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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延斌

摇 摇 去年 10 月 10 日晚, 我趁到扬州参加 “大运河城市家规家训家

风建设研讨会冶 之机, 去拜望我们的中学语文老师周懋昌先生。
此前, 我听说周老师夫人姚慕华老师因脑梗住院治疗很久, 出

发前便打电话询问周老师所住医院以便前去探视。 不料, 电话那边

却传来周老师低沉的声音: “姚老师前些天走了……冶
我大吃一惊, 赶紧让会议主办方派车送我到周老师家。 车还没

到周老师住的扬州职业大学宿舍巷口, 就远远地看见他老人家等在

路边的身影。
几年不见, 周老师又苍老了些, 头发白得更多, 毕竟是快 80

岁的人了。 但周老师看起来精神还好, 依然腰板硬朗, 学者风范依

旧不减当年。
一进家门, 就看见小方桌上放着姚慕华老师的遗像, 两侧是周

老师亲笔撰写的挽联: “平常一生平静一生一生平常平静剩一身仙

骨驾鹤西去; 尽心一生尽责一生尽心尽责留半缕忠魂随波东流。冶
(按: 姚老师骨灰撒入了长江)

我肃立在姚老师遗像前, 深深三鞠躬。 40 多年前姚老师在欢

口中学教书时的音容笑貌浮现在眼前, 恍如昨日, 顿时悲从心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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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会议主办方晚上安排活动, 我跟周老师交谈了 10 多分钟

便匆匆告辞。 临别时周老师拿出两本厚厚的 16 开本复印资料送给

我, 封面是 “周懋昌文集冶 几个大字。 打开扉页, 是周老师亲笔题

写的几行字: 前面两行引韩愈 《师说》 中的话: “弟子不必不如

师, 师不必贤于弟子冶; 后面是 “书赠延斌先生冶! 落款是他的大

名。 我赶紧对周老师说: “学生岂敢当, 没有老师的教诲哪有学生

的今天, 您永远是我的老师!冶
周老师笑着说: “我并非虚言, 你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冶

我告别先生下楼, 可周老师坚持将我送回胡同口的汽车旁, 看我们

的车开远了, 他还挥着手不忍离开。
晚宴结束, 回到房间, 打开周老师的文集, 看到全是先生发表

文章复印件的汇编, 顿时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试想, 在闭塞的乡下

中学教书且被 “文革冶 耽误了 10 多年时光的周老师, 竟然在 1983
年回到扬州后退休前的 20 多年, 发表了厚厚两大本文章! 假如周

老师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徐州师范学院 (今江苏师范大学) 任教, 该

是一个何等多产的著名学者、 教授?
回到徐州, 我即与高中同窗好友、 班长肖运怀兄通了电话, 将

周老师的情况向他做了汇报。 电话中我们算了一下周老师的年龄,
2017 年先生正好 80 岁。 于是一个想法使得我们不谋而合: 可否将

老师的文集公开出版, 以作为先生 80 寿诞贺礼?
运怀兄建议此事发动我们 1975 届同学一起出资才更有意义。

于是他在群里发了倡议, 得到同学们的积极响应, 大家积极捐款,
很快凑齐了所需款项。 等事情基本确定, 我们才向周老师汇报了出

书事宜。 周老师无论如何坚持要自己付费出版, 经我们反复说明,
钱又不多, 无非是表达同学们的一份孝心, 周老师这才同意。 但他

提出了两项要求: 一是一定要把捐款同学的名字都写在书上; 二是

要我写个序言。 对于第一个要求, 是在我们考虑之列, 当然马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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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对于第二个要求, 我告诉他学生实在不敢为老师大作作序。 但

周老师要求再三, 师命难违, 只得恭敬不如从命。
再次翻阅凝聚着周老师心血的文集, 40 年前的中学时代又浮

现在眼前。 在那个不重知识、 “文化大革命冶 的特殊年代里, 我们

这些同学是不幸的, 荒废了不少宝贵的学习时光; 但我们又是幸运

的, 因为我们这一届赶上了邓小平同志整顿教学秩序、 狠抓教育质

量的 “回潮冶。 正因为我们这届高中生是经过严格统一考试被录取

进入欢口中学学习的, 老师们倾注了满腔的热情, 决计要把 “文
革冶 数年耽误的时间在我们身上补回来。 所以, 我们有幸受到了欢

口中学刘存尧、 王杰生、 刘胜先、 王义隆、 张义廷、 李梅英、 曹梅

森、 薛正民、 江敦兴、 刘德兴、 张祖德、 史生、 樊宪彬等一大批名

师的辛勤教诲。 后来恢复高考时, 我们成为 “文革冶 期间升学人数

最多的一届高中毕业生, 应该说他们的辛劳功不可没!
我清楚地记得, 周懋昌先生不仅以渊博的学识、 优美的谈吐使

得我们这些莘莘学子徜徉在语文知识的海洋里如醉如痴、 受益良

多, 而且他对我们爱好文学的学生更是关心有加。 在那个无书可读

的年代里, 能读到一本好的文学作品真是天大的乐趣! 在 “文化大

革命冶 尚未结束的年月, 周老师不吝将自己珍藏但未被 “文化大革

命冶 运动焚毁的名著借给我们阅读。 我记得他借给我的就有 《茶花

赋》 《艺海拾贝》 《红玛瑙集》 等名著, 这使我有幸认识了杨朔、
秦枚、 刘白羽这些被打倒的作家和他们彪炳文坛的作品, 这对我后

来报考文科、 走上人文社会科学的学习和研究之路影响很大, 也是

从那时起我的心中就埋下了喜好中国古典山水诗文、 偏爱游历名山

大川的种子。
1982 年我大学毕业后, 周老师才调回老家扬州, 在扬州职大

任教。 这一时期他的文学才华方得以发挥, 文思泉涌, 作品纷纷见

诸报刊。 后来我去看他时, 他就送给我发表有他作品的 《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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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作欣赏》 等几本著名文学期刊。
出版社排印的文集清样, 收录有周老师 20 多年来发表的 117

篇作品, 其中 80 多篇是唐宋时期文学大家的诗词、 散文作品赏析,
因此周老师欲将文集书名易为 《唐宋诗词文散评》, 剩余的 30 多篇

语言生动、 哲理深刻的寓言, 以及其他时期文学作品赏析文章或另

外体裁的作品作为附录收入, 并征求我的意见。 我认为还是用 “品
鉴冶 才更名副其实, 故建议改为 《唐宋诗词散文品鉴》。 周老师欣

然接受了我的建议。
前面提及, 之所以不敢为恩师大作作序, 除了觉得学生岂敢对

老师文章评头论足外, 更主要的原因是我数十年来所从事的研究主

要在伦理学和传统家训文化领域, 这基本属于哲学和教育学的范

畴, 与文学是完全不同的学科, 怕说错话, 贻笑大方。 既然推辞不

过, 只好简单谈些感受, 权当一篇习作, 让我永远的语文老师周先

生批改斧正吧!
读周老师的唐宋诗词散文品鉴文章, 最突出的感受有四。
首先是选题视角独特, 不落窠臼。
譬如, 《模山范水摇 各擅佳妙——— 掖与朱元思书业 与 掖小石潭

记业 比较》。 两篇山水小品, 前者是记述山川景胜的写景精品, 后

者则是山水游记中的佳作; 前者急于向朋友分享旅途美景, 洋溢怡

然兴奋情怀, 后者则是因流放无聊而抒发凄楚抑郁心情之作; 前者

体裁是书信体, 后者则是散文体; 前者是骈文风格, 语句优美, 对

仗工整, 似精工打磨, 后者则信手纸上, 天趣自然。 这两篇差异如

此显著的文章, 似乎难加比较, 但周先生选题一反前人, 将二文加

以比较品评, 从 “分类描摹与移步换形冶 “大自然的生机美与大自

然的细腻美冶 “山水的人格化与山水的性格化冶 “江中游鱼与潭中

游鱼冶 几个方面的分析, 得出虽 “模山范水, 各擅佳妙冶, 但柳宗

元诗情画意胜过吴均等早期山水作家一筹的高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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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 《新颖别致的 “框景艺术冶 ———读四首唐人七绝》, 极具

匠心地解剖了四首唐人绝句 “框中之景冶 的诗篇。 作者认为, 将诗

作画, 更具妙趣, 景物 “嵌冶 入框中, 创造出 “具体而微冶 的

“框景冶, 立竿见影地收到了异乎寻常的艺术效果。
又如, 《美不胜收的倒影艺术———唐人七绝艺术探美一得》, 则

选取唐人七绝诗中摹写水中倒影的诗作, 从中发现常人往往忽视但

蕴含丰富的审美情趣。 作者认为, “描写水中倒影是触发读者想象

的一剂灵丹妙药冶, 并分别列举雍陶的 《题君山》 ( “烟波不动影沉

沉, 碧色全无翠色深。 疑是水仙梳洗处, 一螺青黛镜中心冶), 唐温

如的 《题龙阳县青草湖》 ( “西风吹老洞庭波, 一夜湘君白发多。
醉后不知天在水, 满船清梦压星河冶), 卢伦的 《曲江望春》 ( “菖
蒲叶翻柳交枝, 暗上蓬舟鸟不知。 更到芦花最深处, 玉楼金殿影参

差冶), 探讨唐诗绝句中倒影艺术的想象美、 绘画美和流动美。
还如, 《月我两融摇 情理兼备———读苏轼黄州记月散文》 一文,

别出心裁地择取苏轼在黄州写的系列散文 《前赤壁赋》 《后赤壁

赋》 《记承天寺夜游》 《石钟山记》 中的月光 “说事冶, 谱写了一曲

踏月、 赏月、 吟唱月、 讴歌月的优美 “月光曲冶。
其次是厚积薄发, 挥洒自如。
比如, 为赏析武则天 《如意娘》 “看朱成碧冶 四字造成的悬

念, 先生就罗列施肩吾 《望夫词》、 李端 《闺情》、 徐月英 《送

人》、 刘采春 《啰唝曲》、 王实甫 《西厢记·长亭送别》 等五篇诗

文词曲, 展示这种乖于人情、 悖于事理的审美错觉的普遍存在。 在

《唐人七绝诗趣举隅之三———奇趣》 中, 为展示晚唐方干写君山诗

之美妙, 先生随手拈来各名家对洞庭湖中君山风景的描写: 雍陶的

《题君山》 “疑是水仙梳洗处, 一螺青黛镜中心冶; 张说的 《送梁六

自洞庭山》 “巴陵一望洞庭秋, 日见孤峰水上浮冶; 刘禹锡的 《望
洞庭》 “遥望洞庭山水色, 白银盘里一青螺冶; 李白的 《陪族叔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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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 其五 “淡扫明湖开玉镜, 丹

青画出是君山。冶 此后, 再评论方干欲题写君山就必须另谋出路。
先生认为, 方干 《题君山》 四句诗, 即 “曾于方外见麻姑, 闻说

君山自古无。 元是昆仑山顶石, 海风吹落洞庭湖。冶 “不在形色状貌

上落笔, 而是从虚处着墨, 另铸伟境, 大胆引进三见沧海桑田的麻

姑的传说, 突出君山之奇幻美。 想象奇特, 匪夷所思。冶 方干的

《题君山》 较之 “雍写君山之风姿美, 张绘君山之静态美, 刘状君

山之形象美, 李摹君山之绘画美冶 更胜一筹, 更加神奇有趣, 让人

叹为观止。 这些引文, 看似信手拈来, 不费功夫, 背后却是周先生

深厚的文学功力的支撑!
再次是透彻独到, 精雕细琢。
这里, 我们先以 《新颖别致的 “框景艺术冶 ———读四首唐人

七绝》 中杜诗为例, 看评析的透彻独到处。 杜甫 《绝句四首》 之

三是妇孺皆知的名诗: “两个黄鹂鸣翠柳, 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

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吴万里船。冶 对这首诗的品鉴, 先生将其视为

“远近有度、 浓淡得宜、 疏密相间、 动静有致、 相映成趣的花鸟山

水四条屏冶: “一为黄鹂鸣柳图; 二为白鹭凌云图; 三为西岭雪山

图; 四为大江行船图。冶 他对这四幅 “条屏冶 做了如秋江澄碧般新

颖而透彻的品评:

黄鹂柳树是工笔, 色泽锦丽的黄鹂的彩翎纤毫毕现,
婀娜多姿的翠柳的叶脉清晰可见; 冲天白鹭, 近乎意笔,
那划破长空、 直上碧霄的神态, 那背摩苍天、 振翅翱翔的

雄姿, 醒人眼目、 夺人心神; 西岭、 大江则为意笔, 剪影

似的山势, 银装素裹的山色, 澄练似的江流, 白如片云的

江帆, 脉脉含情, 历历在目。 而 “窗冶 和 “门冶 正是这

幅水墨画的画框。 画因有框而显得神完气足、 情丰意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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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 “画框冶 “框冶 断读者的视线, “框冶 死读者的想

象, 绘景写情的圣手杜甫于 “雪冶 前巧冠 “千秋冶 一词,
以示时间的无限悠远, 于 “船冶 前妙缀 “万里冶 二字,
以示空间的无限绵长, 从而引发读者 “思接千载冶 “视通

万里冶 (刘勰 《文心雕龙·神思》) 的联想, 这样便将画

面的容量从纵和横两面拓展到窗棂、 门框之外, 给读者留

下了 “千秋冶 “万里冶 的艺术时空, 成为画中神品。

先生对这组层次分明、 气韵生动的 “草堂春趣图冶 的品读, 真

是将绝句的内蕴和神韵剖析得酣畅淋漓。
再摘录 《模山范水 摇 各擅佳妙——— 掖与朱元思书业 与 掖小石

潭记业 比较》 中的两段文字, 看看先生的赏析文章是如何精雕细

琢的。

富春风光, 名满天下, 素有 “仙景冶 之称, 欲状富春

山水, 宜于大笔勾勒, 分类描摹, 《书》 (即 《与朱元思

书》) 即用此法。 作者先以 “奇山异水, 天下独绝冶 总写

一笔, 以引起读者探奇寻胜的浓厚兴趣, 接着分类描写百

里江水之异, 夹岸高山之奇。 对于江水, 又先写静水, 绘

水色, 绘洁度, 绘深度; 再写急流, 似飞箭, 如奔马。 对

于高山, 写山树, 写山势, 写山峰, 接着再通过听觉写山

中景物的奇妙音响, 最后, 补写弃舟登岸所见景象。 这样

由动而静, 由远而近, 整个画面有声有色, 绘形绘影, 给

人以视觉、 听觉的美的享受。
《记》 (即 《小石潭记》) 则采用移步换形的方法, 按

迹循踪写所见之景。 先写铿锵悦耳的水声, 循声取道, 发

现小潭, 画石潭景物图; 接着驻足静观, 凝神默察, 画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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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游乐图; 观鱼既毕, 举目远眺, 画潭源小溪图。 《书》
为 “富春江碧水图冶 与 “富春江高山图冶 两幅写意长轴,
《记》 则为一幅工笔丹青, 精雕细刻, 色彩斑斓, 使人忘

情, 充满艺术魅力。

最后是妙思独运, 句句珠玑。
试举两例, 以斑窥豹。 其一, 《月我两融摇 情理兼备———读苏

轼黄州记月散文》。 该文中先生对苏轼四篇散文描写的月光做了如

此评价: “ 《前赤壁》 好似一支浑厚的交响曲, 它把读者引入了神

话般的境界冶; “ 《后赤壁》 好似一支热烈的奏鸣曲, 它把读者引入

了梦幻般的境界冶; “ 《承天寺》 好似一支清幽的小夜曲, 它把读者

引入童话般的境界冶; “ 《石钟山》 好似一支由繁弦急管组成的令人

惊异的月光变奏曲, 它把读者引入了神奇的境界。冶 先生认为在这

四支戛戛独造的月光曲中, 苏轼为我们创造了色彩斑斓的诗般境

界。 其二,《新颖别致的 “框景艺术冶 ———读四首唐人七绝》。 文章

将四首诗作比喻为四幅 “框景冶, 但四者所寓之 “情冶 却有不同,
即: 杜甫闲坐成都草堂窗前的 “悠然自得冶 之情; 韦庄面对一望无

际的丰稔庄稼, 耳听云霄白鹭鸣唱的 “怡然自喜冶 之情; 刘方平因

昆虫们鸣唱的春之歌最先送来春的信息而兴奋得彻夜难眠的 “欣然

自乐冶 之情; 胡令能通过黄莺入画的奇妙想象, 对绣障惊叹不已的

“快然自足冶 之情。 这种分析真可谓是妙思独运, 落笔有神。
俗话说, 题目是 “文章之眼冶。 从先生文集中大小标题的提炼,

用词, 也足以看出他对文字锤炼打磨的用功。 《醉赏中秋月摇 醉墨

谱心田———读苏轼两首中秋词》 中, 小标题是 “亦幻亦真醉中画冶
“载歌载舞醉中态冶 “如冰如雪醉中情冶; 《雨打芭蕉图摇 思乡小夜

曲———读李清照 掖添字采桑子·芭蕉业》, 则用 “一幅工意结合的

水墨画冶 “一支如泣如诉的小夜曲冶 “一首情志高远的乡情诗冶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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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睛之笔, 诠释了李清照 《芭蕉》 一词的思乡意浓和情怀高洁;
《唐人七绝诗趣举隅之二———景趣》 又不同, 文章紧紧扣住 “景冶
与 “趣冶 提炼概括, 使各部分小标题相映成趣: “融情于景景多

趣冶 “乐景写哀景富趣冶 “一句一景景成趣冶 “咏景抒志景含趣冶。
可以说, 字斟句酌、 用词考究是先生文章的鲜明风格。

我于文学是 “门外汉冶, 看不出 “门道冶, 只能看些 “热闹冶,
上边的文字说的可能都是外行话。 好在 “作业冶 是交给老师的, 任

凭老师批改吧!
我们的民族是一个隆师重傅的民族, 我们的祖先从来将 “师冶

与 “天地君亲冶 并称。 师恩如山! 当年欢中读书时给我们辛勤教诲

的各位先生, 都是哺育我们知识乳汁的恩师! 我们都将铭记在心,
没齿不忘!

在敬爱的周懋昌老师 80 寿诞之时, 在饱含我们欢口中学 1975
届高中毕业生 (还有 1980 届的肖丰同学) 向恩师寿辰献礼的周先

生文集即将付梓之际, 衷心地祝福先生身康体健, 寿比南山!
我想, 这也是诸位同窗的共同心愿!

2017 年 8 月于徐州

(作者现为江苏省重点文科研究基地 “江苏师范大学中华家文

化研究基地冶 主任、 教授、 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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