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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书都是父亲的朋友送给
他的，每一本书都是一份情谊。现
在由宁波图书馆来接收这些书，让
它们回到宁波，我觉得是最好的归
宿。”10 月中旬，“四明高峰——高
式熊先生诞辰 100 周年生平展”在
宁波图书馆新馆展出，展览中的一
书一册，都来自高老的收藏——今
年，高老的女儿高定珠，将父亲留
下的 15000 余册 （件） 藏书与文献
捐赠给了宁波图书馆。

在 开 幕 式 上 ， 高 定 珠 提 到 ，
“高家人”在上海四明村家中的通
用语言是“阿拉宁波话”，父亲对
老家宁波感情很深。

对很多人来说，高式熊是宁波
籍著名书法家、篆刻家和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鲁盦印泥制作技
艺”传承人，可如果细细回顾先生
的一生，他的家人、学生、好友都
会说，他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克
勒”。

他是资深
无线电发烧友

“老克勒”是上海人对年长、
阅历深、思想前卫的人的称呼，高
式熊当之无愧。早在 20 世纪 30 年
代，高式熊就成了“无线电发烧
友 ”。 这 一 爱 好 ， 他 保 持 了 80 多
年。

近代上海素有“魔都”之称，
十里洋场上不乏一些新鲜的西洋玩
意儿。1923 年美国人奥斯邦创办的
中国无线电公司，和 《大陆报》 合
作开设了中国第一家无线电广播电
台“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
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等地的业余
无线电事业十分发达，无线电爱好
者苏祖国、苏祖圭还创办了亚美无
线电公司。十多岁的高式熊受此影
响，开始对小小无线电产生了无穷
兴趣。

高式熊的藏书中珍藏有青少年
时 代 阅 读 的 《业 余 无 线 电 旬 刊》

《实用无线电杂志》《中国无线电》
等无线电杂志百余册。这些出版于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刊物因年代久
远，不少纸张已经脆化，但高老对
它们爱护有加，悉心保存了 80 多
年。亚美无线电公司当时专门生产
无线电机器元件，高式熊十分关注
亚美的广告单，有几张广告单夹在
无线电刊物中，一直保存到了今
日。

对无线电的兴趣甚至“影响”
了他的工作。1954 年，高式熊到上
海维纳氏电工器材厂工作。不久，
他受委托成了“资方代理人”。有
一次北京电影制片厂委托维纳厂生
产一批保密用的录音机插头，5 月
1 日双方签合同，10 月 1 日维纳厂
交货。这下难题来了，维纳厂此前
没干过浇铸，而当时生产录音机插
头却有一道浇铸工序。高式熊听取
工人的建议，先期做好安全防护工
作，又派员工去其他工厂学习，终
于保质保量完成了这项任务，得到
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好评，说这批货
质量高于进口货。

上海维纳氏电工器材厂后来并
入上海电影机械厂，高式熊由于热
爱无线电，主动去了厂里的录音机
组做电讯工。电讯工的工作之一是
听音，检验录音机的播放音质。老
式录音机用的是放电影用的 35mm
宽磁片，音乐播放质量高。高式熊
每天要反复听多台录音机放出的音
乐，检测录音质量。说来也巧，有
一段时间，厂方选用最多的测试音
乐是陈钢 （宁波籍）、何占豪的小
提琴协奏曲 《梁祝》。经年累月，

高式熊练就了一项特殊技能，即使
几个喇叭一起放，他也能听出某个
声源存在的问题。

晚 年 的 高 式 熊 仍 然 热 爱 无 线
电、录音机，家中购置有不少专业
录音机和音响。有时他还自己动
手，做一些无线电小发明。

他是摄影爱好者
相机收藏家

除了无线电，高式熊年轻时还
颇喜爱摄影。一台小小的照相机，能
记录社会万千变化，高式熊还通过
照 相 机 记 录 了 数 十 年 的 风 雨 人
生。

高式熊的人生第一台照相
机是母亲送的。少年时，母
亲 给 他 买 了 一
台“蔡司伊
康 ” 照
相 机 ，

后来这台相机被人借走，杳无音
讯。之后，高式熊又有了自己的相
机，不过因为胶卷价格昂贵，他很
少摆弄它们。

高式熊摄影生涯的转折点也发
生在上海维纳氏电工器材厂。这家
工厂的老板是中国近代著名摄影
家、实业家、宁波老乡郑崇兰。早在
1923 年，郑崇兰就在上海开办了江
山照相馆。1935 年郑崇兰开办“维纳
照相器材厂”，创制了中国首台方形
盒式照相机。高式熊到“维纳”上班
后，与郑崇兰颇有共同语言。高式熊
的“照相机癖”也愈加浓重。

20 世纪 60 年代，高式熊每个
月工资不过 100 来元，他却舍得花
80 多 元 买 一 台 上 海 牌 581 型 照 相
机。不久，他又相继购买了上海牌
582 型 照 相 机 、 南 京 产 “ 紫 金 山
牌”照相机。改革开放后，高式熊
越来越喜欢收藏各类相机，家里的
相机多得数不清。宁波图书馆收藏
的高式熊文献中，就有不少国内外
不同时期的相机宣传册、相机订购
单，足见高老的痴迷。

除了收藏相机，高式熊更喜欢
摄影。1964 年，西泠印社举行庆祝
建社 60 周年筹备会议，高式熊从
上海赶到杭州，随身带了三台相
机 ： 上 海 牌 120 型 相 机 、 上 海 牌
135 型相机和禄来牌相机，专门拍

摄篆刻家。而当时各大媒体的记者
几乎都忽略了篆刻家。大会即将结
束时，报社要配发篆刻家照片，这
下犯了愁。后来记者打听到高老拍
了不少，于是找到高老帮忙。高式
熊二话不说，把照片连带底片都给
了记者。晚年的高式熊还喜欢用自
己拍摄的照片做成台历自娱。

上海电视台主持人曹可凡曾在
一次访谈中询问高式熊拍摄书画的
原因。高老表示，“我那时候喜欢
拍照，但不拍外面风景山水，专门
拍字画玩玩。摄影界里没有人重视
拍字画，因为拍字画不是摄影的艺

术，没有什么取
景要求，只要
拍 完 整 。但
拍 完 整 也
不 大 容
易 ，不 能

变形，不能拍得太小，颜色要正，要
如实反映。”这些书画照片，后来在
书画鉴定上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他是帅帅的
“吉他手”

很多人见到高式熊，第一反应
就是长得帅气、洋气。在“高式熊
先生诞辰 100 周年生平展”开展首
日，不少观众走进宁波图书馆的第
一个疑问就是：“高老师长得介洋
气 ， 他 是 不 是 外 国 人 或 者 混 血
儿？”长得蛮像外国人的高老，其
实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曾有很多
电影导演看中高老的洋气，请他到
电影中扮演外国人或旧上海绅士。
高老还真上过荧屏，他最为老百姓
所熟悉的角色，是电视剧 《一号机
密》 中的萨克斯管乐手。

那么这位“萨克斯管乐手”到底
会不会音乐呢？高式熊不光是一位
音乐高手，还十分喜欢鉴赏音乐。

他和吉他有着不解之缘。据说
高式熊第一次听到夏威夷吉他的乐
声，就非常喜欢，可他一直搞不懂
这是什么乐器发出的声音。不久，
一位在交响乐团的朋友告诉他这种
乐器叫做夏威夷吉他，还上门送了
一把吉他。高老喜出望外，特意写
了一幅扇面还礼。

有了吉他，高式熊就想拜师学
艺。当时上海古典音乐界中有不少
是宁波人，比如音乐大师柳中尧

（柳尧章）。柳中尧早年学习琵琶，
曾经将琵琶独奏曲 《浔阳夜月》 改
编成现在大家熟知的合奏曲 《春江
花月夜》。柳中尧后来改学西洋乐
器，成为民国上海最好的西洋乐团
——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的首席小
提琴。高老找到柳老，拜师学艺。

柳中尧对这位宁波老乡尽心教
学，并鼓励他和几个同好组成学习
小组，共同学习。过了一段时间，
高式熊的吉他演奏水平突飞猛进。
除此之外，高式熊也爱听中西名
曲。2006 年，高式熊作为上海中国
画院代表团成员出访美国。在洛杉
矶，高式熊提到了美国著名歌手克
劳斯贝的一首曲子，他曾用吉他伴
奏过，这让美国人十分诧异，再三

追问。高式熊才提及自己家里
有克劳斯贝的唱片，因此对他

的乐曲十分熟悉。上海交响乐
团也是高式熊十分喜爱的一支乐

团。这次捐赠给宁波图书馆的文献
中，就有他保存的一些该团演出的
门票、乐单，颇为珍贵。

口琴也是高式熊喜爱的乐器。
旧时上海口琴界的“口琴大王”石人
望是宁波人，他在上海创办了大众
口琴会，普及口琴音乐。高式熊爱上
口琴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他参加了
和平口琴会，既吹口琴，又拉电风
琴，还能弹电吉他，一人几乎承包了
半支乐队。在口琴会期间，高式熊多
次上台表演，颇受欢迎。据说有一次
暑期音乐会，高式熊还和周小燕、葛
朝祉（宁波籍）同台演出。

除了音乐，高式熊还是一名评
弹爱好者。在高老捐赠的藏书中，有
不少他亲自批注的评弹书籍。上海、
苏州等地的书场中，观众常能看到
高式熊的身影。他最爱听蒋月泉的
蒋调，据说蒋月泉唱到哪里，他就跟
到哪里——一枚忠实“蒋粉”。

始终没忘
自己是宁波人

高家是典型的上海宁波裔移民
家庭。高定珠在展览开幕式上用宁
波话致辞时，就提到他们一家在家
中对话，用的都是宁波话。高式熊
晚年和家乡的不解之缘，还要从一
枚印章说起。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动员“宁
波帮”建设宁波，成为宁波城市建
设的一大主题。不过那时回乡支援
建设的“宁波帮”人士多为商人，

“文化宁波帮”还不多。宁波方面
一直希望能联络在外的宁波文化人
士回乡支持宁波文化建设。刚好，宁
波收藏界出了一桩公案，有一位收
藏家得到一枚印章，可关于这枚印
章的真伪，引发了收藏界、篆刻界的
争论。于是书画大师、鉴赏专家谢稚
柳的公子邀请高式熊回宁波老家，
鉴定这枚印章，高老欣然应允。他刚
到宁波，就遇到了时任宁波市副市
长的徐杏先，两人一见如故。高老和
故乡就再续了几十年的缘分。

宁波篆刻界在 1949 年后发展
并不快，可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宁

波篆刻家频频在国家、省级比赛中
获得奖项，成为一支“艺术新军”。这
和高式熊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1989 年宁波市举办首届文化艺
术节。宁波方面力邀高式熊、邵洛
羊、周慧珺三位书画大家回乡。宁
波图书馆这次接收的文献中，高老
还保留着 30 年前的几份宁波文化
艺术节工作简报，从中可见高老对
这次活动的重视。在宁波，高老参
加了邵洛羊先生的讲座，并第一次
与宁波本土的青年篆刻家见面。

高式熊弟子包根满回忆，1989
年，几位宁波本土青年印人到宁波
华侨饭店拜谒高老。他们当时觉得
高老是名闻海内外的大艺术家，难
免有些架子。没想到，高老热情地
接待了他们，言语十分朴实，对于
他们的问题一一予以解答。在这次
见面中，高老提到有机会就来宁波
办一个辅导班，系统性辅导宁波青
年篆刻家。

1990 年夏，高式熊要去日本交
流访问。去日本前，他决定先到宁
波办一个辅导班。很快，宁波市书法
协会、上海宁波经济建设促进会和
宁波市海曙区文化馆落实了此事，
举办“高式熊篆刻艺术培训班”。开
班后，高式熊发现一个问题。由于宁
波媒体大力宣传培训班，很多人闻
讯赶来挤在培训班教室看热闹。人

一多，教学效果就会大打折扣。高式
熊主动联系当时宁波文化局的领
导，几经沟通，培训班变成了“半开
放”式。高老将这些年轻人一一留下
来，针对他们的实际水平，因材施
教。据参与培训的张弈辰、包根满回
忆，高老放弃午休和晚上休息时间，
冒着酷暑，逐个辅导他们的篆刻技
艺。培训班结束后，高老还赠与他们
每人一幅书法作品，并答应出任宁
波青年印社的指导老师。

当时参加“高式熊篆刻艺术培
训班”的学员包括贺圣思、孙群
豪、胡志行、叶文龙、史波、楼吾
林、王雷、王惠定、张惊雷、胡朝
霞、闻一平、陆爱国、史晓卿、余
捷、张弈辰、施晓峰、黄哲平、蔡毅、
包根满以及三名夜大学员。这些学

员现在都是宁波书法、篆刻界的中
坚力量。高老每每收到他们出版的
新书，郑重题签，悉心保存，这次有
不少书籍捐给了宁波图书馆。

此后，高式熊与家乡的会面日
趋频繁。1992 年，高式熊应宁波市政
府、鄞县县政府和沙孟海书学院邀
请，赶到东钱湖沙孟海书学院参加学
院落成典礼。当时鄞县县政府发给高
老的日程表、鄞县地情介绍手册等资
料，高老一并保存至今。1995 年，高
式熊又一次到宁波讲学，辅导宁波印
人。2003 年高式熊向宁波天一阁书
画院捐赠了 14 件书画文献。随后，他
又参加鄞州区首届文化艺术周活动，
捐献了一些高家的书画文献。2009
年，高式熊向宁波帮博物馆捐赠了一
批书画文献。那次的捐赠讯息传到日
本，日本书人、收藏家佐藤房雄十分
感动，他将家中收藏的一幅高振霄作
品捐给了宁波帮博物馆。

高 式 熊 先 生 离 开 我 们 两 年 多
了，但海内外艺术界仍有不少纪念
他的文字。宁波作为高老的家乡，宁
波市艺术界、宁波图书馆分别在今
年年初、金秋十月举办了两场高式
熊百年诞辰展览，足可见宁波人民
对高老深深的怀念。斯人已逝，书香
永存，高老的艺术精神将永垂世间。

你不知你不知道的道的

““老克勒老克勒””高式熊高式熊
林旻林旻 陈英浩陈英浩

高式熊先生刊登在《大观·书画家》杂志（2016年第1期）的封面照 宁波图书馆藏（林旻 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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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式熊收藏的中外摄影杂志。宁波图书馆藏 （林旻 摄） 展览中展出高式熊生前使用的书桌座椅、书法用具。（唐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