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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汝谦（1577～
1655），字然明，号松
溪，又号松溪道人，
徽州歙县人。汪汝
谦是明时著名的书
画收藏家，他精通金
石音律且著述丰富；
有《清轩集》、《西湖
韵事》、《绮咏》及《春
星堂集》等。

汪汝谦喜茶爱
茶 也 在 杭 州 卖 茶 ，
而以茶会友也是他
邀 请 、结 识 诸 多 名
士的方式之一。为
此 ，汪 汝 谦 在 西 湖
边 建 了 一 只 游 舫 ，
茶友陈继儒为他的
游 舫 题 名 为“ 不 系
园 ”。 称 之 为“ 园 ”
是因为它像一座活
动 的 、变 化 莫 测 的
园林；人随舟行，临

波漾水，林峦掩映，穿桥过隙，俨然
画图中行走的园林。“不系园”颇为
高大，有斗室壁厨、廊台帷幔；“中
置家僮二三檀红木牙者，俾佐黄头
以司茶酒……”汪汝谦常常在游舫
上组织西湖雅集，以诗酒茶自娱；
并亲自《作不系园》诗云：“年来寄
迹在湖山，野衲名流日往还。弦管
有时频共载，春风何处不开颜。情
痴半向花前醉，懒癖应知后闲。种
种尘缘都谢却，老航一舸水云间。”
形象地表现他在“不系园”上怡然
自得的生活旨趣。汪汝谦非常珍
爱“不系园”游舫，若是有人想借
舫，必须是“名流，高僧，知己，美
人”四种之一；而且，借舫也应是品
茶、饮酒、吟诗、作画之类的雅集
……。

雅集，从字面上解释，即风雅
的集会。“雅”是其性质，“集”是其
内容。文人士大夫以诗、词、曲、

赋 、琴 、棋 、书 、画 等 为 主 要 媒 介
“游戏于斯文”，且在交游唱和中
抒发心志理想；想来，这是一种令
骚人墨客都醉心其中，流连忘返
的文化活动。因此，“雅集”是一
种属于文人群体的文化活动，它
以共同的性情、理想作纽带，以饮
酒赋诗、梵香瀹茗、谈禅论道、弹
琴 作 画 、赏 玩 古 董 等 活 动 为 内
容。而汪汝谦举行西湖雅集的时
间则无规律可循，赏花、饮酒、品
茶、迎宾、饯行都可以成为举办雅
集的契机。蓝瑛有《行书五律诗
扇面》作于雅集中，诗云：“雀舌香
初透，高轩叱驭来。新声铙吹歌，
玄尘吉云开。梅月笼芳砌，须眉
照摄台。隔帘歌窈窕，醇饮共忘
回。汪然明宴集生翁老祖台并诸
同社即席请正。”可知这次雅集是
汪汝谦为“生翁”举办的一次饮茶
会。另外，蓝瑛还为汪汝谦及其
友人作《煎茶图》等。

汪汝谦的西湖雅集经常召集
各界名流，其中山人、画师、优伶
数量众多；名姝柳如是就是其中
之一。汪汝谦对柳如是的文才尤
为推崇且喜爱有加，认为她是女
中豪杰；所以常邀请她参加诗酒
茶 会 。 而 柳 如 是 也 特 别 喜 欢 饮
茶，尤其是喜欢徽州茶。据传她
平时尤爱喝兰雪茉莉茶，泡冲时
还加入一点松萝绿茶，从而使茉
莉 花 的 香 味 稍 煞 ，而 茶 味 更 酽
……。为了迎合当时盛行的饮茶
之风，汪汝谦还在杭州开设了自
己的茶庄；同时，他将同族远亲汪
理直从徽州老家邀来杭州，协助
自己管理汪家茶庄。如是，西湖
雅集就成为他销售茶叶的一种体
验营销……。

汪汝谦是著名的盐商、茶商，
他身上有着一种“儒商”精神，即由

“商”转“文”过程中体现的典型生
存状态；既任侠好客，广交游，重然
诺 ，又 精 诗 文 ，工 书 画 ，喜 品 茗
……。也正是这种“儒商”精神影
响了汪汝谦的一生，从而使他一生
儒雅风流且以茶交友，并留下了

“风雅领袖”之美誉。 ·郑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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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红色歌谣 忆峥嵘岁月（上）

□ 歙县 邵宝振

【民 歌 民 谣】

徽州作为中国革命一部分，
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无数的
革命先驱抛头颅、洒热血，用他们
的青春和热情谱写了一曲又一曲
的革命战歌，先人的光辉业绩和
革命传统永远激励着我们。笔者
陆续读到一些徽州解放前流传在
游击根据地的民歌，跟着它，我们
似乎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
代。

一、红军歌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

来革命，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
来压迫人。

当兵就要当红军，贫富阶级
要认清，资产阶级国民党，穷人阶
级工农兵。

当兵就要当红军，队伍来了
不愁贫，会做工的有工做，会耕田
的有田耕。

当兵就要当红军，工农团结

一条心，土豪劣绅反动派，杀得一
个不留情。

当兵就要当红军，冲锋杀敌
好为民，消灭吃人狼和虎，中国革
命定成功。

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期歙县南乡游击根据地流传的民
歌。从 1927年至 1937年，徽州革
命发生了“小练惨案”和抗日先遣
队转战皖南的重大事件，具有深
远的影响。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初期，在党的领导下，江西浮梁、
湖北黄梅、皖北潜山及上海党组
织先后派出党的地下工作者来徽
州进行革命活动，先后在徽州各
县建立党组织。1930 年 8 月，小
练支部成立；1932年，徽州工委迁
来小练；1932 年冬，建立皖南特
委。1933 年农历 5 月初的一天，
皖南特委秘书刘伯林正在党员汪
金发家开会。村民程继元打猎回

家，见到家门紧锁就去找妻子汪
姣仂，走到汪金发家门口，不顾门
外负责警戒的阻拦，闻入屋内见
到许多人时，大声高喊“你们不要
在此暗中组织红军，不用三天要
把你们消灭掉！”并用猎枪威逼妻
子马上回家，否则要打死她。随
后，程继元将见到的一切，分别向
甲长齐双全、保长孙汉仁作了密
报。保安司令刘健中得知情报
后，立即命令副司令汪汉和歙县
县长石国柱严密监视，准备组织
围剿。5 月 31 日晚，特委书记宁
春发在小练林家继家开会时，不
料，被屯溪保安司令部获悉，立即
命令副司令汪汉，亲自率 240 多
人，于下半夜两点多钟到达草市，
兵分两路，一路由汪汉率领由篁
墩进发，另—路由中队长刘勃带
队 从 草 市 插 入 ，然 后 包 围 小 练
村。同时，命令歙县县长石国柱

亲自带领县保安队，到歙休交界
的东关木岭（新潭乡东关村）堵
截，并命令他们“全部剿灭，不留
后患”。6 月 1 日拂晓，国民党保
安团一进村，纵火烧屋，砸门捣
户，进行搜捕。惊醒的村民和正
在开会人员一起，经过激烈的搏
斗，终因寡不敌众，除特委书记宁
春发携带部分党的重要文件突围
外，当场有 20 多人被杀害，其余
被押到屯溪杀害，据统计，被杀害
的共产党员和群众达 47人，烧毁
房屋 7幢。“小练惨案”的发生，中
共皖南特委遭到严重的破坏。

1934年 7月 5日，中共中央为
推动抗日救国民族运动，牵制和
分散国民党军，减轻敌人对中央
革命根据地的压力，决定以红军
第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
少华）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
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前进，7

月 7 日，先遣队 6000 余人由江西
瑞金出发， 1934年 9月 24日，红
七军团自浙江翻过连岭到达歙县
石门、旃田等地。三天后，先遣队
去浙江。11 月 4 日，红七军团与
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合编成红十
军团（对外仍称红军北上抗日先
遣队）分两路于 12月 10日到达黄
山汤口、芳村会师。先后到达歙
县许村、汪满田、大谷运，绩溪金
坑、太平文雅街等地。1934年 12
月，先遣队在谭家桥战斗失利后，
在方志敏的率领下，转战于皖南
和 皖 浙 赣 边 区 的 10 余 个 县 。
1934年 12月 18日，在柯村进行了
为期三天的休整。当红军进入皖
南时，蒋介石调集 11 个团的兵
力，进行追剿。从 1934年 11月至
1935 年 1 月，抗日先遣队转战于
浙皖边、皖赣边和皖南，发生旌
德、谭家桥等 30余次大小战斗。

一 枧 成 潭
□ 歙县 王彩霞 江伟民

【徽 州 人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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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皖生先生《墨竹》轴题识：“一日扶伤同学
向吾乞笋，本为笑语，吾亦笑应之曰，睢园之竹
非我管领，安得有笋，因写此帧与之，不知望梅
可以止渴不？辛酉春二月，吴皖生时年八十
五。”睢园又名东苑、菟园，后人称为梁园，为汉
梁孝王刘武营建的一座很大的园林，园中多竹，
连绵十余里。扶伤为殷扶伤先生，歙县已故著
名中医。吴皖生（1897-1990），字亦楚。歙县
岔口人。善画兰竹、山水，兼能书法。

□ 屯溪 董 建

吴皖生趣题《墨竹》

【吉砚斋脞语】

第一次听说有个叫“枧潭”的
小村子时，脑中蹦出四个字来：一
枧成潭。一枧成潭，好比水滴石
穿一般，那得多久的时间，多大的
恒心毅力。“枧”也写作“笕”，都是
引水的管道。可能变换了偏旁，
在引水管道的材质上，一个是木
头做的“枧”，一个是竹子劈成的

“笕”吧。
“溪面只消横一枧，水从空里

过如飞。”车子从 205国道——也
就是原来的屯黄公路——一直
往黄山方向行驶，在休宁儒村与
汤口交接处往左一转，就转到了
隐卧在黄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子
——枧潭。或许是听到同车的
人喊了一句“枧潭到了”的缘故
吧，脑中不由浮现出杨万里的佳
句来。枧潭，只有一条发源于黄
山山脉的小溪流过，自然没有宽
阔的溪面，我也没有看到“水从
空中过如飞”的壮观场面。我看
到的是恬淡和清雅之后的原始
模样。说其原始，是因为这里没
有遭受过来自外界的任何文明
的“伤害”。

对于一个村落来说，这是难
能可贵的。在我生活工作的许多
地方，都会有一些村庄因为过度
的开发利用而呈现出一种病态早

衰现象。完整秀丽的肢体，过多
地打上了人类贪婪而做作的烙
痕，以至很长时间不能恢复，甚至
永远不能恢复。或许也正是基于
对大自然纯净安谧的向往吧，一
些不通公路人迹罕至的大山里，
在那份“向往”的牵引下，生人生
气的，如一袭春风，飘荡过来，带
着微笑和芬芳。一些藏在深山人
未识的面纱，被层层剥落，一览无
余地展现在众人眼前。

与人迹罕至的深山村落相
比，枧潭静静地藏匿着，静静地苏
醒睡去，静静地花开花落……与
一箭之地喧哗热闹的公路上四面
八方的人流相较，俨然成了两个
世 界 。 可 以 认 真 地 说 ，在 四 年
（2011 年）前，八成休宁人也不知
道黄山脚下有个枧潭。

或许我们总喜欢以一双悲天
悯人的目光来审视这个世界，以
自我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世界上发
生着的万事万物。那些被山外的
驴友们剥去面纱的村落，是不是
就真的不愿抛头露面走上前台而
甘愿百年千年不为外人所知最后
自生自灭消失殆尽呢？这个问题
的答案有很多种。“是与不是”这
样简单的肯定和否定都是不妥贴
的。可要想勾勒出一个正确答

案，却是极不容易的。也就不说
了吧。

一个村庄的形成，必定有人
类活动的参与。枧潭也不例外。
当来到这里的先祖相中了清碧的
溪水，或是山间的翠林，或是头顶
上蓝蓝的天空飘荡着的朵朵白云
——一个或多个可以让其安身的
因素，拨动了心头的那根弦，清脆
地响了一声，达成了共鸣，先祖的
头领手一挥，一场安营扎寨开始
了。多少年的繁衍生息，多少人
多少汗水多少智慧的投入，方才
有了枧潭现在的模样：依溪而建
的土坯房，房后数十株千年古树
水口林，房前简陋却整齐的晾衣
竿 ，坐 在 屋 檐 下 晒 着 时 光 的 老
人。他们是安静的，慈祥的，始终
眯着眼微笑着，对着山，对着水，
对着如我般突然潜入害怕打破一
个村庄宁静的外乡人。随着现代
文明的入侵，属于一个农村的农
耕文明的象征——水碓石臼已经
不见了，好在还没走太远，仔细一
听，那声“吱呀”尚能追寻得着。

他叫徐福生，黝黑壮实的枧
潭村人。走出去多年，突然就回
来了，说承包也可以用流转这样
的词语，来概括他的回乡创业搞
漂流。对于休宁来说，漂流不是

个新鲜产业，在之前就有四处，而
在同一河道，同一行政村的儒村
就有个“黄山第一漂”。徐福生真
有些砸钱玩的味道，同村的人这
样认为，妻子也是这样认为，好好
的 日 子 不 过 ，搞 什 么 旅 游 开 发
哩。徐福生不是听不进不同意
见，而是他认准的事情不会轻易
回头。妻子拗不过他，只好夫唱
妇 随 ，无 白 天 无 黑 夜 地 干 了 起
来 。 一 个 月 ，半 年 ，一 年 ，两 年
……疏浚得像模像样的河道里漂
起了五颜六色的皮筏艇，嘻笑声，
打闹声，棹水声……来自全国各
地的不同方言在一条小溪里交
汇。徐福生虽为老总，干的却是
一个安全员的活，手握对讲机，不
停地上下奔跑，在几个主要的关
键点指导着巡视着。安全是不容
忽视的。

我们的交流也是在他的这一
动态下进行的。年轻时开过出
租，后来经营过批发部，开过钟
厂，做过房地产商……有了基本
的原始积累之后，突发其想地回
到家中，结合旅游开发打造“美好
乡村”。

打造美好乡村是安徽省继全
国推出的新农村建设的基础上提
出来的。如果说，其他村庄的美

好乡村建设进程，多多少少有着
政府资金注入的话，那么枧潭的
道路拓宽、硬化、河道清淤等等系
列工程，更多的是徐福生的一己
之力。数百万、上千万的投入，没
有独到的眼光和长远的经营头
脑，这钱会砸得你心虚。枧潭是
个好地方，黄山脚下，宏村、西递
边上，与两个世界遗产地相邻，请
问，还有哪个村子有这样的福气
呢？徐福生是自信的，站得高，看
得远。或许，于他来说骨子里更
有一种徽商后裔的才情，方能有
此气魄。正如一枧成潭讲究的是
韧 劲 和 勇 气 一 样 ，徐 福 生 也 在
2014年夏天迎来了旅游业上的春
天。人们开始喜欢上了这个小村
落，喜欢上了这里的农家饭，喜欢
上了一枧成潭的坚忍胆气……除
了夏季漂流之外，徐福生相继开
发出了春季挖野菜、秋天采菊花、
冬天吃杀猪饭等系列活动，枧潭
人气与日飙涨，一个小村子从此
走向了历史的前台。

此文中，顺带捎上另一个叫
历口的小村落。枧潭往里走上一
公里就是历口，隶属黟县。这是
一个可以与歙县阳产土楼村媲美
的地方。一幢幢上了年岁的土
楼，在夕阳下泛着土黄的耀眼光
泽，缕缕炊烟升腾着延续着古朴
的香火。徐福生介绍，他想和枧
潭、历口两个村子的村民们一起
搞开发。其实，他口中的“开发”
是“守成”。守住这些岁月的沧
桑，就是守住了财富。我想，一个
能想到这一层的人就一定能做得
到，也会做得很好。

古联新考说邓拓
□ 徽州区 黄 新

【百 家 争 鸣】

“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
此联为清朝邓拓自题于书房的楹联，联语
意蕴深厚，文辞洗炼。笔者上世纪八十年
代初曾在徽州“书画收藏之乡”——西溪南
村一农家见到，继而记录在日记中。

不久前，黄山市老记协主编《徽州楹联
集粹》一书，笔者应邀为该书徽州区主笔，
故将此联收录。因旧联不存，便邀请徽州
书法家、启功艺术传人汪庆誉先生书写。

联中“大雅”泛指诗词，意指春风雅量
高远，有包容接纳万物的大爱情怀。这是

何等气度！作者又是何等的清高。
关于邓拓，笔者只知其学名邓子健，随

父在福州就读中小学。他的父亲邓欧予是
清代末年的举人，民国后长期在福州执
教。邓拓受家风、世风熏陶，对人文历史、
书画艺术颇有兴趣。在福州读书时，他常
与同学焚香赛诗，纵论古今，评点时政。
1926 年，北伐军入闽，邓拓受时局影响和
进步书刊启发，开始探索人生真谛，对“科
学与人生观”、“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国社
会史”有着浓厚兴趣。他在 1929年高中毕
业后外出壮游，有《别家》一诗言志：“家山
何郁郁，白日亦凄凄。忽动壮游志，昂头天
柱低。”

不久前，黄山市老记协联系老剧作家
陈长文时他咨询，此邓拓是否为当年人民
日报社上常著言论的社长邓拓？那个邓拓
可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三家村札记”曾
引起国人“思想风暴”。

笔者才学不足，不敢断论，坦言也不敢
认同。

几天前，笔者出席黄山市新四军研究
会举办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座谈会”，正好与资深徽学专家、《黄山
日报》社的原总编陈平民先生同为一席，于
是有了些交流。

他作为《徽州楹联集粹》一书的主编，
目前正在编撰栏目导读，对于邓拓的研究
较之笔者自然深度不同，他认为：同为福建
省福州市人并相同学名的邓拓，就是当年
《北京晚报·燕山夜话》和《前线》杂志上赫
赫有名的“三家村札记”的作者之一、《人民
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的邓拓。

此邓拓（1921-1966）乳名旭初，原名
邓子健、邓云特，笔名马南邨、左海等，福建
闽县（福州市区）人。他于 1929 年考入上
海光华大学社会经济系。1930年 6月加入

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同年冬，加入
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任《晋
察冀日报》社社长、新华社晋察冀总分社社
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人民日报》
社总编辑、社长，中共北京市文教书记兼
《前线》杂志主编、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
会主席，撰写过大量社论和杂文，具有极高
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深受读者欢迎。“文革”
中与吴晗、廖沫沙一起被污蔑为“三家村”
成员含冤而死，粉碎“四人帮”后，获平反。

邓拓短暂的一生，以实际行动践行了
“生欲济世应碌碌，心为革命自明明”的远
大志向和坚定信念。他曾于 1944年 5月主
编 5卷本《毛泽东选集》，是著名的政论家，
坚定的共产主义革命战士，当代杰出的新

闻工作者。此为一论。
上网查询，又有人在 2000年 9月 30日

网上纠错，认为：把“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
文章不染尘”作者说成是那个与吴晗、廖沫
沙同为“三家村”之一的革命作家邓拓，完
全是搞错了。事实上此联为清代乾嘉时代
的金石、书法和诗文大家邓石如自题于书
房的楹联。

邓石如（1743-1805），字顽伯，号完白
山人，原名琰，后因避嘉庆皇帝名讳，遂以
字行，安徽怀宁人，是清代书法金石学家和
文坛泰斗、经学宿儒，邓派书法的创始人，
擅长四体书，是清代碑学书家巨擘，其书法
艺术是我国书法史上一座高耸的丰碑。此
为二论。

今又有人告知，此联为清代画僧石涛
所书。因石涛与西溪南村颇有交集，今有
学人吴军航著《名人与西溪南》一书佐证。
此为三论。

大凡种种，莫衷一是。究竟何论为精
准，还请读者诸君不吝赐教，共同求证：“春
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的作者为
何人？

书 边 絮 语
□ 黟县 朱来平

【读 书 手 札】

（一）迟子建的文字，充满想象
力。语言优美，不落窠臼，初读之让人
眼前一亮，如雪天里忽见一枝刚刚绽
开的寒梅；再回味，犹如八九分成熟的
杨梅在嘴，特有味道。

特选录几句记之。“乌镇是一枝
莲，东栅、西栅、南栅、北栅是它张开的
花瓣。”（《西栅的梆声》）比喻新奇，妥
帖，乌镇是盛开的莲，让人神往。“来乌
镇的，不仅仅是人，还有白鹭、云朵、晨
雾。”（同上）白鹭、云朵、晨雾，和人一
起聚到了乌镇。游乌镇的人，看乌镇，
还可以看乌镇的白鹭云朵和晨雾。“乌
云毕竟是乌云，不管它们多么来势汹
汹，终要溃败。”（《风雨总是那么地灿
烂》）是写实，亦具象征意味，可谓警
句。“它们（墙角、菜圃的边缘开着的花
儿）能最真切地接受阳光的照拂，能够
感受到蝴蝶与蜜蜂的触角抚弄它们时
的那种甜蜜的疼痛。”（《女人与花朵》）
好一个“甜蜜的疼痛”，一种心甘情愿
的甘之如饴的疼痛。“能够留存下来的
老房子，大抵都是有着不凡身世的。
要么是皇宫贵族、达官显要的宫殿和
城堡，要么是富贾天下的阔商的豪宅
大院，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所以建筑
史上的杰作，往往与权力和金钱是分
不开的。”（《紫气中的烟火》）人们关注
的多是表象，却难及本质；即使能抵达
本质，又难简洁得出像“建筑史上的杰
作，往往与权力和金钱是分不开的”这
样的一语中的、入木三分的结论。

（二）去年深秋，一个阳光灿烂的
上午，我喜得作者签名钤印的新书：
《阳光的步子》。作者有一个美丽的笔
名：紫蝶。追随着阳光的步子，紫蝶在
属于自己的心灵的旷野里飞舞。紫蝶

“钟爱文字，认为文字是灵魂的出
口”。其实，文字更是紫蝶的翅膀，借
着这翅膀，她快乐地飘游在文学的天
空里。她在人生的百花园里，始终翩
跹地始终轻盈地始终向上地不倦飞舞
着，翅膀划过一条又一条的优美的弧
线，就是一篇又一篇精彩的文字。

（三）读《忏悔录》。华伦夫人好
美啊！“她（华伦夫人）的态度亲切妩
媚，目光十分温柔，嫣然一笑好像一
个天使，她的嘴和我的嘴一般大小，
美丽的灰发也是很少见的，她漫不经
心地随便一梳，就增添了不少风韵。
她的身材不高，甚至有点矮小，致使
她的体态稍嫌矮胖，虽然没有什么不
相称的地方，但是，要找到比她那样
更美的头、更美的胸部、更美的手和
更美的胳膊，那是办不到的事。”卢梭
第一次见到的华伦夫人，是如此之
美。这种美，是臻于极致的美，是无
以超越的美。

这与中国古代宋玉的《登徒子好
色赋》中对“东家之子”的美的描写不
同，“东家之子”是“增之一分则太长，
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
则太赤”。这种美，是恰到好处的美，
是匀称和谐的美。

不同的写法，一样的经典。
（四）诗人悼诗人之词，必有华章

妙辞。
读于坚《悼费嘉》，录其一节：“这

时代冷酷，你心怀温暖。光明之人。”再
录一节：“我们多年在一起大笑，大碗喝
酒，大块吃肉，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
中。我记得在家乡的短松冈，你笑得扶
着树干喘气。后来我们再次走进酒馆。
酒馆的酒是大家的酒，你是朋友们的酒，
以生命酿就。唉，这缸美酒空啦。”语寥
寥而意纯纯情绵绵。只玩弄文字做游戏
的诗人是蹩脚的诗人，费嘉不是，他眼里
有“时代”，心里有“温暖”，有“光明”。他
和友人喝啊，吃啊，笑谈啊，扶着树干喘
气，是活脱脱的食烟火的性情中人。于
坚 以“ 酒 ”喻 其 人 ，简 直 妙 不 可
言！——读之，喜之。愈读愈喜。

（五）“冷红叶叶下塘秋，长与行
云共一舟。”（姜夔《忆王孙》）“冷红”
即霜后绯红枫叶，妙极。秋叶飘飞落
入秋塘，写景，又点明时序，还暗含凄
冷孤寂之情。红，本暖色，以冷饰之，
二者貌似对立于此却神合。古人遣
词之功深矣！

（六）王维《山中与裴迪秀才书》文
末“因驮黄蘗人往”之述，有深意焉。
因为“驮黄蘗人”即卖黄蘗的药农入城
卖药，故托其寄书给裴迪。可知王维
所居的辋川别墅邮亭不置，寄书不便，
而自己居山谷中“有深趣”，须臾不愿
离开。谷中是社会之网未覆之地，是
纯乎天然的山水之境，是王维乐得逍
遥之所。经典美文绝无一笔多余！

（七）胡适《四十自述》中，他母亲
的处事方法和育子观念，很值得学
习。忍耐，宽容，都是不容易做到的，
而他母亲同时具备了。所以胡适说：

“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
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
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
感谢我的慈母。”

（八）吃罢晚饭，翻了翻新到的杂
文选刊。其中一篇印象极深，说蔡元
培当年侠肝义胆营救章太炎、刘师
培、刘文典、陈独秀的旧事。读来让
人荡气回肠。文人节操，书生骨气，
君子之交，让人高山仰止。今天还有
这样的人这样的事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