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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收存和喜用折扇，不仅因它能体贴呵
护人，还因为这是一件持久而有意义的事
情，具有启迪教育作用和纪念收藏价值。

我存得时间最久、用得时间最长的，是
一把高档折扇。那是“己卯”(1999年)夏月，
科室重组，我与同事王兄去皖西大戏院东侧
六安文物商店买的。那扇子是给文人写字作
画的宣纸原扇，奶白色的扇面洒满金粉，透
着香、闪着光；扇骨稠密、扇面紧实，22根扇
骨经精心打磨、上油，轻而光亮，两边的大
扇骨手感光滑。王兄说这扇子两边都是白胎
宣纸，没有一个字，没有一笔画，觉得不得
劲儿，要我给写上字，我想也是。那时年轻
三十来岁，胆子大，虽然未写过扇面，但还
是挑了韦庄词《菩萨蛮》抄录下来：“劝君今
夜须沈醉，尊前莫话明朝事。珍重主人心，
酒深情亦深。须愁春漏短，莫诉金杯满。遇
酒且呵呵，人生能几何！”我先抄了自己的，
落上款，临时用日常私章代印，然后在王兄
扇上也如是一番。因为是留作纪念，自娱其
乐，所以字好字坏无所谓。扇子跟我到如今
已整25年，单位办公地点搬了4次、办公室
调整了数次，此扇总是摆在案头，我经常一
边摇着一边咂摸诗意。这扇子、这扇诗、这
扇子的故事，从我35岁陪伴到如今！
收得最紧实、最不敢用的折扇，是我上师

范时的美术老师洪志准先生——— 画家、美术
教育家——— 馈赠的，岁在“癸未荷月”。2003年
初夏之交，我随局领导到当时安庆枞阳县参
加省教育厅主办的特殊教育考察与培训，偶
见老师，才知道此时他已调任金寨县教育局
副局长。师生彼此问候、互道近况，甚是融洽，
难忘的是先生谆谆教诲：做有志之人、有德之
人、尽责之人。分别不久，先生竟托他单位司
机带给我一把折扇。
我很是激动，轻轻打开扇盒，小心翼翼地

展开扇子，但见正面是一幅完整、规范而有意
义的书法作品。其主体是用古朴的篆体和灵动
的草书分别题写的“裕德”二字，题款是草书分
列两边，右边是“岁在癸未年荷月”，左边是“子
塘人书于画眉山下烟雨楼东斋”，印章盖了3
个，右二左一。可见先生虽给学生送作品也不
敷衍，其认真、用心显而易见。当时不知“裕德”
何意，便查资料得知：“裕德”一词最早出现在

《孟子·公孙丑上》中。公孙丑他非常贫穷，但却
拥有高尚的品德。他通过自己的德行，得到了
许多人的赞赏和帮助，最终脱离了贫困。“裕
德”就是从公孙丑的故事中引申而来，用来形
容一个人的品德高尚，能够以德行来满足自己
的需求。我知道先生是要我“裕德”，涵养品行，
潜修德行，以德养正，以德服人。先生为学生可
谓用心良苦！更未想到扇子背面还有他的一幅
国画：一丛竹子，上有一只回首鸣叫的画眉，题
字是“未曾出土先有节”并“仍江学棣惠存”。我
明白先生这是在勉励我：做人做事要有气节气
质、要脚踏实地、要谦虚谨慎。这扇子正反面的
两幅作品虽然艺术形式不同，但是艺术主题是
统一的，育人的目的是一致的。
我很珍视先生的珍贵的馈赠，将此扇一

直珍藏着，21年来，除了每年梅雨季节取出
透风和观摩之外，绝不使用。如今，老先生
已经仙逝，再也不能聆听他的教诲了，我对
这把纸面已经有些发黄的折扇就更加珍贵
了——— 一打开扇子，老先生伟岸的身影、艺
术范的形象、幽默的话语、智慧的行为，严
肃的面容下温热的情感……都会一一涌来。

在我珍藏中，
有两把写有嵌名诗
的折扇，是在著名
文旅场所花钱买来
的。一把是乙酉
2005年，我刚过40
岁，人生步入中年
的关键期，到绍兴
研学旅行，在鲁迅
纪念馆“三味书屋”
的出口，见绍兴书法名士姚铭桐老先生在写
扇子，遂花30元钱买了一把，请他写藏名诗，
以点拨人生。扇子一面是他先前已经写好的

“三味书屋”，古拙厚重，一面现写。我报上名
号和年龄，他上下端详了我，然后略一沉思便
写下两行清秀俊朗的诗句：严谨治学高智慧，
仍驾飞舟翔长江。啊，我佩服极了，感动极了！
我理解这是对我人生之前的肯定和未来的勉
励。这句诗鼓励了我20年，使我的人生在40岁
后一直保持着青春光彩。
另一把扇子是壬辰2012年，我48岁本

命年、结婚25周年的暑期，在古老的都江
堰，夫人请人用我和她的姓名作诗题写扇
面：“严于律己傲神州，仍放豪情比翼游。江
山一览同开拓，郭倚云天伴春秋。立马乾坤
永携手，琴瑟和鸣共白头。”此时现场写就，
难能可贵，虽然对我夫妻二人的事业人生是
些文学性谬赞，但基本符合，尤其对未来

“永携手”“共白头”我一直视作箴言并努力
实践着。扇的另一面是梅兰竹菊四君子图，

与文字相统一。
珍藏中，有一把职业画家丁墨先生所

赠。丁先生是六安人，北京天成画院院长，
国家画院画家，作品曾被“人民大会堂”、

“国家军事博物馆”等收藏。他回六安时，老
同事永松老师跟他学画并替我讨得一幅山
水作品。一天老同事要我去丁先生寓所取
画。丁先生见我对他的画作很是欣赏，便一
时高兴，拿起一把扇子又为我写字作画。他
静思构图，勾皴擦染点，着色钤印，一笔一
笔很是仔细用心。一节课时间过后，一幅有
山有水、有亭有阁、有树有花、有桥有路、有
船有鸟的古朴山水画《渔隐》便完美呈现，
高古、幽美、恬淡、超脱。然后，他又在扇的
背面用碑化隶书写上“风雅颂”三个字，端
庄典雅，雅俗共赏。此扇我甚爱之，便宝之。

…………
每一把折扇都有值得记忆的来历，都能

给人以帮助、以教益，它与我的人生相聚、相
伴、相谐。折扇，我之珍宝也，我之师友也！

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中年丧偶，老
年丧子”。而这“两不幸”就让程世莲遭遇了。
程世莲原是霍山县衡山镇牛角冲村一

名代课教师，丈夫是县水泥厂职工，她们有
一个活泼可爱的儿子，是个幸福家庭。然
而，天有不测风云，1986年秋丈夫却意外去
世了，留下一个断了顶梁柱的家，那一年她
46岁。
可是祸不单行，2011年初正当她与儿

子拆了旧房准备盖新房时，儿子查出骨髓
癌，建房款让无情的病魔吞噬了，新房成了
泡影，现在连家都没了，只能寄居亲戚处。
三年的求医问药，儿子还是撇下她撒手西
去，留下20多万元的外债和一个支离破碎
的窝棚，那一年她74岁。
屋漏偏逢连阴雨。正当她从失子之痛

的阴影中走出，与儿媳满怀信心创业时，
2015年初，儿媳又被查出乳腺癌晚期，从
此，她和儿媳再次走上漫漫的寻医问诊之
路。程世莲明白，只有她挺住了，儿媳才不
会坍塌，这个家还会有一点希望。久病床头
有慈母，老人视儿媳如己出，精心呵护，不
离不弃，喂饭喂药，端屎端尿。然而三年后，
无情的病魔还是夺走了儿媳，留下孤独的
奶孙俩，那一年她已过78岁。

三次的灭顶之灾，对任何人来说打击
都是沉重的，更何况一个年近八十的老人。然而，女本柔弱，为母
则刚。命运要我弯腰，我偏要抬起头来！老人曾誓言：我要给丈夫
守住家，给儿子还清债，给孙子建个窝！

《贤文》上说:“人有善念，天必佑之。”一个应该安享慵懒时
光的老人，却被命运“逼”上了暮年创业路。2013年，程世莲老人
租了三分地试种茶苗，因初次栽培、没有技术等因素，当年的投
入血本无归，但她并没有因此趴下，而是愈挫愈勇。老人曾教书
育人数十年，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她总结了经验教训，第二年又
扩大了生产，承包10亩茶园，种植6亩茶苗。
苦心人天不负，程世莲当年就收回了成本，而且以后几年也是

年年丰收。如今已是85岁高龄的程世莲，守住了家，还清了债务，建
起了新房，她看着自己的“绿色银行”，更是心花怒放，灿烂如初。

有人曾问程世莲:你这辈子苦不苦呀？她毫不犹豫地说:谁
的心中没苦过？只是我还有那么多的事要干，哪有工夫去哭啊！
这就是老人的人生态度。其实村上人都知道，她在亲人的墓地，
在无人的黑夜，早已哭干泪水。

《贤文》上还说 :“传家二字耕与读，守家二字勤与
俭。”程世莲曾告诉相依为命的孙子：只要奶奶站着，你就不
会倒下！在她“好家教、好家风”的言传身教下，孙子金龙茁
壮成长，他在家庭出现变故后，毅然选择了参军，这样既减轻
了奶奶的压力，又支持了国防建设。2008年5月他去了汶川地
震抢险一线，8月份又赶去北京参加奥运会安保工作，11月又
去藏区参加维稳……哪里需要哪里去，越是艰险越向前，他保
持了优良的家风和军人崇高的品质，也因此受到连队的多次表
扬。而今，金龙已是一家上市公司销售经理，去年5月20日，
他携手心仪的另一半参加了县妇联举办的“倡导新婚俗，传承好
家风”集体婚礼，奶奶“给孙子建个窝”的心愿终于如愿以偿。

源头有活水，草木
必葱茏。程世莲老人
先后被评为“心动六
安最美人物”、“安徽好
人”提名，她的家庭
被评为“六安最美家
庭”。

我是六安人，自幼喜欢三样六安小吃：凉
粉、卤鸭、胡辣汤。后二者以后慢慢说，现在正
值盛夏，凉粉大行其道，品尝凉粉是口福，而
了解凉粉，也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著实，
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
书房里藏有一幅《卖凉粉》，此图取自《北

京民间生活彩图》，仔细看，该图左上方附有
短文：此中国卖凉粉之图也。其肩挑前一木
盘，上列碗、筷子、醋瓶、作料、小盆等项；后有
一木筒，内盛凉粉。此粉系元粉，掏成方块，用
铜片旋成细条，以油醋浇之而食也。——— 都说
千里不同风，六安、北京相去何止千里，然而
卖凉粉这项活计，却何其此相似乃尔。唯六安
的凉粉挑子，后面盛放的凉粉，覆之以盆，无
须切成方块。凉粉整体保持半球形，用铜旋
子，将凉粉旋成条，更为方便。
只是制作凉粉的原料，各地都会因地制宜。

六安盛产豌豆、绿豆、大米、红薯、橡实，都是富含
淀粉、多糖、果胶的农家物产，且工艺简单，只消
一盘石磨，几只瓷盆，小户人家，也能自产自用，
假如上街兜售，多一副担子，便能成其好事。
旧时做凉粉，原料总须自家磨研、去渣，

然后沉淀成淀粉。近年来各种淀粉，市面上都
有零售，拿来便行，连磨都省了。前年初秋，到
紫蓬山做野外作业，西庐寺下面山谷中，多百
年古麻栗，成熟的橡实纷落，多人在树下拣
拾，便询问一位姑娘，带回后如何加工？她说：
谁家没有豆浆机呢！如此说来，即使没有石
磨，照样能制作出滑嫩爽口的麻栗凉粉。
用淀粉制作凉粉，粉与水的比例，通常是

1：6，调糊，冲沸水中，适量加盐，搅拌均匀，呈
半透明状，关火，倒入盆或钵中，静置两小时，
万事大吉。
吃凉粉的另一关键是调料。酱油、香醋、

蒜末、剁椒是少不了的，小磨麻油更是少不了
的。喜欢甜的，加点糖，喜欢辣的，多放些剁
椒，盐已先期加入，无须再用，总之是宁淡勿
咸。老家六安东乡那一带，凉粉可以当菜，也
能当饭。长夏之时，丁壮尽在南冈，妇姑荷箪

食，有时竟是一盆凉粉，每人两大碗，呼拉拉，
如风扫残云，既可去暑，又能果腹。

我家有一部《植物名实图考》，其“卷之二
十”第二节即为“木莲”，作者写道：“木莲即薜
荔……俗以其实中子浸汁为凉粉，以解暑。”
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写了八种
草木，木莲为其中之一。木莲为常绿攀援藤本
植物，所结果实，状若莲蓬头，故有其名。薜荔
果六七月间，内空而红，八月后，则满腹细子，
大如稗子。我一直想尝尝木莲凉粉是什么滋
味，但如何用木莲子“浸汁为凉粉”，吴其濬惜
字如金，鲁迅亦语焉不详，所以一直未能如
愿。幸好某年去六安瓜片的中心产区龙门冲
访亲，亲戚姓方，他家后山上多薜荔，中秋已
过，果熟子满，方家代代主妇，都是做凉粉的
高手。见我来了，即刻从后山上摘了一小篮薜
荔果，先把薜荔硬壳中带黏性的种子取出来，

放在细白布袋里，然后浸入凉开水中，不断用
手搓揉，种子里所含胶原物质，渐次溶入水
中，放置半小时，便凝成半透明、淡黄色的凉
粉。因为是初尝，我取两只小碗，一碗原汁原
味，一碗加作料，总的感觉，比豌豆凉粉，弹性
略强，味道比果冻，更胜一筹。

后来去的地方多了，读的书也多了，对凉
粉的喜好，却有增无减。第一次到开封，满街
寻找《东京梦华录》的“细索凉粉”。又因为读
过汪曾祺《食豆饮水斋闲笔》：“凉粉以川北凉
粉为最好，是豌豆粉，颜色是黄的。川北凉粉
放很多油辣椒，吃时嘴里要嘘嘘出气。”此段
描述，牢记在心。那年与安大的何家庆老师，
一同去绵阳调研魔芋，住下来便向前台打听：
哪里有川北凉粉？末了，那几天，即使刚吃过
饭，也要去小巷深处，来上一碗凉粉。

在六安吃凉粉，吃的是乡土情味；在外地
吃凉粉，有时吃的是学问，有时吃的是情调。
凉粉原本大众消夏小吃，然而有一则广

为流传的民间故事，说康熙当皇子时，就喜欢
上“孟州浑浆凉粉”，如果属实，那么，作为小
吃，凉粉既为下里巴人，亦可阳春白雪。

2008年除夕夜，舒城县城关镇龙王山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孙堸老先生家的小院里欢声笑语，晚辈们纷纷举杯向老人家致以
祝福和祝贺，祝福他来年再出新的著作，祝贺老人家在新中国成
立60周年之际，荣获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向其颁发了“从事新
中国文艺工作六十周年荣誉证书”及奖章一枚；中国作家协会向
其颁发了“从事文学创作六十周年荣誉证书”及奖章一枚；安徽省
作家协会、安徽省文学艺术院授予他“安徽省老作家文学贡献
奖”；中共六安市委宣传部、六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授予其“优
秀文艺工作者”称号。安徽省作家协会在颁奖词中写道：“鉴于你
倾注了毕生心血、智慧和才华为安徽省文学事业做出的突出贡
献，特授予你安徽省老作家文学贡献奖(首届)，以资嘉奖。”这也
是对孙先生最贴切的评价。当晚，老先生精神矍铄，满面红光，开
心地频频举杯，感谢大家的祝福和祝贺。

孙堸先生原名孙家骥，笔名晴声、镜之，1927年农历9月1日
出生于安徽省舒城县白马垱一个书香之家。孙堸先生受家风濡
染，继承书香门第的传统，年轻时就开始投身文学创作，晚年又涉
及国学研究并出版多部关于国学研究的理论著作。2017年3月19
日孙堸先生驾鹤仙去。孙堸先生的文学艺术造诣和文化贡献在皖
西现代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光彩的篇章。

孙堸先生的童年是在颠簸和坎坷中度过的。17岁时他在抗战
时安徽省会立煌(现金寨)谋生，在当时安徽省审计处当了一名雇
员。走上谋生道路以后，孙堸开始接触新文学。1945年抗战胜利
后，他随机关迁至安庆。安庆与南京、上海一江相通，京沪出版的
报刊书籍纷至沓来，这给他学习新文学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这期
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鲁迅、茅盾、老舍、巴金等著名作家的作
品。可以说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作家的著作他都买了读了。与此
同时，他开始了学习写作，并向当时安庆的报纸和南京的《大刚
报》投稿。1946年初，他的处女作小诗《雪地》在南京《大刚报》发
表，此后就一发而不可收。这期间他写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
报告文学，并由此而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18岁那年，遵从父命，孙堸结婚了。孙夫人是当地一户大家闺
秀，温婉娴熟，十分贤惠。1948夏，他辞职回乡。1948年冬，舒城解
放了。孙堸积极参加农村的土改工作，先后担任过农会文化教员、
私塾老师、村商店店员。由于家里分到10余亩土地，他还正儿八
经地当起了农民。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也为他积累了厚实
的生活基础。1951他在《皖北文艺》发表了短篇小说《保圩》；1952
年在《安徽文艺》发表了他的代表作之一、短篇小说《再嫁》，当时
正值新婚姻法颁布，因此受到普遍的赞扬。1951年秋，在县区教
育部门的支持下，他在本地创办东王庙小学，并担任校长。他利用
教学以外的时间继续进行创作，在省里的报刊上陆陆续续发表了
一些作品。由于自己的努力，他的创作活动得到省里文化艺术界
的重视，每年省文联都会通知他参加一些创作会议。

1954年秋，孙堸被调任枫香树乡文化站站长。枫香树是一个
山乡，但业余文化工作很有特色。一是这里的业余剧团在当地小
有名气，二是民歌创作很活跃。在枫香树文化站工作期间，孙堸一
方面干好本职工作，使枫香树乡成了当时全省群众文化的标杆之
一，培养了包立春、杜来胜等农民作家；一方面如饥似渴地阅读不
少世界名著，从而充实自己。这期间，他读了托尔斯泰、契可夫、高
尔基、巴尔扎克、司汤达、普希金等等名家作品，这些成了他以后
文学创作中受用不竭的源泉。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秋收之后》、
三万多字短篇小说《柴山歌声》等就是在这期间完成的。

1958年，孙堸被调入县文联工作，主要负责《舒城文艺》的编
辑并兼职《舒城报》的文艺编辑工作。其间，他曾深入龙河口水库
(今万佛湖)建设工地，和千千万万民工们吃住在一起，目睹了人
定胜天的奇迹；深入到人民公社基层了解大跃进的真实面貌。
1960年安徽省第二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在合肥召开，同时中
国作家协会安徽分会(后改称安徽省作家协会)正式成立。会后，
省作协吸收了第一批会员共40人，孙堸先生是第一批会员之一。
在省作协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安徽分会理
事会理事。

1962年、1963年是孙堸创作丰收的季节，但仍以短篇小说、
诗歌、报告文学为主。省第二次作协代表大会以后，他递交了长篇
小说创作计划，得到省作协的支持。长篇小说《万山红》随后开始
动笔，至1963年底初稿30余万字基本完稿。这期间，孙堸先后创
作大型现代庐剧《梨树记》和《华女志》等剧本，公演后好评如潮。

1968年后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孙堸被下放到春秋塘茶林
场劳动至1971年。这期间他一直没有动笔的机会，但他恰巧利用
这个比较赋闲的时间段，整理了自己一直以来在基层工作、生活
所获得的丰富的生活素材；阅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
科学社会主义、逻辑学、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等政治理论书籍，从
而进一步充实了自己的知识宝库。这段经历为他后来创作大丰收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粉碎“四人帮”后，孙堸先生恢复了工作，被调回县文化馆担
任群众业余创作辅导，并主编内部文学刊物《园地》。作为人梯，这
期间他培养了一批文学爱好者，成为他们文学创作的引路人。不
久在安徽人民出版社和县委宣传部的支持下，孙堸先生的第一部
长篇小说《万山红》出版。这期间他曾根据省作协的安排去怀宁县
农村体验生活近半年，并完成长篇小说《碧云岭》的初稿。期间，他
还利用业余时间创作大量的短篇小说，并编辑出版散文报告文学
集《茶棵青青》。

1978年在六安地区第一次文代会上，孙堸先生当选为六安
地区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为作家协会)副主席。1983年，为了子
女就业，按照当时政策的要求，孙堸先生提前退休了。这对孙先生
来说，是一个专心致志进行文学创作的大好事。仅仅几年时间他
就写出了两部长篇小说《宜春柳》和《那年月......》共70余万字。随
后又陆续出版长篇小说《旋流》《金秋十月》《山青青水弯弯》；编辑
出版《孙堸中短篇小说集(1946～ 1988)》、诗歌散文集《枝叶集》
等。这一时期是孙堸先生文学创作的大丰收时期，也是他在生活
的底层初心不改、孜孜以求、奉献文学事业的精神最闪光的时期。
由于文学创作硕果累累，这期间他被中国作家协会吸收为正式会
员。
由于受家庭的影响，孙堸先生对传统文化和国学研究一直

很有兴趣。退休后，他在坚持文学创作的同时，对当今的理论
界有关孔子研究和传统文化探讨十分关注，订阅了有关报刊杂
志，赏读了匡亚民等大师们的不少著作。渐渐地他有了自己的
想法和见解，于是他在人生的最后20年，几乎是如痴如醉地扑
进孔学研究的神圣殿堂。他十分厌恶有的学者崇洋媚外，辱祖
求荣地贬抑孔子和儒学行为，决心以一己之力探索孔子及其著
作的博大精深以及其长盛不衰的传承规律，用3000年来生生不
息的事实来证明孔学在中华文明发展中不可替代的地位。他力
求说明，为什么世界上四大古代文明，唯有中华文明仍然光彩四
射，而其它三个均已湮灭。于是，他在十多年的时间里通过博览群
书，拜读大量国学经典书籍，最终写成并出版长篇学术著作《孔学
深探》《中西文化比探》《中国社会发展史探》《国学析探》共约120
余万字。另有《正探》《易探》《革探》三本学术著作手稿已初步完
成。由此，孙堸先生被西北大学现代文学院东方文化研究所聘为

“特约研究员”。
孙堸长期生活、工作在基层，他接触的都是最为普通的平民

百姓，而且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的作品大多都是为他们
讴歌，为他们而写。其实，孙堸除了文学创作以外，爱好十分广泛。
比如，他酷爱书法，工隶书。其书法作品曾参加安徽省老年人书画
展览，并在省内外有关杂志上发表过书法作品。他爱好戏剧，特别
是京剧。年轻时曾是小有名气的京剧票友。他的二胡、京胡也拉得
很好。这些都对他后来开展群众文化工作有很大的帮助，也为他
的文学创作增添丰富的营养。

不为斗米弯腰的文化人性格，使他从未为自己的贫穷而向组
织伸手，他的一生几乎是在清贫中度过的。即便生活清苦艰难，但
他那颗为文学而跳动的心从来没有消停过，始终是那么激越地跃
动着。
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张褉，安徽省作家协会原主席鲁彦周

都曾对孙堸先的创作成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鲁彦周还为《孙堸
中短篇小说集》写了3000多字的序，综合评价了老友的创作成
果。
孙堸先生一生与笔相恋，与稿纸相濡以沫。他认为作家做人

要严谨，倾情生活。他说：“我的文学创作活动都是厚实的生活积
累所支撑的。生活是土壤，离开了生活什么作品都是缺乏生命力
的。”孙堸认为文学创作也好，学术研究也好，其作者对世事人生
要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不能人云亦云，炒人家的剩饭，故弄玄虚。
文学创作是绝对没有捷径的。这些，都是孙堸先生给后人留下的
精神财富。

7月6日，参加了《徐有亭诗歌集》发行座谈
会，事实上也是这部诗集的首发式。

我与徐有亭的交往，好像始于1992年他被
霍邱县曹庙乡聘为桑蚕技术员的时候。一次，
我与皖西日报社的一位同志赴霍邱县城采访，
应有亭之邀，还在曹庙乡政府住了一晚。30多
年来，我目睹徐有亭不断成长，也目睹他在新
闻写作和诗歌创作上不断努力、奋进和成熟。

参加会议之前，我想有亭忙于通讯报道，
诗集可能只是薄薄的一本。哪知来到会场拿到
诗集大吃一惊:诗分三集，三峡电子音像出版
社出版，很漂亮地包装在一起，比古代修城墙
的砖头还厚。诗集共收诗1200多首。他习惯在
手机上写诗，因手机丢失而遗失600多首。徐有
亭1990年春开始写诗，截至今年，他共写诗
2000多首。我对六安诗人研究不多，不敢说徐
有亭是写诗最多的一位，但他写诗数量名列前
茅则是肯定的。

《徐有亭诗歌集》包含三册，分别由三个人
作序。上册题曰《歌唱你啊，我亲爱的祖国》，作
序者为李训喜(中国作协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
员，中国水利文协副主席兼水利作协主席)；中
册曰《写给所爱的人》，作序者为柳冬妩(中国作
协会员、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东莞文
学艺术院一级作家)；下册题曰《短歌行》，作序
者为张孝玉(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安徽省诗
词学会副会长)。三位作序者都是棒棒哒。其中
李训喜是霍邱县的“老”诗人了，写诗很早，曾经
交往过。后来他外出做“官”，再没晤面。柳冬妩
是中国第一位系统创作“打工诗”并有厚厚专
著、对打工诗作深入研究的人。他虽然身在南方，但念念不
忘家乡作者、家乡平野大地、文化人物。他对皖西文化有精
深研究，有多部著作宣传家乡。我主编的《韦素园全集》出
版后，柳冬妩又将新搜集的韦的一些著作寄来，虽有不少
是重复，但也有一些新的发现。惜哉全集已出版，无法收
入，但我对冬妩一直心存感激。
李训喜眼界独到，说得准确。他说：“有亭的诗歌题

材极为广泛，柴米油盐、衣食住行、春夏秋冬、山川风物、
人事代谢，亲朋好友、诗酒年华，无时不能着笔，无处不
能为诗。我尤其赞赏有亭对父母、对爱人、对孩子、对底
层劳动者那善良、互助、坚韧、乐观等品质的讴歌。”诚哉
斯言！他虽然主要对有亭诗歌的内容说的，但说得全面。

张孝玉精于旧体诗词。他说：“近年来，兄(指有亭)又
喜欢上了格律诗，工作生活之余，常常平平仄仄地推敲，
苦学苦练，每有灵感便记录下来，反复斟酌，竟也写了不
少首，其中有的作品还可圈可点”，并说：“有亭兄的《短
歌行》，以现代诗全部是三、五行成诗，短小精悍，言简意
赅，文笔凝炼，意蕴深长……这就需要很高的文学造诣
和知识储备。”对张孝玉的这些评点，我是极表赞同的。

徐有亭与柳冬妩的关系，我想多写两句。柳冬妩在序
中说：“初识徐有亭，是在三十多年前那个夏天，我正在
油坊河与汲河所环抱的村子里挖地。我与徐有亭都是油
坊河边长大的孩子，他住在彼岸，我住在此岸。我们有着
与油坊河有关的共同记忆。”接着，柳冬妩写了一段很感
人的话：唯有诗歌可以应付岁月沧桑，将历史浓缩为可
以触摸、心灵可以感受的某种东西。我为包括窦以云在
内的数十位清代窦氏诗人，写了一本书叫《江山幽处客
重轻》。搜集资料期间，徐有亭帮我拍了几百页民国《霍
邱县志》，尤需一记。在某种意义上，我研究窦氏家族诗
歌，就是在为故乡宣传，建构乡园的文化记忆。也许只有
诗歌能烛照历史的隐微幽暗之地。对于那群湮没在历史
深处的窦氏诗人而言，徐有亭的诗歌写作，承担了与他
们接续前缘的宿命。翻着徐有亭厚厚的诗稿，不禁想起
管笠写给窦以云的诗：独吹清气化文章，风雅由来最擅
扬。赢得赠诗三百首，不辞萧瘦到归装。

油坊河啊！你虽名不见经传，但在霍邱大地上长流万
年。你带来五谷让民众果腹，也带来诗脉流韵千年。柳冬
妩说徐有亭续接了“前缘”，那冬妩将同村窦氏家族数十
位诗人的诗脉接续得更好：他以中国最早的“打工诗人”
的名号，声传九州，名扬世界，令人肃然起敬啊！
只是油坊河千百年来，由于各种原因，流淌更多的是

贫穷和饥饿，以致柳冬妩、徐有亭们自小就营养不良、瘦
弱不堪、诗书难继，徐有亭得了个初中毕业，柳冬妩也不

会更好，踏上社会之后通过苦学，两人才都得到
大学毕业的学历。

如此，自幼同样家境贫寒的李训喜，深有感
触地说：正如有亭在后记里所说的那样，他是一
个穷苦的农村孩子，辍学、自学、打拼、奋斗，最后
靠智慧和双手创造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收获了文
学的丰硕果实。这是一个颇能打动人心的励志故
事，在当今社会尤为能够启迪人生。但是，有亭能
走到今天，除了他所真实感谢的那些给予鼓励和
支持的师友，我认为，他还要感谢那给他艰苦磨
砺的丰富生活，感谢他自己始终拥有一颗饱满、
热烈、纯粹的诗心。只有这些元素熔铸在一起，才
能淬沥出有亭诗歌创作的精华，铸造出对祖国、
对人生、对时代的大爱。

徐有亭现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华诗词学
会会员，安徽省作协会员、安徽省诗词学会理事，
六安市诗词学会副会长、六安市作协理事，霍邱
县诗词楹联学会会长；先后在全国多家报刊杂志
发表诗词、散文作品1000余首(篇)，并多次在全
国获奖。

这次座谈会结束之后，霍邱县电视台采访了
我。面对镜头，我只是谈了寥寥数语。我在肯定徐
有亭诗歌成绩之后，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写诗不
一定要追求量多，而要追求质好。我说，《全唐诗》
中，张若虚只有一首《春江花月夜》，但却出现了

“孤篇压唐”的效果。
张孝玉在为《徐有亭诗歌集·短歌行》所作的

序里说：“写诗是一种日积月累的沉淀，更是人生
阅历的展现，创作之中也更需要自控力。思想、言
行以及时间和心境，这些元素都很重要，它往往决

定了创作的方向和风格。”张先生在此说了大实话。中国历
来对诗作了各种定义，有一种是从语言角度说的：“诗，是
形象、精粹的语言。”因此，自古就有写诗“推敲”、“炼字”的
故事。“推敲”故事的主人公唐人贾岛，曾写过一首诗，极言
写诗的艰难：“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
故山秋。”
清帝乾隆在位60年，是我国历代皇帝写诗最多的一

位。他一生创作、出版的《御制诗全集》，收诗42250首。如
此多的诗，你可能连一首都没听说过。还有个段子说乾
隆一次在花园作诗《飞雪》，开口吟道：”一片两片三四
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乾隆吟到
这里，思路突然卡壳，幸好刘墉陪侍在侧，发现了皇上的
难堪，赶忙上前补一句：“飞入芦花都不见”。这样，乾隆
的一首御制诗总算完成了。我认为，这个段子是后人杜
撰的。在乾隆那样窘迫之下，刘墉胆子再大，也是不敢插
嘴的。同时，乾隆毕竟做过4万多首诗，咏雪是小菜一碟，
不会如此不堪，但乾隆诗不为人所重，则是明明白白的。
还有个例子，发生在当代1980年之前。当时在安徽

省文联任专业作家的韩瀚(山东苍山县人)，在张志新被
平反昭雪以后，写了短诗《重量》，全诗只有四句：她把带
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的苟活者，失去
了——— 重量。

张志新(1930—1975)，女，出生于天津，毕业于中国
人民大学，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中共辽宁省委
宣传部文艺处工作。因揭露林彪、江青一伙残害干部、篡
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被“四人帮”定为“现行反革命”，于
1969年9月被捕入狱，1975年4月惨遭“四人帮”杀害，年
仅45岁。1979年3月21日，中共辽宁省委为张志新平反昭
雪，并追认为革命烈士。
韩瀚为著名作家，发表出版多部长篇小说、诗集和散

文集。他于1979年8月作了《重量》，发表于《清明》1979年
第二期，后获得1979-1980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新诗
奖。韩瀚的诗虽只有4句，但句句重若千钧，震撼人心，威
慑苟活者(指只图眼前，得过且过，苟且偷安的人)，被评
为全国新诗奖，传之后世，熠熠闪光。
乾隆留诗4万多首，印制精美，但没有一首传之久

远；韩瀚仅靠《重量》4句、27字，却诗史留名。两位诗人不
能类比，诗也不能类比，但所透视的道理，却有可借鉴之
处。我不会写诗，但愿与有亭共勉。

孙堸：从写小说到研究孔学
孙长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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