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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物传奇》是“新中国往事”系列丛书之一。

《人物传奇》将以亲历者的视角，为我们讲述25位新中国传奇人物，主要包括：粟裕将军的高风亮节
；改革开放的大将任仲夷；邓子恢临终木忘“包产到户”；我所认识的文博大师沈从文；吴冠中的彩
虹人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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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所认识的熊十力先生　　◎阎秉华　　熊十力先生是著名哲学家和爱国民主人士。
1885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苦家庭，1968年5月辞世。
熊先生已走了36年，可是他那爽快的大笑，怒目圆睁大骂&ldquo;王八蛋&rdquo;的吼叫，似乎仍在耳
边，我深深怀念着这位慈祥的老人。
　　我老伴李渊庭是1924年开始跟随梁漱溟先生和熊十力先生治学的。
梁漱溟先生是年辞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席，与山东朋友相约，拟创办曲阜大学，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的
研究，首先创办曹州高中作为预科，熊十力先生参与其事。
是年暑假，曹州高中在北京招生，李渊庭与同乡武绍文报名应考，李渊庭名列榜首，而武绍文没有考
上。
熊先生主持口试，对考上第一名的李渊庭这个18岁青年表示感兴趣，可是李渊庭却说，武绍文如能一
块儿到山东读书他才去，否则他一个人不去山东。
熊先生与梁先生商量后，竟然同意这一请求。
这一不寻常的师生缘分延续了40多年。
熊先生对李渊庭始终保持着热情、亲切、关心的态度。
　　我是1943年夏天见到熊十力先生的，在一起相处了两年。
　　梁漱溟先生1941年在重庆北碚郊区的山上创办&ldquo;勉仁书院&rdquo;和&ldquo;勉仁中学&rdquo;
，聚拢一些朋友和学生，在教育、文化领域为抗战做点工作。
熊十力先生作为&ldquo;勉仁书院&rdquo;的导师住在书院内。
李渊庭既是&ldquo;勉仁书院&rdquo;学员（研究员）兼秘书，又是&ldquo;勉仁中学&rdquo;高中的语文
、历史教员兼管总务。
1943年暑假，&ldquo;勉仁中学&rdquo;聘我担任初中数学教员，于是我们全家迁居于此。
　　&ldquo;勉仁书院&rdquo;与&ldquo;勉仁中学&rdquo;都在半山坡，距北温泉三四华里。
从&ldquo;勉仁书院&rdquo;往北不远，就是&ldquo;勉仁中学&rdquo;，沿路果树众多，风景独好。
当时住在&ldquo;勉仁书院&rdquo;的，除熊先生用一间作书房外，有张俶知、席朝杰和我们三家。
三家共用厨房和两间小平房。
我们于1943年暑假迁居&ldquo;勉仁书院&rdquo;。
我们逃难人没有家具，一个人抱着孩子，一个人背着被子和几件衣服就搬家了。
快到&ldquo;勉仁书院&rdquo;时，远远望见住家门口站着个人，李渊庭对我说：&ldquo;是熊老师！
&rdquo;我们走近时，我抱着孩子喊&ldquo;熊老师！
&rdquo;深深鞠了一躬，同时叫两个大一点的孩子喊&ldquo;熊爷爷&rdquo;并鞠躬。
我当时26岁，身边带着三个小孩，大女儿7岁，二儿子3岁，小儿子才3个月。
熊老师很高兴地答应着。
我从此认识了久已闻名的熊十力先生。
　　熊十力先生当时将近60岁，中等个子，留着半长胡子，目光炯炯有神，清秀，不胖不瘦，举止洒
脱，对人热情，平易近人，一看就可知道是位学者。
但李渊庭说他容易发急，急了还骂人&ldquo;王八蛋&rdquo;。
熊先生在读书、著书疲劳时，常来看看小孩，和孩子们玩，我们很快就熟了。
他每天晚饭后要上山散步，要我们两个人陪他，在没有开学前，我勉强陪伴。
开学后，这对我来说就是个苦差，很为难。
因为我教的是初中一、二年级三个班的数学，从周一到周六，每天上午三节课，下午还兼着图书管理
员，梁漱溟先生从山东运来的数万册图书堆放在那里，装在木箱中，得开箱取出、分类登记后放到书
架上；而家中三个小孩的吃饭、喂奶、洗澡、洗衣、做饭都得我来干，每天晚上10点以后，我才能备
课、改学生作业本，每班50个学生共150个作业本，晚12点以前是休息不了的。
而次日凌晨不到5点就得起床，往厨房搬运锅碗瓢盆，做早饭。
我还得缝补衣服、做四个人的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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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年轻，但也累得够呛，所以很怕熊先生喊&ldquo;秉华，一块散散步&rdquo;。
因为李渊庭不让我说&ldquo;不&rdquo;！
可我心里想&ldquo;做官不知民受苦啊&rdquo;！
这段艰苦生活直到1945年暑假才结束。
这段生活，使我对熊先生的为人和高尚品质有所了解，我很敬重这位老人！
有几件事使我至今不忘。
　　一个星期天上午，我和席朝杰的夫人徐昌玉在厨房做午饭，忽然听到坡上熊老师大声吼叫，我们
俩跑到半山坡，听到熊老师大声吼着说：&ldquo;你给我快走！
蒋介石是狗子，是王八蛋！
我怎么能用他的钱！
你快拿着走！
&rdquo;另一个是男人说话，声音低，听不清。
过了不大一会儿就听不到了。
我们吃过午饭后回到住处，问他上午的事，熊先生讲：&ldquo;我过去的一个学生徐复观从重庆来看我
，他现在是蒋介石侍从室的一个什么官，带着一张一百万元的支票，说是蒋介石送我的，我一听就生
了气，把他赶走了。
&rdquo;　　熊先生当时缺钱，：勉仁书院、勉仁中学的经费都很拮据，教职员工待遇很低，仅可以糊
口。
我们家，两个教员还加一份图书管理员的收入才200来元，物价飞涨，这点收入只能维持吃饱，一个月
也不敢买一次肉。
对熊老师的待遇有照顾，每三天赶场（小型集贸市场）给他买二斤羊肉，隔些时就给买一只鸡，熊先
生爱吃肉，不多吃粮食，二斤羊肉或一只鸡常被他一顿就吃完了。
但熊老师真正做到非义之财一分不取。
　　似乎在赶走徐复观后没多久，又是一个星期日上午，我和徐昌玉两人在厨房再次听到熊先生大声
叫着，高声哈哈大笑！
下午，我们问熊先生上午谁来了，那么大吼大叫。
熊先生笑了起来，说：&ldquo;是郭沫若从重庆来看我。
郭沫若耳聋，不大声说话他听不到，我们骂蒋介石，骂蒋该死骂得高兴！
&rdquo;熊先生接着又说：&ldquo;郭沫若还给我带来一只老母鸡呢！
&rdquo;熊先生前后两种接待来客的态度，说明他老人家善恶分明，是位性情中人！
　　大概是在1945年初的一个傍晚，在熊老师房间，听到熊老师骂李渊庭&ldquo;王八蛋&rdquo;！
李渊庭离开熊先生书房回家，熊先生又追他到我们家，李渊庭进门走几步站住，一转身正面对熊老师
，熊先生又骂道：&ldquo;王八蛋！
难道是我错了？
&rdquo;&ldquo;我只是请先生再仔细看看您引的那段话的上下文，您就会明白的，您讲的不符合原意
！
&rdquo;李渊庭话音未落，熊先生举拳打向李左肩，渊庭不躲避，却说：&ldquo;您打我我也是这么说
。
&rdquo;我们的三个孩子却吓得大哭，这年最小的那个也3岁了，熊先生气愤地走了。
我从来没有看见这种场面，竟然呆站在一旁不知所措，眼看着熊先生生气地骂&ldquo;王八蛋&rdquo;
，出了门，才抱起最小的孩子哄着说不要哭。
我问李渊庭什么事？
渊庭说：&ldquo;我看见他正在写的书稿中引王船山的话，不符合人家原意，有点生拉硬套，我告诉他
再看看人家讲这句话的上下文，并把我的理解讲出来，他就火了！
&rdquo;我劝李渊庭说：&ldquo;可能你讲话时态度生硬，伤了老人家的自尊心、自信心，你应该在态
度上客气点么！
&rdquo;&ldquo;对熊老师不必虚情假意，那样他会更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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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quo;第二天一早，熊老师推门进屋，笑嘻嘻喊着：&ldquo;渊庭，你对了，我错了！
我晚上拿出书来仔细看了上下文，是你说的那意思。
哈哈，冤枉你了！
&rdquo;熊先生还摸摸三个孩子的头说：&ldquo;熊爷爷吓着你们了！
&rdquo;抬头看我正在发笑，他也哈哈一笑就走了。
此后，熊先生与李渊庭的关系更近了。
　　约在这年的四五月间，我怀孕已5个多月，由于过度劳累加上营养不足，一天早晨竟昏倒在厨房
。
在我昏迷之际，李渊庭雇滑竿将我抬送到十来里远的北碚城内，送进江苏医学院的附属医院产科，医
生说胎死腹中，取出死胎，但不取出胎衣，医生让先交费，可李渊庭没有钱。
直直看着我流眼泪，我已醒过来，将我一岁半时父亲临终前给我母亲戴上的一枚金戒指取下让渊庭去
卖，渊庭上街卖掉戒指交了医院的费用，才给取胎衣、打止血针。
据说我出的血将产褥湿透有大碗那么大一块。
只能交5天住院费，不够交饭费，渊庭买了5个碗口大的面包，告诉我每天吃一个，第五天来接我，并
说他还有一元二角钱，得买米。
我由于失血过多口渴，看见同病房的产妇喝红糖水，心想如能给我喝一杯多好！
但我只能喝白开水。
　　就在这年暑假，熊老师的学生刘汉给熊老师来信说，他接办重庆捍卫中学，请熊先生派几位学生
到重庆协助他办学。
熊老师马上复信介绍李渊庭和我到这所中学工作。
熊老师对我俩说：&ldquo;你们孩子多，在这里生活不方便又太艰苦，到重庆工作，待遇可能好一点，
生活方便些。
&rdquo;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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