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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康 散 文 简 史
卢云龙

这条“河”里有六章值得叙说的“故事”：
第一章 汉水潮汐
以宽广的胸怀接纳每一个黑夜和黎明的到

来/汉水潮汐。 天空是晴朗的，我的脸上露出了
久违的笑容。 ……生命的厚度，如此充实、丰盈，
在爱与恨的漩涡中，把一切痛苦淹没……

第二章 情感雨滴
思想的翅膀， 在翩飞的思念中， 像白云朵

朵，纯洁而无瑕。
那双深情的眸子， 在隐秘中陶醉着火红火

红的唇， 蕴含着丰富的情感， 化作一首劲疾的
歌，在五线谱上不停地跳动着……”

第三章 岁月无痕
我看到夕阳下最美的风景，并不迷茫，正如

早晨的太阳照在汉江河上，滚滚东逝的汉水，不
停地翻腾着。

今夜星光灿烂，远去的涛声，追赶着历史的
脚步。

第四章 守望苍穹
天空给了我一双飞翔的翅膀， 是激情点燃

了火热的诗行/我的心在跳跃，在奔跑，在呼唤
……/守望苍穹。 在四季轮回中，抒写着人生绚
丽的华章/我从遥远的地方走来，终要回归于脚
下的土地，化作秋天的一片落叶。

第五章 在河之舟
唯美的文字， 如淙淙作响的山泉， 沁人心

脾；像巴山上纷飞的一枚枚叶片，记录着岁月印
痕/我的心儿在振奋中，以炽热的情怀，拥抱秦
巴汉水的安康 ，用手中五彩的笔 ，描绘出绚
丽而灿烂的画卷。 /双手托起一颗耀眼的秦巴
明珠……

第六章 诗和远方
春去无痕，人生四季，花开花落。 ……/一条

路，崎岖不平；一座山，陡峭耸立；一条穿过季节
的河，在穿越时空的隧道中，记录着生活的点点
滴滴———沿着这条心灵流淌的河，我心依旧，永
不言弃。

朿宝荣是 20 世纪 80 年代风起云涌的安康
文坛上的一员猛将，和笔者一起创办过《纪实文
学报》。 当时，随着全国散文诗的异军突起，给一
些写诗、写散文的人开辟了一片新天地，有的诗
人顺理成章转向写散文诗，比如陈敏的《这方天
空》（陕西旅游出版社 1993 年 8 月版）里就有 40
多篇散文诗；陈益鹏的第一本诗集《在山一方》
（陕西旅游出版社 1993 年 4 月版） 绝大部分也
是散文诗。 赵宁寰的《响沙集》（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5 月版）也有不少散文诗，等等。 而散文
作者写作散文诗，则更是得心应手，比比皆是。
如陈长吟的早期散文集《山梦水梦》《山亲水亲》
《山韵水韵》等均收录有不少散文诗作。 就连笔
者的第一本散文集《细雨风铃》里，也收录有二
十余篇章零散发表在不同报刊上的散文诗作，
其中《独处寂寞》一章在《安康日报》发表后，还
被 1994 年第 7 期《散文选刊》杂志转载。

言归正传。 中国散文诗迎来了新世纪的曙
光，刮起了一股散文诗旋风。 以严炎为代表的散
文诗作家，联络了一大批知名作家、诗人和各大
报刊编辑、记者，在京注册成立了中国散文诗研
究会， 为散文诗作者提供了交流学习的园地平
台。 由此，朿宝荣的散文诗创作有了一定起色，
初露锋芒，开始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发表。 最早
关注朿宝荣散文诗创作的是李大斌， 他写的评
论《散文诗长河中的纤夫》发表在 1989 年 12 月
9 日的《安康日报》上，文中对朿宝荣的散文诗
《汉江纤夫》《秋歌》《北方的小城》《山里的女子》
等作品给予点评与肯定， 并殷切希望让作者争
当一名安康散文诗长河中勇拉上水船的纤夫。
1990 年国家商业部主办的《长虹文学》杂志上，也
发表了李焕龙的题为《开拓绿色商流》的评论，让
朿宝荣在商业系统的文坛上有了一定知名度。

然而，当生活的梦想与现实出现冲撞，就会
瞬间击碎这个梦。1997 年，朿宝荣因所在单位体
制改革而下岗，不得不辍笔，含泪告别散文诗，
告别安康文坛，从此在作者的队伍里消失了。 为
了生活，他四处奔波，卖过手擀面，跑过三轮，当
过自由撰稿人。 当渡过了最初的生存危机后，他
找到了一份得心应手的文字工作。 于是，内心深
处那颗不熄的散文诗火苗又蹿将出来， 且一发
不可收拾。 从 2000 年他再次发表散文诗《一江
春水》开始，他创作了《故土情》系列，发在《回族
文学》“作家之窗”专栏，并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穿过季节那条河》在《星星·散文诗》推出；《在
河之舟》在《散文诗》杂志发表，等等。 一系列以
汉江为题材的散文诗作品， 在国内一些核心期
刊发表后，引起了一些作家和学者的关注。 深圳
作家张志明以朿宝荣多年前收入 《散文诗新世
纪选粹》的散文诗《古道纤夫 》谈观点 ，写出了
《张老师谈写诗———散文诗也是诗》， 后收入他
出版的《诗论》一书。 四川画家雷世平，还据《古
道纤夫》创作了钢笔画《爷爷的纤绳》公开发表。

作者的创作， 基本上都离不开自己熟悉的
生活。 朿宝荣出生、 成长在汉水边古老的安康
城， 所以他的散文诗写得最多最好的便是汉江
及其与之有关的人和事。 《穿过季节那条河》，既
是对汉江的赞美，也是对自己人生的追述。 他恰
如其分地把自己比喻为汉江里的一滴水， 一条
船，一只水鸟，一块不起眼的鹅卵石。 这里，汉江
与作者的人生似乎融为了一体。 况且，他的散文
诗涉猎面很广，既有山水，也有城镇；既有安康
本土风物，也有外域风物；既有着眼自然风光为
主的，也有偏重抒发个人情感的。 林林总总，蔚
为大观。

安康著名评论家姚维荣在为朿宝荣的这本
书作序《安康文学的一块绿洲》中写道：“在工作
之余，朿宝荣常常喜欢凝思外物，沉浸内心，敏
锐捕捉外物与内心碰撞的火花， 善于通过穿越
现实的冥想，获得某种瞬间的顿悟和发现，并迅
速借助意象的创造将这样的瞬间凝聚为饱含情
味和哲思的诗篇。 他的散文诗常常是外物与心
灵的偶然碰撞或巧妙遇合而形成，是物、情、意
的有机结合，呈现出抒情与哲理的有机统一。 这
些反思有的触及他刻骨铭心的记忆， 以简约含
蓄、 令人震撼的意象一针见血地揭示其本质所
在。 ”姚先生这是从一个评论家的审美高度，进
行专业的研判与评价的。

散文诗是语言艺术的最高境界， 只有努力
追求语言的形象、生动、凝练、灵动、新颖，才能
将作品写得有形、有境、有情、有意、有味。 为此，
朿宝荣在写作时注重锤炼语言， 常在炼字、炼
词、炼句上下功夫。 这种对诗歌语言的尊重，自
觉为语言设置高标准的做法都是值得肯定的。
讲究诗语的锤炼和灵活运用， 避免了诗歌的直
白浅陋， 无疑提升了他散文诗的境界与艺术表
现力。

作者在《心中有条流淌的河》一文中也袒露
了自己的心扉：“我爱散文诗，因为在我生命里，
它是我心灵的舞蹈； 在意象中给了我睿智的思
想；在文体上，以一种内在的节奏和韵律，一种
心灵的呼唤，一种灵魂深处发出的呐喊，催人奋
进，奋发向上，传递着一种正能量。 因此，我怀有

一颗平常之心，甘于清贫，耐得寂寞，守望苍穹，
充满憧憬与向往， 心中有条流淌的河……我愿
做一个精神的守望者。 ”

在陈平军看来，散文诗这种文体，有它的特
殊性，兼顾诗歌与散文的部分特征，核心与本质
是诗歌，叙事有了更大的空间与可能，这就要求
写作者坚守一个前提， 首先必须掌握诗歌的基
本写法，注重意境的选取、意象的提炼，修辞上
多以隐喻、象征、夸张、排比等形式，结构上采用
现代主义，随意识流动，重思维的跳跃，避免平
铺直叙式的展示，等等。 他知道这些要素，他还
知道一切写作都要紧跟时代潮流，但是，他习惯
了随心所欲，因而，写作过程中，没有刻意去追
求文体的纯粹性， 诗性不够， 散文的特性多了
些，自我精神世界的展示多了些，社会深层次的
探索少了些……不一定成为不朽的诗人、 散文
诗大家， 只要能在平凡的生活中始终保持一颗
追求诗意的心灵， 在纷繁复杂的世相中为散文
诗在心中保留那么一点不大也不小的空间，尽
可能地追求充满诗意的生活，这就够了。

这是陈平军在他的第三本散文诗集 《心语
风影》（线装书局 2016 年 3 月版）中的“代后记”
以 《我以为》 为题里的心声告白。 该书已入选
2016 中国散文诗排行榜。

笔者结识陈平军， 缘起 1989 年那个激情动
荡的年份，当时刚成立的地区作协决定创办一份
名叫《纪实文学报》的报纸，笔者是创办负责人之
一，办报地址且在笔者家里。 而那时比笔者小一
个“属相”只有十八岁的陈平军，则在七里沟，当
时的安康第二师范学校就读。 一个星期天，他骑
着从学校借来的一辆自行车， 叩开了笔者的家
门。 自此，他的成长经历均被笔者所目睹。

陈平军生长在紫阳县深磨乡柏果村一普通
农家，父亲积劳成疾早逝，爷爷和母亲承担起养
育他们兄妹 4 人的重担。 1987 年他以优异的成
绩考入安康第二师范学校， 在那个物质不是十
分宽裕的年代，他在追寻着自己的梦想，组织发
起成立了《百灵》文学社 ，笔者也受邀担任 《百
灵》顾问。 自己在国家发放的生活费里面挤出钱
来自费印刷社刊《百灵》，为学校广播选稿，组织
诗歌大赛， 参加汉江文学讲习所讲座学习，《诗
刊》 社刊授学院函授学习———这就是他中师学
习生活的全部。

三年的师范学习生活， 为陈平军走上文学
创作道路奠定了基础，他的处女作是发表在《安
康日报》上的一首小诗《二月》，其后就冲出秦岭
又在《诗刊》发表组诗《是你使我陶醉》，以后的
日子，陈平军完全沉浸于读书写作中了，而且一
发不可收拾， 有百余万字的散文诗作纷纷登上
《诗刊》《星星》《诗选刊》《散文选刊》《散文诗》
《散文诗世界》《中国散文诗刊》等国家级、省级
报刊。 出版散文诗集《边走边唱》《好好爱我》《心
语风影》《紫阳书》，作品入选五十多个选本。 以
散文诗这种文学形式加入中国作协， 在陕西省
是唯一的一个。 他先是毕业后分配到家乡紫阳
县深磨小学任教，后到紫阳县芭蕉中学任教，再
调至紫阳县方志办修志。 所幸，三十余年来，他
与散文诗一直不离不弃，终成气象。

浓郁的情感流淌，清新的意象画面，生动的
情景意境，形成了陈平军散文诗的主要特色。 陈

平军的散文诗中大部分是以“家乡”为叙述描写
对象的，他一直视家乡为他生活的精神高地。 那
是他出生、成长和长期生活的地方。 那里有他的
人生底色和生命的起点。 他的家乡在山上，因
此，其作品中总是充满山的意象，雄伟、神秘、坚
毅的大山支撑了他生命的脊梁， 也支撑着他诗
的风骨。 大山带给作者的除了苍茫、悲凉的感觉
之外， 更多的是塑造了诗人那种不屈不挠的性
格，那是一种超越艰难与苦难的力量，属于人格
核心向度的力量。 这种特征贯穿了他的整个创
作历程， 他每个时期的作品中都或多或少地纠
结着面对、承担与超越这样的矛盾，诗人也在这
种矛盾之中不断获得诗意的发现， 寻找着精神
的出路。 《紫阳富硒茶》是陈平军关注家乡的代
表性作品之一， 这样的诗句读后令人难忘：“捋
一把原始的素材搓成故事的线条， 揉成满腹经
纶与思想，焕发青春的光泽。 /掬一捧任河秀水
烹煮香茗，日月山川，云雾缭绕的巴山灵秀凝聚
无边的向往。 /一片片含蓄而精致的叶子，冲泡
成难以言喻的情调， 清冽的茶水飘飞流萤般的
心事，诉说着山民们朴素的情怀……”

陈平军的作品很少那种轻飘飘的抒写，这
和那种只把散文诗当成“心灵鸡汤”的看法和作
法相去甚远。 他的有些作品甚至具有史诗意味。
比如《有关白果村的家族史》，借助大山的背景，
通过几个历史的“点”，通过不同时代人物的命
运，抒写了一个家族几百年来的历史变迁，而今
天的诗人仍然在沉思， 在追问：“光怪陆离的斑
驳时光中，如何描绘岁月的光鲜？ 何处安放我最
初的家园？ /看满山碧绿侵略最后的耕地，撤退
于钢筋混凝土牢笼般的奋斗，满眼不舍与不甘，
谁能用干瘪的爪子刨出深埋地下的根？ /退居
在城市的屋檐下， 端坐在空荡荡的客厅中的母
亲， 坐在日渐消退的落日余晖中， 坐在世事中
央，到底能不能镇守住我的故乡？ ”

诗人享受了来自大山， 来自亲人的爱，他
也乐意把这种爱奉献给更多的人。这或许就是
陈平军对人生的最本质的思考，也是散文诗带
给他的最美好的收获 。 我们从他的很多作品
中，可以读出这种爱的演变与传承。《在乡下教
书》 有这样的诗行：“我端庄地走在校园里，深
深地知道自己是在把汉字、 粉笔混合在一起，
将一个叫忠诚的词 ，用血液煮沸 ，端给孩子们
饮用，祈愿汉字在他们心中孕育发芽 ，长出一
片欲望的叶子， 像山坡青草一样郁郁着校园，
像缤纷的花朵芬芳着纯净的花坛。让洁白的纯
真和血红的激情， 融入散发清新墨香的新书，
拂过乡村的额头 ， 像炊烟一样袅出一条条小
路，走向外……”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教授、 博士生导
师、著名诗评家蒋登科，在给陈平军的《心语风
影》作序《大山的馈赠及其诗意的传承》中，对他
的散文诗给予了高度评价与认可：“总的来说，
陈平军的散文诗是有思想的诗。 有些人不喜欢
在讨论诗歌的时候涉及‘思想’这个词。 其实这
个词本身并没有错， 情感的长期累积往往就会
形成思想，或者说，丰富的情感是需要独特的思
想作为支撑的， 只是有些人的作品中很难找到
一以贯之的情感和思想脉络， 显得比较驳杂且
无序。 而陈平军的探索始终坚守了自己从大山

的哺育中所获得的坚毅的精神， 所孕育的爱与
超越的基因，这就使他的诗有一种延续的、有力
的精神与思想脉络贯穿其中， 我们可以从他的
作品中读出一个清晰的、完整的人的形象。 ……
好在平军还很年轻， 他的创作还处于不断发展
的过程中， 我相信他在今后的探索中还会出现
更多的令人耳目一新的亮点。 ”

陈平军没有辜负这个期望。 2019 年 11 月，
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他的散文诗集 《紫阳
书》，侧重于对紫阳山川风物、人文精神及乡情
亲情的咏赞， 透露出作者对出生地的一腔赤子
情怀。 他坚持在写作中不断探索、求变和创新，
已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陕西资深出版人王世
雄先生联合陕西旅游出版社社长张小平先生策
划出版了一套“中国西部风情文库”，包含有“诗
歌卷”“小说卷”“散文卷”。 安康的作家中有张宣
强的长篇小说《美女晒羞》入选在“小说卷”中；
李大斌的《方寸乐土》《南窗随笔》、吴真强的《桃
花雨》和卢云龙的《男人情怀》入选在“散文卷”
中；梁未冬的《水晶歌谣》入选在了“诗歌卷”中。

入选在“散文卷”中的吴真强所著的《桃花
雨》， 其实是一本散文诗专集， 虽然不到 10 万
字，却是他献给安康文坛的一份“厚礼”。 而吴真
强其人，个矮、瘦小，给人一种弱不禁风的感觉，
用他的话说，幼时体弱多病，好几次都是村里那
位慈眉善眼的“赤脚医生”勉强从“死神”手中给
“争夺”回来的，少年时代是在半饥饿状态下上
学、捡煤渣、打猪草中度过的。 中学毕业，高考落
榜，失魂落魄地回乡务农。 做过民办教师、小商
贩，修过自行车，后来进入一家较大型乡镇企业
当临时工、修理工、炊事员等，因其才情，调入厂
部任文秘工作。 之后“下海”赴西安经商几年失
败返家，担任村支书数年，现赋闲在家，是一个
命运多舛之人。

大约是 1992 年吧，吴真强开始频频在《安
康日报》《汉江文学》《陕南文学报》 等地方报刊
上发表散文诗作，鲜有在省级报刊上“露脸”。 但
这丝毫不影响他的散文诗作的质量与影响力。
事过境迁 30 年了， 当听说笔者欲写本书时，已
77 岁高龄且患脑梗的张胜利先生，极力推荐吴
真强的《桃花雨》，并说，这是一本好书，不管作
者本人怎样，安康写纯散文诗的就此一人，安康
文学史应有此人之位。他把“纯”咬得特别重。而
已故的著名作家马建勋在为吴真强的这本书作
序《从月河走来一位诗人》中也曾写道：“我敢负
责地向读者推荐， 这是一曲动人心弦的爱情之
歌，是一抹月河故乡秀丽迷人的风景画，是一首
首婉约清丽若潺潺流水的散文诗， 是一本值得
一读的好书！ ”

的确如此，吴真强的这本《桃花雨》就是一
部故乡与爱情的交响曲。 全书分为五辑：

第一辑 初恋的梦靥
燃一支檀香/以一种旷世的虔诚，我说：/今

生，你会是我永久的新娘么？
第二辑 幽幽的蓝梦
在梦之河岸，轻唤你的名字/犹如低吟一行

简洁而又浓得化不开的诗句。
第三辑 滴水的心灵
站在黄昏的风烟路口， 望着你渐渐远去的

背影/我说：我将以毕生的时光重
新/催绽你心灵枝头的花蕊和叶脉。
第四辑 生命的回声
告别昨天，不让一丝灰尘落在衣袖上/不让

一根无形的藤蔓，羁绊双足。
第五辑 眺望命运

而今，我只能让那些枯黄，落去；让新绿，勃发；
让忧思，如烟飘散……以一种挺立的姿势，眺望
明朝的霞光升起。

（连载三十六）

2023 年 11 月，安康高新区修路到汪台村，出土四个
墓碑：明故迪功郎北原汪公墓盖、墓志铭和明候封汪母朱
氏太孺人墓盖、墓志铭。 四块墓盖、墓志铭均 60 厘米见
方，两墓盖均篆书，两墓志铭均小楷。 迪功郎北原的碑文
由赐进士出身兵部武库司郎中年家晚生愚谷魏云霄撰
写， 字由赐进士出身山东道监察御史年家晚生克庵李祯
（隆庆二年第三甲赐进士，安化人）书丹并篆盖；汪母朱氏
的碑文由兴安人、隆庆丁卯科举人、迪功郎儿子汪腾鲲撰
写，由万历壬午（1582 年）科进士、山东兖州同知汪兆龙
（汪溢之孙）书丹，孙婿生员刘光裕篆盖。 四块碑子无论篆
书、 魏书的书写很有力道， 墓志铭的魏体小楷书堪称书
帖，其中汪兆龙书写的字让人啧啧称赞、惊奇不已。 尤其
《明故迪功郎北原汪公墓志铭》更是令人敬佩，激动难耐。
该碑共 1199 字， 其中 586 字记录了 “迪功郎北原汪公
（溢）”勤政廉洁、两袖清风，教化子孙、崇德向善的事。

关于迪功郎北原汪溢

据碑文载，汪溢，字子东，别号北原。 生于明朝弘治十
六年（公元 1503 年）三月十三日子时，卒于明神宗万历五
年（公元 1577 年），享年七十有五。 清嘉庆二十年《安康县
志·卷七·选举志》载：汪溢，长枪铺人，任云南经历，《州志
缺》；“经历”明朝官名，职责是按察巡察，有按察司经历、
京府经历、宣慰司经历、府经历、宣抚司经历等。 汪溢的祖
上汪应杰是四川梓潼（今绵阳市辖县）人，明洪武初年，避
战乱始居金州黄土岗。 汪溢的祖父汪辅，任金州州掾，后
授任四川铁巂卫仓大使，生四子，天翱为三。 天翱是一个
老老实实、尽心尽力的务农者，亦生四子：长曰洋，次曰
治，季即北原公。

汪溢少年时聪慧过人，出类拔萃，清秀而整洁。 二十
余岁尚未就学，父兄也未强求。 碑载：“公自向学，崇师隆
友。 因乏补给，多屡空。 公坚志熟仁，寒暑弗避，凡经传史
略无不博洽，而尤精于诗。 乃充郡庠弟子员，四方英才多
来学者。 咸赖造就大，驰名三秦。 ”又据《明候封汪母朱氏
太孺人墓志铭》载：汪溢少年时期家境贫寒，常常缺衣少
食。 明朝正德十一年，原籍湖广太和槐树关人朱隆来金州
做贸易，见汪溢崇德向上，与众不同，孜孜以求，好学不
倦，便如亲生子一样供应汪溢，让汪溢衣食无忧，还把自
己的女儿许配给汪溢。 汪溢于嘉靖甲寅岁（公元 1523 年）
宾典（明朝礼部主客郎中别称。 以其职掌朝贵接待事）太
学，又于嘉靖壬戍（公元 1562 年）年授任云南后卫知事、
银厂督察、经历（明朝官职名称）等职。

勤政廉洁，刚正不阿

汪溢先任云南后卫知事，在任上，做事认真，谨慎从
事，洁身自好。 因不同流合污，所以，别人都诋毁他不称职
位，才德不行。对此，他回答道：“秩不计崇，卑惟艰难称职。
若以吾官，卑戚则为乘田，为委吏者非至人耶？ ”尔后，他赴
滇南担任国税主要来源的银矿厂督察。 开银厂、管银厂是
一个肥差，但汪溢杜绝迎来送往、吃拿卡要等常规旧习，不
拿额外之财，勤政廉洁，以朝廷的事为己任。碑载：“公却常
例，惟尽心国税，一毫不入囊。 ”续做粮饷押运官，他冒险深
入不毛之地，遇权贵有非法之举动而刚正不阿、不视其势，
以朝廷事为先，以职责视事。然而，他被别人说他是不知世
道情况，不知为自己。碑载：“每遇官长扣厥中，公曰：‘卑职
但求不负朝廷！ ’巡按御史王公面与之曰：‘举世不知为朝
廷，汝言及此，诚忠义士。 ’遂移缴优礼之。 ”。 在王公贵胄
们和掌管人的仕途升迁人的、却又想私扣私吞朝廷财物的
人的面前，汪溢有礼有节，从容应对，讲之以情，道之以理，
让王公贵胄们和官长们无地自容， 便自然而然的顺水推
舟，给自己想侵占朝廷财物的行为找台阶下。

反感贿赂，义正词严

由于他从事的官场事务都是与金钱、 物资有关系，所
以，他的身边经常有行贿索贿之人之事发生。他对行贿索贿
非常憎恨，义正词严，昭心于世。 他对自己不收贿索贿、清正
廉洁、机智做人做事的行为进行辩解，并写折子在公庭上昭
示自己为什么不收受贿赂的理由和道理。 碑载：“公礼容庄，
心地平，体方而智圆，性朴而语直。 偶以当途求贿，不副见嫉
妒。 公庭折曰：‘吾有田可耕，有子可教，吾岂为此？ ’”

从碑文记录看，他心有戒律，本着用良心做事，依规
矩行事。 把人在做、天在看、后人评作为一面镜子，时刻警
醒自己的言行， 要留得清白给后人。 他对世人和子孙们
讲：“归林下十年，优游出尘嚣外。 恢恢如也，如也。 人与
居，多亲爱之，亦不言人过。 卒之日，如无恙人，不妄发一
语，真性了然，口啧啧犹谈，义理以平生。 ”

汪溢为什么有此举，又据《明候封汪母朱氏太孺人墓
志铭》载：“母恭慎事先君，有倡随风。 其亲操井臼，剔灯劝
勉，内助居多。及先父仕滇南，母随宦中。 以清慎赞政绩六
年。 闻鲲领丁卯乡书，乃劝解绶，归林下，居十年。 ”可见，
有贤内助的支持与帮助， 汪溢的清官历史自然而然地写
就了。

两袖清风，教育子孙

虽然在云南做官六年且均是富得流油的岗位， 而且
权力极大。 但汪溢却两袖清风，自得其乐。 他辞官还乡之
时，所有家产，仅用一个担子就轻挑回来。 碑载：“官受乡
里小儿窘哉，乃拂袖携朱夫人还至之日，行李不满肩。 语
人曰：吾俸皆补国税，不足耳得。 万里见先人，卢墓为庆。
今幸大儿领乡书，即吾留不尽之禄贻厥子孙矣。 ”

汪溢自隆庆戍辰（公元 1568 年）回归安康，便开始教
授子孙们学习，教子孙如何修德修业，如何做人做事，如
何坚韧学习，如何崇德向上。 碑载：“进诸孙于庭，口授经
史，且谓曰：‘吾素不喜技艺，浪游惟日，对圣贤为侣，乐亦
在其中。 尔子孙当不作无害有益。 ’其严训多类此。 ……
勤学之心，至卒不变，里中吊问者屦接于户。 州之贤刺史、
倅皆往奠于庭。 ”从碑文看，汪溢严教子孙、广种福田的情
况，也得到官府的认同和赞扬。

对汪溢的平生， 碑文撰写者和后人称赞其为：“矢心
报国，固守其穷。 不为折腰，丹心荜蓬。 ”此评价可谓其高
矣。

风清气正，惠及子孙

汪溢清正廉洁、劝勉后人的遗风惠及汪氏后人。 据
这两个碑文和明朝万历三十年出土的《明俟封故显考汪
公信庵府君墓志铭》及现存于汉滨区吉河沙沟汪氏墓碑
群看，重视文化教育、重视子孙修德修业、重视教育后代
尊崇社会规矩、依规依矩行事，使汪氏一族文兴仕盛。自
汪溢归乡以后 ，即从隆庆 （1568 年 ）至崇祯 （1644 年 ）的
70 多年间 ，汪氏一族有汪腾鲲一名举人 ，有汪信庵 、汪
兆龙二名进士，有邦纪、帮潭二名廪生，有兆麟、兆阳、旯
郊三名庠生，有天爵一名监生，有汪淳一名增广生，有庆
慈一名岁贡 ，有腾鲸 、兆鸿 、兆凤 、永宽 、永清 、永弼 、其
容、其众八名生员和业儒 ，计 19 名 ；同时有女婿及孙女
婿屠治进士、知县一名，张邦纪一名廪生 、侯万钟 、乔可
达、刘光裕、王如丝、王大业、熊有裕六名生员和业儒，有
姻亲儒官周轼一名，有姻亲屠济、屠安民进士二名，有姻
亲主簿都朝元一名 、有孙女婿廪生宋景熙一名 、有孙女
婿庠生董兰一名，计 14 名，两项合计 33 名。

明朝中期安康人汪溢书写的勤政廉洁、两袖清风，刚
正不阿、凛凛正气，教育子孙、崇德向善之声在四百余年
后仍然回响。

收到朋友巩志明新出的
画集 《不不居画集 》并小品一
帧，心生欢喜，巩志明原任《华
商报 》图片总监 ，我以前除了
爱看《南方周末》，许是因为我
是摄影发烧友吧 ，也爱看 《华
商报》， 特别是巩志明的专栏
“小巩乱弹 ”，亦庄亦谐 ，令人
爱不释手。

2000 年紫阳 “七一三”洪
灾，他带《华商报》蔡勇和王冰
等记者来紫阳采访， 我们相识
相交并相知， 他策划组织的灾
后重建报道曾在国际摄影大赛
中获奖。此后，《华商报》连续整
版图文并茂推出紫阳系列民俗
文化报道。 有许多游客说是看
了《华商报》的报道才知道紫阳
的。 2004 年我们组织了“茶山
对歌”大赛，驻安康记者站发去
了一组图片，本来已签发，当他
知道是我们的活动时就改黑白
照为彩版，他打来电话说，你们
不容易，我尽力帮忙吧，他在西
安为艺术班授课时总会在黑板
上写上我的名字，说，你们若去
紫阳采风就去找这个人， 他会
当你们的向导。

记得一年端午节 ，巩志明
发来短信， 是他写的一首诗：
“绿粽黄酒聚江边， 白帆红烛
祭屈原。 三千清泪流不得，九
万浑念飘上天。 谁有郁闷谁散
淡，何谓圆滑何忠奸。 十丈风
尘古今在，谈笑真伪化孤烟。 ”
2017 年 ，我迁新居 ，巩老师为
我寄来小品画 《福到眼前》，我
很喜欢，并悬挂至新居玄关。这
些年， 巩志明老师常做影展画
展策划及影评讲座 ，自己也临
池不辍，水墨丹青，寄情抒怀，
他的文人小品有思想性、有创
造性。 虽画的是松风明月，小
舟流水或远古人物，但都寄托
了他当下的心境， 以消块垒。
诚如有人评论他为“吾师真文
人，画亦真性情！ ”他不仅只是
身居画室的怡情文人，亦是心
忧天下的豪侠 ， 面对世间不
平事 ，他也是激扬文字 。

汪 溢 勤 政 廉 洁 的 回 音
罗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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