， 每日晨

起必磨墨一小碗， 勤奋程度可见一斑 。

沈氏中年偶也清狷， 尝称所书小楷当不

输文徵明， 其实此说也颇中肯。 他的书

法， 精于用笔， 恪守中锋 ， 清隽俊朗 ，

给人以缓畅、 流美、 典雅的审美感受 。

惜沈尹默晚年高度近视， 几乎盲人。 上

世纪六十年代， 在日本著名书法家丰岛

春海书展上， 先生观看大对联， 鼻子几

乎贴着作品。 平时若书写作品， 由家人

蘸墨递笔至他手中， 指示天地头与行隔，

而全篇写就 ， 竟能浑然一体 ， 可谓 ：

“以神遇而不以目视， 官知止而神欲行。”

也是对 “书为心画” 的最好诠释。

白蕉是海上本土的才子， 他集 “才”

“狂” “逸” 于一身， 性洒落有晋人风，

在艺术上也保持着一以贯之的清狂和洒

脱， 是有风骨的文人。 其诗、 书、 画皆

允称一代。 白蕉书师法二王， 精于行草，

侧锋转中， 格调疏雅闲逸 ， 气韵如兰 ，

散发出一股疏冷简远的气息。 他的书法

融诗文、 绘画乃至淡泊自守的精神气质，

儒雅闲逸自然， 意韵直追晋唐， 是回归

二王时代公认的妙人。

马公愚作为海上帖学复兴群体重要

人物之一， 素有 “艺苑全才” 之誉， 诸

体皆精， 尤善榜书。 他真 、 草取法钟 、

王， 以笔力浑厚， 气息醇雅为特色， 其

隶法 《石门颂》 《乙瑛碑》， 篆书得力于

石鼓、 秦诏版， 也颇具功力。 马公愚推

崇 “中庸平和”， 书风整饬均衡， 秀美纯

正， 具醇和古丽之美。 他与邓散木堪称

是四体皆精的 “双子星座”。

潘伯鹰也是二王书风的积极追慕者。

他艺事精湛， 兼工诗文。 其书得力于王

羲之及褚、 赵， 书风流丽劲健、 萧散超

然。 草书得 《十七帖》 及 《书谱》 之法，

有二王风致。 而用笔刚毅凝重， 拙巧相

生， 得中和之美。

碑帖兼融， 别出机杼

清末民初的海上书家大多沿袭着碑

派的时风， 虽然在个人成就上体现出较

强烈的碑体面目， 但习书经历或起步于

帖而后续于碑， 或以碑立本补给于帖 ，

如沈寐叟的以碑入帖， 李瑞清的以帖法

入碑， 其实碑帖互济一直是不息的潜流。

到民国中期， 碑帖之争的影响已逐

渐消弭， 书家们走出 “碑学笼罩”， 以完

全开放的眼光审视碑帖的各自优劣， 将

两者相互融合、 取长补短， “如春在花，

如盐在水”， 形成琢物无痕的全新游艺状

态。 如弘一法师的书法中有他对碑帖的

辩证汲取， 也融汇了他现代音乐、 绘画、

戏剧等多领域的美学修养， 更印证了古

人 “书禅默证” 的说法； 如于文史、 考

古、 书法、 篆刻等均深有研究的沙孟海，

书风从早年但求平正的尚韵， 到晚年务

追雄浑的尚气， 兼具意态挥洒的帖学和

苍遒朴茂的碑派之长； 如学问精深的陆

维钊， 从早年崇碑， 到苦心孤诣演绎为

亦篆亦隶、 纵逸奇肆的 “蜾扁” 体； 如

一生以篆书为研究和创作重点的朱复戡，

其草书以碑意写二王， 呈现出帖面碑骨

的别致； 再如因右臂风痺， 改习左手执

笔作书的费新我， 逆势行笔， 书法形成

了巧拙互用， 似奇反正的独特风貌。

此外， 谢无量 、 叶恭绰 、 袁克文 、

宋季丁、 赵冷月的 “发乎本心、 佳趣天

成”， 沈曾植、 王蘧常、 于右任的 “以碑

入草、 另启新境” 值得提出， 作为艺术

的书法， 迥别于一般毛笔的书写。 上海

二十世纪书坛的百卉竞放与精于书艺的

徐悲鸿、 刘海粟、 来楚生、 陆俨少、 谢

稚柳、 唐云、 程十发等杰出画家的介入，

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他们以万物互联的

迁想妙得， “以画滋书、 别开生面” 极

具催化新格的发蒙意义， 这是足堪深究

的一个课题。

海上书坛的学术理论成就

理论与创作， 如鸟之双翼， 左右为

用， 方能振翅翱翔， 鹏程万里。 在上海

的书法学术理论研究中， 传统的书法史

学研究是被深入发掘并取得较高成就的

一个领域。

1930 年沙孟海发表于 《东方杂志》

的 《近三百年的书学》 一文， 是以清代

书法为主体进行宏观系统研究的开山之

作， 其识见卓越， 占据了当时书法史学

研究方法论的制高点。 文中将清代书法

分为帖学、 碑学、 篆书、 隶书、 颜字五

派。 通过对各派书家作品风格、 流派传

承等方面的系统阐述， 勾勒出清代书法

发展的整体面貌， 奠定了民国书法史学

研究的基础。

1934 年至 1935 年， 马宗霍 《书林

藻鉴》 《书林纪事》 先后问世。 另外还

有胡小石的 《中国书学史绪论》、 李健的

《中国书法史 》、 马公愚的 《中国书法

史》， 都是这一时期的力作。

海上书坛在书法技法理论探索中也

取得了卓越的成果。 1932 年， 于右任在

上海发起创立标准草书社并编辑出版

《草书月刊》， 手书集字刊印 《标准草书

千字文》， 使倡导标准草书成为一场声势

浩大的书法革新运动。 于右任从经世致

用的角度提出 “文字乃人类表达思想 ，

发展生活之工具， 其结构之巧拙， 使用

之难易， 关于民族前途者至切”， 为标准

草书确立了易识、 易写、 准确、 美丽四

个标准， 对草书的推广普及功不可没。

沈尹默作为帖学的领军人物， 1943

年撰写了他的第一篇论书著作 《执笔五

字法》， 辨五字执笔法与四字拔镫法的混

淆， 表述了当时他对书法的认知。 他的

书法学术理论著作， 更多发表于 1949 年

后。 他以现代学人的严谨对书法艺术及

其技法进行探索， 对笔法问题做了深入

解析， 其 “中锋论” 和 “执笔五字法”，

影响了几代人， 为书法研究、 教育、 普

及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帖学回归的高峰人物白蕉撰有理论

著作 《书法学习讲话》 《云间言艺录 》

等， 篇什不多， 俱会心之论， 很具质量。

他的 《书法十讲》 每讲均能纵横古今 ，

旁征博引， 又带有明确的个人观点， 细

致而深刻。

另外潘伯鹰著有 《书法杂论》 《中

国的书法》 《中国书法简论》， 郭绍虞著

有 《从书法中窥测字体的演变 》。 拱德

邻、 潘学固、 胡问遂等海上书家也在书

法理论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和普及工作。

知行合一， 学术理论上的百家争鸣，

生机勃发， 与书法创作的叩撞互补， 辩

证为用， 使二十世纪的海上书坛始终在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金光大道上呼啸前

行。 （全文见文汇学人微信公众号及文

汇 App） ■

吴昌硕 篆书八言联 “进德之难

如舟上水 藏身于密若木经冬”

豆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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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孝
通
的
十
六
字
箴
言

丁
元
竹

费孝通先生一生从事社会人类
学研究、 探索中国发展问题， 晚年
提出 “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 美美
与共、 天下大同” 的思想。 2001 年
10 月， 费孝通在演讲中说： “我反
复申说这四个字 （ “和而不同 ” ） ，

包含着我个人对百年来社会学、 人
类学在认识世界方面诸多努力的一
个总结， 也隐含着我对人文重建工
作基本精神的主张 ， 更饱含着我对
人文世界未来趋向的基本盼望和
梦想 。”

在赴英国跟随马林诺夫斯基学
习社会人类学之前， 费孝通已在姐
姐费达生开办的丝厂开展实地研
究。 他从丝厂所在的吴江开弦弓村
开始认识中国农村社会、 乡村手工
业和城乡关系 ， 20 世纪 30 年代留
学英国和 40 年代访问美国 ， 则使
他有机会在东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
的比较中深化对中国社会的认识。

此外 ， 20 世纪 30 年代初在燕
京大学学习期间， 费孝通深受吴文
藻的影响。 吴文藻向费孝通介绍了
帕克的社区理论， 也介绍了滕尼斯
的共同体理论。 “共同体” 不同于
社会学意义上讨论的 “社区 ”， 主
要用以说明欧洲从传统农业社会向
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另外一种社
会类型， 是一种欧洲经验和对未来
社会的憧憬， 在 《乡土中国》 一书
中可以看到滕尼斯理论的影子 。

“共同体 ” 理论是包括迪尔凯姆 、

马克思、 韦伯在内的多位学者对时
代变革的共同反应。

如果说 18、 19 世纪的思想家
们试图用共同体理论来回应从传统
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 从传统乡村
生活向城市生活的转变 ， 那么 20

世纪末提出这十六字箴言， 则是费
孝通基于历史积淀， 把对现状与长
期社会进程的思考结合起来， 对百
多年来世界层面的工业革命、 城市
化带来的人与人、 人与自然关系新
变化所做出的新的历史性回应。 这
十六字中的 “天下大同” 已经对中
国传统文化意义上的 “大同” 进行
了改造， 并延伸了社会学中的 “共
同体” 理论———在全球范围内的战
国时代 ， 人类必须通过 “各美其

美 、 美人之美 、 美美与共 ” 实现
“天下大同”。

当前， 人类处在一个新的历史
节点 ， 一个不同于 19 世纪的时代
节点上， 必须在一个更高层面上重
塑共同体愿景。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探索共同体， 正是这十六字箴言的
历史逻辑。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

行政学院） 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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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川入海
韩天衡

《百川入海———二十世纪海上代表性书家作品大展》 日前在上海韩天衡美
术馆开幕， 展会集辑了 99 位书法大家的 228 件作品， 让观众领略上一
世纪海上书坛艺兼众美、 笔墨流芳的空前成就。

白蕉 行草书 画兰跋语

豆庐藏

王蘧常 章草四言联

“前程锦绣 如画河山”

上海市书法家协会藏

总有一天 ， 你会放下手中的武
器！ ……

总有一天 ， 法国 、 俄罗斯 、 意
大利 、 英国 、 德国———这片大陆上
的所有国家将在不丧失各自独特品
质和光辉个性的情况下融为一体 ，

组成一个更加紧密 、 更加团结的欧
洲联盟 ， 就像诺曼底 、 布列塔尼 、

勃艮第 、 洛林和阿尔萨斯等地共同
组成法国那样。 ……

总有一天 ， 唯一的战场将是对
贸易开放的市场和对思想开放的头
脑。 ……

1849 年， 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

果在巴黎和平大会发表演讲 ， 提出

建立欧洲合众国的宏伟蓝图 。 雨果

的有些愿景已经变成现实。 2005 年，

在欧盟正式接受 10 个中东欧国家之

际 ， 第一个泛欧思想库 “欧洲外交

关系委员会” 的执行主任马克·伦纳

德的 《为什么欧洲会领跑 21 世纪 》

一书出版。 伦纳德乐观地认为 21 世

纪将成为一个 “新的欧洲世纪”， 因

为 “欧洲模式代表着一种无法抗拒

的 、 富有吸引力的途径 ： 在保护其

安全的同时增进繁荣”。 而短短几年

后 ， 次贷危机席卷全球 ， 欧盟核心

国家法德英的经济状况堪忧 ， 新加

入的中东欧国家更是势如累卵。

之后， 金融危机、 欧元区危机、

乌克兰危机和难民危机此起彼伏 ，

所有这些都已经成为欧盟的定义性

特征 。 曾为促进欧盟扩大立下汗马

功劳的英国 ， 通过全民公投的形式

决定退出欧盟。 如果雨果在天有灵，

英国脱欧一定像巴黎圣母院的火灾

一样让他痛苦万分 。 随着欧洲大陆

上疑欧派政党的崛起 ， 愈来愈多的

人开始怀疑欧盟是否注定会像哈布

斯堡帝国那样分崩离析。

2017 年， 英国历史学家蒂莫西·

加顿·艾什在 《纽约书评》 发表题为

“欧洲在解体吗？” 的文章。 他说：

要是我在 2005 年 1 月被低温冷
冻起来 ， 我会作为一个快乐的欧洲
人进入休眠 。 ……如果在 2017 年 1

月进行低温复活 ， 我可能会立即再
次休克而死 。 眼下 ， 我放眼望去 ，

到处都是危机和崩溃 ： 欧元区长期
运转不良 ， 阳光灿烂的雅典陷入悲
惨境地 ， 拥有博士学位的西班牙年
轻人沦落到在伦敦或柏林当服务员，

葡萄牙朋友的孩子在巴西和安哥拉
找工作 ， 欧洲外围国家正在脱离其
核心国家……

在此背景之下 ， 同在欧洲外交

关系委员会的保加利亚政治学家伊

万·克拉斯特耶夫写下 《欧洲的黄

昏 》 一书 。 他通过分析难民危机和

东欧国家的命运来剖析当今欧洲面

临的多重危机， 弥漫全书的焦虑感、

危机感和悲剧意识与 “领跑 21 世

纪” 形成鲜明对比。

真正威胁欧盟未来生存的是伴

随难民危机而重新出现的东欧和西

欧之间的分歧 ， 以及全球主义者与

本土主义者 、 大都市与乡村之间的

分歧 。 克拉斯特耶夫援引匈牙利哲

学家加斯帕·米克洛斯·塔马斯的观

点 ， 强调了欧洲计划及其全民公民

权的理想中一个不可逾越的悖论 ，

即人们作为地球居民的普遍权利与

继续分裂人类的无可辩驳的文化 、

经济和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差距。

在欧盟这样一个有着 5.1 亿人

口 、 生活水平差异巨大的共同体 ，

人口的自由流动历来存在争议 。 克

拉斯特耶夫对移民和难民进行了区

分 ， 但他故意选择互换使用二者 ，

因为在欧洲人 （无论是民粹主义者

还是社会主流 ） 的想象和政治话语

中 ， 移民 、 难民都意味着 “他者 ”。

对于许多东欧人来说 ， 迁移 、 改变

自己所处的国家是一场个人层面的

革命 。 由此汇聚而成浩浩荡荡的移

民浪潮激发了移民接受国受到威胁

的多数派作为欧洲主要政治力量的

崛起。 如牛津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

科利尔在 《大迁移 ： 移民如何改变

世界 》 一书中指出的那样 ， 人口迁

移对于移民本人和东道国都有益 ，

但会影响东道国的社会下层 ， 尤其

影响其子女过上更好的生活 ； 他们

把欧洲当前的危机归咎于具有世界

意识的精英阶层和具有部落意识的

移民之间的阴谋。

今天的欧洲由一群脱离社会现

实的精英统治， 在移民等问题上尤其

不听取普通人的意见。 克拉斯特耶夫

认为 ， 建立在绩优制基础之上的精

英政治将最有才华和能力的人置于

领导地位 ， 然而这 “将创造一个由

自私傲慢的成功者和愤怒绝望的失

败者组成的社会 。 这将不是一个不

平等的社会 ， 而是一个根据成就的

差异来证明不平等是合理的社会”。

欧盟解体的火车已经驶离布鲁

塞尔火车站 ， 目的地仍然未知 。 然

而事实上 ， 欧盟的各种危机———欧

元危机 、 难民问题和日益增长的恐

怖主义威胁———比布鲁塞尔的任何

“凝聚力政策” 都更让欧洲人觉得他

们同属于一个政治共同体 。 但是 ，

就像克拉斯特耶夫所说的那样 ， 生

存就像是写诗 ， 就连诗人本人也不

知道它将如何结尾。

（作者单位 ： 上海海洋大学外

国语学院）

欧盟：
难民危机中的政治共同体

马百亮

璀璨的二十世纪海上书坛

李叔同 楷书四言联

“识真君子 敬古如来”

西泠印社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