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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羽心香一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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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忆墨林 找回香瓜的原味

母子

2023年7月20日，我刚刚
参加完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在黑
龙江伊春召开的“2023大师工
作会议”坐飞机到北京，手机上
跳出许墨林老师逝世的不幸消
息。其实在之前就收到孙亚琴
医师关于许老师身体情况不好
的微信，毕竟他体弱多病已有
几年，我心里默默地祝愿他能
挺过这一关。去年许墨林老师
在疗养时，我特地去无锡看望
了一次，他很高兴，尽管精神不
好，还硬撑着和我拍了几张照
片，我心里十分酸痛。

许墨林老师出生于宜兴市
周墅乡（现在划归丁蜀镇）木石
村，和我所在的双桥村也就4公
里距离。他长我10岁，之前我
们不相识，因他读完书后就一
直在无锡工作，也没有什么机
会接触。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
放的春风让我们农民办起了紫
砂工艺二厂。我担任厂长后，
感觉到宜兴紫砂作为中国优秀
的传统工艺，是艺人文人的智
慧结晶，不能光当日用品卖，应
充分挖掘它的文化价值和艺术
价值。1986年，宜兴紫砂工艺
二厂在接待条件很不好的情况
下，举办了首届紫砂散文节，我
们邀请全国一批知名作家如上
海的柯灵、菡子、金晓东、林伟
平，北京的唐达成、林非、李国
文、吴泰昌，天津百花文艺出版
社的郑法清、谢大光，福建的何
为、郭风，江苏省作协的艾煊、
海笑、陆文夫、高晓声、忆明珠、
杨旭、苏叶、赵翼如等等。也许
考虑到首次紫砂散文节在宜
兴举办，因此，省作协也通知
了常州的章辰霄和无锡的许
墨林，苏州大学的范培松、朱
子南，就这样，我和许老师才
有了接触。37年来，参加这次
散文节的作家们大多已离世，
剩下少数几个也再难联系，而
唯有墨林老师，我们的友谊长
跑从未中断，而且历久弥新。
首届紫砂散文节期间，来参加
的作家，大都写了赞颂宜兴陶
瓷、宜兴紫砂的散文、诗歌。
之后文人写紫砂的越来越多，
至今连续不断。我离开紫砂
二厂后，散文节未能连续举
办。直到2016年，我利用在陶
协工作的机会，邀请了尚健在
的几位作家，举办了一次“文
心壶韵三十年”的活动，可惜
已物是人非，无法奢望当年的
作家阵容，许墨林老师倒是兴
致十足地参加了这次三十年
再相会的活动。

墨林老师一辈子从事他所
钟爱的文化工作，是无锡码头
上公认的知名文化学者。他作
为一个宜兴人，何尝不想为宜
兴的文化助把力呢，他看到我
在致力于紫砂文化的挖掘弘扬
当然十分高兴，于是鼓励我、鞭
策我，向紫砂文化的深处挖、高
处走，说当厂长再忙也不能忘
记学习，要拿起笔来写点东西，
不仅要创造物质财富，还要积

累精神财富，这一点我深受鼓
舞。

1982年至1992年，我在宜
兴紫砂工艺二厂工作整整十
年，从扩建办主任到副厂长、厂
长兼党总支书记，三千几百个
日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
弱到强，创建了一个千人工厂，
延伸双桥、西望两个分厂，为周
边农民搭建了一个致富的平
台。工作确实很忙，也很苦很
累，哪有时间坐下来写文章，仅
仅和好友盛畔松编了一本《紫
砂春秋》，出版后虽受到好评，
但总觉意犹未尽，也辜负了墨
林老师的期望。

1992 年 6 月至 2002 年 6
月，我“误入官场”十年，在市政
府经济综合部门工作，期间还
挂职国有企业宜兴水泥厂两年
半，工作不可谓不忙，却也毫无
建树。在这段时间里，墨林老
师也常来宜兴，看望一些紫砂
艺人，说起我离开了丁蜀，离开
了紫砂，他觉得十分可惜，指望
我能重新回归，扛起弘扬宜兴
陶瓷、紫砂文化的旗帜。

2002年6月，宜兴市委、市
政府决定成立宜兴市陶瓷行业
协会，并推荐我作为会长候选
人而顺利当选。墨林老师听到
消息后，立即从无锡赶来，祝贺
我并鼓励我做好陶瓷、紫砂文
化这篇文章，我也深以为然。
当今的陶瓷、紫砂产业，既是经
济属性，也有文化属性，而且文
化属性已远远高于经济属性。
于是协会团结一批文人，短短
的几年内就编著了《宜兴陶瓷
史》《宜兴紫砂陶》《宜兴均陶》
《宜兴青瓷》《宜兴彩陶》《宜兴
美陶》《宜兴工业陶》几本专业
书，陆续编著了《紫砂研究》1—
6辑，一下子把协会重视陶文
化、紫砂文化工作彰显出来。

自到协会工作后，我不忘
墨林老师的期望，除了组织人
员编书，自己也开始写一些陶
瓷、紫砂方面的文章。到2007
年，估计已有10万字的稿子，就
请来墨林老师这个高级编审，
让他先过过目，是否可结集成
书。他认真翻阅后，认为完全
可以，于是我的第一本随笔散
文在墨林老师的精雕细琢下成
书了。这段时间里，关于景德
镇“瓷都”称号，被南方一个产
瓷区戴在头上，因此业内外有
识之士议论纷纷，而另一个产
陶区也仿效，向中陶协申报“陶
都”称号。于是我写了一篇《永
远的陶都》，以正视听，宜兴，才
是名正言顺的中国陶都。在选
编入书时，墨林老师说，你的第
一本书名就叫《永远的陶都》，
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墨林老师不仅精心编审，看到
我的好友盛畔松写了序言，他
就即兴写了一段跋，他说：“出
于对文化人的敬重，史俊棠和
一大批作家、艺术家、学者、教
授、陶艺家结下了情缘。杯酒
谈文，品茗说陶，砥砺切磋，敞
襟抒怀，不可否认，这些人的人

品、学养、见地、气质、追求，给
了史俊棠有益的濡染和启迪。”

第一本《永远的陶都》出版
后，在墨林老师的鼓励下，五年
来又陆续写了一些文章，手头
的稿子又厚厚一叠。于是，再
次请他来指点，他认为比第一
本的文章有进步。在他编审
下，第二本《唱响陶都》由上海
锦绣出版社于2012年12月出
版，这次还请了装帧设计家周
晨先生一道参与，而且墨林老
师亲自为这本书写了序言，他
写道：“水与土、土与火，紫砂文
化，注入了他的血肉，捏塑了他
的灵魂，他唱的是生命赞歌，感
恩的赞歌！”

之后的五年中，我又笔耕
不辍，向宜兴陶瓷、紫砂文化的

“深处挖、高处走”。于是，第三
本《守望陶都》仍然在墨林老师
付出一番心血后，于2017年10
月份由古吴轩出版社出版。著
名作家徐风写了序言，墨林老
师禁不住又写了洋洋洒洒的一
篇后记。也许是为我高兴，也
许是看到宜兴紫砂文化的繁
荣，他在后记中写道：“无愧于
心，无愧于脚底下的这块热土，
也无愧于陶都成千上万对他这
位会长寄予厚望的从业者！史
俊棠每想到他是以拳拳报国之
心，以一生的执着，去做好守望
陶都的一件件事，他就会思绪
万千……”

都守望了，还写不写？墨
林老师说，你还是要不停地写，
你手写你心，何况你还在陶协
会长这个位置上，你肯定还有
许多东西可以写。于是我并未
放下手中的笔，只不过陶瓷、紫
砂以外的内容写多了，家里家
外的，父母弟妹的，尤其是写了
不少对已逝老朋友的怀念文
章。三年疫情，足不出户，除了
看书，就只能写点东西了。五
年出一本书，是我的目标，当然
不能和专业作家比，但对我这
个初中生来说，自以为是够努
力的了。原设想，2022年可以
再弄一本，只是墨林老师的身
体不太好了，发一些稿件给他
也无法多看了。我叫他安心养
病，待身体好后再说，他也满怀
信心，答应拖一拖，他身体一旦
许可，再来帮我编审第四本书，
而且书名我们都商量好了，叫
做《陶外集——凡人琐事》。

墨林老师走了！我的书还
出不出？我思前想后，为了不
辜负他生前对我的期望，也为
了缅怀他的教诲之恩，我一定
出，包括收入这篇回忆文章。
前三本书都有他的辛勤付出，
而这本书竟然编入了缅怀他的
文章，真是人生苦短，世事无
常。最近又翻了翻这三本书，
感觉墨林老师并未走远，似乎
还在关注着我，还在鞭策我继
续努力……

7月 22日，墨林老师的儿
子许俭打电话问我赠送的花圈
怎么落款，我的回答是：学生史
俊棠敬挽！

几乎每隔一两天，我早上就要去菜市场
逛逛，见见绿色的果蔬，拎点日用的荤素回
来。大暑也不例外，尽管阳光直射，脸上汗水
会淙淙流淌，但菜市场的夏色如花，总有新鲜
的事物扑面而来。

是的，早晨的太阳很热，但很明丽。
好久不买香瓜了，原因是香瓜早已没有

过去那种香瓜味了，且香瓜甜度不够，有些淡
水味，见了也是一扫而过。

前几天，早上去稻香菜市场，在地摊上看
到一位戴眼镜的年轻妇女在卖蔬菜，另有一
小堆瓜卖，我一看似菜瓜，便询问，这是什么
瓜？答：“是香瓜。”

“这香瓜怎么是这种颜色？”“我自己种
的，新品种，你闻闻，放在家里也很香的。”我
挑了一只闻了一下，确实淡雅清幽，与茉莉
花、米兰花相比，好像既有类似味，又超出其
味，是我小时候吃到的那种味道。

以前的香瓜品种，有青皮绿玉，有奶黄、
淡黄等，现在的香瓜似菜瓜、似甜瓜、似翡翠，
香瓜也紧跟时代，与时俱进，散发着人间清
香，让人难忘。

问：“多少钱一斤？”答：“6元。”我挑了1
大2小，好似一个组合，称下来2斤6两，她用
手机计算，说：“15.6元，就算15元吧。”

价钱不贵，久远的香味，时隔几十年又找
回来了，但它是推陈出新，既新鲜又时尚，夺
人眼球。

我舍不得吃，放在家里桌子上，香瓜如鲜
花，虽无花瓣、花蕊，但同样流芳清逸，满室弥
香。

现阶段正好是尝水蜜桃的最佳季节，而
新颖的香瓜争得自己的一片天地，为人们留
下赞美，香瓜是吃的，然而，香瓜也是看的；香
瓜是物质的，但香瓜也是碧翠青青，蓬勃生机
的。

暂放上几天，无需细心浇灌，它自散发清
气爽人的异香。

夏季是一支曲，撩开夏之盛色，闻闻香瓜
的原味，是自然与人之间的共鸣，香瓜的颜色
既像翠绿，又像浅黄，或许是夏秋过度的标
识，它是勤劳农民耕种的果实，赞美香瓜，更
要赞美新型农民的智慧和朴实。

一花一果实，这沁人心脾的芬芳，将陪伴
着我轻松度过大暑，我默默地陶醉。

菜市场，最热闹、最普通的地方，但你的
脚步只要去过，就会有意外的惊喜，你只要有
热爱生活的心灵，新的发现就不会离你远去。

摄影 鲍冬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