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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发迹后的确与文化界过

从甚密
!

是
"

三大亨
#

中唯一能在知

识界
$

文化界周旋得游刃有余的人
%

他与文化人的交往以及赞助文化事

业还留下了不少掌故乃至佳话
!

比如

优待其门徒中的记者
$

编辑
!

资助学

者
$

诗人和名士
!

兴办学校和图书馆
!

培养子女向学向善
!

都给人以很深印

象
%

解析杜月笙的文化行迹
!

对民国

时的中国社会状况和杜月笙本人可

多一分了解
%

出手大方 一年二百万

银元
"

资助
#

新闻界

杜月笙亲近文化界
!

首先肯定是

出于现实利益
!

把他看成是一个超凡

脱俗
$

仙风道骨的
&

奇人
#

只能是一厢

情愿
%

杜月笙对新闻界人士最舍得花

钱
!

对投入他门下的记者
$

编辑
!

不但

不收取他们的孝敬钱
!

反而每月予以

优厚津贴
%

据说受津贴者如将此款存

入银行
!

一年下来可买一辆汽车
%

杜月

笙每年在这方面的支出达二百万银元

之巨
%

这笔钱可不是用来支持
&

神圣

的新闻事业
#

的
!

有这层关系
!

上海

的报纸就很难见到说杜月笙坏话的

文章
% '

新闻报
(

资深编辑唐世昌某

日见一头条新闻稿
!

内容是揭露杜月

笙的犯罪行为
!

他立即抽走
%

此外
!

如

果其他社会名流有不光彩事要见报
!

他们知道杜月笙在新闻界的能耐
!

便

到杜月笙处请求遮掩
!

遂愿后必然对

杜月笙感恩戴德
!

更加俯首帖耳
%

杜

月笙跟新闻界的结交及对其投入
!

为

的就是控制媒体
!

操纵舆论
!

扩大声

望和势力
%

他与律师界的往来与之类似
%

当

时著名的大律师秦联奎曾在杜月笙

开办的赌场
"

消费
) !

结果连输四千

大洋
%

秦悻悻离开时恰被杜月笙看

见
!

杜月笙问清秦的身份后立即将这

四千大洋托人如数奉还
!

并传话体贴

地说
*&

当律师的靠摇笔杆
$

用心血
$

费口舌为生
!

没有多少钱好赚
!

我不

能赢他的钱
% )

秦联奎自然十分感

激
!

从此他经常到杜处询问是否有事

需要
&

帮忙
) !

后成为杜的忠实法律

顾问
%

争
"

品位
$

大学者章太

炎为其取名号

除了维护和扩大实际利益
!

我们

自然想到杜月笙结交文化界的另一

目的是附庸风雅
%

杜月笙有钱有势
!

可是出身贫寒
!

读书很少
!

独缺风雅
!

而一个人如果没有
&

文化品位
) !

终

究
&

上流
)

不起来
%

要真的成为一个

有地位的人
!

就必须让文化人看得

起
%

杜月笙在这方面更是煞费苦心
!

最著名的是他和大学者章太炎的相

识相交
%

章太炎就是辛亥革命元老章炳

麟
%

这里有个十分有趣的现象
*

一提

章炳麟
!

我们面前就是一个身着和

服
$

金刚怒目的革命家
+

而一提章太

炎
!

似乎就是个身穿长衫
$

皓首穷经

的老学究
%

章太炎晚年定居苏州治学
!

以语

言学家
$

哲学家名满天下
!

但经济并不

宽裕
%

其时章太炎的一个侄子在上海

法租界和一个很有背景的人起了房产

纠纷
!

向章太炎求助
%

章太炎名气再大

也干预不了法租界的事
!

无奈之下章

老先生只好卖把老脸
!

写信给上海头

面人物杜月笙
!

请求帮忙
%

杜月笙接信大喜
!

立即麻利地调

动关系为章侄排难解纷
!

取得两边都

满意的效果
!

然后亲自到苏州章太炎

处
&

汇报
)

处理经过和结果
%

两人在章

太炎书房相谈甚欢
!

临走杜月笙还悄

悄将一张两千银元的银庄庄票压在茶

杯下
!

不动声色地向章太炎送了一份

厚礼
%

章太炎的感佩可想而知
%

此后杜

月笙还每月接济章太炎的生活
%

这样

一来
!

杜月笙在章太炎的心里就真的

有了地位
%

杜月笙本名杜月生
!

因生于农历

七月十五得名
!

章太炎引经据典为其

改名杜镛
!

号月笙
%

语出
'

周礼
,

太司

乐疏
( !

西方之乐为镛
!

东方之乐为

笙
!

如此名号
!

多么高雅
!"

章太炎为杜月笙做的另一件事

更具轰动效应
*

一代朴学大师章太炎

亲笔为杜月笙修订家谱
%

他根据杜月

笙的自述
&

祖先由浙江海宁迁来
) !

&

考证
)

出
&

杜之先出于帝尧
) !&

直

系祖先为山阴杜衍
) !

让出身微寒
$

父

母双亡
$

近族寥落的杜月笙跻身帝王

之系
$

名人之后
%

有了章大师的这篇

笔墨
!

杜月笙再也不必在名门望族面

前自觉低人一等了
!

并于
#$%#

年风

光体面地在故乡浦东高桥落成了他

的杜氏祠堂
%

章太炎的这段经历被看成一个污

点
!

有人指责他
&

傍黑
) +

而章氏后人

并不认同
!

称章根本没有这么一个在

法租界和人争房产的侄子
!

言下之意

是章太炎为杜月笙改名和修家谱不是

得了好处之后的投桃报李
%

但我想此

事应不是凭空捏造
!

学术泰斗和黑道

巨枭
!

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人走得如此

之近
!

杜月笙想必的确对章太炎下了

大功夫
!

终得到了章太炎的敬重
!

建立

起了
&

平生风义兼师友
)

的交情
%

广收文人学生 附庸风

雅得心应手

除了结交章太炎
!

杜月笙的座上

食客还有学者章士钊
$

名士杨度
$

诗人

杨千里
$

才子杨云史等
!

都是当时文化

界大名鼎鼎的人物
%

有了这样一批文

化名人朋友环绕左右
!

人们再不好把

杜月笙看成
&

黑社会头子
) $&

大流

氓
)

了
!

他已成真正的
&

大人物
) %

更有很多文化人拜杜为师
!

按黑

社会规矩
!

拜
&

老头子
)

必须开香堂
!

呈上写明三代简历的门生帖子
!

并行

三磕头礼
+

杜月笙十分通达
*

如今我

在
&

明社会
)

也身兼几十个董事长
$

理事长
$

会长
!

是企业家
$

金融家
$

社

会活动家
!

你拜我为师不丢脸
!

但要

你一个饱读诗书的人向我一个半文

盲跪拜磕头之类也太为难人了
%

于是

杜月笙改革礼仪
*&

老头子
)

改称
&

老

夫子
) !&

门徒
)

改称
&

学生子
) !

开香

堂改为点香烛
!

三代简历帖改为
&

永

遵训诲
)

一句话
!

三磕头改为三鞠躬
%

这为文化人投入杜门大行方便
%

经过

和文化界的接触交往
!

杜对文化人的

心理已是十分了解
!

和
&

风雅
)

沟通起

来已得心应手
%

杜月笙如此热诚地
&

附庸风雅
) !

目的当然是为提高自身地位
%

由此可

以看出
!

那个时代的风雅还是值钱的
!

还是值得去趋附的
%

传统意识 来源于童年

穷困回忆

还有必要提及杜本人的心性
%

并

不是每一个先低微后发达的人都有风

雅之心
!

财势已在手
!

文化何值一提
&

何况
&

粗人
)

们很清楚文化人在心里

瞧不起自己
!

更容易对知识分子产生

敌视和仇视
%

这种小人得志的浅薄蛮横嘴脸和

报复之心杜月笙倒真是没有
%

他虽是

粗人出身
!

但心里一直有对文化的向

往和敬畏
!&

万般皆下品
!

惟有读书

高
)

等传统意识积淀在他心灵深处
%

成名后的杜月笙回忆童年
*&

当时一

个月学费只有五角钱
!

可惜因为家里

实在太穷了
!

读到第五个月
!

先母缴

不出学费
!

只好停学
% )

不难看出话

里含着缕缕心酸
!

他似乎真是有心向

学的
%

等他有了足够的钱势
!

也想回

头努力提高自身文化水平
!

在门厅高

悬的对联是
&

友天下士
!

读古人书
) !

然而毕竟识字少
!

无法去
&

读
) !

他就

重金聘请高明的说书艺人长期为他

讲
'

三国
(

说
'

水浒
( !

学习历史知识

和古人处世方式
+

他一度勤练书法
!

虽

然没有什么成就
!

但
&

杜镛
)

二字终可

潇洒地到处签写
+

他非常注重仪表文

明
!

对手下说
&

衣食足
!

应该礼仪兴

了
!

再不能让人一看就害怕讨厌
) !

不

论天气多热
!

他长衫最上面一颗纽扣

也从不解开
!

并禁止衣冠不整
$

赤膊

袒胸的徒众出入杜门
%

经过长期自律和培养
!

杜月笙的

整个气质形象都起了很大变化
%

著名

老报人徐铸成回忆他年轻时第一次见

到杜月笙的情景时说
!

他原本以为此

人会是怎样的青面獠牙
!

见了面才知

道
!

原来是位言谈举止都很斯文的瘦

削老人
%

像千千万万中国人一样
!

杜月

笙对子女的教育高度重视
!

严格要

求他们的学业
!

严禁他们沾染烟赌

娼
%

儿子杜维藩高中时一次大考逃

考
!

被他狠甩两个耳光
+

女儿杜美如

一次外语考试成绩不佳
!

被他用鞭

子责打十下
%

杜氏八子三女都受到

了良好的教育培养
!

至今活跃在海

外商界
!

其子杜维善还是一位著名

收藏家和古钱币研究专家
!

近年来

两次向上海博物馆捐赠古钱币共计

一千八百余枚
!

上博专馆陈列
%

杜月

笙还在法租界善钟路创办了一所正

始中学
!

亲任董事长
!

聘陈群任校

长
+

并在老家浦东耗资十万元
!

建起

&

浦东杜氏藏书楼
) !

附设学塾
%

办

学并不是赚钱的买卖
!

这除了扩大

社会名声
!

也是他对自己早年失学

的心理补偿吧
--

%

来源
!

中华读书报 谢轶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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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

神七
)

为蓝本
!

按
!

*

"#

比例
用金银宝石打造了一座

"

神七
)

飞船
!

逼真完美地再现了神舟七号神韵风采
!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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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用贵金属打造的神
舟飞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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