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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的等待
———临泽中学1967届高中毕业生同学会纪实

□ 通讯员 任仁 记者 子杼

在这春意盎然、鲜花盛开的季节，离开母
校临泽中学50年的1967届高中毕业生日前
相聚在一起啦！这是等待了半个世纪的相聚！

1966年春夏之交，文革风暴席卷全国。
临泽中学1967届高中毕业班的学生，不能按
序时进度完成学业，也就更谈不上拍毕业照、
举行毕业典礼了。一个班几十名同学，由此一
别母校50年，星散大江南北。

离别 50年后的今天，师生相会，场景动
人。

杨怀、邱桂芬两人相见，热泪盈眶……
临泽中学1967届高中毕业班，“颠覆”了

人们的普遍思维：一般人认为进入高中阶段，
男生学习成绩和能力呈上升趋势，女生开始
不及男生。然而，这个班级的团支部书记和班
主席都是女生，她们是沈学玲和徐礼霞。

杨怀，高邮城上的女生。她说，1964年考
取临泽中学高中，从高邮到临泽中学报到时，
就见到一个个子不很高，但是十分活跃的女
生，她就是后来的班主席徐礼霞。

吴家玉，当年班上的文娱委员。她介绍
说，团支部书记沈学玲很有文采。沈学玲接过
话茬：“仅仅是喜欢看文学作品而已。”

这一届高中生实实在在地算，在临泽中
学仅仅就读两年。但是沈学玲在课余时间和
寒暑假的日子里，借阅了学校图书室的许多
书籍。《家》《春》《秋》《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
古城》《林家铺子》《骆驼祥子》《红岩》等等，她
都阅读了。

沈学玲说，他们这个班 40多名同学，无
论男生、女生学习能力都很强，而且几乎都有
一技之长，吹拉弹唱、美术、体育都不差。副班
主席柏基银当年在校创下的男子田径五项全
能的成绩，许多年无人企及。

吴家玉回忆说，他们在校期间，以一班之
力，排演了一台以“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为主题的歌舞剧，演出效果轰动临泽四方八
野。

他们班的许多同学，正是基于一技之长，
在那个艰难的岁月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体育委员陈世龙，离开母校后下放到当
时的周巷公社。他文笔好，对器乐也精通。在
农村劳动之余，创作文艺作品，被省级专业报
刊录用，遂被调到高邮镇担任“小红花”宣传
队的辅导员。与陈世龙同样具有文艺才华的
邱桂芬，也成为“小红花”宣传队的辅导员。后
来他们都成为人民教师，陈世龙退休前担任

实验小学副校长。
文娱委员吴家玉，1968年 11月下放到

周巷公社张平大队。在排演现代京剧《沙家
浜》中扮演沙奶奶。后来，一些学校需要文艺
人才，吴家玉先后在临泽夏家小学、仲庄中学
工作。1976年上半年，他被借调临泽小学指
导排演《园丁之歌》，而后考取高邮师范学校。
毕业后，他回到母校临泽中学担任数学教师。

有美术专长的殷作安，毕业于南京师范
大学美术系。上世纪 80年代初，省里筹建环
保局，他认为这是个关乎人类社会发展的部
门，遂推辞掉了其他部门单位的邀请。殷作安
说，他进环保局时，全单位只有 30多人，现在
已是3000多人的一个厅级单位。

殷作安担任过《环境导报》主编，创作过
以环境为主题的《生态人间》百幅系列现代中
国画，获得过一些大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当今活跃在高邮画坛上的一批实力派人物，
或多或少都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师生之缘。

与殷作安一样做过农民、工人、教师、记
者，人生经历丰富的还有房先祥。他是“工农
兵大学生”：先下放、后当兵、再做工人、又去
考大学。他说，1978年考取大学时，就像“范
进中举”。那时，房先祥是苏北油田地质勘探
队的一名工人。在工友们的鼓动下，他没有请
假复习功课而是坚持每天上班，高考成绩达
线。可能是填报志愿有误，未能录取。于是第
二年认真对待，成绩再次达到录取分数线。一
起参加体检的考生，个个年轻有为，这让他深
感自己是被耽误的一代人中的幸运人。后来，
他成为临泽中学副校长。

他们那代人考大学难，上中学也不易。朱
玉萍，1963年初中毕业，考试成绩全年级第
一，因为家庭成份是“地主”，无缘录取。由于
年龄小、个头小，找不到工作，所以又转其他
学校再读一年初三。临到再次填写报考志愿
时，在家庭成份一栏又写：“地主”。她的同学
金菊见状说：“你就因为是地主之女才没有被
录取，现在再写‘地主’，还是不会被录取。”

朱玉萍说：“我当时一脸茫然。而金菊快
人快语地说，你爷爷是地主，你爸爸是学校老
师，你的成份应该填写‘职员’”。于是，金菊撕
掉朱玉萍已填写好的表格，又去老师那里为
她要了份新表格。朱玉萍终于以“职员”子女
的身份，考取了临泽中学高中。朱玉萍后来也
一直从事教育工作。

榜上无名，未必脚下无路。周玉龙，当年

的化学课代表，虽未能进高校，但在营南中学
担任化学教师，从教 40年，学生的化学成绩
都比较好。

李仁湘，回到临泽公社泰山大队（农机
站）务农，成为全班唯一的成功企业家；张明
安走上了领导岗位……半个世纪的历程，每
个人都留下了一串长长而坚实的脚印。

这次聚会邀请到了当年的班主任、化学
老师徐攀龙，语文老师马盘金，物理老师朱光
甲。多年师生成兄弟，大家一起回忆校园生
活。马盘金老师说，这虽然是一次跨世纪的聚
会，但是 40多名学生的名字却一直无法忘
怀。这是因为，当年的师生与政治运动联系在
一起，与社会实践活动联系在一起，与体育运
动、文化娱乐活动联系在一起。他们虽然失去

了继续完成学业和报考高校的机遇，但又是
值得庆幸和最值得祝福的一代。

是啊，1967届高中毕业生，许多人与共和
国“同龄”，他们的命运与共和国紧密相连，他
们的身份曾是“老三届”“红卫兵”“知青”“工
人”……李诗彦说：“我为我们是老三届而骄
傲、而自豪。”沈学玲饱含深情地说：“同学们，
伸出我们的双手，为我们自己鼓一次掌！”

学生时代喜爱古典诗词的张慰，即兴创
作《水调歌头·同学聚会》。这首诗的末句“但
愿人长寿，活水永奔流”代表了大家的共同心
声。

相聚是短暂的，同学之间、师生之间的情
感是永恒的。分别时，同学们互相祝福，希望
有生之年多多相聚。

“考”得翔实“辨”得清晰
———读《张綖〈诗馀图谱〉考辨》

! 朱延庆

《张綖〈诗馀图谱〉考辨》是蒋成忠先生
继《王磐作品评析》之后的又一重要学术著
作。

张綖（1487—1543），字世文，明代高
邮人，世代为官，少年聪慧，7岁能诗，15
岁在府里读书，颇有学名，与兄经、纮、从弟
绘有“张氏四龙”之称。18岁向王磐（西楼）
学习诗、词、曲，得其真传。19岁时，王磐将
女儿嫁给张綖，至今高邮一带仍流传着一
歇后语：王西楼嫁女儿———话（画）多银子
少。以后 8次参加会试均未中，便拜会铨曹
（主管官员任免、提升、调动），被任为武昌
通判，后任光州知州。任上体恤民情，缓缴
赋税，荒年开仓赈济，注重教育，并多有述
作，深得民心。然为同僚所嫉，说他“耽于吟
咏”，被罢官回乡，建草堂于武安湖畔，贮书
几千卷，日夜诵读，写诗作文，眼睛生翳仍
不停，卒年 57岁，光州士大夫听到消息后
专程来邮吊唁，并将其入“光州名宦祠”。著
有《南湖诗词集》《杜诗通》《杜律本义》《诗
馀图谱》等。

张綖的诗词共有 558首，律精韵谐，

意境高妙。对杜甫诗的研究，见解精深，阐
释独到。在词学理论上有独特的贡献。他总
结了历代词作的创作风格，将其分为两大
流派，创立了“二体说”：“词体大略有二，一
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辞情蕴藉，
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亦存乎其人，如秦
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
放。”这二分法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性
的贡献，后来的词评家均沿用之。张綖的突
出贡献是，总结了唐五代以来的优秀词作
在字数、句式、平仄、韵脚安排上的规律，创
制了词谱，使词的创作更加规范化、标准
化，使“填词之客索骏有象，射鹄有的。”收
小令、中调、长调凡 149调，此“三分法”之
确立，实乃张綖首创之功，后人至今不能出
其右。

以上的文字介绍了张綖及其学术成
就、评读《张綖〈诗馀图谱〉考辨》(以下简称
《考辨》)的基础；另一方面也可折射出《考
辨》之学术价值。

《考辨》将 149调的词谱逐一进行考
证、核实、说明，与相关词谱理论逐一进行

比较以考其源，辨别其真伪、是非、正异，
“考”得翔实，“辨”得清晰。

今以词牌“点绛唇”为例。此词牌名称
源于南朝梁江淹诗“明珠点绛唇”，以冯延
巳词为正体，共 41字，前段 4句 21字，从
第二句用三仄韵（亦有前段第 8字增一暗
韵者，如苏轼《点绛唇·庚午重九》）。后段 5
句 21字，从第二句起用四仄韵。《考辨》将
《诗馀图谱》与万树《词律》、王奕清《钦定词
谱》等进行比对，纠正其错误，提出自己的
看法，并为该调定格。所谓“定格”即是标准
化。词作者填《点绛唇》必须依此字数、句
式、平仄、韵脚。

《考辨》作者费时六年，实不易。《诗馀
图谱》初刻本应在高邮，然四处寻找无果。
明代开国丞相高邮人汪广洋的《凤池吟稿》
初刻本亦原在高邮，1949年有人将高邮图
书馆所藏之善本书运往台湾。上世纪九十
年代一旅台的中学校长在台湾图书馆见到
《凤池吟稿》，喜出望外，心想：这不就是我
在高邮看到的版本么，于是复印一册赠我。
《诗馀图谱》明代嘉靖刻本也应在台湾。成

忠便亲临台湾，几经周折，终于见到该书孤
本，自然也是喜出望外。原刻本纠正了后来
人以讹传讹的若干错误，还其本真，这是民
族精神、智慧、传统的重新闪耀。

《考辨》的作者告我，为使得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历史的责任感驱使他
不能懈怠，他的研究工作夜以继日，他每天
入睡时，从不熄台灯，夜思梦想，偶有心得
或突有发现、忽来灵感，立即起床疾书之。

在读《考辨》时，似乎也深切地感受到
了作者目标的坚定、心志的勤苦、治学的严
谨以及锲而不舍的毅力。这些精神和品质
都缘于他对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挚爱，而
这正是当前学界所需要的，对从事其他行
业者亦不无启迪。

板凳要坐十年冷。成忠写了两本学术
专著，凡十二年，他耐得住寂寞，而且从中
不断地获得快乐，自得其乐，我们读他的著
作时也是在分享其快乐，乐其乐。

一部好的著作，其影响不仅是在当世，
襾且会在若干年后显现，那是祖国优秀文
化传统的光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