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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式熊书法篆
刻双绝，楷、行、篆、隶
兼擅，著有《西泠印社同人
印传》《式熊印稿》等作品。高
式熊 9 岁起就住在上海静安
区的四明村，四明村见证了
他从一个稚嫩少年成长为
书法篆刻界名人的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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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蔚蓝苍穹下，浩瀚太平洋将

阿纳凯海滩拥揽入怀，时光仿佛
静止，摩艾巨石像似武士般威严

地伫立海滩千年，他们凝望着万
顷碧波，静默无声地迎接日出、等

待日落⋯⋯夕阳将“武士”们勾勒
成神秘的剪影，摩艾似有神力，他

们是“活着的祖先面孔”，深情守

望着苍凉的拉帕努伊岛———一座

孤悬于太平洋上的海岛，一座有
故事、谜一般的孤岛。

智利神秘的拉帕努伊岛又名
复活节岛，其远离南美大陆，孤零

零地漂浮于南太平洋上，与世隔
绝。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的复活

节岛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神奇

的拉帕努伊文化、闻名于世的神
秘摩艾巨石像，吸引着世界各地

旅人的目光。

登临岛上山顶，极目远眺，风

光尽收眼底：岩崖入海、火山壮
美、沙滩旖旎⋯⋯千尊摩艾巨石

像散布海岛，他们有的排成一列，
面朝大海昂首远望，像整装待发

的武士，神态威严、蔚为壮观；有
的则散落于荒烟蔓草间，被荒芜

所弥盖。神秘之岛的历史如迷雾

一般消逝于时光隧道之中，摩艾

巨像奇观亦成为旷世未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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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野生动物，便不得不提南非的克鲁格

国家公园。这里不但可以看到非洲“五霸”（狮

子、豹、大象、犀牛、非洲水牛），还有数百种鸟

类及独特的猴面包树和蜿蜒的河流。

克鲁格国家公园位于普马兰加省、北方省

和莫桑比克交界地带，是南非最大的野生动物

保护区。据说，克鲁格国家公园南北纵贯 400

公里，东西横跨 70公里，总面积约 2万平方

公里。这片地区曾是狩猎场，1926年成立克

鲁格国家公园。克鲁格国家公园拥有一片

密布热带灌木的草原，每年 6月为旱季，是

观赏动物的最好季节。河流露出河床，狮

子、豹、野狗、羚羊、长颈鹿都聚集在此。

你可以租车或雇用向导驾车观赏这

些动物，也可以雇用向导在灌木丛里徒

步。这些活动都要由经验丰富的向导带

队，他们通过无线电与同事保持联络，

如果发现大型动物会互通信息，增加游

客邂逅动物的机会。想象一下，数百只

羚羊或鳄鱼在午后晒太阳，河马在水

中嬉戏，在克鲁格国家公园，这些皆有

可能实现。 沈琦华

走进
“魔幻”的巴库
    阿塞拜疆的首都巴库由旧城和

新城组成，古老和现代在这里魔幻地

交织在一起。

如果你想了解巴库的历史，不妨

到旧城逛一逛，那里保存着历史悠久

的古城墙、清真寺、民居等，还有不少

中世纪风格的建筑，外观对称，细看可

发现精心雕琢的纹理。最具代表性的景

点是希尔万沙宫殿和少女塔，这些景点

在 200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

界文化遗产。游客可以在希尔万沙宫殿

中探寻历史，或登上少女塔饱览古城的

风貌。

在新城，游客能收获完全不同的体

验。那里高楼林立，抬头可见极具未来感

的现代建筑，如火焰塔、水晶宫、黑达尔阿

利耶夫文化中心等。每当夜幕降临，火焰

塔便开始上演绚丽的灯光秀，塔身的 LED

屏幕会呈现变幻跳动的灯光，无论在城市

哪个角落都可以看到。滨海大道的“巴库之

眼”摩天轮也随着夜晚的来临亮了起来，坐

上摩天轮，可以饱览巴库港湾及整座城市的

夜景。

另外，巴库市中心有各式各样的酒吧，会

邀请当地音乐人或艺术家到现场进行表演。其

中，喷泉广场附近的 Hard Rock Cafe Baku可

以欣赏现场摇滚乐队的表演，在充满西班牙风

情的 Madrid Bar能听到活力满满的电子乐，到

Baku Jazz Club 聆听爵士音乐人的即兴演奏也

是不错的选择。 沈琦华

为书法篆刻着迷
高式熊 1921年生于浙

江鄞县，父亲高振霄乃晚清

翰林太史、著名书法家。高
振霄对高式熊的教育非常

严格，传道授业解惑，亲力
亲为，一丝不苟。1930年，

高家举家搬入四明村居住。

由于经常帮父亲在书
法作品上打图章，高式熊不

知不觉对篆刻产生了兴趣。
但父亲不支持，他只能偷偷

搞“地下工作”，直到他遇到
著名书画篆刻家赵叔孺。在

赵叔孺的支持下，他才得以
名正言顺地钻研篆刻。此

外，高式熊还曾得到著名书
法篆刻家、西泠印社创始人

之一王福庵先生的悉心指
点。25岁时，他完成了印谱

处女作《篆刻存景》。这部作
品在不少篆刻名家看来，已

是气息清峻，锐气逼人。
1947 年，27 岁的高式熊加

入西泠印社，成为当时最年
轻的社员之一。

1941年，高式熊结识
了篆刻家、收藏鉴定家张鲁

庵。张鲁庵家藏四百多种原
拓印谱，在整个上海数一数

二。每次见面，张鲁庵都会
带几本印谱给高式熊看。几

年时间，高式熊看了几百种

罕见的价值连城的印谱，勾
临了大量印件，刻印的功力

大为精进。张鲁庵自号“印
泥工人”，将一生精力都用

在了研制印泥上，研制出驰

名艺林的鲁庵印泥，有“一

两黄金一两鲁庵印泥”的说
法。高式熊渐渐熟悉了鲁庵

印泥的制作秘方，并在张鲁
庵病重时承诺将这种传统

工艺传承下去。1962年，年
仅 42岁的张鲁庵去世。为

了兑现对好友的承诺，高

式熊一直努力奔走。最终，
“鲁庵印泥”在 2007 年被

上海市政府列入上海市第
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8年又被文化部列入第
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成为国宝级印泥。
2012年，高式熊以鲁庵印

泥传承人的身份，向上海
静安区文史馆捐赠了鲁庵

印泥第 49号秘方。2019年
1月 25日，高式熊在沪逝

世，享年 98岁。

四明村里故事多
2005年 5月 18日，四

明村被命名为“文化名人

村”，因为这里见证了徐志
摩和陆小曼的爱情，留下了

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背影和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影星胡

蝶的倩影，诞生了鲁迅先生

堂弟周建人的优美散文等。
可以说你要了解上海的里

弄文化，那就一定要去四明
村走一走。

据史料记载，四明村的
石库门房屋是四明银行于

1912 年与 1928 年两次投
资建造，1931 年又增建一

次，使四明村共有混合结
构、砖木结构的楼房 118

幢，总建筑面积 29150平方
米。四明村前期为二层楼

房，后期靠近巨鹿路一带为
三层楼房，装有盥洗设备。

主弄宽七米，支弄宽四米，
建筑分两边行列布置。

2015年 12月上旬，高
振霄的四明村旧居被命名

为静安“名人名居”。在揭牌
仪式上，高式熊向静安区文

化部门捐赠了高振霄的临
帖本，并且表示四明村正是

他了解上海文化和世象的
第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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