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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康 散 文 简 史
卢云龙

刘应秋的散文的确有“神”韵，的确
“言之垒垒若贯珠”。 风格雄迈高亮，显然
在力追秦汉，但他寻古不泥古，其散文语
言脱胎于骈文，但弃其浮华纤秾，得其韵
律感、节奏感真髓。 篇无长句，句无长字，
颇有贾岛的推敲功夫。 后世文人对刘应
秋的评价也是大体一致， 认为他的散文
语言流畅，骈俪卓荦，善用典故，较之他
的诗作稍胜一筹。 在安康地方的文学史
上，刘应秋是散文大家。 就是在中国古代
散文发展史上，也应有其一席之地。

安康作家杜文涛曾撰文 《砖坪别墅
里的刘应秋》（见 《岚皋历史文化名人传
记》）写道：“刘应秋对岚皋的贡献是他在
砖坪（岚皋县旧名）自建的别墅里居住八
年期间所写作的《山居纪事》诗集和《岚
河山行记》散文。 ”“……《岚河山行记》文
不长，却艺术功力足高，让我辈文人自叹
不如。 作者将自己由兴安郡城出发，沿汉
江水路溯岚河去砖坪别墅的所见、所闻、
所感信笔写来，逐日记载，详略得当，既
无流水账平淡沉闷， 又无日记体枯燥乏
味，区区六百字竟将经过的叙述、景物的
描写、 情感的抒发以及人生的观察思考
融为一体。 语言流畅、骈俪卓颖、言之累
累若贯珠，既留下了文献价值，又遗下了
文学价值，实为璀璨光芒的珍品。 ”

最后，需要写到的是，刘应秋生前曾
盼望其大作“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但他
是“穷愁著书”，并曾以司马迁自况。 他
“家徒壁立，不能悉付枣泥。 老病残躯，又
不能工书缮本，以是未及脱稿，嗟夫！ ”其
稿本字迹多是请人代笔。 作者担心身后
此稿付之流水，或“为酒家佣覆酩”。 然其
稿本经三个世纪，历数次洪涝兵燹，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又经历了“文革”和
1983 年的特大洪灾， 竟奇迹般地传了下
来。 丁文先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写作
《安康文学史话》一书时曾说：“但愿在不
久的将来此公大作能整理出版， 给他以
应有的地位，则安康文坛幸甚，亦可告慰
刘应秋先生在天之灵。 ”

好在丁文先生的这个愿望得以实现
了。2012 年，由郑继猛、胡景乾、李厚志三
位先生搜集、整理、校注的刘应秋所著的
《一砚斋集校注》一书，由陕西师范大学
出版总社公开出版发行了。 这不仅为西
北地区清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文献资料，
而且为安康地域文学研究涂上了浓重的
一笔。

清朝中期， 安康又继刘应秋之后出
了一个大文人，他就是有“山南硕儒”之
誉的董诏。

董诏，字驭臣，号朴园，安康县人。 生
于清世宗雍正十年 （1732），死于仁宗嘉
庆十六年（1811）后，历雍正、乾隆、嘉庆
三帝。 乾隆三十九年（1774）中举，科考不
顺，终身未仕。 此公享年 78 岁，生命的琴
弦全系于一个字：“书”。

一是读书。 幼时家贫，亲事劳作，终
夜挑灯，以读书吟诗为乐事。 时人称他嗜
书如命，无书不购，无书不读，藏书万卷，
抄书满架。 通于地理诗文，得以周知上下
千古，学问博大精深。 也许他算得上清代
安康第一个学者型的作家。

二是教书。 董诏是清代安康颇有名
望的教育家， 他所主教的关南书院既是
科举学校又是“作家班”，为文坛输送了
新鲜血液，造就出一批文化人，其中有几
个名垂青史的佼佼者。 如进士谢玉珩，任
过县令，政声煊赫，有青天之颂。 举人张
鹏飞，地方著作家、教育家，陕南出版家。
还有马二南、茹金等。 由于他呕心沥血地
栽培人才， 安康一度衰落的文化重现繁
荣兴旺的态势。

三是著书。 董诏才思敏捷， 伸纸疾
书，千言立就，著有《正谊堂文集》22 卷，
《诗集》10 卷。 还有《说文测议》7 卷，《通
志堂经解观略》1 卷，《昭陵陪葬图》1 卷，
另著有《读志脞说》，撰修安康、汉阴、旬
阳、 宝鸡等县县志， 参与续写 《兴安府
志》。 著作内容不仅诗文，还涉及经学、史
学、 文字学和文物考古等方面， 是个杂
家、大家。

同时代人王鼎在《正谊堂文集》序里
这样评价他：“关南董朴园先生， 粹然儒
者。 其为人也，不苟视，不苟听，不苟有，
不苟动。 呐呐然如不出其口，退然如不胜
衣。 不随俗亦不厌俗。 如尧夫之青天白
日，如濂溪之霁月光风。 ”

这样一位大学问家，却是谦谦君子，
不自骄矜，“常谓方今著作大备， 吾辈雕
虫小技，不足传。 ”所以作品虽多，却鲜有
存稿。 其主要著作系门人谢玉珩和谢玉
瑛收录付梓。

董诏的学问、 文章和为人之道影响
了几代人， 可以说乾隆之后百余年间活
跃在安康文坛的本籍作家多是董诏的传
人。

前人对董诏的文学才华评价很高，

称其“众妙毕臻，无美不备，赋抚相如之
长，文入司马之室，古诗则李杜近，礼则
王孟解，经博洽则匡刘，精微则程朱。 ”又
说他为文凭真功夫， 不假模拟，“无一定
之法，而法无能外；无不达之词，而词莫
不精；无不炼之气，而气莫不盛；无不显
之情，而情莫不深。 ”简直佩服得五体投
地！ 安康文人中就是刘应秋也没获得如
此高的评价。

董诏的散文不乏佳作。 比如他的《敦
本堂记》《华山记》《禹穴记》《游钓台记》，
等等，随便摘出一段，都是精美的句子：
“雍州为积高之域，其山之磅唐崱屴者以
百余，而二华为著。 二华之中其岌嶪峻极
者， 以太华为尊。 ”（《华山记》）“兴安一
区，南倚群山，北临汉水，其间山川毓结
之胜境，哲人栖迟之涧 ，杂见于他书者，
固指不胜屈矣。 独旬邑之东有穴焉，窈然
而深，森然而辟，谷水喷薄，草树苍茫，号
曰“禹穴”。 盖当时治汉之顷，顺流而东，
偶息于此，云尔。 ”（《禹穴记》）。 “恒口镇
去郡西七十里，东临恒水，南带月谷，澄
流灌注，佳饶水田，粳稻所出，一邑仰食。
于是仅在地当邮中， 宾旅所税， 委积所
输， 有馆候焉， 有廒贮焉。 ”（《恒口堡
记》），如此“游记”，引人入胜，百读不厌。

而一篇《重修兴安府双城记》，则让
人领略了他的散文实力 。 “府有城 ，志
不著其所自始。 考《南史》，柳庆远为齐
魏兴郡太守，汉水溢，筑土塞门，遂不为
患。 则城之濒汉旧矣！ ”着笔就是一个
好凤头，一定的风土人情来自一定的人
文历史， 其中典故必定也大量存在，此
文开门见山说明了城之来历 ， 城之旧
矣。 经过几任郡守努力，建了南城又复
修新城， 自此使兴安府有了新老二城。
最后写道 ：“登斯楼也 ，北望双城 ，如璧
合珠联；东睇黄洋之津，西极月谷之口，
川原委折，指掌了然。 盖兴郡既为三省
之咽喉 ，斯楼又为双城之耳目 。 ”笔者
在 2011 年写作 《新老二城》 长篇散文
时，曾借用过董公这段话。

前人讲，董诏的散文“纪山水城郭，
人事变迁，用突起、纡行、峭收、缦回几种
笔法，曲尽其致。 ”他的散文不仅杯水微
澜，因精心架构，又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辞库充盈，又精于挑选，其语言表现力很
强。 不难看出，他是一位笃实的学者和文
学家，知识积累丰富，艺术功底厚实。 以
其创作水平和实力成为乾嘉年间安康文

坛的领袖。 直至民国，安康文化人也一直
以他为士林翘楚。

王玉澍是继刘应秋之后又一个颇有
建树的安康作家，与董诏是同时代人。 因
多年宦游在外，在家乡的影响不大。 他的
生平 《安康县志》《安康历代名人录》有
传：王玉澍，字廷桢，一字芗林，号松亭，
安康县新城人，清代学者，生卒年不详。
乾隆五十四年（1789）拔贡生，就职州判，
尝权惠州通判， 又署湖州通判、 南海县
丞，代理阳江县事，补广粮厅通判等，为
官一方，颇有政绩。 王玉澍长于经学，喜
好考订文字之学，学识渊博，在学术方面
自成一家， 一生著述丰富， 其作品有五
种：《说文拈字》《退思易话》《经史杂记》
《志学录》《芗林草堂诗文钞》。 其中《说文
拈字》有单行本，《退思易话》《经史杂记》
被收入 《续修四库全书》，2011 年又被收
入《清代诗文集汇编》，《志学录》在美国
加利福尼亚大学图书馆有藏本。

“经史子集”是中国古籍按内容区分
的四大部类。 一些大型的古籍丛书往往
囊括四部 ，并用以命名 ，如 《四库全书 》
《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可见四部分
类对古籍的重要意义。 在王玉澍的考订
文字之学中，用典也多来源于经史子集。
《经史杂记》共 8 卷，前有撰者道光庚寅
（1830）仲春序，自言其平时多钻研经史，
一有心得便予以记录，日积月累，汇集成
文，撰成此书。 综合《续修四库全书总目
提要》及《清代学术笔记提要》，可知《经
史杂记》各卷要义，及此书优劣得失。 这
是王玉澍的重要著作， 既是作者的著书
笔记，也更是作者考订治学的汇集。

王玉澍的散文 50 余篇收入在 《芗
林草堂文钞》里，包括跋、序、寿文、书、寿
序、挽文、墓表、碑记等文体。 笔者从《安
康艺文大观》 一书上读到的王玉澍的散
文，不论是《汉重节义》《无尚风雅》也好，
还是《古人校书最精》《呈董朴园师书》也
罢，总体感觉王玉澍生活的那个时代，亦
有考据癖。 这是因为清朝统治者入主中
原后， 在武力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抗的同
时，又加强了文化思想专制，特别是雍、
乾两朝大兴文字狱， 使广大知识分子噤
若寒蝉。 不甘寂寞的文人学者在治学中
尽量回避现实政治， 甚至一头扎进古纸
堆中讨生活，把精力用在对古书的辑佚、
考证上。

（连载十四）

日前，“唱支山歌给党听”陕西省青少年“全家总
动员”主题展演活动，在安康博物馆门前广场举行。 展
演的 17 个节目类型各异，但都围绕着“唱支山歌给党
听”的主题，抒发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怀，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体现红
色基因、优良家风代代相传，以及青少年对今天幸福
生活来之不易的认知，传递现代文明家风家教，坚定
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的理想信念。

以家庭为参演主体且多数节目为自己编创，是这
次展演的独特形式。 “全家总动员”后，参演者除了父
母子女两代人或加上爷爷奶奶三代人这样的 “小家
庭”外，还有亲戚、老师、同学、同事参与组合的“大家
庭”，从而避免了形式的单一，增强了可视性、多样性，
使舞台呈现更加多姿多彩。 节目类型主要有歌伴舞、
合唱、古筝合奏、创意课桌操等。

这次展演是全省统一安排部署的“唱支山歌给党
听”陕西省青少年“全家总动员”主题展演活动的第四
站，可以称为安康专场。 经过承办单位的广泛动员和
精心组织，积极推荐和选送参演家庭，以最具安康特
色的汉调二黄、陕南民歌为艺术元素，创作并奉献汉
调二黄新唱《再唱龙泉给党听》、汉调二黄歌舞《美丽
安康一幅画》、民歌《陕南民歌联唱》等独具安康特色
的文艺作品。 加上地方标志性建筑安康博物馆的环境
烘托，瀛湖、茶山等美丽自然风光的背景映衬，以及主
持人对参演者和地方特产、 地域文化的穿插介绍，整
台展演的地域特色十分鲜明，给人留下了深刻而美好
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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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在洁白的病床
眼望着明亮的玻璃窗
欣赏窗外秀丽的风光
白云朵朵
飘浮在蓝色的天幕上
天空多么晴朗
心情多么舒畅
因为牵挂门券收藏展览
心又飞到安康
我佩服大文化，大手笔
让小地方作出大文章

二十一届国展
全国瞩目的盛会
打电话问朋友
参展的券集可设计精当
可准备好了出发的行囊
可别忘了见面时的问好
交流要高屋建瓴，文化至上
交友要热情大方
承德人，真诚善良
让友谊山高水长
要体贴安康
办大展不容易
不求处处高档
能住脚就好，不求事事周详

我不时地畅想
那些高精尖的门券
一框一框
令人欢喜，令人赞赏
那些研讨会上的论文
一卷一卷
令人叹服，令人夸奖

我望着窗前的风光
想着我的摄影
能否立足安康
想着我的文字
能否编辑出诗行
我还想
安康这个美丽的地方
从此天下美名扬
旅游，收藏如同两个翅膀
带动经济飞扬
安康人将为国展欢唱
我羡慕安康，我祝福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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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善施词二首

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之二十五》

室雅兰馨
李忱《瀑布连句》 桃李满天下李清照《如梦令》

王之涣《登鹳雀楼》

梅花欢喜漫天雪 冻死苍蝇未足奇

祝福安康
杨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