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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风雅 ■ 合肥 吴玲

灯下汲萃，遇见带有“庵”字的作者或将自己

的书屋、居所称为“某某庵”的，就有好几处，想到

《负暄琐话》里张中行先生曾写过三位字蘋香的女

史，不妨东施效颦一下。

查阅几款字词典，“庵”字约略可释义为“圆顶

茅屋”，亦说旧时文人多用此字作号或书斋名的。

追根溯源，中国人取名字历来大有讲究，古人云身

体发肤受之父母，姓名亦然罢。现代人读书识字

以后，除用生养者父母赐予的名姓之外，而另择笔

名，多少含有一点风雅或别有一番寓意也未可

知。赘话少叙。

（一）
先说止庵。止庵顾名思义是笔名，2000年以

前，我买过他的一本随笔《俯仰集》，记得是和车前

子《手艺的黄昏》、鲍尔吉·原野《一脸阳光》等并列

为“散文星座”丛书中的一种，由上海文艺社1998

年出版。书中内容似乎显得有些繁芜驳杂，驳杂

的益处是于字里行间随处可见作者阅读的广度和

思考的深度。全书四十九篇文章，大都作于上世

纪九十年代，有深植于记忆里关于故乡的《我的父

亲》《故乡的话题》《我的哥哥》等；有关于形而上哲

学思考的，如《来世与现世》《子在川上曰》《在死与

死之间》等；有书序跋语，如《樗下随笔序》《〈关于

鲁迅〉编后记》等；更多的是议论性文字，如《原壤

孺悲》《迂阔之论》等。彼时我对止庵的名字并不

熟悉，他的著作我也知之甚少，却无意中将此书淘

了回家。他的文章有知堂遗风，某些读书随感看

似信手拈来，实则纵贯古今，穿透社会人生，抓住

哲理闪光的瞬间，形诸笔墨，发人幽思。

忽忽一二十年过去，止庵的名气大了起来，不

仅因为他是著名诗人沙鸥的儿子，和学工科的父

亲一样“弃医从文”，而在于他“以著撰丰茂，声闻

盛播，其编校功德或尤在著作之上。”（谷林语）。

《庄子·德充符》云：“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惟

止能止众止。”止庵之名即源于此。他说，“止”是

时时告诫自己要清醒、不嚣张、悠着点；“庵”是他

想象中读书的所在之处，就是荒凉处的一个小草

棚而已。迄今为止，止庵已出版《樗下随笔》《周作

人传》《插花地册子》《远书》《沽酌集》《画见》《云

集》《六丑笔记》等数部作品，他所编校的整套知堂

“自编文集”“废名文集”“杨绛作品集”等，已让众

多读者熟知止庵，而似乎忘记他原名叫王进文。

（二）
再说傅月庵。宝岛台湾，初看并不惊艳，但那

种内在的教养和书卷让人迷恋。除了一代代锲而

不舍逐梦文学的人，其中断不可忽略一拨资深访

书、淘书、猎书、编书、写书人的功劳，他们爱书成

痴，嗜读成狂，傅月庵便是其中的一个。他说这笔

名来自英文who am I，这满地绿阴一片清凉的名

字让人联想到古刹春意唐诗宋情。傅月庵本名林

皎宏，曾任台湾远流出版社总编辑，人到中年事业

顺遂却不假犹豫辞却出版公司总编辑的重要职

位，而去经营二手书店，可见爱书成癖并不枉言。

某年冬天，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他的《生涯一

蠹鱼》《天上大风》《蠹鱼头的旧书店地图》《我书》

等作品。著述不算丰，几乎俱是书话文字。自言

“逼稿成篇，非为稻粱谋，皆是趣味耳。”展阅《生涯

一蠧鱼》，那一怀“浮生梦欺书不欺，情愿生涯一蠹

鱼”的读书心情，让人生出诸多羡慕。喜欢傅月庵

的文字，是因为淳素中见酣畅，绵邈中见情致，风

行草偃，幽默有致。书人书事，一经落笔，便韵味

深长，满纸生香。他藏书广，读书博，编书杂，朋友

圈内是人所尽知的十足的书痴，书痴尤其痴迷旧

书。凡来大陆，都要挤出闲暇，熟门熟路地直奔北

京的琉璃厂、报国寺、潘家园等旧书市场，怕是比

老北京还老北京，古书、典籍、珍藏、善本，凡心仪

的一本也不会逃出他练就的火眼金睛，从京津沪

等地抱回台湾的好书自然不计其数。古人有语

“仆仆风尘缘何事，焦头烂额为买书”，这样一个痴

迷旧书且兼有藏读写编等多种身份的台湾同胞，

围炉听雪或者大风起时，我们倒是愿意不时能读

到他的诸如《藏书有福》《我的老师和他的书》之类

快意恩仇语淡情深的美文。

（三）
唐代一位出家后曾给自己的居所取名“绿天

庵”的，便是著名大书家怀素。怀素俗姓钱，少年

为僧，酷爱书法，家贫而无纸，故摘蕉叶练字，于是

在其寺旁空地遍植蕉树。数年后，蕉叶飒飒，绿波

浮动，染绿天空。“绿天庵”之名便由此而来。

喜欢怀素的书法，于是知晓他诸如“盘板皆

穿”“秃笔成冢”等故事，亦知他一生好酒，每每酒

至半酣时，凡衣物、被物、寺壁、院墙，无不书之，时

人遂有“狂僧”之称。杜甫有“李白斗酒诗百篇，天

子呼来不上船”傲视贵胄的狷介，而怀素饮酒则更

到“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的境界。

如此看来，这些醉酒而成的传世杰作，其酒神的魅

力竟是不可低估了。

于书画鉴赏笔者是门外汉，但偶尔品读怀素

的《自叙帖》《千字文》《食鱼帖》》《北亭草笔》等各

种名帖，犹如谒见绿天蕉影里，一袭僧衫的素师，

酒酣兴发，墨气纸色精彩动人，奥妙绝伦犹有不可

形容之势。《苦笋贴》的内容尤为可爱，文字不多，

仅十四字，即“苦笋及茗异常佳，乃可径来。怀素

上”。雨过天晴抑或积雪涣然时，观此类书，对王

僧虔“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忽然间若有所悟。

某年，途经古永州，凡“砚泉”“笔冢”一片苍茫

都不见，仅有一块《千字文》残碑，存永州城内高山

寺后的一座五角亭内。千年后，一代草圣算是荣

归故里。

这么看来，古人今人还是多喜用“庵”字的：蜀

人张岱即号陶庵，又号蝶庵居士；明末学者兼诗人

冒襄的书斋名即为“影梅庵”，董白亡故，冒辟疆

撰《影梅庵忆语》，轰动

当时文坛；再如，追

随孙文多年，曾任

大元帅府财政部长

的叶恭绰先生便是字

誉虎，号遐庵，著有《遐庵

谈艺录》；1946年秋，从战时

的重庆应聘到台湾大学的

台静农先生也曾将自己的

书斋名命之为“歇脚庵”，如

此等等，不一而足，因篇幅

冗长，故略去另谈。

今天有幸在时代艺品参加朱明德先生的在西河——朱明德

纪实美术：中国画展暨新书发布会开幕式活动，再次见到朱明德

先生，感到特别的高兴。

很多年前，朱明德先生到芜湖考察，我与他有缘相识，当聊

到艺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对绘画熟知的程度如此的深入，

更没有想到，他对绘画的热爱程度也如此的深切，于是我和他也

就成了忘年交了。

前几年，西河古镇举办了一次以旅游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先生约我到他设在古镇上的工作室参观，又一次让我没有想

到的是，他的工作室取名“朱明德画画的地方”，多么的直白，

又多么的接地气。活动期间，他还在镇上举办了一个简约的

小型画展，展出他在西河所画的速写，以及荷花、虫鱼、人物

之作。看着他那极富生活情韵的作品，我作为一个美术从业

者和教育者，深为他对生活的细致观察而感动，也深为他的

富有创造性的画面而感佩。那些现实中的生活场景，在他的

笔下都是那样的鲜活，男女老少，或读书、或看报、或劳动，或

作业，街景、田间，社会百态，样样如同生活本身。我曾与人

说，朱明德先生笔下的人间视像，一点不输民国时代的丰子

恺，也不输记录生活的大师、善于连环画创作的贺友直。

在我的记忆中，朱明德先生来芜湖考察，不止一次两次，而

是多次了，他与西河古镇结缘也就自然而然了。

大概就在前两年，他应约为芜湖的书画爱好者在芜湖市美

术馆作了一场“书画讲座”，我在一篇介绍芜湖书画院“百期名家

书画讲坛”的文章里，特别提到说：虽然朱明德先生并非科班出

身，但他自幼酷爱绘画，几十年克己实践，临古摹今，从未间断。

尤其作速写日记，乐此不疲，哪怕外出考察调研，访问异国，随时

随地都会拿出他随身携带的速写本，记录眼见和耳闻，先后出版

和发表大量描绘现实生活场景的速写作品。

退休后，他常住芜湖的西河古镇，用他的简易之笔，描绘那

里的风土人情，反映古镇的时代变迁。他在观摩课上所说的一

句话，令人回味：“艺术家必须深入生活，真正把自己的命运和

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命运融合在一起才有底气、才有根。”朱明

德的艺术，虽未求阳春白雪，却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看他

为西河老百姓画的场景速写、人物肖像，无不笔简而神旺，个个

形象鲜活得无异生活。

昔人云：诗以言志。画即是诗，诗也是画。朱明德先生的画就

像诗一样，也是富有深刻的寓意的，我曾见过朱明德先生画的一幅

《鱼水情深》的立轴，他在画上题跋：“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共

产党是鱼，老百姓是水，水可以没有鱼，但是鱼儿永远离不开水。”作

者是借毛泽东同志的一段话，来阐述“鱼水情深”之至理。

在今天的展览里，有两幅作品让我看了很感动也很佩服。

感动的是，一幅表现“西河渡口”的场景，画上母女二人站在

岸边眺望江中渡轮，似乎在期待着渡往对岸，或许先生对如此情

景有了另外的联想，如他在画的右端所题：“西河越来越美，乡亲

们的生活越来越过得好。”我作为读者，见此情景，想必也能和作

者一样，产生出新的联想来，西河渡口若架起一座桥梁，西河人

的生活那真是“越来越好”了。

佩服的是，一幅巨幛的《群鱼图》里，众多鱼儿聚拢叙话，此

中何意？原来，作者关注的是国家对自然生态的治理，一如画上

题跋：“好消息：长江休渔十年。”

去年年底，朱明德先生曾跟我说过，准备分别在芜湖、合肥

两地举办展览，他还一度设想在安徽师大美术学院办展的愿

望。我也特别希望为朱明德先生促成这个展览，让我们的学生

从中受益。不过，展览先期在芜湖、合肥得以顺利展出，终于实

现了先生的愿望。我真切地为他高兴，同时祝愿先生的艺术不

断深入，画出更多、更美、贴近现实生活的图画。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 朱明德画展于

2020-12-18在合肥时代艺品公司举办）

阳春白雪 诗画人生
■ 芜湖 高飞

工银文体产业五年长跑夺冠
晨星近日发布五年期基金业绩排行榜，在普通

股票型基金近五年业绩榜单中，由袁芳管理的工银

瑞信文体产业股票基金（基金代码：001714）以

30.22%的年化回报高居榜首，并且在回报前十的基

金中回撤最低，最大回撤仅为-20.43%，收益能力与

控制回撤能力两项指标双双高居榜首，闪耀夺魁。

在 2021 年新年投资布局之际，袁芳再次强势出基，

拟由她担纲的工银瑞信圆丰三年持有期混合基金

（基金代码：011006）将于1月11日起重磅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