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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古城，依势而建，南高北低，滨江而立。 汉江绕城而过，
形成“新旧二城、东西二关、南北二山”地貌大势。 江流的功泽与
忧患伴随着城市变迁的漫长岁月， 承载着人与自然的永恒主
题。

每当洪水来袭，西关首当其冲。 轻则洪峰漫堤入户，街巷顿
成汪洋；重则浊浪滔天，摧枯拉朽，淹没低矮房舍。 待洪水退去，
人们返回家园，清除淤泥，修缮房屋，收拾细软，维系着他们惨
淡的家和业。 尽管水患经年，仍故土难离，代代相传地过着爱恨
交织的日子，培育着西关人顽强、坚韧、豁达、肯吃苦受累的性
格。

西关的范围，东起土西门（汉江一桥桥头），西至千年古渡
七里沟（今汉江三桥南头），全长约 2.5 公里。 中间以金川门为
界，金川门以东为石堤街，金川门以西为金川街；南以西堤（古
称万春堤、石堤）、巴山西路为界，中间是肥沃平整的西坝菜地；
北临汉江。

西关起源于何时史料无考，最早见诸文献的是清嘉庆二十
年《安康县志》“其自万春堤濒汉折而东属于旧城之西北隅者西
关北堤。 ”1936 年实行新县制，第一次被列入官方行政区划，列
鼓楼、中山、钟楼、康阜、东关、西关、北关、新城 8 个联保之一；
1940 年，又将 8 个联保并为东城、西城、东关、西关、新城 5 镇。

新中国成立后，1950 年在城关区下设西关街道（含石堤、金
川）。 1961 年设城关区西关办事处。 1996 年老城办事处下辖 29
个街道居委会，其中有石堤东街、石堤西街、金川东街、金川西
街。 2010 年，老城办事处下辖 12 个社区居委会，含石堤居委会
和金川居委会，后合并为西关社区。

西津渡，即七里沟码头，水路下安康第一关。 清康熙三十二
年(1693）始设官渡木船。 1939 年，开设汉白公路七里沟汽车渡。
安康在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接管渡口时，有渡船 6 只，属渡
管所经营。 渡口码头居水陆运输交通枢纽，舟车往返，人声鼎
沸，一派繁荣。 1970 年安康汉江大桥建成通车，七里沟渡口才逐
渐萧条。

七里沟渡口一带地势平坦广阔，适宜设厂造船。 西关人家
大多以此为生。 1950 年，安康县人民政府为了尽快恢复航运，组
织船民在七里沟一带打捞出被炸沉的船只 43 艘 （20 吨以上的
17 艘，20 吨以下的 26 艘），随之动员船民修船营运。

明末清初， 汉江黄金水道带动了山货特产贸易的繁荣，到
1912 年，本地和外地的“八帮”在西关设立商号就有十余家。 主要有陕帮“福聚祥”、怀帮“四美
福”、陕帮“肇丰茂”、湖北帮“益康书局”、黄帮“鼎兴详”、本地“同辐昌”“益安和”“福泰昌”等商
号，经营卷子布、肚倍、党参、肚仲、桐油、匹头、汉票、木耳、猪鬃、红白糖；牛羊皮等。

西关古来从事手艺劳作者甚多，1952 年至 1956 年，安康县将原有铁、木、竹、藤、棕草、缝
纫、酿造以及修理服务等个体手工业者组织成集体所有制企业。西关就有县木器社、雨伞社、竹
藤厂、铁业社等。后来陆续建有安康七一机械厂、安康地区造船厂、安康市（区）制鞋厂等现代企
业。 笔者 1962 年至 1965 年就在县木器社学木工，师父叫黄明石，住西关竹藤厂对面，靠江那
种。 每年涨水，水小就把一应细软搬上二层木楼，水大就把要紧东西装上架子车，拉上新城我
家。 1988 年初，我在安康县志办一年借调期满，被正式调入。 拿到调令那天我带上爱人和孩子
去师傅家报告。 师傅高兴得合不拢嘴，让师娘炒几个硬菜喝酒。

西关的河堤比街道要低些，靠南人家，前街后院，后面就是西坝菜地。靠北一边，前街后堤。
河堤坡面较缓，小孩子可以跑上跑下玩耍。 20 世纪 80 年代，用上自来水就不用下河挑水吃了，
但人们仍然认为，河水做饭泡茶做豆腐最好。闲暇时在河堤摆上小桌小凳，沏一壶香茶，拂河道
微风，赏汉水秋歌，沐和煦阳光，心旷神怡莫过如此。

安康散文作家卢云龙先生写道：“西关地理条件优越，过往行人都得在此吃住买东西。摆摊
自不必说，那水豆腐作工细腻、白嫩、结实，在手里颠三个个儿都不会烂，称回家去不论是煎、
炒、烹、炖，成方成块，诱人馋涎欲滴。因是过往农民居多，每天清晨大街两侧就响起叮叮当当的
打铁声，锄、镢、镰、镐，样样齐全。 ”

西关也有出名的小吃和特产，像冯家蒸面、兰家蒸面松软香辣，食之口舌生津，回味良久；
刘胖子的包子馆、马家的饺子馆香飘半条街，留下挥之不去的童年味道……；西坝的萝卜又脆
又甜，远近闻名，二姨家就是西坝菜农，小时候常去她们家拿菜。 三个表哥一个表妹，有时候表
妹会跟着我回新城，玩两天我又送她回西坝。我们常在西堤头那棵千年古柏下玩耍，“蓝蓝的天
上白云飘，白云上面马儿跑……”这首歌就是表妹教我的。 表妹张鸿霞后来为西关小学一名人
民教师。

安康流行一句俗话：“穷快活，富忧愁，叫花子兴的翻跟头”。 1912 年，一帮穷快活的西关人
组成民间坐唱汉调二黄半职业性演唱团体“西关自乐社”。 1939 年，正式成立民间座唱组织为
基础的“安康县城西关自乐社”。 购置全套戏装，在县城西关火官庙戏台挂衣演出。 时任城关镇
镇长尚武、国大代表谢金佩及熊帮连、曾玉田先后担任社长。嗣后职业艺人陆续加入，演出即为
半营业性质。 主要成员及所扮角色有葛春荣（净）、李仲修（生）、熊帮连（鼓师）、王义林（生末）、
唐章明（生）、周顺义（生）、马向友（净、摇旦）、杜建德（旦）、赵德才（彩旦）、薛胜武（丑、净）、彭胜
录（生）、琴师张开善、许洪祥等约 40 余人。 活动以安康城区为主，流动四乡及至城固、西乡、洋
县、镇巴等城乡“写戏”和赶庙会。 1950 年冬，政府派员指导，与同心社合并成立“安康汉剧团”
前身党的“安康人民剧院。 ”职业艺人全数参加，部分玩友原复其业，这成为西关人的有一段佳
话。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演员张嘉译祖籍就在西关石堤街。 他在参加安康龙舟节时回忆道，小
时候虽然在西安上学，但是寒暑假几乎都回安康石堤街老家。 安康的环境，包括饮食和生活习
惯很多都是在这儿养成的。据说以硬汉形象著称的演员尤勇老家也在西关。再早时西关还出过
安康武林高手邹隆岱。清光绪年间，遍游江湖求师，投师，得能人传授，武艺高超。其咽喉能顶断
竹筷，以手削石，指夹铜钱如铸铁。 又精医道、通文墨，每当三五知己宴饮必赋诗助兴，尽欢而
散。

如今，老西关那风雨飘摇的躯壳已灰飞烟灭，曾经的市井烟火、百态人生也消失于兹。方兴
未艾的城市改造正在西坝和西关原址打造成幸福安康与“汉水明珠”，数百户原住民有了各自
满意的幸福归宿。 跌宕起伏的百年沧桑，在亦真亦幻、且叹且歌的记忆长河中永存！

癸卯中秋，三天小假。 我们几个后人都有一
个共同的想法， 就是要陪着岳母大人出去敞几
天。自岳父过世后，她老人家郁郁寡欢，常翻看着
影集入迷，直到我们大声喊她，她才从梦境中缓
缓回过神来。

我们女婿女子和儿媳， 几个至亲的后人，在
小舅子供职的乡镇集合，说是就近去郧西，那个
湖北小城，几年前，我们带她去过。 那时岳父健
在，气氛颇好，我曾指着天河两岸的两个“石人”，
说那就是他们俩。那“牛郎”挑担里的就是妻子他
们姊妹几个。还“逼”着他俩在央视著名主持人李
咏主持过“七夕”节目的网红桥上牵手拍照。愿人
间依然存在的美好景色，能唤回她曾经的温馨和
回忆。

车行不远，是一块石榴树林，繁密丰硕，尖子
红彤彤的，像咧着嘴大笑的弥勒。 是一个村干部
的，他摘了一大塑料袋，塞给小舅子。我默默地掰
开一只，为她递去。扭下几颗晶莹剔透的石榴籽，
正要往嘴里放时，她却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停下
来，说“你们大人好像说过，叫你们后人要抱团，
像石榴籽一样”的话，我的岳父确实说过，是在前
年中秋夜。 他还对几个孙子外孙子说“做人要像
石榴，外表平凡，而肚子里面要有货”。 岳父是位
中学教师，喜欢看书和关心时政。为了打岔，我便
说了些淡汤没味的话，如我年轻时给他们一担担
的挑水，直到把水缸挑满。给他们背麦梱子，肩膀
都磨出水泡等，小舅子说“那你是想巴结我二姐，
活该”， 她终于露出久违的一丝笑， 还开了话匣
子，讲她和岳父曾背着我们，偷偷地到我的老家
和我工作的单位， 打听我们家风和我的品行等。
小舅子打趣说“当年你们考察不力，叫我二姐嫁
了这个坏人”。我说“那我把你二姐退回去”。一车
人都大笑了，因为他们察言观色瞧见，我的岳母，
笑了，很开心的样子。

到了十堰，一搜导航，去郧西的路有点临时
状况，于是就随意选了个地方，房县，值得一去。
我网上一查，那地方是《诗经》的主要采集者尹吉
甫的故里，颇为兴奋。

小舅子为我们定了一家民宿， 前庭后院，曲
水流觞，绿树婆娑，特别适宜老人住宿。 岳母说
“这房间太贵了吧，怕得好几百呢”。小舅子说“不
贵，总共才不到五百”。谁信？这么好的环境，关键
是中秋假期，人流四溢，一房难求。其实应是两千
多，我们也是嫌贵，看能不能换个地方。 他说“穷
家富路，一辈子还能陪大人出来几次？ ”女子和儿
媳，找来消毒液，把屋子喷了个遍 ，怕夜里有蚊
子，尽管室内室外，本身干净整洁。他们把岳母床
上的被单被子，抱出来，摊在院子里的铁丝上，让
阳光暴晒，还用一支小竹棍轻轻地拍打掉上面的
灰尘。 端来一只藤编摇椅，小心地扶着老人躺下
休息。 儿媳用热毛巾为婆婆擦脸，女子站在摇椅
旁，为母亲轻轻地揉肩按摩，梳理银发。也是旅途
劳顿，饥不挑食，岳母吃得很是顺口，尤其是还多
喝了两杯本地的黄酒。

饭后，经管他们休息后，我们和小舅子，就到
街上，打听店家购买老人喜欢喝的那款黄酒。 不
想，出民宿不远，就邂逅到一个地方：黄香祠堂。
一个与“孝”有关的人和地，传说“二十四孝 ”中
“黄香温席”的诞生地：昔汉时黄香,江夏人也，年
方九岁 ,知事亲之理，每当夏日炎热之时 ,则扇父
母帷帐,令枕席清凉 ,蚊蚋远避 ,以待亲之安寝 ;至
于冬日严寒 ,则以身暖其亲之衾 ,以待亲之暖卧。
于是名播京师,号曰“天下无双,江夏黄香”。 据景
区简介，几年前，黄香祠堂附近一住户在新建房
屋时，发现一汉朝墓葬。专家考证，此墓极有可能
就是黄香墓，不论真假是否？而黄香九岁时，就能
为父母夏季扇清凉，冬季暖被窝，并以史书及“三
字经”中“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形式

传播下来，足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孝的悠久，
及朝野对孝义的褒奖。

离这里不远，就是房县诗经文化广场，因为
诗经的主要采集人物尹吉甫， 传说就是房县人。
细细浏览，诗经中有关孝的诗句比比皆是。 “孝孙
有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 ”意为：孝子孝孙的善
行，会得到大福和长寿的报偿。 《既醉》：“孝子
不匮，永锡尔类。 ”今译：孝子的孝行不绝，就会得
到永远的赐福。 《卷阿》：“有孝有德，以引以翼。 ”
意思是：具有孝道之美德的人，才会受到人们的
尊敬。 继《诗经》之后，弘扬褒奖孝的诗句多得怎
能一一列举呢？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
方。 ”

孟子说，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唐代大诗人
孟郊也说，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还有民间
《劝孝歌》 ：老母一百岁，常念八十儿。 尊前慈母
在，浪子不觉寒等等，正浮想联翩，小舅子一掌击
肩：在磨蹭什么呢？赶紧给你外母买黄酒去，你这
不孝顺的女婿。 哈哈大笑，众皆欢畅。

周末有事耽搁不能陪伴母亲， 与她视频通
话。电话那头母亲笑呵呵地说：“你姐姐接我来她
家玩啰，你们不操心。”幸福的笑容像菊花盛开 ，
洋溢在那苍老的面庞 。 想来母亲在老家生养
我们姊妹 5 个 ，含辛茹苦 ，也该颐养天年 。 姊
妹们轮流着接送老人家各家转 一 转 ， 可 以
说，日子过得滋润舒坦。姊妹们相聚在一起，常常
记起那些苦乐交加的青葱岁月和同气连枝的姊
妹情深。

我们姊妹 5 个年龄相差不大，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后，由于人口多、土地广，自小就一边读书
一边劳动，练就了吃苦耐劳、善良厚道的品格。姐
姐生来娇小秀气，却聪颖能干，天不亮就起床搭
着板凳帮着做早饭，早上领着我们上学，下午催
着我们回家，姊姊妹妹、高高低低、嘻嘻哈哈，挎
着花色各异的土布书包，穿着深浅不一的棉布衣
裳，活蹦乱跳去上学，还真是这条沟里一道别
致早起的鸟儿有饭吃的风景哩 。 姐姐上学与
我同班 ，是学习委员 ，我人瘦小又调皮 ，时常
被对面沟里的几个同学欺负 。 一次 ，他们藏
在沟口用泥巴疙瘩打得我浑身稀烂 ，姐姐气
得顺手折断一根指头粗的马桑树 ，挥舞着扑
过去 ，吓得那几个连滚带爬 ，惊慌逃跑 ，从此
再也无人敢轻举妄动欺负人。 条件所限，姐姐没
有继续上学，但她从不放弃心中的梦想，当过代
理教师，又南下打工，再到私企谋生，忙忙碌碌当
好贤内助，每到逢年过节都会招呼我们姊妹像石
榴籽一样相聚盛欢，依然是亲自下厨做着我们喜

欢吃的家常饭菜。
大妹子上学最少，言语不多。 那时婆年事已

高，双目几近失明，父亲病退在家，大妹子忍着眼
泪休学回家伺候老人，料理家务。 一日三餐停不
下的烟火，冬冬夏夏忙不完的庄稼，朝云暮雾闲
不住的时光，大妹子如同门前那颗红枣树无声守
候，默默付出，直到前些年，还按时让妹夫骑摩托
给我们送白菜、蒜苗、洋芋和散养的土鸡，总是不
无惋惜地说：“现在土地都征用得快完了，也没啥
好东西，自己种的菜吃着放心。 ”大妹子知道缺少
知识的苦恼，千方百计为两个孩子争取最好的学
习环境，接受城里人一样的教育，省吃俭用在安
康城区租住房子上学，一门心思陪伴孩子完成学
业。 功夫不负苦心人，儿子以高分数顺利考入一
所“985”高校，成为家门户族中品学兼优的佼佼
者。

二妹子心地善良，生性好强，像一株洋芋花，
倔强生长却从未缺席。 沟边坎上背着背笼打猪
草，太阳下面握着镰刀割麦子，卷起裤腿波动水
流洗衣裳，房后面坡上的撂荒地也被整理出来种
出了粮食。婆婆年老体弱，又不慎摔伤骨折，卧床
不起，二妹子寻医熬药用心服侍，一碗一粥耐心
照料，几个月下来，婆婆终于能下床自理，逢人就
念叨：“我媳妇孝顺啦，好人有好报。 ”操持着把旧
房子翻修整齐，又合计着把两个孩子送到城里求
学，起早贪黑做零工，风雨不避，日夜兼程，陪伴
着孩子走进高等学府，闺女考入西安交通大学研
究生，二妹子依然没有清闲，转身回到那院老屋，

最亲近还是那一地肥沃的庄稼。
弟弟最小 ，深受家里人呵护 ，而机灵 、听使

唤、能吃苦，自然是我们家的永远长不大的绿色
“使者”。 记得 1987 年夏天，我参加信用社招工考
试，慌忙中忘了带户口簿等证件，10 来岁的弟弟
翻山越岭步行 50 多里山路连夜送到石转区汽车
站。 我不知道那天晚上他睡好觉没有，翌日吃了
早点没有，只晓得他奔波一夜又原路返回学校上
学。 学校毕业后，弟弟分配到乡镇工作 ，经过南
北二山 、城区川道历练 ，成为家乡的行政主
官 。 他懂得人民群众的所思所盼 ，体恤人民
群众的苦处痛点 ，四处奔走争取资金建设通
村路，引进能人大户带动产业拓宽增收路，保护
传统村落留住乡愁兴起文旅路，让老百姓的日子
一天比一天好。如今，作为城市管理者，他穿行在
街衢小巷，为的是让这座滨江城市一天比一天更
幸福而美好。

我的姊妹们，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遇见。 时
光深处的那几间土墙老屋里，灶火明亮，炉火闪
亮，灯火敞亮，我们笑过，哭过，亲过，怨过，一起
分担痛苦，一起分享快乐。 “柳下笙歌庭院，花间
姊妹秋千。 ”洒落在庄稼地里的汗水，滑落在眼眶
脸颊的泪水，回响在沟沟梁梁的歌声，飘散在屋
里外朗朗的读书声，那是心灵的呼唤，是生活的
共鸣。我们彼此依靠，温馨挂念，是无论何时何地
都能感受得到的幸福与陪伴， 如同阳光一般温
暖，如同月光一样纯洁，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印
记，最美丽的一道风景。

“我不去上学，就不去！ ”我立在屋檐下，呜呜
地哭着。

屋檐上垂落着雨水，连成了一条条白色的粗
线，粗线在地面汇集成一片海洋，泛着水花、打着
旋涡，朝着院头流去。

“听话，不上学哪有路？ ”母亲提着我的书包，
拿着白色化肥塑料袋走过来，就是这个丑陋的塑
料袋，成了我的雨披，披在身上，成了一只丑陋的
小白羊，让我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

家里的雨具，除了草帽、斗笠、蓑衣就再也没
有其他的了，大雨中草帽不顶用，斗笠帽碗子大，
我戴在头上摇拨浪鼓，风一揭，就飞走了，好几顶
斗笠都被大风吹跑，害得我跌得浑身是泥也没追
回来。 蓑衣是父亲的专用雨具，无论多大的风霜
雪雨，父亲戴着斗笠，披着蓑衣，在土地上劳作。
雨天里上学，我们都披着塑料袋子，母亲手巧，把
塑料袋缝制得有模有样， 头顶像个银色的山，高
高耸立，上身是个白裙子，风一扬，就飘起来，有
点像杨子荣上山打虎时的披风。 弟妹人小，披上
这样的雨衣觉得有趣，不知啥时候，我长出了羞
涩感，总觉得披上这样的雨衣走在女同学面前不
好意思抬头。

母亲给我挎上书包， 把塑料袋雨披给我披
上， 轻轻抚摸我的头：“我的朝林知道羞丑啦，这
就长大啦，过几天我买十几张皮纸，让你爸给你
糊一把红雨伞。 ”

我这才破涕而笑，裹紧雨披，冲进雨雾中。
父亲是个多面手，过年挂的红灯笼，都是父

亲自己做的，记得那年是龙年，父亲就过早地用
青竹篾编制了一对龙灯， 母亲买回来的皮纸，用

红、黄、蓝膏子一染，阴凉干后，用桐油油漆，裱糊
在龙灯上，红芯子、红中间黄身子、铜眼睛的一对
龙灯落成了。 给龙灯点上油灯，一个院落五彩缤
纷。

我期待着我的小红伞。
雨，哗哗啦啦下着，天地一片漆黑。 “刺啦”一

个闪电，接着“轰隆”一声雷响，天地一片亮白，瞬
间又一片漆黑。 我在漆黑的雨幕中奔跑。 大口喘
着气。又一个闪电，我看见雨中另一个奔跑的我，
披着白色塑料雨披，是一只可怜的羊，趔趔趄趄，
东倒西歪，那个白色的塑料雨披，飘飘荡荡，忽忽
闪闪，突然化作一片白云，带着那个我飞上了雨
幕中。

我吓醒了。 是个奇怪的梦。
醒来的我，再也睡不着了，听着窗外的雨声，

盯着忽明忽暗的天花板。
有一股桐油的清香味袭来，用劲地嗅，味道

越来越浓，这是谁把铜油壶的盖子打开了，让一
壶的油香窜了出来？我拉开灯，四处盯，挂在楼枕
上的铜油壶好好的。起身，找寻。一眼看见写字台
的书包边，搁着一把红雨伞，像一座睡倒的红塔，
更像把散发着红光的宝剑，静静地卧在我的书包
边。我扑过去，抱着雨伞，紧紧地搂在怀里。良久，
我打开雨伞，打开了一轮太阳，红艳艳的太阳，我
把她举过我的头顶，在十五瓦的电灯下，撑起了
一片红色的天空，那一枚电灯，就是太阳的中心，
散发着红中带黄、黄中有红的光亮。 我轻轻地转
动红伞，旋转出一片红晕，在我的土屋里飘荡。没
看见父亲给我编制雨伞，这就成型了？ 白天劳作
的父亲，不知熬了多少个夜晚，才给虚荣的我打

造一片晴天？我的书屋在北，父母的卧室在南，我
对着南方，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鸡叫了，天亮了，雨还在下。 我撑开雨伞，在
雨雾中走，那轮红红的太阳遮挡着我，给伞下的
我营造一片晴天。

“呀！ 好漂亮的红雨伞啊！ ”同学们咂咂舌头
称赞。

往日的我，提前把塑料雨披收起来，悄悄地
搁在不起眼的墙根里。这次，我把红雨伞撑开，搁
在显眼讲台边，这是一轮开在教室里的太阳 ，亮
红了整个教室 。 上课的时候 ，班长喊了 ： “起
立 ”，同学们喊了 ： “老师好 ！ ”被红雨伞吸引
了的班主任老师， 半天才回过神来：“同学们好，
请坐下。 ”

课间十分钟，班上的女同学都要试一试红雨
伞，威猛高大的班长，举着雨伞，一走一跳的，红
雨伞在他的头顶，一上一下的，就是一个凯旋荣
归的少年。与我同桌的秀，立在白杨树下，斜着身
子，倾着雨伞，曲线分明的身子，在红云下格外显
眼， 一个少女靓丽而朴素的身影定格在白杨树
下，也定格在我少年羞涩的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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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金秋十月，政协陕西省委员会举
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35 周年书画展
览”，我应要求，呈送书作。 11 月份，收到省政
协办公厅寄来的感谢信：

“张枫同志：政协省委会举办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35 周年书画展览，承蒙您搦管
挥毫、拨冗相助、提供作品，给我们以热情支
持。 对此，谨向您表示深切的谢意。 并发纪念
品以资纪念。 省政协办公厅 1984 年 11 月”

纪念品是一本精致的影集，扉页上题有
“张枫同志留念 省政协办公厅赠 1984.10”。
题字为毛笔所书，亦加盖办公厅印鉴，虽两行
小字，然笔力遒劲，颇得法度，显得十分清丽
典雅。

当年，我 34 岁，正值盛年，恰逢原“安康
县香溪书社”成立，我被推选为副社长兼秘书
长。 两年后，又参与组建原“安康地区书法家
协会”，为首任秘书长。 同年，我还加入了成
立才两年的“陕西省书法家协会”。 此次参加
省政协书展，无疑对我是极大的鼓励和鞭策，
亦是我与政协 40 年笔墨情缘的际遇。 40 年
一瞬间，这一纸谢函及影集扉页题字珍藏至
今。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只读过两年初
中。自 20 世纪 60 年代中叶始，即研习诗文歌
赋、书法篆刻。 七八十年代初，拜识陕西文化
名流刘寅初、陈少默、牛希渊、刘旸光、王腾芳
诸位先生，这些先贤多为省、市、区政协委员、
省文史馆馆员、文史资料征集员。 得其教诲、
受益匪浅，并为我日后打下坚实的书法和文
字基础。

上世纪 90 年代，我有幸成为县级安康市
政协委员，2000 年安康撤地设市， 我连任两

届安康市政协委员。 这期间， 集中在地方文
史、教育、城建等方面用心颇深 ，提案撰写
在这些领域做深入调研思考 ， 找准问题
切入点并提出解决问 题 的 意 见 和 建 议 ，
并具有可操作性 。 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 、汉调二黄振兴 ，城市文化地标建设、城
市重点交通组织提升改造，城市道路、桥梁、
广场、小区命名，旅游景点、文史发掘，牌匾、
楹联文字、制作等。

提案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是对政协委员
的最好褒奖。 我的一些重点提案多次被评为
优秀提案，收入《重点提案汇编》或列为重点
提案带案调研、 督办， 多次获评优秀政协委
员、优秀提案者。

五十余年来，有诗词曲赋、书画论文、文
史钩沉，序、跋文章见诸报刊，收入专集。多年
来参编、 主编、 统稿各类志书十余部逾百万
字；策划、主办、承办、协办各类大型书画展、
专题展数十届，多种书体书法、篆刻作品遍布
陕南城乡，或被勒石、制作牌匾，或被文博部
门收藏。这些优秀成绩的取得，与各级政协的
培养、扶持密不可分，与各项政协工作密切相
关。

回首走过的路， 数十年如一日， 刻苦努
力，淡泊名利，甘于奉献，无怨无悔，我心如磐
石，笔耕不辍。 余七十又五初度，返聘工作已
过 14 年， 多篇政协文史资料撰写亟待动笔，
个人专著《古槐堂系列丛书》之文章、诗词、书
法、 篆刻等四集虽早有安排， 却迟迟不得上
手。所幸眼下身体尚健，能做自己一生喜欢喜
好之事，我感觉很幸福和欣慰。 吹竽深愧，厕
身文坛艺苑，鲁戈在手，追来日，岂敢散漫，还
堪执鞭。

微忱热肠 笔耕不辍
———我与政协四十年点滴忆旧

□ 张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