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 文 人 第 一 拳
孙豹 隐

文化名 人中
喜武 习 拳 者不乏
其人。可堪称 当
代文人 第 一 拳
者，则 非老舍先生莫 属 。

1935年春 节的 前
夕，山 东大 学举行传统
的迎 新辞 旧 晚会。在热
烈的 掌声 中 ，一 位身材
匀称的 青 年教师从容登
台，一 套 “昆 仑 六 合
拳”打 得龙飞凤舞，习
习生风，豁透 出深厚的
武功。在一 片叫好 声
中，他接 着 又 拉 开 架
式，练 了 一 趟 “提 袍
剑”。那 剑寒光 闪 闪 ，
上下翻 飞，挺收 含放，
势如游龙。师生们 看得
眼花缭乱，兴 味 盎然 ，
一致称谓 这是联 欢会上
最受欢迎 的 节 目 之一 。
这位青 年教师 正 是享 誉
华夏 的著 名 作家老舍 。

说起老舍的 武功，
那绝 非是一般文入学士
所能匹 比 。老舍 自 22岁
开始 习 武，到 1949年因
动手术被迫 中 辍练拳 ，
前后 从 武生涯逾 20余
年。其 间 先 在北 京 拜过
剑客 学 习 剑 术，后 仿效
李白 学艺下 山 东 ，在 济
南拜在著 名 拳 师 门下，
成为系统 地 学 习 中 华 武
术队列 中 的 一 员。1934
年老舍移居青 岛。当 时

他的 经 济条件 尚 好，便
在黄县租了一套有前院
的房子。这个前院 稍 加
修整，便 成了一个名 符
其实的 练武场地。老舍
还购 置了 剑棍刀 枪等 器
械，订做 了 搁置 器械的
架子 。不 知 席细 的 人 以
为次 里 的 主 人是武 术 世
家子 弟在开馆授徒呢 。

老舍先 生对武 术领
会颇深 。他 学 过 少 林
拳、太 极棍等 名 种拳械
和运用于实战的 对接 、
粘手。尤 其精通“昆仑
六合拳”。此拳 是六合
拳术中 的一种，注重 内
练精气神 ，外练手眼身
法步 。既有很 高 的 健身
作用 ，又有凌 厉 的 技击
手段。1930年，老舍 由
英国 回 到 北京不久，文
友陈逸飞 去拜访 他。陈
先生进 门 看到 老舍在 屋
子练六合拳 ，感到 好生
奇怪 。老舍收住拳 路，
向他大讲 此拳 的 奥妙 。
陈逸飞哪肯轻信，趁老
舍没有戒备，他猛冲一
拳直飞老舍胸膛。老舍
微微含胸，来拳顿 时 化
为乌有。随 即老舍使一
招名 日 “顺风扯旗”，
轻轻拽住陈的右臂，只
一挑，陈逸飞就 仿佛 被
扣住了 “麻筋”，整 个
身子都麻酥无力 了 。

老舍先生的文学创
作中 不乏反映武林人事
的佳作。他的脍炙人 口
的短篇 小说 《断魂枪》、
里所描写的 拳师生活 ，
折射出 他丰富精到 的 武
术知识 。在老舍的著作
年谱 中 ，我 们 看 到 他
的第一本 专著不 是别的
而是武 术著 作 《舞 剑
图》。据老舍先生的儿
子舒乙 回 忆，老舍每 日
起来的第一件事就 是打
拳。综观老舍先生在武
术上的 造 诣，我 们 称
他为 “当 代 文 人 第 一
拳”，庶几 不 算 溢 美
吧。

笔走龙蛇

读书 人 不 必 惶 惑
李兴文

据说，现 在世界每 年 发 表 的 化 学 文献，若 使
一位 懂 得 四 五十 种 外 语 、精 通化 学 所 有 分 支的 化
学家 读将起 来，他 每 天 读 八 小时，也要 读 四 十 八
年才 能 读 完。后 面 四 十 七 年 的 还 来 不 及 读，差 不
多就 两 鬓 斑 白 了 。化学 文 献如此，其 它 学 科 也 英
不亦 然 。那 么 多 的 报章 杂 志 文献 资 料 堆积 在一
起，确 实 是 浩 如 烟 海，
汗牛 充 栋。一 个人纵 使
下再 大的 功 夫，恐 怕 也
难以 窥 其 万一。这就 难
免使 读 书 人感 到 惶 惑 ，
以致眼花缭乱，无 所 适 从 。

人生有 限，学 海 无 涯 。要 想 在 有 限 的 人生 长
河里 使 书 籍真 正 为 我所 用 ，学 有 所 成，答 案 也许
是多 种 多 样 的 ，但 我 以 为 ，最根 本 也是 最 重要 的
当是 有 目 的 有 选择 地 读 书 。

如果说 目 不 暇 给 的 报刊 书 籍 文献 资 料是 一 个
包罗 万 象 的 大 森 林 的 话，那 么 谁 也不 会 兼 收并
蓄，见 啥都 爱。因 为 这 既 不 可 能，也 无 必 要。挖
药材 的 何必要对 动 物 感 兴 趣，须 知 动 物 辈 自 有 猎
人觅 而 猎 之。同 样 木 匠 无 须 找枯 枝，因 为 这对 他
来说 毫 无 用 处。只 有 小 孩 子 天真 好 奇，见 啥 爱

啥，他 最 后 弄 到 手 的 不 外 乎是
一些 花 草 虫 鸟 而 已，能 派 什 么
用场 ？由 此 及彼 ，不 难 着 出 ：
自古 及今，大 凡 成 就 事 业 者 ，
固然 不 乏 博 学 多 才 之人，但 更
多的 则 是 在 某 一 学 科 领 域进行

了锲 而 不舍 矢 志 不 渝 的
专门 研 究 。福 尔 摩 斯 的
天文 知识 近 于 零 ，但这
并不 影 响 他 成 为 柯 南 道
尔笔 下 的一个世 界著名

侦探。“你 说 咱 们 是 绕 太 阳 走，可 是，即 使 咱 们
是绕 月 亮 走，这对 于 我或 者 我 的 工 作 又 有 什 么 关
系呢？”他 的 这 番 话 乍 听 似 觉 可 笑，细 想 却 有 道
理。这 就 启 示 我 们 ：读 书 时要 以 自 己 所 从 事 的 工
作为 半 径，然 后 近距 离 向 外 辐 射。结 合 的 比 较 紧
密的 专 业 书 籍要 多 读 、精 读，除此 之外 的 书 可 少
读或 不 读，或 稍 后 浏 览 ，或 作 为 茶 余 饭 后 的 消
遣。与 其 在 各 门 学 科 上蜻 蜓 点 水，平 均 使 用 力
量，不如 将 精 力 凝 聚 在一 个 聚 光 点 上，以 达 炉 火
纯青 之境地。由 此观 之，提 出 要 有 目 的 有 选 择 地
读书 就 实 在 不 是 无 知妄 说 了 。

本版编 辑　杨 乾 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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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儿 宁 当 格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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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代
妇
女
的
离
婚
与
改
嫁

张
来
斌
　
周
新
安

在
当
今
社
会，

“
离
婚
难”

是

个
相
当
突
出
的
问
题。

许
多
人
为
离

婚
付
出
了
很
大
的
代
价，

有
人
甚
至

长
时
间
为
此
而
奔
波
煎
熬。

妇
女
想

离
婚
就
更
难，

有
的
再
嫁
妇
女
还
要

受
人
歧
视。

这
些
陋
习
和
观
念
并
非

古
来
一

贯
都
有。

汉
代
妇
女
离
婚
和

改
嫁
就
相
对
自
由，

也
比
较
容
易，

在
汉
代，

女
子
结
婚
后
若
对
丈

夫
不
满
便
可
自
求
离
去
改
嫁。
《
汉

书
·
张
耳
传
》
云，

外
黄
富
家
之

女
“
庸
奴
其
夫”
，

离
异
后
“
自
愿

改
嫁
士
人
张
耳
为
妻

。

”《
汉
书
·

朱
买
臣
传
》
载
：

朱
买
臣
未
宦
时，

家
境
贫
寒，

好
读
书，

不
置
产
业，

以
打
架
为
生。

他
卖
柴
时
挑
着
担
子

还
诵
读
诗
书。

妻
子
多
次
劝
阻
他
不

要
这
样，

免
为
路
人
耻
笑，

他
不
但

不
听，

反
而
诵
读
之
声
更
高。

妻
子

感
到
十
分
羞
愧，

要
求
离
婚。

朱
买

臣
留
她
不
住，

只
好
听
任
她
离
婚
去

改
嫁
。

汉
代
的
寡
妇
改
嫁
也
比
较
自
由
。

汉
武
帝
的
姑
母
窦
太
主
寡
居
多
年，

她
五
十
多
岁
时，

看
上
了
卖
珠
小
儿

董
偃。

窦
太
主
为
了

使
自
己
和
董
偃
的
结

合
合
法
化，

她
先
向

武
帝
献
出
了
山
水
如

画
的
长
门
园
，
后
假
装
有
病，

不
去

朝
拜。

等
武
帝
看
望
她
时，

她
便
提

出
要
求，

请
皇
上
和
群
臣
到
她
家
园

林
游
赏
。
过
了
数
日，

武
帝
带
领
群

臣
来
游
园
时，

窦
太
主
身
着
贱
者
之

服
前
来
迎
接，

武
帝
乃
开
口
笑
道
：

《
让
“
主
人
翁”

来
谒
见
》

窦
太
主

忙
将
董
偃
打
扮
成
庖
人
模
样，

引
至

殿
上
叩
头
谢
罪。

武
帝
不
但
没
有
加

罪
于
董
偃，

而
且
还
赐
给
新
姑
父
一

领
衣
冠。
从
此
董
偃
不
仅
贵
宠
当

朝，

而
且
名
闻
天
下，

人
都
以
“
主

人
翁
”
称
之
。

后
汉
光
武
帝
在
寡
妇
改
嫁
一

事

上
也
持
开
明
态
度。

《
汉
书
·
宋
弘

传
》
云，

光
武
帝
的
姐
姐
湖
阳
长
公

主
新
寡，

皇
上
便
经
常
与
她
一
起
谈

论
朝
臣
各
人
的
具
体
情
况，

从
中
暗

窥
家
姐
的
意
图。

后
来
湖
阳
长
公
主

对
光
武
帝
说
：

“
朝
臣
中
唯
有
宋
弘

威
容
德
器，

气
度
非
凡，

群
臣
莫
能

及。
”

光
武
帝
听
言
后
说
：

“
既
然

你
有
意
于
他，

容
我
慢
慢
想
法。
”

后
宋
弘
被
光
武
帝
召
见，

是
时
湖
阳

长
公
主
被
安
排
在
屏
风
后
窃
听，

光

武
帝
对
宋
弘
说
。

谚
曰，

贵
易
交，

富
易
妻，

大
约
是
人
之
常
情
！
宋
弘

答道

：“
臣
闻
曰，

贫
贱
之
交
不
可

忘，

糟
糠
之
妻
不
下
堂，

此
乃
人
之

常
情。
”

原
来
宋
弘
和
妻
子
感
情
笃

深，

不
愿
改
娶。

光
武
帝
事
后
只
得

对
湖
阳
长
公
主
说
“

事
不
谐
矣
！”

这
件
事
虽
未
达
到
目
的，
但
光
武

帝
同
情
姐
姐
年
轻
守
寡，

积
极
支
持

她
改
嫁
的
态
度
却
相
当
明
朗。

汉
代
庶
民
百
姓
中，

丈
夫
死
后

妻
子
改
嫁
者
更
是
司
空
见
惯。

汉
高

祖
刘
邦
的
开
国
功
臣
陈
平
的
妻
子
曾

五
次
嫁
人，

到
得
第
六
次

改
嫁，

便
选

中
了
陈
平，

而
陈
平
竟
欣

然
应
允。

可

见
当
时
人
们

对
寡
妇
改
嫁

并
无
忌
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