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酉年端午的前一天晚上，老
友俞纯方来访。他告诉我，今年晚
些时候将在第二故乡北碚举办个
人诗书画印个展。同时，推出一本
包含国画、书法、篆刻、题画诗、古
字画修复的艺术作品集，嘱我为该
作品集作序。

他知道，我正在昼夜躬耕赶
写、修改一部 30 多万字的关于抗
战文化和巴渝文化的文史书籍。
此时让吾为之，实感为难。不过，
作为多年诤友，真心为吾兄感到
高兴，再忙也不应该推辞。遂整理
与他多年来的点滴交往，仔细审
读其作品，倾情撰写评论，以表祝
贺。

俞纯方，1949年3月出生于四
川省三台县，曾任西南大学动物科

技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会会
员。在校期间，纯方曾担任生物化
学(本科)、高级生物化学(硕士研究
生)、生物化学实验等课程的教学和
研究工作，发表专业论文数十篇。
谁能想到，这样一位在高校从事生
物化学教学的老师，居然有一手与
他本专业毫不相关的爱好和绝活
——诗书画篆刻及书画装裱与古
字画修复。

1990年11月，著名国画家苏
葆桢先生准备在香港集古斋举办
画展，那时，苏葆桢先生的近百幅
花卉翎毛画均由他和妻子负责装
裱和揭裱。

纯方的画属文人画范畴，人
物、山水、花卉、翎毛、动物等皆有
涉猎，所作《牧童》《双虾图》《陆游》
最具特色。书法楷、行、草、隶、篆五
体皆备，亦有行草长卷、单条、斗
方、对联、手札、扇面，形式多样，极
富艺术特质。

在学院和校方的支持下，纯方
编写了《中国书画鉴赏与投资》教
材，作为非专业大学生文化素质教
学丛书。

在数十年的从艺生涯中，纯方
善于思考，且极有悟性。他的作品
也如其人，踏实沉稳，朴素无华，看
似信手拈来，兴之所至，确极具穿
透力。我以为，最能代表其艺术成
就的当数他的古字画修复技艺，他
将科学与艺术有机融合，他修复的
张大千的《黄山始信峰》和破山明
的《醉佛楼》联体草书作品，手法高
妙，确有大师水平。

为此，他还精心撰写了《张大
千“始信峰”重见天日》和《破山明

“醉佛楼”起死回生》两篇关于名人
书画修复的论文，收录在拙作《笺
染墨香》一书中。

纯方是重庆直辖以来首届古
字画修复工艺美术大师。由于多方
面的艺术修养和崇德尚艺的综合

素质，奠定了他坚实的基本功，成
就了他在古字画修复方面的独特
建树。他把业余玩成了专业，玩出
了品味、玩出了口碑、玩出了品牌。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就在北
碚天生桥创办了淳珍堂画廊，诸多
学者、大家为其题写匾额，美誉远
播。

几十年来，纯方在教坛、艺坛
默默躬耕，上下求索，多方出彩。这
些年，他先后修复过邓完白、破山
明、郑珍、张问陶、吴昌硕、齐白石、
张大千、晏济元等书画大家的作
品，以及文征明、柳公权、郑板桥等
人的拓片100多幅。过眼研习及装
裱过的书画作品更是近万幅。耳濡
目染，心灵手巧，加之博览群书，心
手相随，纯方的书画技艺日益精
进。1993年，纯方作为中方书画装
裱师代表参与接待访渝的日本装
裱技艺寻根访问团并作交流发言。
日本装裱交流团道友，东源堂装裱
店店主松田诚一郎对纯方高超的
技艺有一形象的题赠：“艺苑栽杏
林，画坛有神医。”

西南大学文学院已故学者、著
名书法家徐无闻，西南大学文学院
教授、著名书法家秦效侃亦对他在
研究装裱、修复古字画方面的技艺
给予高度评价，并有诗、书相赠：宣
纸苏绫亦有情，凭君剪裁焕精神；
羲之墨妙吴生画，要借装池付后
人。

我想，对纯方来说，用跨界夸他
也行，说他是复合型人才也好，他对
古字画确有超常的感悟和潜质。如
此，可使中国古老的书画装裱和修
复艺术锦上添花、发扬光大。

现在，我何不为纯方欣然祈祝:
托裁七分劳，弱宣换新装；
书画传后世，装池留淳芳。
我们相约在《俞纯方艺术作品

集》面世座谈会上，和众多好友读
者一起分享他几十年的心得和感
悟吧!

《收获的季节》 苗青/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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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常
与同学攀登岳麓山，进行学习和锻炼……

岳麓山的秋色，为什么红得象火？
岳麓山的小径，为什么游人如织？
岳麓山呵，你高昂深思的头颅，
可是在怀念那亲切的足音，幸福的时刻？

岳麓山的白云呵，请拉开历史的银幕，
让我们把开拓者的业绩，铭记心窝；
岳麓山的峰壑哟，请敞开博大的胸怀，
让我们沿着开拓者的脚迹，奔向新的生活。

爱晚亭的书声

——爱晚亭旁，无数青年学生在毛泽东当
年读书的地方，认真读书……

攀上你壮美的亭阁，徘徊沉吟，
绕着你彩色的廊檐，侧耳聆听，
我仿佛听见毛泽东当年的读书声，
像报晓晨钟，敲醒了新中国的黎明。

今天，历史的回撀又融进千万个声音，
一声声叩响新时代的大门。
啊，新一代正围着当年的书桌读书学习，
踏着先驱者的足迹，向宏伟的目标挺进！

岳麓山放歌
（外一首）

■郭久麟

诗词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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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修复后的《黄山始信峰》
图2 修复前的《黄山始信峰》
图3 俞纯方修复《黄山始信峰》

老友纯方有“回生”绝活
■渝 生

沧海观澜

人们知道季羡林，大都因为他显赫的
学术名声和崇高的人格精神。季羡林生前
曾多次声称“从未敢以作家自居”，他说：

“作家是一个十分光荣的称号，并不是人
人都能为作家的。”但他却创作了《季羡林
全集》30卷。《人间是秀丽的》选编了季羡
林最脍炙人口的文化随笔，像《成功》《人
生》《做人与处世》等名篇或入选义务教育
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或入选部编语文教
材配套阅读丛书。从“人间百相”到“人间
况味”，再从“人间思绪”到“直面人间”，或
感悟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或漫谈伦理道
德，或谈孝、论说假话，基本蕴涵了季羡林
一生的追求、理想和人生观。他说，成功

“是一个极大的题目”，而他“只是小做”。
他还说，“如果人生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
其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对人类发展的承上
启下、承前启后的责任感。”

文化随笔是一种思想的“散步”，介
乎于散文和评论之间，讲述文化知识，或
发表学术观点，或评析世态人情，其表征
近乎于散文，而骨脉却是义理的。它们往

往旁征博引，却又不作理论性太强的阐
释，行文缜密而不失活泼，结构自由而不
失严谨。季羡林的文化随笔有一个鲜明
特点，事儿都是真实的事儿，现象都是身
边的。他说，“文学家必须有文采和深邃
的思想。”“在我们这个林林总总的花花
世界上，遍地潜伏着蓬勃的生命，随处活
动着熙攘的人群。你只要留心，冷眼旁
观，一定就会有收获。……倘一深入体
会，不是也能体会出许多动人的含义
吗？”“人民的学者”钟敬文曾用四句诗来
概括季老文化随笔的特点——浮花浪蕊
岂真芳，语朴情醇是正行；我爱先生文品
好，如同野老话家常。“语朴情醇”“野老
话家常”，精准地表达了季羡林文化随笔
的特点：于朴实中见真情，平淡里蕴深
刻，自然里见功夫，包蕴着丰富的人生智
慧。读他的文章，往往能感受到生活的实
感，犹如山中小溪，清澈见底，涓涓流淌。

文化随笔与其他文体写作不同，童
庆炳在《文学理论教程》里提到：“不需要
以某个人物为中心，也不需要叙述完整

的故事情节，而往往摄取生活中的一个
片段一个侧面，抒写作家特定的感受和
境遇。”季羡林文化随笔的叙述语言是质
朴的，像朋友之间的交流，意随笔到，文
字本色天成，宛如行云流水，毫无矫揉造
作的痕迹。我爱季羡林先生的文化随笔，
夜读《人间是秀丽的》，犹如同老朋友促
膝谈心，信手一篇，或《谈孝》《论说假
话》，或《赞“代沟”》《漫谈伦理道德》，又
或《论朋友》《谈礼貌》《漫谈消费》《漫谈
撒谎》，朴实中熔着真情，表达了深刻的
哲理，细嚼慢品之，历久弥新，越品越醇
厚。像他在《做真实的自己》里说的：“一
个人一生是什么样子，年轻时怎样，中年
怎样，老年又怎样，都应该如实地表达出
来。在某一阶段上，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
偏颇，甚至错误，决不应加以掩饰，而应
该堂堂正正地承认。”这段话既没有华丽
的辞藻，也没有枯涩的术语，却表达了深
刻的哲理，很耐嚼。

“我最不赞成刻意雕琢，生造一些极
为别扭，极不自然的语句，顾影自怜，自

以为美。”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言，他的文
章，满满的人间烟火味。《人间是秀丽的》
共收录季羡林文化随笔52篇，大者有如
何看待人生，如何面对老年，小者到怎样
看待爱情、成功、压力等具体的人生百
相，怎样体会具体的人生况味，都是切身
感悟，肺腑之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优秀的文章往往充盈着深刻的思想内涵
和积极的社会意义。读季老的文字，恰如
倾听一位慈祥的老人讲述他的人生、治
学、交友和做人等人生体验，既有让人重
拾阅读的缕缕惊喜，又使人感受到人世
间的美好。钟敬文先生说过：“文学的最
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
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此话
精辟。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言过：“大
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
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
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季
老片言只语，或点滴启示，不仅让人受用
无穷，获得万般自在，更如“清泉流泻，春
风骀荡”。

满满人间烟火味 如同野老话家常
——读季羡林《人间是秀丽的》

■刘英团

席，也可称饭局。每每有人约饭，喜欢先问吃什
么，和哪些人。与人吃饭我有三怕，一怕所聊之事不
喜，二怕所点之菜不喜，三怕同席之人不喜。这三怕不
并列，非偏好敏感程度逐渐增强。若第三种情况不存
在，那么第一二个倒也是可以商量的。由此可见，与子
同席，最重要的不是吃什么，而是与谁同吃的问题。

前不久和一个老同学聊天，谈及高中语文老师，
便相约去看望，他当即买了机票从北京回来。老师七
十有余，在家为我们精心准备了酒菜。高中毕业近二
十年了，再相逢，亦师亦友的感情丝毫未变。

聊工作学习，也聊家人朋友、生活中鸡毛蒜皮的
事、各自的经历，开怀畅谈的时刻好像又回到了校园
时光，分别时仍依依不舍意犹未尽。相逢短暂，第二天
一早同学又坐飞机回去了。

想起回纥缅伯高曾为唐太宗“千里送鹅毛”，而
我同学往返近四千公里，单单为赴一顿恩师的饭局，
浓厚的师生情谊，又岂是路程远近可以计量？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好友见面要备席；
“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沛公兵十万，在霸上”，
鸿门宴饮要备席；“买了见成肥鹅烧鸭、熟肉鲜鲊、细
巧果子，归来尽把盘碟盛了”，连西门庆勾搭潘金莲都
要先请王婆备席。阳春白雪，三教九流，席之于国人，
自古以来就是社交之基石，增进情感最普通最有效的
途径。时至今日，不论三分熟五分熟抑或七分熟的人
不期而遇，问候最多的也是“吃了么”，可见其重要性，
千年不衰且无出其右。

有朋友对我说：“饭局超过三个不认识的人就不想去。”我很赞同他的观
点。一顿饭，吃的不光是菜式，消耗的，更是情感，没有感情的人聚在一起吃
饭，无异于浪费时光。所以我对“有时间一起吃个饭”这样的客套话向来嗤之
以鼻，心里嘀咕着：以“有时间”为开头的邀约，多半会以没时间而告终。

但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应酬式饭局却没有反抗的能力，只得“束手就
擒”，独自痛苦。道不同却不得不同席的那种无奈，大抵和梦不同而不得不
同床的夫妻有几分相似之处，免不了各怀鬼胎，言不由衷。有时候完全不知
道该说什么，又或者怕说错，更多的时候为了不冷场，不管对方说什么、好
笑不好笑都得附和着笑一下。这样的行为明知有些傻，但于调节气氛总是
很有裨益的。

点菜是一门技术活，坐次的学问则更为讲究和复杂，我总是记不住，倒
学到了一点投机的诀窍——落座前先去上个厕所，回来捡别人坐剩了的位
置总不会错。一顿饭下来，你好我也好，那几个有限的祝福或者感谢的词语
在脑子里像走马灯一样走来走去不知好几遍了，菜却没捞到两口。虽不至
于如坐针毡，但吃不饱这一点令我尤为痛苦。

记得2018年夏天，有一次在垫江吃饭，照例经历了一段冗繁的开场
白，作为宾客一方的我早就饿了，面对满桌的美味暗暗咽口水。当天的餐桌
是那种老式木质大圆桌——现在已不大多见了，各种菜肴铺陈了整张桌
面，但却没有转盘可以转动。我滴溜着眼睛四处搜寻最爱的菜式——正对
面那盘过水鱼，红椒美艳，青葱碧绿，雪白的嫩肉掩映其中若隐若现，越看
越觉得味极鲜美。身边渐渐觥筹交错，但隔着一张桌面的距离，我和那盘菜
同样寂寞。

那顿饭让我对“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又有了新的体悟，不仅是张小娴
笔下那个辗转反侧求之不得的人——我在你面前而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还
有可能是餐桌对角线端头那盘菜——你在我面前而我却够不着你。

不得之人，不及之肴，都乃人生憾事。
高中的时候，学校举办英语话剧表演，我扮演了《威尼斯商人》中的女

主角鲍西亚。演出很成功，我竟得了最佳女主。同组扮演巴萨尼奥的男生请
我吃饭庆祝，我嘴上答应可是心里却觉得别扭。那时候的我，没有和男生单
独吃饭的勇气，所以活动结束后我直接走掉了。从那时起他不再理我，这件
事也一直令我耿耿于怀。

在浩瀚人生的海洋，我们一辈子会遇人无数，可是，人心却是一座孤
岛，若无缘分，连同席吃饭都不可能。我多想有一次，在最美的时光里，和记
忆里的少年，一起吃顿饭聊聊天，聊一些最近听到的新鲜事、隔壁班爱搞怪
的男同学、生物老师的发型，以及没解开的数学题。那么亲切自然，那天也
该是美好的一天。

少年锦时，回不去的青春时光，终究是渐行渐远。令人后悔的，从不是
做错了什么事，而是从未曾做过的事，哪怕，那只是一件小事。

《秦风·无衣》有云：“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
仇！”在危急关头，当同衣袍同仇敌忾；盛世之下，则宜同饮同乐同席同欢。

人生苦短，何不约一场你情我愿的饭？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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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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