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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部大型风情民俗类歌舞剧的成功演出，我们可以看
到李思纯的文字功力。现在，回归到她的散文创作上来。2012
年 7 月，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李思纯的第一本散文集《泉
音倾城》，精选了作者自 2008 年以来写作的作品，全书分为
“恰逢花开燕归来”“时光倾城也倾人”“笔尖摇曳的碎语”“日
落之后是黎明”四辑，共收录 55 篇散文和随笔，6 篇短篇小
说，近 18 万字。 中国作协会员、中国延长油田作协副主席郝
随穗和安康散文作家胡树勇分别为之作序。

《泉音倾城》是李思纯经过多年辛勤笔耕不辍的结果，作
者以诗意的文字，流畅细腻的文笔和精巧的描述，描绘了家
乡石泉的山水美景、风土人情，同时，抒发了作者对生活的热
爱之情，更兼有一种对人生的哲理性的思考和感悟。

胡树勇在《山的女儿很静美》的序中说，这是一部纯正的
散文集（后面虽有几篇小说），也是一部纯真的散文集，或者
说是一部直率的散文集……散文的创作是需要厚重的生活
积淀的。 作为一名知识女性，李思纯的生活经历算是比较曲
折的，这从她的散文内容中可以看出。 她写了许多游历，是常
人很难接触到的游历。 这种游历不是去旅行，而是为生活所
迫，去走南闯北，大漠隆冬，高原薄氧，南海独望，这当然就不
是去享受。 生活磨炼了她，同时生活也给予她，给予她不同寻
常的体验和感受。 正因如此，我们看到了她散文内容的不同
一般，那种我们蜗居在家中所无法感受体验的社会生活。 于
是，胡树勇就李思纯散文创作中“深入思考”“内涵挖掘”“语
言运用”“人物描写”等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点评与剖析。

2015 年 12 月， 团结出版社出版了李思纯近年来创作的
49 篇 20 万字的散文集《归处》。时任陕西省文联副主席、省作
协副主席高建群先生为该书作序。 序文说道：“一个业余的写
作者，能这样坚持写作，实属不易。 这是汉江的女儿，这块山
水养育了她，她用她的笔触来赞美她的家乡，来描绘她家乡
的亲人、同事、同学、邻居。 她写一个个有鲜明特点的小人物，
通过他们来把她的生活中的所感所触表达出来。 她把她居住
的地方称为‘宝地’。 她寻回孩童时的眼眸在记忆中游走，写
乡愁落地的村落梨花胜雪，写颤颤巍巍的老母亲。 她热爱工
作，心怀悲悯，慢行在乡镇的路上，载下一路乡事，让人一程
思考。 她也写到她幻灭的爱情，写到她想做一个“漱玉”般女
子的所有美好……。 ”

至于李思纯的散文具体优秀在哪里，李焕龙在他所著的
《安康女作家散文评议》 一书中， 选择了李思纯的两篇散文
《鬼谷岭的前世今生》和《等待一场雪》，作了全面深入地解读
和点评。 最终结论是：潜入生活而隐去生活的创作态度，使文
章在隐喻之中饱含深沉的诗情； 那些看似言说自然的描写，
实为阐释生活的道理。 于描写之中说理，需要凝神静气的心
态，需要力透纸背的笔力。

而李思纯本人对文学的感悟愈加明朗而坚定：“我坚定
地以文字反映内心深处最本真的东西；我坚定地以为思想有
多远人就能走多远， 文字的走向也跟作者的胸怀宽度有关；
我坚定地以文字张扬着身为大山女儿的善良和质朴；我坚定
地以文字摒弃那些生活中过滤出来的糟粕，而颂扬美的一切
……”（见《人在“旅途”———百家作品精选》“作者感言”）

唐玉梅 ，1976 年出生于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关庙镇 。
1997 年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英语教育系，现在汉滨高中任
高级教师，为陕西省作协会员、省评论家协会会员、安康市评
论协会理事。 业余爱好文学，其散文、随笔和评论散见于《陕
西日报》《羊城晚报》《教师报》《散文视野》《安康日报》等省市
报刊约一百余篇三十多万字。 安康市旅游丛书《秦巴汉水美
安康》（安康市卷）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曾担任过《汉江文艺》
《安康文学》 兼职编辑。 有数十篇作品被收入各类丛书或选

集，获得各类奖项十余次。
学英语、 教英语的唐玉梅为何矢志于文学且颇有收获

呢？ 就连著名作家杜光辉也在一篇文章说：“我的长篇小说
《大高原》出版后，青年评论家唐玉梅立即和我联系，采访了
一些创作资料，写出评论《让传统人文精神驻守文学自信的
高原》。 我一直不明白，学英语的她怎么拥有如此深厚的文学
修养？ ”（见杜光辉所写的《我和〈安康日报〉一文，刊发在《安
康日报·文化周末》2020 年 11 月 20 日）

其实，早在高中时期，唐玉梅就有了文学梦想，开始在地
方小报小刊，以及上了大学在校刊上发表“小豆腐块”文章。
用她的话说：“向无大志，所写文字唯兴之所至而己，若有读
者因文结缘进而见面，则倍感欣欣然而又惶惶然，欣然于还
有人喜欢自己的文字，惶然于唯恐自己所写的文字浪费了读
者的时间，浪费了社会的自然资源，年岁见长，更喜欢做一个
安静的读者， 而假如不小心读到于自己心有戚戚焉的东西，
则好比是不小心窥见了他人内心里不肯轻易示人的秘密一
般，忍不住要独自窃喜了。 ”（见《人在“旅途”———百家作品精
选》“唐玉梅简介”）

为了书写此文，笔者有幸提前阅读了唐玉梅即将付梓出
版的两部书稿的电子版。 一部是约三十万字的散文集《途径
你的霜红》，一部是 18 万字的评论集《阅·见》。 从目前的电子
版书稿来看，两部书都是作者自己写的“自序”，且所收录的
文章大多是发表在各级各类报刊上的作品，汇集而成。 在散
文集的自序中， 作者以散文式的手法写了一篇诗意的文字：
“深林静寂。 当我独自走进这片秋天的山野……我突然怀疑
自己是否以一个异类的身份置身在林间，触手可及的是一枚
枚霜叶，深红、淡红、褐红，每一枚都深藏着阳光和山水共同
孕育的独特的清新气息……在这一枚枚霜红的叶子眼中，我
是谁？ ……总有一些叶子，能够等到秋天的到来，仿佛迎接一
场盛大的演出，倾尽全部的热情，用生命所积蓄的所有能量，
仿佛燃烧着。 给这世界最后的绚烂与静美……”

看到这里，我们会意地以为作者所表达的暗喻已显露出
来了“每一枚霜叶，都深藏着生命至死不渝的美好信念：我们
对这个风雨和阳光同在的世界充满了毋庸置疑的深爱和期
待。 ”

而在评论集的“自序”中，唐玉梅居然还是散文化的标
题、散文化的文字，《当我遇见那些文字，着纸质的衣》：“……
从懵懂少年到不惑之年的现在……无论是出差去陌生的城
市，还是去熟悉的茶楼喝茶，我都有一本纸媒的书在手，封面
如玉旧相识，斗转星移，感谢这世界有书籍陪伴人类，感谢辛
苦创作这些文字并让他们以书籍的形式呈现给我的众多的
作家们。 唯书有色，艳于西子；唯文有华，胜于百卉。 ”

至于这两本书的具体内容和编排装帧，只能等公开出版
观赏真容了。

在繁忙而又琐碎的教学之余，唐玉梅创作了不少散文佳
作。 尤其是她的故乡系列长篇散文《我的故乡我的根》《我的

童年我的牛》《我的母校我的梦》（陆续刊发在《旅途》杂志）等
在选材立意、布局谋篇、语言特色诸方面，与传统山水散文、
怀旧散文迥然不同，显示出独具一格的风采韵味。

安康著名评论家姚维荣先生用了一万多字的评论《厚重
绵密，韵味悠长———唐玉梅乡土散文简论》的篇幅来论证唐
玉梅的“与众不同”“独具一格”。 文章说，写故乡，忆童年，角
度很多，但唐玉梅的《我的童年我的牛》却独辟蹊径，以“我”
饲养、放牧家中的牛为中心，编织出一幅幅颇富情趣的生活
图景。 在这近三万字的篇幅中，虽然也有小学生活，疾病折
磨，亲人关爱等的叙写，但留在作者童年印象中最深刻的印
记，却是她自己放牧中与小牛一起成长的独有的体验……学
校，是我们每个人走出蒙昧，获得知识，逐步告别天真童年，
进入复杂社会的最重要的人生驿站。 对唐玉梅这样好学多
思，敏感颖悟，深具文学天赋的女子，尤其是这样。 所以，在她
的三部系列长篇散文中， 我们都可以看到她在不同年龄，从
不同角度对学校生活的回忆、怀念和思考，而《我的母校我的
梦》则更为细腻真切……

姚维荣认为，在这三部系列散文中，若从接受美学的角
度说，《我的故乡我的根》对绝大多数读者而言，应该是最有
趣味和阅读快感的。 其一是“将军山”这个不同凡响的地名，
首先就具有丰富而惊险的故事元素……如果说，关于故乡的
历史，作者的书写基本上来自史料，来自一代代父老乡亲的
口耳相传，加上她自己那满是文学细胞的大脑丰富合理的想
象，那么当这根粗壮发达、盘根错节的“根”发育到唐玉梅自
己这一代时，那些富于生活情趣的春种秋收、婚丧嫁娶、家长
里短、乡音乡情，等等，就都是作者自己的亲身经历、耳闻目
睹了，因而她写来是那么得心应手，呼风唤雨，神采兼具。 让
你开卷后就欲罢不能，非得一气儿读下去不可。

文学说到底是结构的艺术和语言的艺术，小说尚可依凭
曲折的故事情节取胜， 散文则基本上要靠布局结构的精巧，
语言的魅力来吸引读者。 姚维荣总结说，唐玉梅的散文在剪
裁布局上常常苦下功夫，力避平铺直叙，一览无余，务求出奇
制胜，新颖别致。 在安康散文作家中，最能体现唐玉梅创作风
格的，便是其语言了。 散文被人称为文学阵营里的轻骑兵，所
以绝大多数都是杨朔那样的篇幅不长，语言精短，干脆利落。
但唐玉梅的文章却不是这样，与她长篇散文气势宏大，内涵
丰厚相适应的，是其语言的细腻绵长而优美含蓄，耐人寻味，
凸显其非常厚重的文学写作和表达功底，以及作者在平素日
常中对中西、古典文学阅读的广泛涉猎……

姚维荣最后写道：“唐玉梅的长篇系列散文之所以在安
康当代文坛有着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她没有仅仅满足
于、止步于忆故乡，写童年，而是进一步探寻故乡的“根”，挖
掘这条根对移民到安康的唐氏家族祖祖辈辈，对自己及其父
老乡亲们的深刻影响……好的散文，尤其是叙事散文，有无
思想深度十分重要。 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国家加快城市化步
伐后，农村逐渐由红火兴盛到冷落萧条的得与失。 在这个巨

大的社会变革面前， 农家儿女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
遇、梦想与困惑、成功与失败，对这一切变化我们该怎样认识
和对待？ 这便是唐玉梅创作《我的故乡我的根》等系列长篇散
文的缘由与价值和意义， 那便是要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
……”

段祖琼，笔名岚楠，曾用笔名寒雪梅子，大学本科，陕西
岚皋县人，依其所写文章来看，应是“八零后”，近年以小说、
散文频发 《泉州文学》《文化艺术报》《西安晚报》《安康日报》
等省市级报刊，从教十八年，为陕西省作协会员。2012 年尝试
小说写作，完成一部近 20 万字网络小说《枫叶飘飘》，天下书
盟网站连载。 另有中短篇小说、纪实类作品在《安康日报》《安
康文学》、陕西企业资讯网发表，出版中短篇小说集《火光》。

2016 年 7 月，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段祖琼 24 万字的
散文集《寒梅花儿开》。 这是一本文图并茂的书（插有彩色及
黑白照片 120 余幅）全书分为五辑：第一辑“爱洒北川”。 在北
川那四十三个算不上惊心动魄的日夜，留给我的不仅仅是电
脑里那几万字心酸温暖的日记， 更是一段精彩的青春印记。
第二辑“故土情深”。 堰门是个修身养性的好地方，远离城市
的喧嚣，所以显得宁静。 宁静则致远，可淡泊名利，亦可清清
爽爽、简简单单地过自己的生活。第三辑“心灵驿站”。闪烁的
霓虹拉长了我的身影， 我想起了那只拼命奔跑的小鸭子，发
誓要成为心里想成为的那个人！ 第四辑“为师经年”。 如果我
的努力和付出能够改变一个孩子的现在， 能影响他的将来，
我会为自己感到骄傲！ 第五辑“亲子时光”。 岁月总是不断给
我们恩赐，又会不经我们同意没收曾经拥有过的美好。 儿子，
妈妈期盼你快快长大，却又害怕你有一天飞出了我的视线！

之所以将该书的分类辑别中的文字抄录下来，笔者以为
这是作者写作散文的肺腑之言，代表了作者的心声，可观照
写作者对文字的领悟与运用。

安康散文作家黄开林在《默写细无声》的“序”中说，我喜
欢杜甫的《春夜喜雨》，尤其是那句“润物细无声”，润而有物，
细而无声，这场景妙不可言，这感觉就舒润酣畅。 读祖琼的
《寒梅花儿开》，就想到这句话，想到默默无闻这个词，想到课
堂上同学们的埋头默写。 静水深流，大音希声，乌龟有肉在肚
子里，心里有货没必要装模作样，大喊大叫不但于事无补，还
让人讨厌。 这就是说，写作是个私活儿，不需要张扬，没必要
叫喊，越静越好，就像寒梅花开，有人看开，无人看也开，有人
欣赏芬芳，无人欣赏也芬芳。

黄开林写道，就说这本集子，认认真真，干干净净，篇篇
质朴，章章纯正。 读这些不长的文字，点点滴滴，字字句句，似
在听一种娓娓道来，甚至好像能看见作者脸上的表情，走路
的姿态。 不讲技巧，不循俗套，只是将自己经历的人和事，自
己陶醉动情，五味杂陈之处写出来，让人觉得有情、有义、有
味、有趣。 无修饰，不做作，直通人心，看着不起眼，读着不觉
累，拿得起也放得下……在段祖琼的笔下，常是小中见大，比
如定格在电脑桌面上的小黄鸭，窗外沁香的桂花树，舅舅的
那碗白米饭，记忆深处的两扇石磨，等等。2008 年汶川大地震
时，段祖琼毅然决然加入“中国心”志愿者团队，赴北川支教
43 天。 为此，她成为首届感动岚皋十大人物之一，县政协《文
史资料》“委员风采”亦有她的先进事迹。 作者在此书第一辑
“爱洒北川”写有 23 篇文章作记录。 除了北川那些文字，大多
是教学，带孩子，波澜不惊，琐细常态，但因为有情感的涓涓
注入，平凡之中就显出千般滋味。 这世间，你有多少如此不起
眼而又如此动人之处，能从笔端书写刻画出来，化为情，化为
意，化为人情冷暖中的一抹浅笑啊！

（连载三十一）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安康高新区修建新安康大
道，过安康付家河约 100 米处的安康泰山庙后面，推土
机挖出一个用铁箍箍的石碑……当时，在自己家建设
“安康三宝堂民俗博物馆” 的汪海平知道这里是他们
的老祖坟山地 （因在此前不久在此处发掘出一古墓，
安康市博物馆做了考证是明代的古墓），故在此守候。
石碑一出，铁箍朽断，两石碑分开，碑长宽各 85 厘米，
厚度 8 厘米， 落款是明万历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两墓碑已被淤泥糊得看不清。

汪海平用水洗了洗，现出一个篆书碑，一个是魏
体小字碑。 汪海平立即打电话约笔者上去帮认字。 在
汪氏众人的一阵忙乎下，我总计拓了三套拓片……经
过考证，篆书碑是“明陕封府谷县教谕汪公信庵府君
之墓”； 魏体小字正文：“明俟封故显考汪公信庵府君
墓志铭。 录文如下：

愚实朽儒耳，言安能镌金石？ 道闻偶值弟恳托，为
先考信庵君叙志铭，然愚才固庸，鹵而志。 则有不蜚不
鸣之意，感弗勉写一辞，以勒信君懿行，昭彰后姓哉；
礼宜有志，志记平生，姓氏行实附之。 我信庵叔君，迺
（通“乃”）古金州豪杰士也，生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
岁壬寅八月十二日午时，其壮英伟，格性聪慧，勤读不
倦，酧酢（注：交际）谦和；时外父姓都讳朝元者，亦金
郡名宦，任北直长垣县（注：河南）主簿。 外母李氏许氏
具素好贤羡；信君笃学苦志，愿以女都氏三，止用盒酒
配果；一旬七岁，蒙宗师徐首选入黌（注：学校）耶，应
试次岁即超廩，盖希奇哉，金郡高出也者，邁寻常倍從
矣。 乃应试而不获，一登恂（注：恐惧），有巍科之才而
阨于巍科之命，噫惜哉！ 越万历八年岁辛巳，蒙宗师李
三选、徐一信授以硃倦，盖亦乡篇少亚者。 至十一年除
（注： 上台阶意） 授本省西安府学训导， 方期年丁母
（注：洙之妻李氏）憂（注：守孝三年）。 越十六年服関补
任华州华阴县训导，五年陞延安府葭州府谷县教谕一
载方餘，越二十一年（1593）十一月十二日申时卒；先配
都氏三，偕以中年临任卒，续配都氏八，相夫奏績七载
有餘。 模范士子，文人钦服。 蠲俸赈贫，生厥以聲，闻各
院屡奖，内助良匪眇（注：通“渺”，意为高远）矣；信君
若非天速其年，未有不庭對者；夫都氏八生于嘉靖丙
寅之年十月二十三日寅时，年方十四行配夫妇十载方
餘，一旦以青年而居霜，堅莭至今，似水清玉潔，系毫
无玷真女中尧舜矣！ 贞静专一誠可质，鬼神劲气兴天
地。 并存不朽者非耶非得孟姜妇之风，维者然耶！ 且自
任帰扶枢（注：中心）到家，冦勉置产兴建土木焉，子孙
长久之计，何尝夫在之日耶？ 若夫若妇存亡虽异，其数
全歸一道不外嗟？ 嗟我信庵君其出也荦（注：显明），荦
不群繇（注：茂盛）教也；源源有自其高祖讳应傑（注：
六世祖）配孙氏出子四，长辅次弼次珉又次瑄。 弼配吴
氏出子二：长天文配苟氏，次天爵监生配冯氏，爵临任
卒。 出子亦四：长洪配冯氏，次淳增廣生配戴氏、杨氏，
次洙配李氏，又次潭廩生早卒，皆爵配冯氏；所出者独
洙赋性忠朴，能善以诗书，训子又得，配李氏剔燈（注：
挑等灯更亮），勸戒唯恐子堕于职业，盖义方之训，與
断机之，风两相接踵者。 洙出子亦四：长海之配都氏，

次正之配王氏，次达之配都氏三、都氏八，又次行之配
胡氏、周氏。 洙出女二，长適（注：嫁给意）张懋出子二，
长廩生字翰正名邦纪，次奶名永年，名邦维。 次女適周
文光，万历十一年水灾卒。 四子二女皆洙配李氏所出
者；我信庵君先后二氏俱未所出。 以弟行之配胡氏出
子字魁吾名兆元者九岁承嗣，年二旬有五配表兄王蓁
女。 王氏出子三：长慊慈次愷慈又次懐慈。 呜呼！ 我信
庵君勤俭持家，清廉居官，于亲则孝，于君则忠，克谐夫
妇，交恭兄弟，敬慈老幼，敦睦乡亲，事无大小，惟秉诚
心，柰（注：无奈）享寿五十有三，竟以教谕卒。 何长厚
如先君而寿，不得周甲子邪阀，阅如先君而位，不过督
青衿邪高官。 永筭（注：计算）不知天以畀（注：给予）何
人也？雖然寿暦五旬又餘，寿亦非夭，未必有凛凛节操。
先君雖不生犹胜生，猶子谋为非凡，可谓克肖子孙且绳
绳。 贤良先君雖之嗣，猶有嗣今卜乙已！ 万历三十三年
十月二十二日亥时安塟于孺人都氏三之上。 不孝男元
等痛念骨肉，仰天悲嚎者，容莫挽倏（注：忽然之意）尔。
掩壙（注：墓穴）棺且难再靓也，柰之何哉！ 人子五内詎
（注：意为包罗万象）有不裂也者！信庵君善行良妟（注：
安）难以尽举，姑撮大槩（注：大概）云耳。 呜呼！ 不见者
事可见者，志不见覩（注：目睹）者形可覩者，铭期复庠
生（注：秀才）侄汪兆旸顿首拜撰铭曰：

杳宜太空，聚散靡穷。人生其问，猶如春梦。父兮抚
育，恩比山重。 忠孝天植，交于性從。 谨守勤俭，徽柔懿
恭。三秦型范，万古流风。神歸清灵，魂塟幽中。世世子
孙，绵绵盛隆。

大明万历三十三年岁乙己十月二十二日亥时之吉
不孝男汪兆元，孝孙慊慈、愷慈、懐慈仝立。 ”

魏书小字碑全文 1405 字，虽然是一个墓碑，但像
一个记事碑。 从这个碑文中，可窥见明朝中期安康社
会的一些状况。

一、安康土著人的遗存。 碑上的记录的人口姓氏
有汪、都、李、徐、孙、吴、苟、冯、戴、杨、胡、周、张、王等
14 个，而这些姓氏现多存于付家河出北山口至付家河
下游两岸。据付家河东面头垱王家（明洪武年来安康）、
棉花沟戴家（元末来安康）、西面徐家沟徐家（明初来安
康）、冯家台冯家、张营村张家及付家河一河两岸杨姓、
周姓、陈姓等家谱、碑文记载，他们基本是明代在此地
生存，说明明末清初有古安康人遗存。 这些家谱、碑文
有记录他们是从南京、安徽、浙江而来的，有不少根本
说不清是哪里来的。

宋、元明时期人口居住有“抢水头”之说，即先到的
人群先到水利灌溉方便、利于生存之处。 根据《中华汪
氏总族谱》，从安徽发源的汪氏 66 世在南宋末元初。从
安康汪氏老派行“连珩端福荣，应天维之兆，慈……”一
百字排行看，到安康的“应傑”是六世。 信庵出生是明
嘉靖二十一年（1542），上面还有四世，如按每世 25 年
算， 为 1442 年。 从应傑再上朔六世， 约为 150 年，即
1442－150，为 1292 年，为元朝忽必烈年间。 汪家在付
家河出山口西第一位置就有了答案。 同时，此碑的出
土，改变了“汪台汪家从吉河沙沟搬来”的说法，因吉河
沙沟是汪家的老坟山，有一批明朝中期至清初有功名

人的碑子，主要有明崇祯四年（1631）“明敕进士诰封奉
直大夫山东兖州同知考汪公讳兆龙妣宜人合葬之墓”
（汪兆龙，山东兖州运河同知，与同僚上书运河治理奏
议，入《四库全书》）的墓碑等。

二、安康的文化教育状况。 从碑文本身看，虽然是
1045 字墓志，在文体上分九部分撰写。 既有撰写墓志
铭者惶惶不安的心情；续写信庵的简况；信庵在外父的
督促下求学及考试的情况； 信庵入仕后赴华州华阴县
训导、延安府葭州府谷县教谕及在任上亡；接写信庵娶
都氏三、都氏八二姊妹均无后及过继人情况；都氏八居
寡贞洁励精图治发达家庭，创造财富，名望一方；写汪
氏上四代各枝生儿育女传承子嗣分枝情况； 写信庵死
后众孝子的心情和颂扬……整个墓志一气呵成， 文脉
流畅。纵观 1405 字的小楷魏书字的间架结构符合魏书
体例、章法布局合理，上下接韵，魏书的运笔西北风格
十足、精美，堪做研学者的样本。从教育上讲，家庭和社
会崇尚教育的氛围浓厚，学子熏陶受教，刻苦读书；信
庵先后受教于蒙师徐首选，但信庵考试有怯场之症，屡
试不中；后经李三选、徐一新二名师“授以硃倦”，教其
方法，一举中进士而赴任。 由是而知，考试怯场古已有
之，今人应以为借。

从碑中文字看， 重视文化教育之家的文兴仕盛状
况。从此碑和应傑孙氏（大门系）碑林（在吉河沙沟）看，
汪氏应傑一枝有进士（信庵、兆龙）二人，廪生（邦纪、
潭）二名、痒生（兆阳、旯郊）二名、监生（天爵）一名、增
广生（淳）一名、岁贡（庆慈）一名、生员（永宽、永清、永
弼、其容、其众）五名，计 14 名。

三、家庭婚姻状况和对妇女的态度。首先是门当户
对。 信庵家庭在当地有名望，娶妻都氏之父是“金郡名
宦———北直长垣县主簿”；二是一夫多妻。从碑文看，信
庵的爷爷应傑娶两房———孙氏 （生四子长辅次弼次珉
又次瑄）、吴氏（信庵系，二门），为研究另一系（兆龙系，
大门）提供线索。 据此推论，经过他们上辈的勤劳和经
营，至汪应傑手上，汪氏已在当地是名门望族，家业兴
旺。有意思的是信庵连娶两房均是都氏之女，都氏三早
亡后又续弦都氏八。 另从都氏三、都氏八看，说明当时
的家庭子女众多，人丁兴旺；三是无子可过继。 信庵无
后，“以弟行之配胡氏出子字魁吾名兆元者九岁承嗣”。
后兆元携“孝孙慊慈、愷慈、懐慈”为其立碑；四是以妇
女“贞洁”为时尚，官府社会赞赏和奖励贞洁烈女。赞都
氏八“模范士子，文人钦服。 蠲俸赈贫，生厥以聲，闻各
院屡奖，内助良匪眇矣”。 可见封建社会对妇女的桎捁
之烈，在大山封闭的安康已盛行。

四、记录了安康 1583 年（明万历十一年）水灾情
况。碑文记录“洙（信庵父）出女二，长適张懋，次女適周
文光，万历十一年水灾卒。 ”说明次女嫁的周家在兴安
城。 这也是明万历十一年安康灭顶之灾见到的亡者记
录，虽然此亡者无名。

五、人的寿命不长。 据碑文：信庵 51 岁卒，“都氏
三，（信庵） 偕以中年临任卒”“天爵临任卒”“次潭廩生
早卒”“次女万历十一年水灾卒”，说明明朝中晚期因病
患和天灾人祸造成人的寿命不长。

本报讯（记者 梁真鹏）11 月 30 日，中国美术家协会官网公布 2023 年度
中美协会员通过名单，安康中学美术高级教师何涛正式成为中国美术家协会
会员。

何涛系省教育厅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省首届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美育教学指导专委会委员、省教育学会美术专业委员会理事、省于右任书法
学会常务理事安康分会会长、安康市中小学美术教育研究会理事长、安康市
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他潜心研究书法绘画、从事美术教育 35 年，曾先后荣获国
家、省、市多个层次多个类别的奖项，多幅作品、论文发表于《中国美术教育》
《美术报》《教师报》等知名刊物，出版个人专著《人物速写》。

中国美协吸纳在美术创作、美术史研究、美术教育等方面成绩卓著者为
会员，集中了全国各地有成就、有影响的美术专家、学者，是综合美术各门类、
全国美术唯一的国家级美术组织，因此一直以来多为广大美术家理想追求目
标。 此次何涛加入中国美协，成为安康著名画家李剑平、章长青和王关棣之后
第 4 名中国美协会员，再次彰显安康文化艺术的实力，对安康文艺事业的发展
繁荣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安康中学何涛
加入中国美协

家园 何涛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