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一
輯
﹁
通
告
祭
奠
﹂
，
呈
展
王
康
先
生
去
世
前
身
體
、
心
靈
與
精
神
狀
態
，
以
及
去
世
後
對

他
的
追
思
和
祭
悼
情
況
。
王
康
辭
世
於
美
國
，
時
逢
新
冠
病
毒
肆
虐
，
交
通
阻
絕
，
太
平
洋
對

岸
的
諸
多
親
友
失
去
參
加
告
別
與
悼
念
儀
式
的
機
會
。
而
美
國
這
裡
的
悼
念
活
動
正
逢
嚴
格
居

家
令
時
期
，
聚
會
不
得
超
過
十
人
。
在
這
人
類
史
上
的
特
殊
時
期
，
我
們
盡
可
能
將
幾
乎
所
有

喪
葬
儀
式
上
的
發
言
編
輯
入
輯
。

在
文
集
編
輯
接
近
尾
聲
時
，
王
康
先
生
墓
地
墓
碑
終
於
落
成
並
舉
行
了
他
的
骨
灰
墓
葬
儀
式
，

我
們
旋
即
將
這
一
部
分
情
況
也
編
入
此
輯
。

︱
︱
依
然
不
完
整
：
王
康
遺
囑
中
，
骨
灰
遵
大
陸
友
人
建
議
，
在
原
本
漂
葬
、
墓
葬
兩
部
分
基

礎
上
再
分
為
三
，
第
三
部
分
準
備
帶
回
故
土
安
葬
，
卻
因
大
陸
時
下
淪
陷
到
底
的
惡
政
，
歸
去

無
門
。
與
中
國
抗
日
民
族
英
雄
蔣
介
石
先
生
棺
木
無
法
回
歸
故
土
一
樣
，
王
康
歸
正
首
丘
這
個

句
號
，
只
有
留
待
故
國
文
明
復
興
時
，
才
能
完
成
。
本
文
集
不
可
能
等
到
那
時
才
截
稿
，
但
是

其
所
肩
負
的
紀
念
使
命
唯
有
那
時
，
才
算
圓
滿
。

第
二
輯
﹁
紀
念
評
述
﹂
，
意
在
評
介
王
康
其
人
其
事
其
志
其
行
，
總
結
王
康
的
思
想
與
精
神
遺

產
，
如
野
夫
的
文
章
以
寬
厚
的
視
角
見
道
見
性
地
呈
現
出
王
康
的
人
生
價
值
；
一
平
的
文
章
深

刻
闡
明
了
王
康
在
中
國
文
明
復
興
大
業
中
無
出
其
右
的
功
德
；
余
世
存
的
文
章
以
敏
銳
的
歷
史

眼
光
洞
察
並
描
述
王
康
高
貴
英
勇
的
人
格
矜
式
；
鄭
義
的
文
章
貼
切
真
實
地
揭
示
出
王
康
的
靈

魂
與
精
神
的
終
極
關
懷
，
等
等
。

本
輯
大
量
文
字
出
自
民
間
，
許
多
作
者
原
本
不
認
識
王
康
，
只
是
他
文
字
的
讀
者
、
演
講
的
聽

眾
、
行
為
的
見
證
人
，
他
們
與
王
康
神
交
，
一
見
傾
心
，
引
為
知
己
或
兄
長
或
老
師
或
榜
樣
，

他
們
對
王
康
的
評
價
是
﹁
禮
失
求
諸
野
﹂
的
最
佳
見
證
，
其
誠
懇
真
摯
，
讓
我
們
感
動
。

編
輯
組
對
鄭
也
夫
先
生
︽
王
康
的
政
治
情
懷
與
行
為
藝
術
︾
一
文
有
所
保
留
。
也
有
王
康
親
朋

好
友
對
鄭
也
夫
先
生
的
觀
點
持
不
同
看
法
，
建
議
撤
稿
。
但
是
除
了
王
康
重
慶
故
交
的
文
章
，

鄭
也
夫
此
文
是
文
集
中
唯
一
來
自
體
制
內
學
者
的
對
王
康
的
評
價
。
鄭
也
夫
先
生
是
王
康
生
前

好
友
，
我
們
尊
重
這
一
交
情
，
也
尊
重
鄭
也
夫
對
王
康
的
解
讀
。
秉
持
思
想
自
由
的
理
念
，
我

們
如
約
將
其
原
文
呈
現
於
當
代
讀
者
並
留
給
歷
史
。

第
三
輯
﹁
生
平
追
憶
﹂
，
是
對
王
康
生
平
的
回
憶
。
這
部
分
文
字
的
作
者
皆
是
王
康
一
生
各
階

段
各
驛
站
上
的
相
識
、
相
知
者
，
是
同
窗
、
學
生
、
友
人
、
同
道
、
同
仁
，
如
今
他
們
來
自
社

會
各
行
各
業
，
他
們
回
憶
王
康
的
前
塵
影
事
，
講
述
王
康
的
故
事
，
記
述
王
康
與
他
們
共
同
經

歷
，
這
些
自
發
撰
寫
的
文
字
，
近
觀
真
實
生
動
，
遠
觀
見
證
王
康
一
生
。

有
些
文
章
時
間
跨
度
覆
蓋
王
康
大
半
生
，
另
一
些
，
則
片
段
性
地
與
其
他
文
字
內
容
有
重
疊
，

為
了
讀
者
對
王
康
一
生
有
一
個
總
體
的
概
略
的
印
象
，
也
為
留
給
歷
史
一
個
檢
索
王
康
人
生
脈

絡
的
粗
略
記
錄
，
我
們
盡
量
按
照
王
康
人
生
的
時
序
安
排
文
章
的
順
序
。
有
些
文
章
內
容
與
第

二
輯
文
章
有
交
叉
，
只
是
為
了
編
輯
之
便
，
我
們
按
照
文
章
的
主
旨
和
重
點
，
編
入
這
一
輯
。

特
別
需
要
說
明
的
是
，
這
一
輯
文
字
中
，
原
本
缺
少
對
他
早
年
大
學
時
代
生
活
的
具
體
記
述
，

這
個
時
期
卻
是
他
人
生
由
自
我
走
向
社
會
的
轉
折
，
其
所
做
所
為
奠
定
了
他
後
來
一
生
行
止
的

基
調
，
及
所
思
所
慮
可
見
他
後
來
一
生
的
言
行
氣
脈
。
為
彌
補
這
個
空
白
，
我
們
破
例
選
用
一

篇
王
康
這
方
面
內
容
的
自
述
文
字
，
作
為
特
稿
編
入
。

從
這
一
輯
文
字
可
以
隱
約
看
見
王
康
從
青
絲
到
白
髮
、
從
校
園
到
社
會
、
從
故
土
到
流
亡
、
從

病
患
到
辭
世
的
一
生
全
貌
，
看
見
他
走
過
的
道
路
之
輪
廓
。
他
這
一
生
、
這
條
道
路
，
雖
然
不

比
許
多
人
的
長
，
但
因
其
生
命
精
神
的
維
度
和
知
行
合
一
的
方
式
，
而
卻
豐
盈
充
實
，
絕
塵
脫

俗
。

第
四
輯
﹁
哀
詞
輓
聯
﹂
，
是
本
文
集
紀
念
性
質
的
題
中
應
有
之
義
。
伴
之
以
圖
片
補
缺
，
這
一

輯
收
錄
的
哀
辭
輓
聯
和
詩
歌
，
主
要
來
自
王
康
遺
體
告
別
儀
式
，
以
及
一
些
偶
爾
從
網
上
存
留

下
來
的
片
段
。

我
們
沒
有
刻
意
經
營
與
大
陸
諸
方
的
聯
絡
渠
道
，
但
是
即
便
在
聯
絡
極
為
有
限
情
況
下
，
在
王

康
最
後
的
日
子
裡
撞
到
我
們
眼
簾
的
哀
辭
輓
聯
詩
歌
，
一
度
多
到
幾
可
積
羽
沉
舟
，
而
且
絕
大

部
分
來
自
王
康
並
不
直
接
認
識
的
讀
者
和
聽
眾
。
遺
憾
我
們
錯
過
了
收
集
的
機
會
，
加
之
相
關

信
息
被
刻
意
封
殺
、
封
鎖
以
及
人
們
相
應
的
恐
懼
自
律
心
理
，
這
一
輯
所
呈
現
的
不
過
是
中
國

民
間
噴
湧
而
出
的
對
王
康
哀
思
浪
潮
中
的
涓
滴
而
已
。

這
輯
入
選
的
個
別
篇
章
，
我
們
做
了
刪
節
，
以
便
集
中
強
調
對
逝
者
的
哀
思
。

本
文
集
另
一
特
點
是
插
圖
。
這
些
圖
片
少
部
分
是
作
者
原
文
中
附
帶
的
，
大
部
分
是
編
輯
時
加

入
的
。
網
絡
時
代
資
訊
多
元
化
，
王
康
相
關
的
圖
片
已
經
不
少
，
我
們
盡
量
提
供
網
上
沒
有
的

來
輔
助
展
示
文
字
的
內
容
，
或
增
加
新
的
相
關
信
息
。
同
時
我
們
也
照
顧
到
並
保
留
了
有
典
型

意
義
的
圖
片
。
我
們
打
破
了
文
章
各
自
一
體
、
互
不
相
關
的
封
閉
格
局
，
採
用
全
集
整
體
佈
局

的
分
佈
原
則
，
同
時
也
盡
量
照
顧
圖
片
的
使
用
在
全
集
裡
的
總
體
平
衡
。
為
了
編
輯
的
方
便
，

採
納
的
圖
片
，
除
了
個
別
屬
於
攝
影
作
品
或
出
處
明
確
的
標
出
攝
影
者
姓
名
，
其
餘
一
概
省
略

拍
攝
者
姓
名
。

人
類
每
個
族
群
在
每
個
時
代
都
不
乏
代
表
人
物
，
有
無
道
昏
君
也
有
亂
世
梟
雄
，
有
黑
世
霸
主

也
有
正
途
旗
手
，
有
殺
人
魔
王
也
有
懲
惡
將
領
，
有
御
用
文
痞
也
有
思
想
精
英
，
有
觀
念
掮
客

也
有
文
化
英
雄
…
…
這
些
人
物
之
所
以
叫
做
﹁
人
物
﹂
，
是
因
為
他
們
超
越
芸
芸
眾
生
，
箝
制

影
響
歷
史
，
或
留
下
照
亮
黑
暗
、
書
寫
未
來
的
火
炬
，
因
此
他
們
需
要
後
世
仔
細
研
究
，
理
解

王
康
正
是
這
樣
一
個
人
物
，
在
全
球
化
時
代
，
他
是
地
球
版
圖
上
位
於
東
方
最
大
一
片
紅
色
疆

域
中
的
一
個
異
數
，
他
的
存
在
引
發
關
注
、
產
生
期
待
，
甚
至
因
為
期
待
落
空
而
引
發
諸
多
遺

憾
。
正
統
文
化
花
果
飄
零
時
代
的
儒
門
大
將
，
制
度
缺
陷
國
體
中
變
革
現
實
的
志
士
，
獨
立
思

想
能
力
扼
殺
時
代
的
學
問
大
家
，
文
學
被
封
喉
割
管
血
腥
中
的
中
國
文
學
續
命
人
，
中
國
現
代

詩
的
典
範
…
…
，
都
是
他
點
燃
的
時
代
召
喚
和
人
們
對
他
的
殷
切
期
待
。
他
偏
偏
一
路
走
來
，

各
處
播
種
，
不
斷
行
進
，
最
後
認
領
了
軸
心
時
代
人
類
道
德
先
知
的
門
票
、
提
着
中
國
文
化
命

脈
、
仰
望
着
十
字
架
、
眷
戀
着
俄
羅
斯
、
凝
視
著
星
條
旗
，
接
受
了
另
一
種
生
命
形
式
，
去
到

那
個
只
有
此
生
完
結
之
後
才
能
抵
達
的
未
知
世
界
去
了
。
　

病
入
膏
肓
的
日
子
裡
，
他
的
頭
腦
始
終
罕
見
地
清
醒
，
直
到
他
臨
終
幾
個
小
時
前
，
最
後
一
次

入
睡
。
沒
有
經
過
思
考
的
人
生
是
沒
有
意
義
的
，
王
康
知
道
自
己
究
竟
是
誰
。

英
國
當
代
思
想
家
以
賽
亞
·
柏
林
，
描
述
過
俄
羅
斯
作
家
帕
斯
捷
爾
納
克
的
自
述
，
所
引
的
話

語
是
海
涅
的
自
述
：
﹁
作
為
詩
人
，
我
或
許
不
值
得
被
記
住
，
但
是
作
為
為
人
類
自
由
而
戰
的

戰
士
，
我
必
將
被
人
們
永
遠
銘
記
。
﹂
王
康
在
柏
林
書
中
的
這
句
話
下
面
劃
了
線
。
我
們
知
道

海
涅
不
僅
作
為
為
人
類
自
由
而
戰
的
戰
士
被
歷
史
銘
記
，
他
同
樣
作
為
一
位
偉
大
的
德
國
詩
人

被
銘
記
。
帕
斯
捷
爾
納
克
也
一
樣
，
在
他
用
自
己
的
詩
歌
尤
其
是
小
說
抵
抗
斯
大
林
暴
政
的
一

生
之
後
，
他
︵
與
他
的
文
學
作
品
一
起
︶
已
經
被
標
記
為
俄
羅
斯
偉
大
白
銀
時
代
文
學
與
精
神

的
最
後
掌
門
人
，
像
一
顆
俄
羅
斯
破
曉
的
啟
明
星
，
照
耀
後
世
。
王
康
也
一
樣
，
未
來
歷
史
將

會
證
明
，
在
這
個
殘
酷
扭
曲
的
東
方
大
帝
國
精
神
文
化
廢
墟
上
，
他
無
疑
是
我
們
時
代
最
偉
大

的
為
自
由
︱
︱
還
必
須
加
上
文
明
︱
︱
而
戰
的
戰
士
，
而
他
在
俄
羅
斯
文
學
與
精
神
、
歐
洲
思

想
與
文
學
、
中
華
民
國
抗
戰
歷
史
與
文
化
、
中
國
當
代
憲
政
改
革
與
近
代
文
化
思
想
史
方
面
的

建
樹
，
他
所
主
持
構
思
而
繪
製
的
千
米
巨
卷
︽
浩
氣
長
流
︾
，
將
與
他
知
行
合
一
、
雖
千
萬
人

吾
往
矣
的
人
格
特
徵
一
樣
，
被
未
來
銘
記
，
而
且
肯
定
將
歷
久
彌
新
。

所
有
這
一
切
，
均
可
在
這
本
紀
念
文
集
中
略
見
端
倪
。

本
文
集
是
我
們
對
自
己
同
時
代
兄
弟
王
康
的
深
切
紀
念
。
人
類
大
劫
難
中
，
春
天
如
故
，
已
經

準
時
到
來
。
在
這
沒
有
王
康
的
第
一
個
春
天
，
本
書
即
將
付
梓
，
是
我
們
今
年
特
別
的
慰
籍
。

我
們
在
此
感
謝
本
文
集
所
有
作
者
︱
︱
無
論
您
在
天
涯
海
角
，
海
內
海
外
，
大
陸
台
灣
，
西
方

東
方
，
請
接
受
我
們
真
誠
的
謝
意
，
我
們
同
時
請
求
，
鑑
於
周
知
的
原
因
，
原
諒
我
們
對
文
章

斩
而
不
奏
的
編
選
方
式
。

最
後
申
明
：
本
文
集
之
編
輯
是
義
務
勞
動
，
出
版
屬
公
益
事
業
，
文
集
是
非
買
品
。
我
們
感
謝

博
登
出
版
社
的
理
解
與
合
作
，
寸
心
終
成
文
集
，
願
對
王
康
的
紀
念
自
由
傳
送
，
浩
氣
長
流
。

浩氣長流
博
登
书
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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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十字架背負人的追隨者

我是天堂地獄接引发配的揀選者

我是祭師

我是穿行子夜的秉燭者

曠野里終身相許的通輯犯

我是不眨眼的酷刑旁觀者

我記錄嚴禁記錄的細節

我那繁星般浩瀚的名冊里

鐫刻每一個犧牲者臨終的目光

我收藏每一個劊子手衣領背後的

編號和前額上的姓氏

我通曉超度、祈禱、審判

我獨自譜寫安魂曲、彌撒詞

我是自封的大法官……

——《中國安魂曲》節選

王康 2009年5月7日

王康（1949-2020），重慶人。三
無人員、獨立學人、民間思想家。其
人才情高蹈，其言興廢繼絕，其名言
歷史乃中國人之宗教。飽學善讀，博
聞強記，耿於沉思，疏於著述，布衣
終生，不求聞達。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撰寫“中國
改革憲章”，名動京畿。九十年代初
以《大道》為題，撰寫叩問“中國往
何處去”之系列政論片，論者稱“對
中國道路運思甚深的先知式作品”。
同期有長篇詩評《俄羅斯啟示》傳佈
四方。抗戰勝利50週年以九集電視片
《抗戰陪都》傾服眾多業內人士；60
週年組織巨型長卷史詩國畫《浩氣長
流》，彪炳史冊。二十一世紀第二個
十年應邀訪美，倡言於海外媒體，傳
布真相，驚動大陸當局；再因拒絕官
方脅迫而堅持華府《浩氣長流》畫展
被放逐。流亡歲月持續在自由亞洲
(RFA)、美國之音(VOA)、縱覽中國
等漢語媒體重鎮開議時政、臧否人   
物、直筆春秋、清理故國文化。後率
性而起，書法作畫，時已罹患絕症，
爭日奪月，輾轉掙扎於醫院與病榻之
間，奮力描摹往聖賢達肖像、展示共
產殘酷歷史和現實、呈現文革苦難、
描繪俄羅斯精神……直至一息尚存。

畢生對共產主義運動史、歐洲思
想史、俄羅斯文化與精神、港台新儒  
家、抗戰歷史的研究均有獨到心得。
始於中國命運關懷，終於孔子耶穌握
手。自謂“人世”未盡解，而“天   
命”已略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