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基 同治二年（1863）葵亥科殿试金榜二甲第33名

黄基（1831-1890），嘉应州东街堡攀桂坊（今梅州市梅江区下市角）人。

其父黄莘田是东山书院主讲。
“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14岁考中秀才，咸

丰元年(1851）辛亥恩科中广东乡试举人，时年24岁，同治二年(1863）殿试中

二甲第33名进士，殿试只因一字误点，
“

高翔木天（翰林院），将登而颐
”

未能选入翰林院。因此，他大有
“

为山九例，功亏一宴
”

之感，遂号
“

簧

山
”

。此后，他在书画作品署名
“

簧山黄基
”

。
“

簧山基
”

时，特意将
“

基
”

中
“

土
”

字的下一横笔写得离开上一横笔很远，表示
“

土
”

漏出了

‘一
”

筐，而未能登峰造极，以上承
“

簧山
”

之意，寄托他在科名上的永

远遗憾。这一轶事，已成为嘉应州一“
古

”
。

黄基33岁中进士后，被委任为礼部主事，专司祠职，其间还办理过修

建皇陵的事，一做就是十五年。他虽然得到过朝廷
“

莲厅膺稽古之荣，承

欢赐锦；枫瞠颂扬名之诏，食报贻经
”

的精神和物质奖励，但因
“

屈居廊

署倍酸辛，苦恨重来叹和、薪
”

、 咽交各骋驷髓
”

（如同榜知交张之洞升

迁，清流派领袖、乡会试均同榜的知己黄体芳升迁，等等）遂有
“

思告终

养
”

的打算，拟以辞官奉养双亲之名退出官场，终
“

为例所限
”

而未果。

47岁时，
“

以同知保升知府，分发江苏，屡典淮扬河工、通州市捐各要

差
”

。两江总督曾国茎推荐他补淮安道，吏部却没有通过任命。 .,J,l, 

黄基一生的主要精力虽然消磨在科举和仕宦上，但在文艺、科学领域 中叼

仍有很高的建树，是一位兼诗、书、画、天文、数学于一身的通才，诚如 叫丛

《嘉应州志》所说，
“

出其绪余，皆足专门名家。” ν何

黄基著有《万事好庐诗钞》行世，是后人为他辑录出版的。而州志所 －二7

载的
“

《覆瓶诗草》若干卷
”

，今已不复见。黄遵宪评其诗说：
“

貌袭杜 品
陵，神追乐天。

”
他有些诗句，写得意境深远，极富哲理而洒脱。

黄遵宪说
“

公之书法，最为精能
”

，
“一字三绢，尺幅寸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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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矫龙，口口盘鹰，狂跳如虎，误点亦蝇
”

，十分生动、形象、恰切地道
飞叩d扩

出了黄基书法的精妙和艺术特色。黄基在《论书》诗中说，
“

苏意虽新偏



作态，米锋太露俗难言。腕间火候无今古，真隶由来合一论
”

。字里行

间，充满了超越前贤的豪气。大约在他二十岁中举到三十三岁中进士这段

时间，曾卖字为生：
“

守不疗饥，扬徽卖字……一十余载，鬓霜已侵
”

现

在遗留在梅州的墨宝不下五、六十幅 品类有扇面、题画、镜匾、木刻、

横额、条幅、四条屏、七字联、中堂等，字体有隶书、行书、行草、真

书、反童体、正楷等，大都是他中进士之后的作品。
“

东山书院
”

匾额是

光绪八年、黄基52岁时所书，今为梅州市重点保护文物。不幸的是，原字

毁于
“

文革
”

，现存的是仿制品。黄基独创
“

烟斗钩

国书坛上的一大创新，最为人所津津乐道。黄基与同治、光绪皇帝的老师

翁同和状元有书法作品往来。前人论书法，有
“

宴山气胜，芷湾魄胜
”

之

说，说明宋湘、黄基的书法神韵各有千秋，并列为嘉应州两大书法家。

《嘉应州志》说黄基的画
“

深入大痴老人之室
”

。大痴老人叫黄公

望，元末四大名画家之一；就是说黄基达到了黄公望绘画的艺术堂奥，可

与之比肩。黄遵宪评黄基的画说：
“

中岁好道，画益高简；空山梅鹤，寒

江芦雁。林宦刘芷，合掌赞叹。四百余年，无此闲淡。
”

意谓就画风
“

闲

谈
”

方面来说，黄基领四百年风骚。1986年中山大学黄海章教授对笔者

说：
“

簧山先贤的画，是当时四大家八小家之一。
”

黄基兼善人物肖像画

和山水画，今梅县博物馆收藏有他的一幅山水画。

黄基在数学研究领域有创造发明。他与当时中国数学界坐第一把交椅

构 的同文馆数学总教习 李圭叔先生交善，讨论常碍。李著有《则古昔

斋学》十三种数学专著，黄基
“

著算书数种
”

。此外，黄基
“

自京师创设

叫』A 同文馆后，益致力天文
”

研究；同时精于《易》学。黄遵宪所说的
“

虚中

L何 言命，姑布善相。灼龟之卡，憾龙之葬。九宫白黑，六圭虚旺。公以意

－石 揣，辄效不妄
”

，就是指此。

手 黄基作为跨越文、理、艺领域的一位通才、学者，当时国属难得，浏

览中国廿四史，也不多见。而他的人品、格调，同样也很可贵。他藐视

70 “

天道
”

，同情患难之中的人民：
“

人生患难须相恤，不管天道平不

飞，v d扩平。
”

他淡泊名利，乐享天伦：
“

人生乐事天伦在，富贵功名亦何有！
”

“

富贵浮云身外事，执鞭窃笑误平生。
”

他热心公益事业，在北京创设嘉



应会馆。他执掌一州财税大权而为官清廉，廉到
“

清畏人知，传廉名于胡

质
”

，像晋朝太守胡质那样，连皇帝都知道。 另一方面， 却过着异常俭朴

简约的生活。 黄遵宪写道：
“

公之所服， 短布单衣；行路识公， 人或信

疑。公之所食， 粥豆羹荠；人弃如遗，公甘如馅。公之所处， 劣仅一席；

昂首碍眉，侧卧触壁。
”

这种克勤克俭的精神，令人感唱。

光绪十三年(1887）十二月， 57岁的黄基从江苏回来． 为其父黄莘田八

十一寿诞举行了一次盛大而隆重的寿庆。光绪的老师翁同酥贺有寿联，两

广总督张之洞和侍郎黄体芳以年侄的身份，分别贺有长篇寿序和二十八幅

寿屏。而黄莘田过两年便仙逝了；这时五十九岁的黄基又从江苏踉跄远归

治丧， 依例在家守孝。 七年前其母逝世， 七年后又哭将父， 守孝不到一

年， 黄基便走完了
“

劳瘁一世， 生人之乐，何尝尝试
”

的人生历程，过早

地诀别了
“

吴中俱刮目相看
”

的才情事业。 黄遵宪在英国伦敦写了《祭家

簧山叔文》载轻载重地倾注了对黄基异常崇敬、叹惋、哀思之情， 匠心独

到地展现了一代通才的无比风华和艰苦卓绝的情思。时隔九十一年后的

1981年，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文献》第八期上刊登了这篇祭文。

黄基所葬湾下某地， 因而得名
“

黄基坪
”

， 当地沿称至今；墓堂于1958年

遭毁，而今老迹犹存，隶属梅江区三角镇湾下村。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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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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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飞叩可..fi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