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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王勉写散文几十年
了，他像一个执着勤劳的
农夫，孜孜不倦地耕耘在
散文创作的园地里，读他
的散文集，犹如欣赏他从

自己的园圃里收获的果实，新鲜，亲
切，玲琅满目，清芬沁人。他的散文作
品中，有不少脍炙人口的佳作，给人印
象深刻。读他的文字，读者或许能会心
一笑，或许会心灵为之一颤。读罢掩
卷，眼前有难忘的画面，心里有悠长的
回声。徐中玉先生曾这样评价他的散
文!“文笔明快，情感真挚，娓娓写来，
生动有味。亲情跃然纸上，人情盎然生
辉。”这是中肯贴切的评论。
我一直以为，写好散文，离不开三

个字：情，知，文。情，即写作
者真诚的态度，真挚的情感，真
实的描述，情，和真连在一起。
知，即智慧、知识、写作者对所
表达事物的独特见解。文，即文
采，就是写作者驾驭文字和谋篇
布局的能力，也就是文章的形
态。如从这三个方面看王勉的散
文，他的作品是耐人寻味的。
感人的散文，贵在一个情字。

王勉的散文，很多都是写他人生
经历中的真实境遇，无论是叙事
写人，都是他的真情实感，写得
挚切动人。有些篇章，让人读而
铭心。如《永远的白蝴蝶》，写一个聪
明单纯的哑女孩，曾被人误解，最后为
救人而溺水身亡。作者当时是一个下乡
知青，对这个可怜的哑女孩充满了同
情，他观察她，关心她，为童心的纯真
无瑕而感叹。他坐在田边为哑女孩吹口
琴的景象，犹如一幅深情的油画，是那
个时代纯美的记忆。再如《房东阿妈》，
也是一篇记事散文，写一位善良而有个
性的村妇，文字质朴，故事也不算跌
宕，读者却记住了这位房东阿妈。这篇
散文，以真情动人。这真情，有两个层
面，一是文中老人的正直善良和亲人般
的关爱，写得自然真实，这是人世间珍
贵的爱心，二是文中的“我”对老人钦
敬和怀念，虽没有很多议论，却能让读
者体会到作者真挚的感恩之心。读王勉
的这些文字时，我心有共鸣，因为我和
他有类似的经历。这类经历，在有些人

的回忆中也许是生命的蹉跎，是不堪回
首的歧途，但对一个作家来说，这是财
富。出现在王勉散文中的当年情景，并
不灰暗，他的文字中，有人性的温暖，
有年轻的心对未来的憧憬。读这样的文
字，使我想起自己当年的下乡生活，想
起那些曾经为我驱散孤独，让我感受人
间真情的农民。这样的经历，其实影响
了我们这辈人的整个人生。
若以“知”字观照王勉的散文，他

的作品也是斑斓多姿，给人美不胜收的
感觉。王勉散文涉及的题材和内容极为
丰富，他除了写自己的人生往事，写他
所经历的事件、他所结识的人物，也写
他的心境，写他对天地万物的观察和思
索。可以说，进入他眼帘中的所有一

切，都可以被他描绘，都能引发
出他的遐想和思索。他在散文中
读书品画，游山玩水，博览四时
风景，遍尝人间美食，读者可以
追随他的思绪和情致，穿越时
空，上天入地，窥见一个读书人
兴致盎然的见识和智慧。王勉散
文中描绘的事物，似乎是信手拈
来，吃一碗面，喝一杯茶，读一
本古帖，看一张名片，都会在他
笔下衍化成既含知识，又富情趣
的文字。他并非以学者严肃的面
目出现，而是以一个生活和艺术
的追寻者和体验者，沉醉在自己

的文字中，让读者也跟着他一起，长知
识，开眼界，抒胸臆。我想，作品内容
的丰富，取决于作者阅历、学养和情趣
的丰富。
王勉散文的文风，基调是质朴和自

然，大多是白描式的文字。然而他的作
品面貌却并不单一，不同的题材，他能
用不同风格的文字来表现。写往事人
物，是质朴沉着的文字，时而单纯如素
描，时而凝重如油画；写自然景物，是
诗意抒情的文字，如水彩，也如水墨写
意；写世态风情，是生动诙谐的文字，像
幽默的漫画，也像热闹的年画。王勉散
文风格的绚烂多姿，其实是在变与不变
之间，变的是外在的形态，如一个人根
据不同的季节和场合更换衣服，不变的
是内在的精神，即作者的诚恳和睿智。
（本文为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王

勉散文精选》的序言，略有删节）

———台湾八日游掠影之一

丁法章

我在今日宝岛的见与闻! ! ! ! ! 月 "! 日 （星期四） 多
云转阴有小雨

时下，随着生活日益改善
和年岁不断增长，到国 （境）
外旅游已经成为不少中老年人
的重要选择，成为旅游市场的
主要客源。我和老伴都是年逾古稀
的老人，虽然近几年已相伴去过不
少地方旅游，但到祖国宝岛台湾观
光一直是她的向往；对我而言，虽
然早在 "#年前就因公出访过台湾，
但与老伴同行，到那儿会会老朋
友，看看新变化，也是我所乐意和
期盼的。为此，大女儿丁莹在两个
月前就在网上为我们报了名、付了
费。今天下午，我和老伴终于如愿
以偿，开始了台湾环岛游的旅程。
这条旅游线路，为期八天，环

岛一圈，台湾的主要城市和有代表
性的景点几乎都可光顾，而且价格
适中，先期参与者回来都说不错。
我们乘坐的 $%&'(原定于晚上 )时
*&分起飞，因故延误了近 #小时，
飞行时间为 #小时 "&分，#'时许

安全降落在台湾桃园机场。这就是
说，从家中出发到飞抵目的地，不
需半天的时间。回顾 #++*年 ,月，
我和同事顾龙因公赴台访问的时
候，一早从家中出发，首先飞抵深
圳，然后在罗湖口岸顺利办理了出
境手续。然而，在香港入境管理
处，从递交证件、材料到为我们办
理，包括到接待室个别谈话，整整
用了四五个小时，待我们入住香港
旅店，已是万家灯火。第二天一
早，还得赶往香港中华旅行社排队
领文件、取机票。这样飞到台北桃
园机场，已是中午时分。从当年要
花一天半时间，到如今不用半天，
这要免除多少旅途劳顿，对两岸同
胞往来带来了多大便利。

说到 "#年前我就与顾龙访台

两周，那不是没有缘由的。
#++" 年 * 月，经主管部门批
准，新民晚报社与台湾家庭教
育类杂志《讲义》联手，共同
主办了一项主题为“我们只有
一个中国”的儿童征文征画比

赛，旨在使海峡两岸炎黄子孙从小
培养环保意识，让保护环境美成为
少年儿童热爱祖国的一个实际行
动。此项活动在两岸推开后，反响
强烈，硕果累累。此外，从 #++"

年开始，《新民晚报》与台湾《中
时晚报》就有关合作事宜进行了友
好磋商，并在我们访台期间正式签
定了合作协议。这两项海峡两岸媒
体间的首度合作，在当时都产生了
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我们赴台观光团共 "+人，都
是阿拉上海人，以中老年为主，我
和老伴是最年长的两位。我们团的
领队是携程网国际旅行社的李丛
崚，他年轻能干，经验丰富，多次
带团出国（境），光台湾就到了不
下 ,'次。

大地春光
毛时安

! ! ! !青年是生命的春天，青联
是春天阳光照耀下的大地。在
这片大地上，鲜花开得特别璀
璨烂漫，明亮的耀眼。绿树长
得郁郁葱葱，流淌着新鲜的令
人心动的绿色。
青联给我最深的印象是群

英荟萃。各界青年英豪济济一
堂。每次联谊活动都给人一种
星光灿烂眼花缭乱的感觉。完
全不亚于三国演义的群英会。
我是 #+(-年生人，进入青联
的大家庭已经是 "'世纪 -'年
代末。在青联我属于“大龄青
年”。大伙儿喜欢打趣地叫我
“毛委员”。我是个缺点很多的
人，比如轻信，很容易上当受
骗；比如，容易冲动，说话一
不留神就得罪了人，还浑然不
知。直到今天，我依然是个
“二不人士”：不求甚解，不学
无术。如春风，不识字，乱翻
书。实有负当年徐中玉、钱谷
融两位老先生恩重如山的栽
培，有负他们的一片心血和期
望。但有一点我是谨记在心
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

知，是为知也”。在第六届市青
联，我遇到的一批年轻才俊个个
堪称是我老师。那时黄奇帆好像
在经济信息中心任主任，他对经
济数据熟悉得如数家珍，分析起
时事走向头头是道。他良好的大
局观，让我收获良多。华东师大
年轻数学家王建磐平时笑嘻嘻
的，但判断形势和大学教育，就
像高等数学一样严
谨。赵丽宏年龄比
我小，但比我早入
师门，是我大学学
兄，在青联我有了
直接领略他诗歌散文造诣的好机
会。如果说，他们很专业的话，
那么复旦大学周谷城教授的弟
子，顾晓鸣就是一个大杂家，天
文地理古今中外，几乎没有他不
知道的。特别是，他对新知识的
接受和理解，总比别人要快几
拍。他特喜欢说也特能说。很多
社会科学的新词汇新概念，我都
是从他那里学来的。而陈燮君，
虽然和我都在社科院一个大院，
也久闻他的大名，但真正见识他
的多才多艺，还是令我吃惊得五

体投地。他不仅做最前沿的新学
科，而且拉胡琴吹笛子弹琵琶唱
歌演奏小提琴朗诵唱歌，还酷爱
书法画画，不但国画还有油画。
让我大开眼界，自叹弗如。最感
人的是，有一年单位要裁员，燮
君为此在会上为群众据理力争。
未被采纳后，他在执行下岗规定
时，极为用心地动用了他在青联

方方面面人脉资
源，为下岗职工安
排了新的工作。第
六届青联组建，正
是中国游泳五朵金

花盛开碧波之时。其中的庄泳、
杨文意都是我们委员，她们不仅
泳技出众，人也长得风度翩翩，
而且是真正高人一头。有几次青
联活动安排在上体馆边上的奥林
匹克俱乐部，她们高挑的身材和
她们的风度一样格外引人注目。
特别影响深刻的是副秘书长杨德
林。他热衷于为大家服务，身上
还带着许多北大荒知青的风格。
永远带着刚刚穿越漫天大雪的豪
情，千方百计地为大家张罗组织
着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活动。他

是真正活动家组织家演说家。用
如火的热情，让我们感受到一个
大家庭的温暖和友情。直到今
天，我依然清晰记得，在黄昏的
霞光里，我们在瑞金宾馆南草坪
点起烛光，把年轻人独有的那份
爽朗热烈的欢声笑语，抛向星光
闪耀的夜幕的动人一刻。
几十年过去了。虽然我们的

队伍里有极少数人掉队落伍了，
但大部分人依然和这块土地上的
每一个人一样，朴素地工作着生
活着。友谊地久天长。在结束了青
联五年的任期后，青联委员们依
然在走动在联系。我们用一个电
话一句短信一份邮件一件微信，
传达着内心对当年青联朋友的牵
挂。有缘的是，我们有时候在这世
界上兜了一圈以后，又再度交集。
我和燮君成了一个单位的上下
级，和丽宏成了参事室的同事。
事实上，我们会老，但青联

永远是春天，永远是一片春光明
媚的大地。

青联，伴
随着青春，连
结着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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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浙江一
带的琴派其
实 颇 难 断
定，南宋时
就有以郭楚

望为首的“浙派”活跃在都
城临安（杭州）一带，声势
浩大，但当时尚无明确立
派之说。明代又有明初四
明（宁波）的“浙操”
和后期山阴（绍兴）
的“绍兴派”，虽在
浙江，终非一地，也
许都可归到广义的
“浙派”里面。“浙”
与“川”类似，实在
也是一个过大的范
围，毕竟结社立派
的风气要到明中期
以后才出现，现在
的“浙派”，我的老
师谓之为“浙兴派”，兴即
“绍兴”，认为其传自明代的
绍兴派，应该不会出错。这
里姑且以兴于南宋的“浙
派”作为其前身，以郭楚望、
徐天民等名家为其先驱。
至于现在的杭州、宁波等
浙江其他地区是否另存一
嫡系的“浙派”，却又恕我
孤陋寡闻，不敢妄加谈论。
可以视作绍兴派祖师

的尹尔韬曾经得到过明崇

祯帝的赏识，好道的崇祯
称其演奏“有仙气”，并命
其整理内府所藏古谱，所
以后来绍兴派的传谱恐怕
有不少出自台阁，与浙派
所传的“浙谱”应有不
同。所谓“浙谱”据说部
分来自南宋权相韩侂胄的
家传古谱，韩侂胄被害后，

由其好友张岩交给
门客郭楚望整理收
藏，此后又有浙派
琴人杨瓒、徐天民
在此基础上修订了
《紫霞洞谱》《霞外
谱琴》，对后世影响
极为深远。明代朱
权所编的《神奇秘
谱》或也可看做“浙
谱”的延伸。
绍兴派的名家

还有著有《陶庵梦忆》的张
岱，近现代的徐元白和张
味真，以及他们的师傅大
休法师。此外不得不提的
是和其同气连枝的“浙操
徐门”。翻开琴史，会发现
琴人中徐姓者特别多。“徐
门”有点类似于武林上的
“四川唐门”，为著名的琴
学世家，但在琴人心目中
的地位却又远甚之。“徐
门”之祖当推南宋的徐天
民，他的传谱受到后人推
崇，到了明代嘉靖以后，许
多出版的琴谱为了扩大影
响，都标榜自己是“徐门正
传”。当时人称“迄今上自

廊庙，下逮山
林，递相教学，
无不宗之。琴
家者流，一或
相晤，问其所
习何谱，莫不
曰‘徐门’。”这
也许有些夸
张，明末清初
的词坛上有个
名震一时的浙
西派，由于其
开山宗师朱彝
尊倡导姜夔、
张岩的词风，
使得“数十年
来，浙西填词
者，家白石
（姜夔） 而户玉田 （张
岩）”，流行之状差可比
拟，但终究不及。
除了这些流派外，现

在较有影响的琴派还有岭
南派、闽派、金陵派等，
由于本人见识、学历有
限，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了。此外，在上海也有独
具风格的琴派，被称为
“海派”，代表人物是民乐
大师卫仲乐先生，他所演
奏的《醉渔唱晚》也是不

可不听的古琴名曲。
江湖名号：浙兴派

（浙派、绍兴派）
祖师：尹尔韬
琴风：流畅清和
名曲：《潇湘水云》

《泛沧浪》《泣颜回》等
名家：张岱、徐元

白、张味真等
秘籍：《徽言秘旨》

《徽言秘旨订》
下一回：一家之言

《名琴谱》（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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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相轻一例
周志俊

! ! ! !秦观自会稽入京，见
东坡公，公曰：“何以学柳
七？”柳七即柳永也，有“今
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
残月”名句，柳一生落拓，
沉沦下僚，流连坊间，虽常
有俚句，但也有雅词，东坡
公的“大江东去”不是人人
诵得，但也容柳一席。

寻
琴
记

茶
墨
俱
香

张
小
霖

! ! ! !安徽茶友带来了当地特产，黄山毛
峰和徽墨酥，我眼前一亮，好一幅“茶
墨俱香”双馨图。
茶墨馨香的艺术氛围一直为历代文

人所推崇。墨为文房之宝，文人须臾不
可离也。历代文人对优质砚墨的精心研
制与不懈追求在徽州已然成为悠久的文
化传统。拥有一块品相俱佳的曹素功徽
墨，被视为具有儒雅品位的象征。而古
往今来文人与茶的有趣故事，更是脍炙
人口，那些传世佳作都离不开茶墨馨香

的滋养与浸润。
唐代陆羽研茶成就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

《茶经》，宋代苏轼喜茶创作了千古奇文 《叶嘉传》，
卢仝的“七碗茶”诠释了唐人饮茶的境界，范仲淹的
“斗茶歌”记录了宋人斗茶的意趣。书画名家赵孟頫
留下了民间农夫《斗茶图》。豪门后裔张岱在谈艺修
史的同时，一篇《闵老子茶》，将流传久远的中华茶
艺描述得精彩绝伦。文学巨匠曹雪芹的一部 《红楼
梦》，处处洋溢着品茶与泼墨的馨香与魅力。

现代以来，文学大师林语堂的茶论常是妙语连
珠，幽默隽永。叙述中既富文学色彩，又含哲学意
蕴。他说，“只要有一只茶壶，中国人到哪儿都是快
乐的”。当代作家张承志把饮茶看作是“无望岁月里
唯一的奢侈”，在粗茶中喝出了神奇，让我们不得不
在一斟一饮之间回味。张抗抗从绿茶中喝出了“清淡
中悄然渗出含蓄的魅力，从不张扬的那种自信”。她
说：“绿茶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精神馈赠，也是人生
的一种境界。”
读着这些描述饮茶的撩人文字，由

不得你不端起茶来细细品味。其实，茶
与墨确有着许多相通相近之处，当茶与
水相融，水释放了茶的风味，茶成就了
水的品质；当墨与水相遇，水让墨释然，墨使水永
恒。由此可见：茶，提升了文人的艺术境界，墨，赋
予了文人的艺术成就。
宋人司马光一次约人斗茶，结果苏东坡胜出，司

马光心有不服，便有意出个难题问苏东坡：“茶欲白，
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欲陈。君何以
同爱两物？”苏东坡微笑着稍加思索，从容不迫地欣
然反问：“奇茶妙墨俱香，公以为然否？”众皆信服。
自此，茶墨结缘，传为美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