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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先生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
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
无疑是当代最有智慧的老作家，是新时
期文学的一座高峰，极受王安忆、贾平
凹、史铁生、铁凝、阿城等人的追捧。在
新书《几多往事成追忆》中，汪曾祺则以
细腻敏锐的笔触，展现充满人间烟火的
草根生活。

这本《几多往事成追忆》，几乎收录
了汪曾祺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全书分
为“短篇八题”“心在云之南”“四方食
事”“花事与虫影”“几多往事成追忆”

“古今三题”等六个部分，大致涵盖了汪
曾祺各个时期的作品，这也正是汪曾祺
文学的六个板块。

作品中，他对生活心存热爱，从不
消沉沮丧，无心机，少俗虑；活得有情
趣，体察世间万物，皆细致入情。在这
里，能感受到他清淡的笔触，质朴、洁净
的艺术世界，体会他简单纯真的追求，
沉淀在记忆中的往事与充满生机的人
物。读这些文字，仿佛倾听作家“跟一
个可以谈得来的朋友亲切地谈一点自
己所知道的生活”。

汪曾祺把小说当做散文来写，他的
小说就是生活，就是人生。他出生在江
苏高邮一个有着浓厚传统文化氛围的
士大夫家庭。他的祖父是清末拔贡，对
汪曾祺极为宠爱，亲自教授他古文和书
法。而他的父亲汪菊生更是一位多才
多艺、带有名士色彩的人。在汪曾祺那
里，种种民间传说，坊上佚事，信手拈
来，亲近得仿佛胡同口的大爷。后生小
辈们围炉而坐，听他眯着眼，吱溜一口
茶，讲三山五岳，打马江湖。书里收录
的《异秉》《鉴赏家》《八千岁》等，写故
乡、写童年，写记忆里的人和事，无一不
是氤氲着烟火气息，清淡委婉中表现出
和谐的意趣，浑然天成，无比鲜活。

汪曾祺笔下没有伟人，没有大时代
的喧嚣，但有着生的卑微、坚韧和苦心
追觅的欢欣。他从小处着眼，凭着自己
对事物的独到领悟，擅长发现美的视
角，写凡人小事，记乡俗民情，谈花鸟虫
鱼，考辞章典故，于
不经意间，即兴偶
感，妙语连珠。他笔
下百姓的嬉笑怒骂、
嗔痴爱恨，都有朴素
之美。他的作品中
常常出现“最后一
个”，如“最后一个传
统手工艺家”“最后
一次摆摊的劳动者”

“最后一次放羊的孩
子”等，这些“最后一
个”显示了他对过往
乡村田园式生活的
留恋，以及对纯洁朴

素世界的呼唤。而这，读起来可亲、可
敬、可爱，有着常人无法企及的大智慧。

汪曾祺爱吃，会吃，更写得妙。他的
美食随笔，在吃货读来就是抓心挠肝的
折磨，却还迟迟不肯放下，只好带有自虐
倾向一般愈看愈饿，愈饿愈看。汪曾祺的
故乡在高邮，他在《故乡的食物》里，写那
里有着“腮边两块细嫩蒜瓣肉”的昂嗤
鱼，“比蛎黄味道清爽，比青蛤蚶子味厚”
的砗螯，“肉极细，非常香”的鵽，“食时如
坐在河边闻到新涨的春水”的蒌蒿……
他说：“我很想喝一碗咸菜茨菇汤。”他
说：“我一辈子也没有吃过比鵽更香的野
味。”他说：“北京的荠菜总不如南方野生
的有味。”这种淡淡的怅然，大约是离家
千里的人都能生出的共鸣。

汪曾祺师从沈从文之风，又以白描
见长，融合自身的古典文学功底，形成
一种独特的语言魅力，轻盈流丽，自成
一体。如《受戒》中写：“青浮萍，紫浮萍。
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
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
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又如：“立春
前后，卖青萝卜。‘棒打萝卜’，摔在地下
就裂开了。杏子、桃子下来时卖鸡蛋大
的香白杏，白得像一团雪，只嘴儿以下
有一根红线的‘一线红’蜜桃。”水灵灵，
脆生生，色彩纷呈，读来如同熬到火候
恰到好处的一壶茶，加之一分则燥，减
之一分则涩；干净得好像大雨刚刚洗过
的碧空，通透澄澈，韵味悠长。

汪曾祺的成就使世人尊称他一声
“汪老”，他却不以为然，向来喜欢人喊
他“老汪”。他一生兴趣广泛、博识多
学，爱好书画医道，对戏剧和民间文艺
也有研究，是当代名家里难得的“好玩”
之人。有很多人不知道他，知道的都喜
欢他。那个时代的人，大都经历了无数
苦难和挫折，他却始终能从生活中找出
乐趣来，怡然自得，终成一代大家！

人间烟火 草根生活
——读汪曾祺《几多往事成追忆》

□黄晓宇

走进宣汉县黄石乡千坵村，村口巍
峨矗立的公路牌坊赫然映入眼帘。牌
坊两侧题有“峥嵘风光其路杰才焕天
地，澎湃信念此门志士卓古今”的楹联，
字体朴茂工稳，令人赏心悦目。让人们
料想不到的是，楹联的题词书刻竟全出
自一位普通的农村老人之手。这位在
当地颇负盛名的民间学人，就是张海
德。

造化弄人
他始终不丢读书人本色

1938年，张海德出生于宣汉县黄
石乡石鸣村（今铜鼓村）。虽然父母都
是地道的农民，但张海德的祖父张前鼎
和伯父张鸿道却都是读书人。张前鼎
为晚清旧制师范学校毕业，清宣统元年
（1909年），联合他人在黄石场新街创
立育材初小学，为当地教育界一大盛
事。

“这些在民国版《宣汉县志》中有明
文记载。”虽然祖父去世得早，张海德没
能一睹他生前的风采，但在张海德的心
目中，始终以祖父为骄傲，视祖父为楷
模。在他看来，自己体内之所以流淌有
读书人的血液，很大程度上缘于继承了
祖父的文化基因。此外，张海德的伯父
张鸿道也是满腹才华，并在上世纪30
年代担任过下八、黄石两地中心校的校
长，后走上革命道路，任红33军后勤处
秘书，直至壮烈牺牲。

1947年，张海德入私塾，接受启蒙
教育，新中国成立后，又转入当地中心
完小。读书期间，张海德便显露出超越
一般孩童的天赋，在书法、绘画方面崭
露头角。“当时，我经常为学校的墙报画
刊头、插图。”1951年，国画大师王君异
自重庆返家路过黄石，偶然发现了张海
德所绘的墙报插画，为其小小年纪便有
如此功底感到诧异。“王先生当即询问
我的情况，并有收我为徒的念头。可
惜，当时我恰好离校探亲了，与先生失
之交臂。”虽然事情已过去了近70年，
可语气中张海德仍流露出深深的惋惜。

1954年，张海德高小毕业，以他当
时的成绩，升入更高学府深造没有任何
问题。然而，造化弄人，由于家族成员
的历史原因，张海德升学无望，只好含
泪回家务农。虽然如此，张海德并没有
向命运低头，铭记“不怨天、不尤人”的
圣贤教诲，他毅然挺起了不屈的脊梁。
大山中艰辛的劳作和生活的重压，并没
有消磨掉浸润在张海德灵魂中那份对
诗、书、画艺术追求的动力，并没有使他
的读书人本色有丝毫的消褪。别人请
他去干篾工活，他总忘不了在衣兜里揣
上纸和笔，一旦灵感上来，就随时随地
记下一些优美的词句。他的近百首诗
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创作出来的。

“你是一个农民，年龄又这么大了，
何苦费心思搞这些玩意儿呢？”面对众
人的不解，张海德在自己的一首诗中，
这样斩钉截铁地回答：“人生能几回？
愿放尺焰光毫！”

埋首残编
姓氏文化研究大放光彩

《诗词联璧》《三才溯变》《碑文正
言》《天雨石鸣》《方士迷影》《资治襄
理》……在张海德的家中，他所编著的
书籍堆了满满一屋，举凡科学常识普
及、文史知识点评乃至个人自传回顾等
无所不包。在所有书籍中，分量最重的
还是关于姓氏文化研究的《中华“姓府”
大观园》。这部120余万字的煌煌大

作，是张海德多年来辛勤智慧的结晶。
“姓氏是历史，是科学。”在张海德

看来，姓氏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有利于人们了解自己的血脉传
承，弄清自己的祖根来源，增强民族凝
聚力和认同感。“我小时候熟读《百家
姓》，那时起就萌生了研究姓氏文化的
念头。”后来，张海德先后编著了《宣汉
县黄石乡张家湾张氏谱》《万姓五千年》
《姓名书简》《张氏史考大鉴》等大量姓
氏文化方面的专著。

“2007年《万姓五千年》刊出后，不
少读者反映‘写得太深，不好懂’，我就
着手重修，终于在去年刊出了这部《中
华‘姓府’大观园》。”在编著过程中，张
海德以《中国人名大辞典》为纲，翻阅的
相关资料难以计数。在这部大作中，张
海德收集各类姓氏1万余个，并以笔画
为序系统排列。对每一个姓氏，先指出
其来源、郡望，然后再详细罗列该姓氏
中的杰出人物。如，在“张”姓一栏，先
点出“黄帝五子挥，官弓正，主祀弧星，
赐姓张氏”，接着指出“望出清河、南阳、
吴郡……”，继而列出了张仪、张骞、张
衡、张之洞、张学良等千余名张姓名
人。为了避免单纯罗列的枯燥感，在每

位文化名人后，还附录了其相应的代表
作。如，在介绍唐代诗人张若虚时，完
整附录了脍炙人口的《春江花月夜》。
附录后，张海德意犹未尽，欣然提笔续
到：“树摇清风江月明，朗照万里夜色
晴。春岚诸峰锁晓雾，雾海卷帘光一
轮。”

“它像一位‘导游’，把你带入中国
姓氏殿堂里广采博览，领略万姓风光和
人文风采。”在序言中，相关业内人士对
《中华“姓府”大观园》给予了高度评
价。古稀之年还能有此成就，张海德本
人也豪情满怀，兴奋之余，他为自己撰
出一联：“一支笔，挺起珠峰凌霄汉；万
姓典，搜罗宝卷壮乾坤。”

“笔下偷生”
这是他的人生哲学

“李白可以‘酒肆逃名’，我不妨也
来个‘笔下偷生’。”在张海德看来，每个
人也就短短几十年的时光，“生也有涯
而知也无涯”，只有静心读书、专研、创
作，摒弃外界喧嚣和浮躁，才能提升生
命质量，在某种意义上延伸生命长度。

“名为‘偷生’，实为在坚守中淬炼、升华
自己。”

不仅在姓氏文化研究和诗词绘画
方面有所建树，在书法上，张海德也造
诣颇深。1996年春，在友人引导下，张
海德赴京参加中国文化艺术研修会，成
为这次会议仅有的两位农民之一。会
上，这位貌不惊人的大巴山农民，将五
尺见方的宣纸铺在地毯上，翻腾斗笔，
挥毫泼墨，不多久，一个硕大的“虎”字
跃然纸上。字体刚劲有力，一气呵成，
大有猛虎腾跃之势。一时间四座皆惊，
镁光灯闪烁不止，事后，张海德受到中
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刘颖南的亲切会
见，并被聘为特邀创作员，输入《文艺人
才库》。经过数十年的点滴积累，张海
德形成了楷书严谨端正、行书恣肆奔
放、隶篆古朴厚重的独特风格。

“张叔真是一个全才，不仅可以舞
文弄墨，在竹编、石刻方面也是一把好
手。”黄石乡工会主席王文渊和张海德
是同村，早在还是细娃儿时，就喜欢到
张海德家串门，听他讲各种文史典故。

“当时，老爷子还领着全村人排练样板
戏，在《沙家浜》中他扮演郭建光，那造
型，可真叫一个帅！”回忆起当时的情
景，王文渊非常开心。现在，当地机关
单位经常请张海德过来刷写标语，美化
办公场地；邻近的村民遇到婚丧嫁娶更
离不开他，写楹联、刻墓碑，这些活路全
由他一人包揽了。

虽然一生与人为善，但命运之神并
没有眷顾这位善良的老人。如今，张海
德已有两个儿子先他而去，两度“白发
人送黑发人”，一次又一次撕心裂肺、痛
彻骨髓的煎熬，使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
遭受了巨大的心理重创。然而，即便如
此，张海德也没有放弃对生活、对故土
的热爱，对文化、对艺术的追求。在他看
来，读书、钻研、创作就是最好的一剂

“良药”，用它，可以医治尘世间所有的
伤痛。

洗尽铅华，超然物外。如今，张海
德如同一株昂然挺立的老梅，无视岁月
冰刀霜剑，笑看季节往复轮回，在对生
命和文化的坚守中，散发着淡雅却持久
的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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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春，曾赴京参加中
国文化艺术研修会，成为会议仅
有的两位农民之一

●关于姓氏文化研究的《中
华“姓府”大观园》长达120余万字

●书法艺术造诣颇深，被中
国艺术研究院聘为特邀创作员

□本报记者 徐冬 闫军
摄影报道

本报讯 4月19日，高雅艺术进
校园——四川音乐学院交响乐团走进
达州市职业高级中学专场音乐会在市
中心广场演艺大厅举行。近千名师生
分享了这场音乐盛宴。

音乐会在管乐合奏《命运之力序
曲》中拉开序幕，多种乐器交相呼应，展
现了指挥者和演奏者的高超技术。演
奏者们倾心演奏的《红色娘子军组曲》
《紫竹调》《艾格蒙特序曲》《梁山伯与祝
英台》《观光列车波尔卡》等风格各异的
中外经典名曲，或气势磅礴、或荡气回
肠、或欢快悦动、或婉转柔美。师生们
静心聆听，细细品味着高雅音乐的无穷
魅力，沉浸在艺术享受中。

四川音乐学院交响乐团走进达州市

职业高级中学专场音乐会，为该校学前教
育和美术专业的近1000名师生搭建了一
个接触艺术、亲近艺术、提升艺术素养、感
受艺术魅力的平台，对营造浓厚的校园文
化氛围、彰显高雅艺术的魅力、提升师生
艺术修养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我们承办这台高雅艺术进校园活
动，本身符合我校文化艺术类为主的专
业特色。”据达州市职业高级中学校长
向轩介绍，让广大师生近距离地接受高
雅艺术熏陶，感受艺术的魅力，帮助学
生发现真正的美，使其向美、向善、向
真、向上，从而提升艺术素养和美育素
质，增强师生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达到教育“润物无声，育人无形”的效
果。 （本报记者 程科）

本报讯 最近，万源市白果乡文家
坪村黄家祠堂一块清同治年间的古匾
引起笔者的兴趣。古匾是清政府论功
行赏颁发的寿匾。

在古匾后人黄正旗的带领下，我们
来到了黄家祠堂。祠堂古色古香，木窗

神龛或雕花卉，或雕人物，或雕神龙。柱
头下的柱础刻花精细，梅兰竹菊栩栩如
生。堂屋正中挂着笔者要寻找的古匾。

此匾长3.3米，宽1.8米，系巨匾
了。上书“矍铄是翁”四个楷书大字，书
法遒劲有力。上款为“绥定府太平县军
工加上级姚”，系当时太平县姚县令代
表清政府所赠送；下款为“佑给者民黄
帮松，大清同治三年孟夏月下浣”。此
匾系黄帮松六十大寿时，太平县（今万
源市）姚县令赠送。

据90岁老人黄宣德介绍，同治三
年即1864年，匾主黄帮松的儿子过去
打天德王（愍王）有功，太平县令奖励其
父一块寿匾。笔者查阅资料得知，天德
王即洪大全（1823-1852年），清末湖
南天地会首领。湖南兴宁（今资兴市）
人。原名焦亮，亦称焦大。早年屡试未
第，愤而为僧，隐居读兵书。不久还俗，
再试亦未中，后交结各方人士，参加天
地会，创立招军堂。1851年与洪秀全
联络，随太平军至永安（今广西蒙山），
次年在蒙山突围时被俘，清钦差大臣塞
尚阿将其解送北京杀害。

（唐天晓 摄影报道）

四川音乐学院交响乐团走进达州市职业高级中学

高雅艺术提升美育素养

万源发现清代军功寿匾

清算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议研究决定，并申报宣汉县工商质

监局备案，拟注销“宣汉县甘露提灌服务专业合作社
（营业执照注册号：511722NA000461X）”。请相关债权
债务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我公司清偿债
务，逾期将按相关规定处理。

公司地址：宣汉县君塘镇石虎村
清算组负责人：朱有品 电话：13908247848
清算组成员：牟昌平、廖文顺

宣汉县甘露提灌服务专业合作社清算组
2017年4月20日回顾编著历程

展示书法作品

寿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