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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宋史总感觉有点“吃力”，因为它是一
个反差很强的朝代。一方面文武簪缨、人才
辈出，一方面积贫积弱、备受欺凌。没有人否
认，宋朝是中国文化的一座高峰，明人宋濂
说：“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现代史学大师
陈寅恪曾高度赞扬宋朝之文化：“岂止夏、

商、周，即使汉、唐，也不能同宋朝相提并论。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
赵宋之世。” 英国史学家汤恩比说：“如果让
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

宋朝的文运如此昌盛，可同时，朝廷中那
种“党争不断、对垒攻讦”的文人权斗，也堪称
历朝之最。于是，我放下书本，望向窗外，去想
象一种人性的还原和内心的本源， 并试图借
助袅袅的词气、悠悠的文气，回探那一张张温
润、高洁抑或沧桑的脸。苏轼、王安石和秦观，

既是北宋年间三大杰出的文人， 又都曾作为
朝廷的官员。他们之间有恩怨、有交集，也有
惺惺相惜和冰释前嫌，让人感悟到的，是一片
胸襟气象的高华。可以说，他们之间发生的故
事，也是我读古代公案的泪点之一。

就从秦观说起吧！

秦观（1049—1100 年），婉约派词宗，为
“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之一。《宋史》言
其“少豪隽，慷慨溢于文词”，又言其“尝有系
笞二虏回幽夏故墟之志”。 乍看这两句话，好
像秦观是一位性情豪放的侠士， 文风定然畅
快淋漓，其实不然。这两句话指向的应是少年
的秦观。其实，他天生多愁善感、气质优柔，是
个少年丧父、居家苦读、体质文弱的书生。

所幸者，他遇到了“命中贵人”。与大文
豪苏轼的交游，深刻影响其一生。秦观是个
“一根筋”的人，无论政治风云、个人遭际如
何动荡变幻，他从不站在为己谋算的角度去
揣度人，而是秉持自性，抱持立场，终身奉苏
轼为师，故苏轼称其“才敏过人，有志于忠
义”，足证法眼如炬。

秦观吟有两句诗：“我独不愿万户侯，惟
愿一识苏徐州。”（《别子瞻学士》） 诗的背景
是这样的：熙宁十年，秦观怀着仰慕之情，拜
谒徐州新任太守苏轼，是为初次相识。次年，

应苏轼之请，写了一篇《黄楼赋》，想必苏轼
看出了秦观惊人的才华，赞其“有屈（原）、宋
（玉）之才”，当然，这是苏轼蔼蔼长者之风的
体现，虽对秦观有明显拔高，应属可以会心
的对晚辈的奖掖。 正是这样一种知遇之恩，

使秦观刻骨铭心。后来，他和苏轼的缘分穿
越了时间的风雨而贯穿始终，即为明证。

两人曾同游吴江、湖州、会稽等地，于湖光
山色中，谈诗论道，藏否人物，算是正式结交。

古人有“考志”一说，即通过接触和交流了解对

方的器识、才华和志向，秦观作为关门弟子，苏
轼对其若有“考志”之意，也属正常不过。

在苏轼的引导下，秦观发奋苦读，却两
度应试，皆名落孙山。情绪低落之际，苏轼特
意作诗予以勉励。这还不算，元丰七年（1084

年），苏轼途经江宁时，向王安石力荐秦观的
人品才学， 后又致书道：“愿公少借齿牙，使
增重于世。” 王安石也赞许秦诗 “清新似鲍
（照）、谢（灵运）”，予以肯定。

我再三品读这件事的过程，颇有感慨，甚
至感动不已，觉得有稍加深入解读的必要。

首先，苏轼当时已经名满天下，官职也
不低（徐州太守），秦观只是一名尚未成名的
文学青年， 但苏轼却以雍容的名士风度，不
但接受了秦观的拜访， 且与之结伴出游，充
分体现了他的人格魅力和爱才之心。 其次，

1084年，47岁的苏轼离开贬所黄州， 奉诏赴
任汝州（今河南汝阳，后未成），途经江宁（南
京），专程拜访昔日政敌、63岁的前宰相王安
石，欲为当年“新旧两党”由于不同政见所导

致的不和及误伤向王安石表达内疚之意。不
曾想，已经下野七八年、时在病中的王安石
听说苏轼到了江宁，竟风尘仆仆赶到渡口等
候，这是多么入画的场景啊！

江宁数日，两人多次作诗唱和，谈玄说
妙，其乐融融。苏轼游钟山后吟到“峰多巧障
日，江远欲浮天”，王安石读罢，谦称“老夫平
生所作诗，无此二句”。苏轼离开后，王安石又
对人说：“不知更年几百，方有如此人物。”

历经宦海浮沉的政治对手， 而今捐弃前
嫌，惺惺相惜，这是一种“放下”的境界。另外，

苏轼把秦观托付给王安石，按寻常逻辑看，应
属所托非人，毕竟秦观已列入自己的门墙，再
则过去和王安石又有那么多的隔阂和互伤，

但苏轼毕竟是苏轼，他深知王安石这等人物，

必有恢恢的气度，岂可以寻常之情视之？我以

为，性情如王安石、苏轼这样的人物，于公可
以势同水火、 寸步不让， 于私却可以把酒言
欢、肝胆相照。下面这个例子，正是泪点：

“乌台诗案”发生时，王安石已罢相三年，

正在江宁隐居，当他知晓苏轼遭此劫难后，竟
连夜写信派人飞马进京呈神宗， 信中有这么
一句话， 份量很重：“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神宗看了王安石的信，思之再三，决定放过苏
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试想，当时苏轼已经
被定罪，自忖凶多吉少，甚至给胞弟苏辙写信
交代了后事。入狱后，在“天下之士痛之”却
“环视而不敢救”时，没曾想赋闲在家、不问世
事却声望犹在的昔日政敌王安石， 振臂一呼
跳出来解救苏轼，吁请神宗刀下留人，这是
何等磊落的胸怀和高贵的人格啊！

而苏轼向王安石推荐屡试不中、一介无
名词人的秦观，也是他有情有义和注重才学
人品、不计门庭出身的气度使然，秉持的还
是那份扶持晚辈、唯才是举的古风，故而我
在另文中说过： 文人相轻不是大文人所为，

大文人看见别人有美妙
的才华， 非但不会忌妒，

反倒会倍加呵护，给予方
便，所以，才当得起一个
“大”字啊！另外我思忖，

苏轼之所以向王安石推
荐秦观，也可能考虑到自
己即将赴任汝州，相距遥
远，对居住高邮的秦观关
照不上，而秦观却与江宁
的王安石有地利之便。把
秦观推荐给王安石，以王
安石的崇高威望，定能使
秦观在文坛上 “有所增
重”， 也算了却了作为师

长的一份心愿，这又是多么深厚的一份师生
之情啊！苏轼当然不会忘记，自己当年应试
科举， 也曾得到前辈欧阳修的极力举荐，才
使得宋仁宗关注到他，并高兴地说“吾为子
孙得两宰相”（另一个指苏辙）。

以后，苏轼的延誉、王安石的勉励，终于
使秦观脱颖而出。仅过了一年（元丰三年），

37岁的秦观三度应试，高中进士。还是由于
苏轼的举荐，秦观先后担任太学博士、国史
院编修等官职。

令人唏嘘的是，两年后，王安石离世。与
苏轼江宁一别，此生已是永诀。

其实，任何事情都有两面：秦观因苏轼
的一路扶持而走上自我发展的道路，但毋庸
讳言，也正是由于他是苏门弟子，故而从政后
随着苏轼政治生命的起落而备尝世道的艰

辛。贬职、起复、流放；再贬职、再起复、再流放。

且在彼此的流放途中， 与他的恩师苏轼时有书
信辗转往来。不过在宋朝，几乎没有不曾被弹劾
的官员，比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黄庭坚甚
至蔡京等，都曾体验过贬谪途中的落寞和凄凉。

元符元年（1098年），秦观由郴州编管横州
（今广西横县），“编管”是一种失去人身自由的
重罚。元符二年又徙雷州。元符三年在雷州自
作挽歌，五月得赦令，八月十二日卒，可以讲死
在了流放途中。苏轼得到消息后，“两日为之食
不下”，并在信中提到：“哀哉！痛哉！世岂复有
斯人乎？”“天下惜此人物。”

行文至此， 我未引用一句秦观的诗词，虽
然他的词作是那么打动人，而且和他的贬谪生
涯密切相关，因为本文的用意并非谈论他在文
学上的非凡成就，这方面的表述和研究成果可
用车载斗量来形容了。我所叙述的，仍然是一
种力透纸背的人性。

说句实在话，作为男人的秦观，在生命的
承压上，远没有他的老师那么豁达，也比不过
同一师门、同样被贬谪的黄庭坚。如果说“一蓑
烟雨任平生”是苏轼的洒脱，那么“付与时人冷
眼看”则是黄庭坚的傲然。而且苏轼的流放地
比秦观更为荒僻，远贬海南是当时最严厉的惩
罚，据统计，先后贬谪海南的高级官员共有 27

人，其中就包括苏轼，至于他遭受过的诽谤、打
击甚至死亡威胁也远比秦观更为险恶、更为严
重。但用一句现在的话来说：苏轼的心理素质
十分过硬，他吃得下、睡得着、看得开，且照样
能活出一份自己的精彩。相形之下，秦观却是
一颗多情而纤弱、敏感而忧郁的“词心”（冯煦
《蒿庵论词》），稍有一点痛苦，他就痛彻难当，

划开一道小口子，他就流血不止。但话又说回
来，不谙官场、词才超绝的秦观，却终身甘愿追
随苏轼，哪怕这意味着更多的苦难，而从没有
像其他一些人那样见风使舵、落井下石，搞政
治投机，这就很不简单！他真的就是“一根筋”，

认定了就走下去， 选边站了就永远选边站，已
经追随的就永远追随，至死而未悔；却把所有
的伤痛和哀愁、落寞和心碎，填进一首首凄美
的词中。谁能否认：貌似柔弱的秦观，不是人中
的君子和世间的大丈夫呢？

有人认为，“文人相轻”是自古以来的一种
恶习。有一个传说，堪称比较极端的事例：初唐
诗人刘希夷写过“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
不同”，他舅舅宋之问读罢击节赞叹，要外甥把
诗让给自己，外甥不同意，竟出狠招致其死，可
见宋的人格卑劣。但同样在唐朝，也有王（维）孟
（浩然）、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韩
（愈）孟（郊）的并称和深厚友谊的载传。如果唐
朝主流文人不具备这样高华的胸襟和气度，又
怎能造就唐诗的大气象和大境界？北宋的王安
石、苏轼、秦观之间相互映衬、彼此照耀的星
辉，是一种人格精神、士子风范的传承。唯其如
此，才温暖了后世无数人心，使得中华千古文
脉中那点真骨血历经万劫，却香火不绝。

赶考记 刘泰然

在中国大地上，一二月一般都属一年中最
冷的时候。此时，川流不息的火车厢里填充着的
大多是面带倦意或满足的返乡客，他们腰缠或
多或少的辛苦钱，回家团聚，带给亲友和自己
一份团圆祥和。细心观察，会发现其间还夹杂
着个别青涩的脸庞，它们没有经历多少生活艰
辛的磨砺， 但因为心中装满对于未知的期盼，

尤其显得焦虑和恍惚。他们或背着画夹，或提
着乐器。这是一群艺术考生，忙碌在他们一生
最重要的时段里。

五年前，我也是其中的一员，一个人坐
着火车驶向未曾去过的城市，去探寻自己未
来的道路。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如此直接而
真切地触摸到自己的命运。

作为声乐专业艺术生， 某些方面较他人
更为轻松———不需要像器乐生那样带乐器，

不需要像美术生背重重的画包， 几乎就是空
手上“战场”。随身带着的拉杆箱里只需一两
套演出服，便可轻松地在一些城市穿行。

其实，这种轻松也只是表象。乐器和画笔
一定是他们的抓手，而我等声乐生没有任何抓
手，仅凭一条爹妈给的嗓子，像一篇古文里说

的“皆若空游无所依”，使得心里空荡荡的。

艺考说白了是单独且提前的一场高考。

考好了，后面的文化课高考才有用；没考好，

文化课成绩再高，也一文不值。艺考又不同于
普通高考，并不是一趟考试定“终身”，往往是
一所学校考一场。 声乐考生为了尽可能多些
选择的机会，都会考十几二十几所学校，经历
数十次报名、初试、复试，经历台前紧张和下
台时的放松或失望。 往往考到最后， 疲惫不
堪，有人甚至出现心理崩溃。这是普通文化考
生所不能理喻的。 声乐生不像文化考生那般
通过卷面即看到学了什么，掌握度如何，肚皮
中成色怎样。 声乐生颇有些时候会在考前一
晚丢了歌唱状态，又着急又绝望。然而第二天
起床后，还得硬着头皮打理西装，再听几遍录
音，毅然赴考场。这个过程对于人的磨砺、锻
打和淬火， 即使几年之后也受用。 奔波的劳

累，内心的煎熬，孤单的侵袭和漫长冬夜的彷
徨，那是一个艺术生必须面对的功课。

当然，面对那些心仪的校门，我们在“月
下推敲”时，也是独有心得。东北学校的考点
门前，能感觉到“皑皑白雪”；在四川学校的
考点门前，似乎闻得到“麻辣鲜”的气息；西
北学校的门前有花儿的旋律在缭绕； 海南
学校的门前则是碧浪荡漾、 椰树婆娑……

面对拉起的幕帘，我们茫然无助，拼尽能量
唱人生咏叹调， 企图打动幕布那边决定我
们前途的陌生人。 大多数时候他们一言不
发，彼此仿若永不见面的路人；但也不排除
会有一只仁慈的手撩开幕帘，牵起你，随他
跨入艺术更高的殿堂……这就是所谓命运
之神力吧？

“单招” 最具挑战的， 还是远赴各校复
试，或西安，或北京，或上海，或成都。我曾因

为两地考试时间重叠而放弃录取可能性极大
的天津院校的复试，最终与两地的机会都擦肩
而过。尽管从来没有一个人出过远门，但对付
艺考单招，我坚决不要家长陪同，一人独闯，遭
遇过丢失准考证和身份证，上演过因睡过头而
错过下车的悲剧，碰上过弹尽粮绝而需要家长
给卡中补充粮草的尴尬。 一季单招考下来，父
母说我瘦了，我说他们也瘦了。

单招生的天空，鸿雁在云端飞，地下是引
颈观望的人……

进了大学校门后，从旁人的说笑中得知，指
导自己专业的老师当初艺考时就在幕帘背后，

她就在我的“灯火阑珊处”。心里感动得不行，也
忽然明白古人为什么会说 “一日为师， 终身为
父”。 知遇之恩是天赐给艺术生的人生财富，在
日后的学习中也令人更加珍惜，更加勤勉，更加
恭敬。后来，我又考取了她的研究生，似乎是冥
冥中的缘分，使得这一切水到渠成。

如今，“单招”都已取消，后来的学弟学妹
们不必再像我们当年那样四处奔波。 这是好
事。不过，作为一种人生历练，当年的种种遭遇
和心境是难得的记忆，值得好生珍藏。

白
菜
令
徐
约
维

绿叶菜越来越红，但论价格的
大众化，还是白菜，或者说，我还是
偏爱白菜。 我喜欢它的面目清明，

喜欢它的敦实。

白菜是北方称谓， 沪称黄芽
菜。一个“白描”了它的基本面，一
个强调它的核心优势。

跨季节，全年候，且产地绵长。无
论从个头还是人口面上来说， 白菜，

可以算全国人民餐桌上的菜王了。

对于懒人，白菜优点不少。

一是耐存。十天半月不动也无
妨。它呆在角落里，承受着冷落，包
括遗忘， 却努力坚挺着新鲜度，等
待你的忽然发现。

相对而言， 那些绿叶菜就难捱
时间关了。一天半天，稍有忽略，就
马上蔫给你看。甚至没被忽略，面色
就换了。就像那些作女人或酸男人。

在北方，大白菜是冰天雪地里
的看家菜。少时曾在东北住过十个
月，晚秋黄昏时分，就见楼下东北
大娘忙着整地窖， 把大白菜一棵棵搬放在地窖里。

藏一冬，伴一冬（据悉能储存到五一前后），白菜伴
着她们，度过漫漫冬季。一个东北乱炖，赢得了多少
人的心，也省却了多少心思。

二是好清洗。一棵抱回家，风雨寒流封门时，剥
几张，蔬菜就有了。水漂漂手掰掰，连砧板也省了。

绿叶菜却很烦， 鸡毛菜菠菜需一把把剔黄摘根，青
菜要一叶叶去泥，芹菜则折腾指甲。浸泡时间长了
怕营养丢失，时间短了怕农药残余。吃绿叶菜就是
吃时间吃精力，所以窃以为，绿叶菜每每是闲人或
富人的优选。

三是烹饪简单。霜后青菜固然清甜，但也要猛火
重油方才显得绿意可人。白菜则放低身段，炖焯均可，

白水也行。如酸辣菜，无油无炒，口感爽洌，别具风味。

记得少时， 烂糊肉丝是冬天里家家户户最常规
的菜。白菜是其纲领性人物，稀稀落落极碎的肉丝是
配角。在那个物质紧俏的年代，倒也吃得热热乎乎。

现一人吃食，既怕烦又无心开油锅。每每几根
年糕，几页白菜，把剩菜或顺手可加之物统统扔进
去，加胡椒粉、生姜粉，淋麻油，有时还会加半袋方
便面，麦香稻厚菜清新，分量也足，连饭带菜一锅
端，简简单单，照样吃得热火朝天，暖胃暖心……

胃暖了，心也就暖了。

而女儿请我吃的韩式餐，白菜更是刷新了我的
认知：浅口的大盆里，白菜与胡萝卜、洋葱等一起生
吃，口感也不违和。红白紫，反衬着褐色菜盆，倒也
显得翠脆爽目。

回家后也试着把一些蔬菜生吃， 或略焯或
拌———蔬菜生吃，这是在美国的老同学越洋电话里
再三劝我未果的，一直以来，蔬菜我吃得极少，且只
爱那些油汪汪的做法。 不理会少油少盐的养生论，

我属于那种“屡教不改”的“重犯”。不料如今却也动
起“从良”的念头。

不知是年龄到了，还是火候到了？反正白菜是
触发点。

四是百搭。甘于当配角。不抢戏，亦不抢白。青菜
是一个人的主角。炒青菜就是青菜清炒，吃的是青菜
原味。其基本态势是单打，是独唱，是“孤军作战”。

而白菜基本格局是兼容，是双打是混打。加上
面筋、黑木耳、腐竹，是素什锦。加上肉片，变荤素合
唱。随手搭点小虾皮胡萝卜，也和谐。在春卷里，它
的伙伴更妖娆，海鲜菌菇各自呈鲜。所以呢，白菜的
态势是合作。是互相借势，又各自独立。

生活里，有人是夏爱青菜冬爱白菜。窃以为，爱
一物就不能只爱其优点。好处人见人爱，而能连坏
处一起打包的人，才算真爱。这一点，在人际关系
里，算是金标准。我觉得，关系里最关键的其实不是
那些看起来相契相合、相亲相爱的层面，而恰恰在
彼此不相融、甚至抵触的那一个点上。不投机、有防
御且郁闷，你居然还能一次一次容忍，才是一切亲
情友情爱情里，最结实的底。

五是面目清明，还不脏手。娃娃菜是白菜里的
另一旅，幼、细，更可人可口。

干干净净，面目清白。兼好打理，可算大众情人
这一路的，应该是菜中王道。

故齐白石曰：“牡丹为花之王， 荔枝为果之先，

独不论白菜为菜王，何也？”

是啊，为什么？

风摇青玉枝 （国画） 赵红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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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真：吐其精粹而授之
（之一）

无论是集美学村的林荫道上， 还是
在南熏楼畔的琅琅书声中， 几乎无人能
想起阮真， 随便找一个人打听阮真的故
居，回馈的是一脸茫然、错愕抑或摇头婉
拒。 如今只有巍峨的嘉庚建筑群见过阮
真在集美学村的生活和背影。

阮真，小名法贤，字乐真。浙江绍兴
上虞东关镇人。1896年9月10 日（农历八
月初四）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

1904年， 阮真在当地一家南货店账
房先生那里读私塾。 在私塾中读了六年
经书古文，他自言“不能作文”。十四岁进
改良私塾，一位教师的教法甚好。阮真通
过七个月的学习， 居然写出了两百来字
大致通顺的文言文。 这位教师给他留下
非常深刻的印象。后来老师的教法，他写
进了一篇《一个改良书塾的教学》中，“特
别为之宣扬”。十五岁时，阮真在高小二
年级读了一年。这时阮真读三国志演义、

说唐、岳传、水浒传、聊斋志异、西游记、

三笑姻缘、镜花缘、儒林外史，红楼梦。

到十六岁进师范学校， 他却说：“差
不多教师的教文改文，于我全无益处。我
的国文的进步，完全靠了自修。”因为学
校禁止看小说，再加上功课繁多，自修时
间太少， 阮真甚至连国文讲义也没有工
夫去读。“在中学时代， 在校不过读教科
书， 应付考试而已”。 但是到了寒假、暑
假，阮真就在家里闭户读书。除了温习学
校各科教科书及国文讲义， 还抄写老师
改过的作文、课艺、经义、策论、古文笔法
百篇等。

1911年9月，阮真就读绍兴山会初级

师范学堂。其时，鲁迅出任监督（校长）。后
来，鲁迅辞去校长之职，应教育总长蔡元培
之邀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 虽然师
徒二人相处的时间不长， 但二人的情谊不
浅。后阮真之妹阮璞真逃婚，曾躲到鲁迅在
北京的家中， 并在鲁迅的帮助下考上北京
女子师范大学。其间，鲁迅给阮真写信，大
骂他身为新青年、 却赞成妹妹的封建包办
婚姻。1936年在无锡举行的“鲁迅先生追悼
大会”上，阮真作为鲁迅的学生做了鲁迅生
平事略的报告，以悼念鲁迅先生。

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堂毕业生中很多
人成为民国以来活跃在文化教育界的中坚
力量。其知名者有章锡琛、孙伏园、阮真、孙
福熙、王一飞、何云、何景晖、许钦文、陶元
庆、许杰、董秋芳、张宗麟、陈之霖、魏肇基、

徐锡藩、倪文宙、祝志学、邢绮庄、魏重庆、

孙增光等。1915年，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堂
改名浙江省第五师范学校。同年7月，阮真
成为旧制师范第一届毕业生。

毕业后， 十九岁的阮真与孙福熙等到
五师附小教书，在教书的同时仍刻苦自学，

十分专心。一次，校工把阮真的工资二十元
大洋放在他的书桌上他都不知道， 感动得
校长说： 让你在这里教五年小学太埋没你

了。因此，就同意只教了一年小学的阮真去
报考深造。

第二年九月， 由浙江省教育厅郑彤华
（后任湖州中学校长）担保介绍，阮真以前
四名的成绩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后改
为国立东南大学）国文部学习，修习中文专
业和教育专业历时七年。 在校期间深受老
师陶行知的影响， 接受了科学主义教育的
观点。

阮真曾说：“我是一个天生迟钝而记忆
力最薄弱的人，因为迟钝，所以看书太慢；

因为记忆力薄弱，所以读过就忘。我知道以
我的才力，要求博学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对
于读书，往往缩小范围，先定目的，慎加选
择。这是迟钝人的经济读书法。”阮真的孙
子阮越良说，阮真并非迟钝之人，在十六岁
之前都是聪颖好学，记忆力很好，后来大病
一场，病愈之后，记忆力明显衰退。

在南高师就读时， 阮真除了读各科讲
义，应付考试外，还读了王阳明的传习录，

四书反身录，古文辞类纂等。此外还读了哲
学史、伦理学史、文史通义以及教育学科的
书， 他称这些都是 “教科书的参考本”。那
时， 阮真已留心教书， 研究中学的国文教
材。在寒假、暑假把中学的国文教科书篇篇

精读。除了读书，他还非常留心当时的报章
杂志。此时，他发表过《徐（锡麟）烈士传》

《论今日中国道德思想之趋向》《教育革命
之动机》等。听名人演讲，也是每次必到，整
理发表过黄炎培的演讲《黄任之先生演讲》

等。他说，这样才不至于成为思想陈腐的老
先生，而“做了新派的首领”。

到了四年级，校中因为同学的要求，把
文科改为文史地部。 因为前三年没有地理
学科及西洋史，所以到第四年上学期，排了
每周十八小时的地理学科， 六小时的西洋
史。除唐诗二小时外，全无国文学科。阮真
不愿习史地， 独自一人反对改文史地部无
效，所以转到教育科，去读了一年的教育学
科。后来南高师改名为国立东南大学，阮真
又转到国文系。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 南京学生迅速
声援北京。6月23日，阮真与张闻天、沈泽民
(茅盾之弟)等主办的《南京学生会联合日
刊》创刊，发行所设在门帘桥省教育分会事
务所内。阮真任主编，张闻天、沈泽民为编
辑科科员， 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此
时，阮真还是南高师国文本科的学生。该刊
为五四时期的进步刊物，及时报道南京、江
苏及全国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的情况， 围绕
如何“改良社会”这一中心问题，抨击日本
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批判旧制度、旧
道德、旧思想、旧习惯，宣传革命民主主义
思想，并介绍各种新思潮。宣传新思想、新
文化， 也是迄今已知最早在南京公开宣传
马克思主义的刊物。

除了编辑出版刊物， 阮真还加入少年
中国学会。学会订有四条信约：“一奋斗，二
实践，三坚忍，四俭朴。”凡是有宗教信仰的
人、纳妾的人、做官的人均不能成为会员，

即使已经做了会员的， 出现上述情况时也
要被清退出会。

（十） 连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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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满意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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