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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曾任江苏省作协
主席的艾煊同志，于2001年 8
月10日与世长辞，享年79岁。

当时我正在韩国参加国际
陶瓷博览会，回来后第二天（8月
14日）上班，才看到办公桌上一
封艾煊同志治丧领导小组办公
室寄来的讣告，这时离送别仪式
不足两个小时，无论如何也来不
及了。我首先想到的是，拿起纸
笔给治丧办公室发了一份唁电，
一表我的悲切心情，二表我无法
赶上送别仪式之遗憾，并务请转
告艾煊同志的夫人古平老师，请
她节哀顺变。

艾煊同志是我相识多年的
一位作家，他的身体原本还可
以，后查出来得了胃癌，并动了
手术，之后大部分时间在医院里
度过，饱受了病痛的煎熬。
2001年4月下旬，我带上他平时
最爱喝的阳羡新茶，专程去南京
探望，在省人民医院的高干病房
里，他见到我非常高兴，支撑着
久病的身子从病床上坐起来，十
分关切地问这问那，话题依然是
宜兴的陶瓷产业情况怎样了，工
厂改制了没有，对于紫砂文化的
弘扬近来有哪些活动……而只
字不提自己的病情。虽受病魔
长期折磨，看上去还是那样乐观
豁达，身体虚弱但思路仍很清
晰，说话慢条斯理却仍不失儒雅
风度。

我不忍心多作打扰，稍坐会
就起身告辞，见我要走，他紧紧
握着我的双手说：“见到你我很
高兴，我的日子不多了，该做的
事情也做完了（他得病后，以惊
人的毅力完成了《艾煊文集》七
百多万字的整理修改筛选工
作），对宜兴我有特殊的感情。”
艾煊夫妇曾下放宜兴，在太华山
区工作生活了几年，他说：“像徐
汉棠、徐秀棠、盛畔松这样的老
朋友，我十分想念他们，你回去
后见到他们代我问好。”稍加沉
思后又说：“真想再去宜兴走走，
到太华山区看看，与紫砂工艺师
们聊聊，但恐怕难了。”这时我已
垂泪无语，内心痛楚，我深知奇
迹不会在他身上发生，只是心里
默默祈祷，但愿老人能少些痛
苦。这次短暂的探望，竟成了永
别。

艾煊同志是我敬仰的长者，
相识之前早就知道他是一个很
有名气的作家，著有《战斗在长
江三角洲》《大江风雷》《乡关何
处》《碧螺春汛》《雨花棋》等中长
篇小说，散文写得尤为优美。也
曾读过他的一些文学作品，尤其
是写锦绣江南，写我们宜兴的
洞、竹、茶、陶，读来自然亲切，朗
朗上口，让人赏心悦目，著名作
家陆文夫还给他起了个“艾江
南”美称。他于上世纪60年代
初写的《紫砂陶》一文，是现代文
人写宜兴紫砂中较全面且很有
深度的一篇。他在文中写道：

“独特的泥质，独特的成型工艺，
融合造型、绘画、诗文、书法、篆
刻于一体，此便造就成一种兼有

实用和欣赏双重价值的独特工
艺饮茶具——宜兴紫砂器。”继
而又写道：“紫砂壶，摆在华丽的
宴会厅里，能使客厅增加大方雅
致的色彩，并且调和动中有静的
安定气氛。把它摆在农民的茅
舍里，也能显示出农民单纯、朴
实的性格。紫砂壶跟人一样，它
有自己的个性，它不喜欢艳丽，
花花草草。它喜欢静，它大方、
朴素，像一个脚踏实地的人。”这
些对紫砂壶贴切的评价，形成了
他独特的见解，几十年不变，上
世纪90年代为我和盛畔松同志
主编的《紫砂春秋》一书作序，用
的题目也叫《素面素心》。

真正和艾煊同志有工作交
集，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
当时我在宜兴紫砂工艺二厂任
厂长。文化人喜欢宜兴紫砂由
来已久，这也是紫砂工艺能有日
益深厚的文化内涵所在。改革
开放，经济繁荣，文坛活跃。那
时候，时有全国乃至国际上的作
家到江苏进行文化交流活动，其
中不少人都慕名要来陶都宜兴
参观访问，尤其对宜兴紫砂情有
独钟。当时艾煊同志在江苏作
协当领导，这样就有了熟悉的机
会，随之交往次数也越来越多。

1986年初春，他亲自到紫
砂工艺二厂来找我，提议要组织
一批全国的知名作家、散文家来
宜兴搞一次活动，由你们厂来承
办，最后商定就叫“首届紫砂散
文节”（关于这次活动，已有拙作
《难忘紫砂散文节》做了详细回
忆）。尽管这次活动中国作家协
会也来了主要领导，因在江苏举
办，所以整个活动都由艾煊同志
组织领导，在与众多文人同好相
聚的日子里，他显得异常兴奋，
活动结束时他交给我一张纸，上
面有他写的一首小诗：“抟泥铸
此君，朴拙稚巧隽。碧螺浅半
盏，不酒亦醉人。”他说：“这几天
我忙于招呼全国各省乃至港台
地区的作家，未能写什么文章，
这几句话是我对紫砂壶的再次
感悟，帮我找人做一把茶壶，普
通的就行，刻上这四句话，我喜
欢，留作纪念。”

首届紫砂散文节办得很成
功，作为组织者，他和我都很高
兴，原本商定过几年再办第二
届、甚至第三届，但由于种种原
因，未能再办，十分遗憾。尽管
这样，我们的关系一直很亲密，
他所嘱咐的“四句诗”刻在一把
四方复古的红泥紫砂壶上也交
给了他，他十分高兴，并说今后
会用这把壶来泡茶喝茶。之后
每年春天，他都要来宜兴小住几
天，而我只要出差南京，也必定
登门拜望，围绕宜兴紫砂这个话
题聊个不停。每当他有新书出
版，也总不忘签名后相赠予我，
并常常鼓励我要以锲而不舍的
精神去弘扬和发展紫砂文化。
因此，当我们1990年编辑出版
《紫砂春秋》一书而请他所作的
序言中，就有这么一段文字：“从
事紫砂业，关心紫砂文化发展之
史俊棠君，提议搜寻古今记述紫
砂之文字汇为一编，以利文籍保
存，以利读者检阅。”

这里我要特别提一下他的
夫人、新华社高级记者古平老
师，当我所从事的事业取得一点
点成绩的时候，她就为紫砂大师
徐汉棠、徐秀棠兄弟写文章，还
为紫砂工艺二厂写了一篇《十年
艰辛不寻常》的长篇通讯，发表
在《人物》杂志 1990 年第 5 期
上。这一切的一切，不仅仅是对
我的褒奖、对我的鼓励鞭策，更
是对宜兴紫砂业的关心。回首
近几年，虽然为宜兴陶瓷行业、
紫砂文化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
工作，但仍觉得意犹未尽，而至
今尚未完全抛弃的是弘陶如故，
矢志不移，且作为有生之年的执
着追求。

艾煊同志，我敬爱的长者，
你一生达观处世，淡泊名利，宠
辱不惊，为人谦和。你几十年笔
耕不辍，为文严谨，给后人留下
了一笔颇丰的精神财富，亦为赞
颂宜兴紫砂、宜兴茶叶留下美
文。你走了，古平老师与病魔抗
争多年，也离开了我们。二老的
音容笑貌不时在我脑海浮现，我
将永远怀念你们。

我在巽寮湾过冬，已是第三个年头了。我
每年都会选择去南方过冬，最早几年都在海
南，后来去了巴马和北海。

巽寮湾地处广东省惠州市东南部，是南海
最美丽的海湾。她三面环山，一面向海，沿着
海边是连绵几十公里的银沙滩，也是全国闻名
的“奶油”沙滩，以“沙奇白，水奇清，石奇美”著
称。

有史料记载，巽寮湾是东坡先生题的名。
“巽”字，出自八卦的“巽”卦，“巽寮”意思是“风
的小屋”，我把它理解为躲避风浪的港湾，也是
温馨的家园。

我喜欢巽寮湾看不尽的椰子林，喜欢巽寮
湾走不完的银沙滩。蓝色的海水在金色阳光
折射下，闪耀着金色和蓝色的光芒，仿佛给银
沙滩镶嵌了一条美丽多彩的裙边。我们下榻
的海公园途惠酒店就在海边，站在酒店阳台上
眺望，五色流云和涌动着的蓝色海浪交相辉
映，展现出一幅五彩缤纷的画卷，烟涛微茫，云
霞满天，让人心驰神往。巽寮湾最美是晚霞，
那天边的云，如同泼上去的彩，在赤橙黄绿青
蓝紫的颜色里，裹着那金灿灿的落日，那是真
正的美。那美会让你陶醉，让你沉静，甚至让
你窒息。

巽寮湾除了大海沙滩和山峦以外，周边还
有许多古村落。漫步在古村落的小道上，有一
种唯美的感觉，看着那些历经沧桑留下来的老
房子，似乎给你一种治愈，你的心，仿佛从喧闹
的城市飞到了远古，那种平和宁静，会使你得
到不一样的愉悦和满足。

巽寮湾气候宜人，物产丰富，景色如画，适
合旅游和度假居住。同时，巽寮湾活动项目丰
富多彩，是活力四射的运动福地。这里，有名
闻天下的华家班飞车表演，有海上摩托、深海
潜水和帆船出海等海上运动项目。几十艘悬
挂白帆的游艇齐刷刷从岸边飞驰入海，如海鸥
与风和唱与浪共舞。这里，还是我国非常有名
的高空滑翔飞行基地。到了夏天，巽寮湾几十
公里的浅海滩成了闻名遐迩的天然游泳场地。

晚饭后，我们会到海边走走，看万家灯火，
听海浪涛声。此时，你会发现银滩周边除了散
步的人群外，还有许多歌者、舞者和各种乐器
的演奏者。当一支萨克斯演奏的《回家》响彻
夜空时，我情不自禁地想起李白的“静夜思”，
客居思乡之情油然而生。

巽寮湾是4A级景区。中心区碧水环绕，
沿岸建有许多仿古建筑。还有天后宫、岭南书
院等著名景点。天后宫金碧辉煌，肃穆庄重，
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建筑。每逢节庆，天后宫古
戏台会有“天后祭拜”，渔歌演唱等活动。岭南
书院不大但藏书丰富，书院里也有练字学画的
地方，有时候，我会去那里坐坐，看看书，写写
字，消磨时光，享受生活。

巽寮湾周边有很多值得游览的地方，如双
月湾、海龟公园、西班牙小镇、九铭屿海、星河
山海半岛和磨子石公园等美景，她们就像撒落
在巽寮湾四周的明珠，熠熠生辉，而三角洲岛
就是其中最闪亮的一颗。三角洲岛离巽寮湾
岸边并不太远，坐快艇15分钟就能到达。岛并
不大，但岛上有奇石“垒起”的小山和柔软的沙
滩，环岛的海水蓝得那么透明，清澈见底。坐
在海边沙滩躺椅上，仰望云天，俯瞰大海，阵阵
微风吹过，让人流连忘返。巽寮湾租车也很方
便，如果远一点也可以去深圳、汕尾、惠州，都
是一个小时左右车程。惠州的西湖很不错，不
仅秀美而且还有许多历史典故。据说，大文豪
苏轼在惠州主政时，经常去西湖，诗人因留恋
惠州，留恋西湖，而留下著名的“不辞常作岭南
人”的诗句。

春暖花开时，我们就会离开巽寮湾，毕竟
春天里，家乡无锡是那样的美，一棵柳树一枝
桃的美景难以忘怀。但是，到了冬天，我就会
想起巽寮湾，想起那难以割舍的最美海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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