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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伟的《荷马史诗》卷帙浩繁、往往令 读者望而生

畏；但有些人深信，时至今日，其对战争和苦难的描述仍响

彻人类耳际——天命、暴虐行径、人性、人性之弱点、宇宙

苍生……如此种种各有其旨，其相互作用的结果却神秘莫

测。《荷马史诗》如何应运而生？为何时至今日仍然意义深

远？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是同一个——因为荷马要讲述

的，是为什么我们会变成今日这番模样。

可惜这个答案并不符合现代人的学术标准。现下正统

的说法是这样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均为公元前8世

纪左右的作品；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史诗中所描述的世界应

是希腊的铁器时代，亦被称为希腊的文艺复兴时期。公元前

一千纪上半叶的希腊文明散布于诸多相互隔绝的贫穷岛屿

上，爱琴海上的很多岛屿已经破落不堪。虽说其中有一两座

岛屿仍然富饶，并且与近东地区联系密切，但早期宏伟华丽

的希腊宫殿已经坍塌，希腊文明陷入了低谷。尽管如此，到了

公元前8世纪，希腊文明迎来了大范围的复苏。希腊及诸岛上

的人口上涨，生活节奏加快；依靠进口而来的锡，希腊的铸

铜技术在400年时间里第一次得到提升。殖民地、贸易、改良

的船舰、竞技场、铸币、庙宇、城市、在奥林匹亚举行的希腊

运动会、文字、陶器及圆柱体上描绘的人物、首部成文法、编

年史、城邦制的雏形……这些文明复兴的火种在公元前8世

纪爱琴海上诸岛屿之间迅速蔓延开来。如此看来，《荷马史

诗》诞生于希腊历史上一个活力四射、政兴人和、文明繁荣

的新时期；而荷马，是一位盛世诗人。

荷马时代的史诗都是传奇，它们都是伴随着一个民

族的出现而成型的。这个民族经历了上述碰撞与融合的

过程，最终变成了“希腊”；而此过程所发生的地点，即希

腊人的地中海故乡。这些史诗，是讲述“希腊意识”起源的

神话传说，虽然不尽完美，却复杂而动荡。作为一种文明

而言，希腊地区结出的果子，与青铜时代北方草原上的文

明、与近东地区的专制政权都有不同，却融合了二者的特

质于一身。荷马史诗是一个基础的神话框架，它讲的不是

人，不是自然界，而是一种思维方式——即希腊人的自我

定义；正是这种心境造就了希腊人，也以多种方式遗传到

今日欧美人身上。正因如此，对我们而言，荷马所描述的混

乱世界仍留有难以言表的熟悉感。

本书将一路追溯到壁画所描绘的年代，通过人对《荷马

史诗》的解读，通过人生经历，通过考古发现，通过实地探访荷

马时代气息奄存的地点，去寻找有关荷马的任何蛛丝马迹。这

是一段热情洋溢的追寻之旅，因为这些史诗通过一组独特的

镜头、描述了人生在世的方方面面，描述了人生的悲伤、胜利、

苦难和荣耀。这些史诗，阐述的是人生有所启迪的时刻。

荷马也许存在于这个时代，但他史诗中吟唱的却不

是。史诗中的故事，年代更久远，更粗糙，更原始。他吟唱

的，是这座宫殿的主人身后的人和事。他的诗融合了时代的

气息，其内容充实丰满，就像浪涛一般，在希腊的礁石海岸

涌动了若干世纪。他的诗还受到了悲痛的驱使，那是一种

因探索“存在的本质”和“死亡的痛苦”而产生的喧闹而绝

望的焦虑感。荷马史诗是讲述“起源”的传说，而苦恼和忧

虑是其永恒的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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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斌篆刻王阳明“十八养生”
【文/顾建明   篆刻/吴承斌】   

去年岁末至今，频频在朋友圈微信中，看到好友吴承斌篆刻

的王阳明“十八养生”印章，笔者便思忖撰文，几次与承斌兄喝茶聊

天，他对“十八养生”之事未予作答。

近日再次读罢王阳明“十八养生”印章，顿觉字字开启智慧，句

句指点迷津，令人颇为震撼，爱不释手，此乃五百年时空哲学以金石

精心刻制也——

“博览群书闻广见开”“短睡完神久睡则昏”

“折花入瓶可映心花”“减少往来杜绝纷嚣”

“检阅时文心开不竭”“吟诗啸咏机畅神流”

“闲庭散步寂不凝滞”“临池学书心手不懈”

“闭目养神沉静返照”“饮酒微酣意清自佳”

“茶熟香温端可涤心”“闲来操琴性地一通”

“低声读书气不耗伤”“焚香扫地涤秽净神”

“时常作文机熟心细”“晤对知己畅所欲言”

“勿牵事长思坐驰神减”“闲览山水妙境调养性情”

（边款及印石文）

吴承斌，当今书画界书法、篆刻之中坚；王阳明，明代著名儒学

界之泰斗。

五百年前，王阳明连续七日七夜对竹感叹“程朱理学”的繁

琐流弊，提出“知行合一”理论并抛弃“存天理，去人欲”的心学思

想；五百年后，吴承斌连续七日七夜挑灯夜战，篆刻王阳明的“十八

养生”之精髓，领悟“知行合一”的人生真谛，强调主体意识和自主

精神的统一，前者堪称哲学家的建树，后者亦是文化人的创新。

与承斌兄相识后，细观其举止言行，给人感觉是，在他的身

上，确实散发着一种“知行合一”的灵气，说话时，低声细语不显声

势，举止间，低调行事不争名誉，给人以本心的良知，无疑是王阳明

“以知为行，行中含知”的人生准则，也真正演绎了王阳明的“心外

无理，心外无物，此心即是理”的“心即理”和“良知就是天理”的

人生主张。

窃以为，在吴承斌的处世哲学中，向古人挖掘篆刻灵魂作为

自己篆刻生涯的行动指南，通过自己四十余年孜孜以求的不懈探

索，以展现颇具“吴体”灵魂的篆刻艺术，这种以知引路，以知为师

的“知中含行”之人生轨迹，是通过知的实践和形的体现，达到“形

中含知”明理心正以求善的人生境界。

当今印坛，宿将渐稀，新秀辈出，篆刻艺术大放异彩。早年为

韩天衡大师录为得意门生，现已成为印坛宿将的吴承斌，在书法及

篆刻艺术中，慎于言而勤于行。他心无旁骛废寝忘食，将书法与篆

刻两者艺术相互穿插，相互融合，相互贯通，在游刃有余吐故纳新

的篆刻世界里，巧用名人名句，善用奇闻掌故，将小小的印章文化系

列化、系统化，呈现出大气派、大篇幅的感觉，这看似讨巧，实乃技

巧，是篆刻技艺熟烂于心的驾轻就熟，是自身修养内外兼得的精神

体现，可谓“灯下双钩摹古玺，窗前凝思构新局”。

纵观其履历，吴承斌生于1956年的上海，现为西泠印社社员、

海上印社社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文史馆书画研究员、

上海市美术家协会海墨中国画工作委员会副会长、上海书画院画

师，自幼喜好书法艺术，自十六岁拜韩天衡先生为师学艺，学习书

法、篆刻及艺术理论，四十余载的春秋，以古为师，精研探索，择善

所用，刀法健豪，独具匠心，形式多变，技巧娴熟。上效秦汉印之风

神，下窥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印之圆浑雄劲，终成面目，成为有

思想的书法篆刻艺术家。

做人奉行“知行合一”以求“善”的吴承斌，深受吴让之“印从

书出”的篆刻艺术思想熏陶，使得他在书法（尤其是在隶书的独特

风格）上的造诣颇有建树。笔者曾获有承斌兄壬辰年四月所书三尺

对开的《三国演义开篇词》隶书横幅和辛卯年所书四尺三开的秦观

《浣溪沙词》隶书中堂各一幅，细细把玩，愈看愈喜。隶书所透析出

的那种“平中见奇，静中见动”的笔力，入笔不一，神闲气清，丰腴自

然，笔法娴熟，如同其为人处世之形态，显得“斌斌有礼”，却又不乏

王阳明所书《习传录》一书中之“元神、元气、元精”也，故而“以其

妙用而言谓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谓之气，以其凝聚而言谓之精”，无

疑是精于帖又善于碑，是唐人之气和宋人之灵的叠加，其书法为同

行瞩目而誉于海上，也就顺理成章了。

道艺合一的吴承斌，平日教授着沪上几所大学的书法课程，对

学生，他要求“书”“印”要“古中出新”以求变，“拙而不劣”以求

异，高雅中见神韵，细微处显笔意，以“书”生气息“印”象万千之合

力，欲传其薪火而成就书林翘楚。正可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良知，心之本体，即所谓心善也”。知书达理的吴承斌深黯

王阳明“理即良知”乃万事万物生存者之道理，虽说他的印章，愿

出厚润者大有人在，但如何能真正过“三关”（指禅宗的三个开悟

阶段：初关、重关、末关）闯“七返”（指道教修炼精气神的七个过

程），还有不少的路要走，还有很多的磨难等着他去闯。

“五一”佳期前夕，鄙人向承斌兄谨启：因几月前本人已在

由《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的《走遍中国》杂志上撰文“印人吴承

斌”一文，故这次在《生活周刊》上将另起炉灶，撰写其篆刻王阳明

的“十八养生”。近月粗略拜读了“王阳明《传习录》全鉴”一书，尚

未细阅，便仓促写就，逐交拙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