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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老的纪念馆在哪儿？请告知具体地
址。”6 月中旬，我在微信朋友圈发出徐季
子先生纪念馆开馆的信息后，不断有师友来
问。“我如果早点知道，就来宁波参加开馆
仪式了。”儿童文学评论家方卫平老师说。
我知道方老师在大学时因为爱听徐先生的
课，喜欢上了文艺理论，他对徐先生有很深
的感情。我告诉他，家人遵循徐先生生前为
人低调不事张扬的一贯作风，开馆仪式从
简，仅邀请了在甬的部分徐老生前好友到场
缅怀追思。

徐季子先生的纪念馆坐落在同泰嘉陵
“人文纪念园”中，这里汇聚了众多宁波文
化名人，徐老纪念馆两侧有宁波工艺美术界
泰斗曹厚德、“浙东书风当代传人”沈元
魁、“文保狂人”杨古城。白墙黛瓦，屋舍
俨然，山风流岚，林泉鸟鸣，甚是清幽。

舂容大雅 学者本色

徐季子先生的纪念馆复制了他生前的书
房场景，并以他喜爱的“畅堂”命名。书架
上摆满了他爱读的书籍，陈列柜展出的，有
他的著作、手稿、书信及奖章等。这一切，
无声地诉说着先生作为教师、学者的一生。
其中，有两枚荣誉奖章弥足珍贵，一枚是
2009 年中国文联表彰他从事新中国文艺工
作 60 周年的，还有一枚是中共中央、国务
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纪念章。墙上，悬挂着他和
家人、朋友的照片及友人赠送的书画作品。
书房古朴、雅致、宁静，置身其间，仿佛先
生并未远去，仍在这里读书、品茗，思考、
休憩。

纪念馆门外立有纪念碑，由主碑、侧
碑、书籍雕塑和衣冠冢组成。主碑以影雕手
法勾勒了先生执卷展读的形象。题款“舂容
大雅、学者本色”八个字，是先生文品、人
品的写照。

先生的一生，颇具传奇性。他是奉化萧
王庙人，15 岁时去汉口的一家五金店当学
徒。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他曾现场听过
陈独秀、郭沫若激情四溢的演讲，文艺和思
想的种子就此播下。后来，他投入抗日救亡
的洪流，参加战后服务团，演抗战剧，有时
自编自导。再后来，他步入教育领域，教书
育人 40 余年，桃李满蹊。早在四川开县女
中任教时，他参加了由民盟组织的“反饥
饿、反内战、反迫害、要民主”的斗争。这
为他走上民主革命道路，加入民盟奠定了基
础。他后来以民主党派身份任宁波市政协主
席。虽然政务在身，但他始终没有放下学术
研究。闲暇之余手不释卷，孜孜以求。他早
年研究 《文心雕龙》，后聚焦浙东学术，对
佛学、诗学、茶道均有涉猎。他笔耕不辍，
出版了《文心与禅心》《畅堂文谈》《徐季子
文选》《畅堂文集》《季子序文集》。他的文
艺评论和散文，文采斐然，收放自如，富有
机趣、理趣，蕴藉丰厚。《当代名家学术思
想文库》丛书收录了他和王尧、乐黛云、傅
璇琮、袁行霈等十位研究古典文学、文化的
名家的自选作品。

对于宁波历史文化，徐先生潜心研究，
积极传播。他曾与人合著 《千年月湖》《宁
波史话》。他的那些有关浙东文化研究的论
著，遗泽流芳，启迪后辈，对地域文化的普
及发挥了很大作用。宁波文化研究会会长张
如安说，他大学时读到徐季子、郑学溥、袁
元龙三位先生编写的 《宁波史话》，触发了
对地域文化研究的兴趣。著名散文家余秋雨
在 《风雨天一阁》 中同样提及：“裴明海先
生递给我一本徐季子、郑学溥、袁元龙先生
写的《宁波史话》的小册子，内中有一篇介
绍了天一阁的变迁，写得扎实清晰，使我知
道了不少我原先不知道的史实。”已故中华
书局总编辑傅璇琮曾说，徐先生书中最打动
他的，是那股浓浓的桑梓之情。

春晖四方 教泽绵长

徐季子先生纪念馆的“畅堂”二字，采
自傅璇琮先生为徐老所题书名的手迹。

傅先生是一位以人格魅力和学术建树赢

得学界敬佩并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他中
学时受教于徐先生，他俩是师生，也是朋
友，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2007 年，徐先
生帮宁波出版社策划了 《傅璇琮学术评
论》，亲自担任主编，书出版后反响很大。
后来，傅璇琮先生担任 《宁波通史》 主编，
徐先生担任学术顾问。从选题、立项到书稿
编纂、出版，他们倾注了极大的心血。这部
书的编纂出版花了5年多时间，开了20多次
会，每一次徐先生都亲自参加，提出很多建
设性意见。关注宁波文化，造福桑梓，师生
共同谱写了一段佳话。

从四川到宁波，从中学到大学，四十多
年的教学生涯，徐先生的学生遍布各行各
业，有的，像傅璇琮一样，成为一代大家、
名家。

2015 年，在获悉屠呦呦女士获诺贝尔
医学奖之后，宁波中学师生赴北京拜访这位
可敬的校友。其间，屠呦呦翻看反映她在宁
波中学足迹的《鹿鸣呦呦 韶华悠悠》纪念
画册时，对当年教导她的老师依然印象深
刻。她谈到，徐季子先生曾担任他们的班主
任，教政治课。她记得当年徐先生给她写的
鼓励性的评语：“不要只贪念生活的宁静，
应该有面对暴风雨的勇气。”而在徐先生的
记忆里，屠呦呦清秀、朴实，安静，不爱说
话，读书很认真。听闻屠呦呦获诺贝尔奖，
徐先生非常激动，“这是我们宁波人的骄
傲，也是中国科学事业的一件大喜事。”

笔者有一次电话采访红学家蔡义江先
生。“父亲的品格影响了我，家乡哺育了
我。我至今还记得我的老师钱念文、徐季子
先生的教诲。我的同学项秉炎和傅璇琮，他
们的贡献也很大。”蔡先生在电话里真诚地
说。儿童文学评论家方卫平先生，多次在文
章中提及老师徐季子。他说，徐先生授课思
路开阔，大气磅礴，极有感染力，他听得入
迷。他的第一篇习作 《教师笔下的少年形
象》，还是经先生推荐发表于 《宁波师专学
报》的，后来，他一直耕耘在儿童文学理论
领域。

纪念馆内，陈列着一只国画瓷盘，画面
是芭蕉荫下的一只小鸟。这是原宁波市文化
局副局长裴明海亲自绘制赠送的。裴先生是
徐先生任教宁波师范学院时的学生。睹物思
人，裴先生回忆起2021 年夏天，徐先生100
虚岁，他前去贺寿。“我们紧紧握手，互相
说了一句话：‘我的好老师’‘我的好学
生。’几十年的深情，就浓缩在这两句朴素
的话语里。”裴先生说。

文史专家张如安，先前跟徐先生只是神
交，后在编《宁波通史》期间，才有了面对
面接触，他深切感受到徐先生对年轻后学的
爱护、包容。在内部评稿会上，徐老对他的

文稿，以赞扬为主，也有批评。有时候，在
具体的学术问题上，他们会有不同意见，比
如对宋代政治人物舒亶的评价。“我在审稿
会上发言，坚持自己的观点。每一次发言声
音都很大，情绪略有激动。事后我才意识到
自己的冒失，暗暗有些后悔。没想到徐老不
以为意，非但没有责怪过我，还在各种场合
对我褒奖有加，希望我能承担更多的工作。
徐老对年轻后学的爱护和包容，让我充分领
略了前辈风范，并为之叹服的。”他说。

“徐老是宁波市文联创会主席，学养深
厚，仁者宽厚，为宁波文化人之楷模。”宁波市
文联党组书记、主席杨劲这样评价徐先生。

对自己的学生如此，对宁波文艺界的后
起之秀，徐先生也是极力呵护、提携。

这一点，宁波市文联党组原书记李浙杭
感触颇深。当年文联出版了不少作品集，请
徐先生作序，先生已届耄耋高龄，从不推
辞，每每细细阅读，落笔前再三斟酌。对青
年作家，他常常写信作评，给予鼓励。

“常道先生君子风，襟怀坦坦见慈容。
说文谈艺经纶饱，培土育苗桃李红。绚烂极
之归素淡，精微细处是恢宏。高龄八秩神犹
健，一片文心雕玉龙。”这是二十年前徐先
生新著付梓时，时任宁波市文联党组书记杨
东标写的贺诗。也是二十年前，徐先生为杨
东标的《柔石二十章》作评。

往事历历，曾经的时光是那样温暖美好。

父慈子孝 家风永续

徐先生的家庭生活非常幸福。他家四世
同堂，晚辈子孙皆敬老崇德。

笔者与原宁波市小学语文教研员徐晓鸣
老师早年相识，多年以后才从外人嘴里得知
她是徐先生的女儿。1966 年徐晓鸣初中毕
业，看了电影《军垦战歌》后，要求去新疆
支援建设，父亲非常支持。她在新疆和田军
垦农场待了 15 年，锻炼成为一名人民教
师。她的弟弟徐明鸣，也曾在黑龙江支边十
多年。在儿女们的记忆中，父亲从未和家人
红过脸，高声说过话。每当人生遇到挫折，
父亲总会和颜悦色地跟他们谈心，鼓励他们
树立信心。只有一次例外，那年家里要买一
辆凤凰牌自行车，那年月，这可是一件大
事，于是长途电话打到了父亲单位。父亲正
在上课，听到喇叭的呼叫声，急急赶来。

“我在上课，这样的事情怎么也来叫我？”电
话那头，父亲显然生气了⋯⋯

“您没有冠冕堂皇的说辞，我们总能在
寥寥几句的聊天里领悟到您的智慧，从您的
慈祥的目光里感受到您心中的那份淡定。”
徐老的小儿媳，曾这样评价公公。她眼中的
公公，虽位居高位，但一直保持着学者的初
心和本色。小儿媳动情地说，如果有来生，
还愿做他们夫妇俩的“小小棉袄”。因为，
在这个家里，不仅有生活上的合拍还有精神
上的默契。

在孙辈的眼里，徐先生慈爱、风趣，喜
欢享受美食。他的美食观就是遵循《黄帝内
经》 所说的“不时不食，顺时而食”。大家
庭经常聚餐，一起品尝时鲜菜肴，其乐融
融。“在爷爷带领下，我们都成了‘小吃
货’。”孩子们爱“吃”，是因为食物里弥漫
着满满的大家庭的亲情。外孙女黄进，印象
最深的是外公的一把紫砂壶。破了还修，非
常珍惜。外公曾对她说：“紫砂茶壶可以去
除茶汤杂味，还原茶叶真实香味。而外公也
希望你，不受外界的影响，保留自己的本
真，善良单纯，健康幸福！”而孙女徐迎回
忆爷爷让她帮忙打手写稿，“变相”给她零
花钱。“通过打文稿，我了解了先贤王应
麟、姚燮、黄宗羲，播下了一颗哲学和美学
的种子。”“最高级的教育，就是这么润物细
无声的吧！”她说。

笔者和徐先生见面，都是在市文联的会
议上。那时，他已届米寿，但精神矍铄，
和蔼可亲，在台上讲话，声音洪亮，纵横
捭阖，各种人文典故信手拈来。也曾参加
过徐老 《畅堂文集》 一书的研讨会，听陈
方、傅璇琮等老前辈诉说先生的经历及其
人品、文品。而我对徐季子先生更多的了
解，来自他的子女、朋友和学生。在他们的
叙述中，一个可敬老人的形象在我心中渐渐
明晰起来。

斯人已去，德音犹存！在双峰山下，在
同泰嘉陵人文纪念园，山风和星辰在默默诉
说一群宁波文化人的传奇和美名。

斯人已去 德音犹存
——写在徐季子先生纪念馆开馆之际

赵淑萍

前些天，从媒体上看到，为迎接
亚运会倒计时 100 天，《秀我中国》
栏目组走进象山青山头村，花了整整
4 天时间，拍摄制作了题为 《奔跑
吧，青山头》的专题片，由新华社向
国内外播发。片子拍得真实、精致，
很有国际范。看着一个个熟悉的场景
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我的心似乎又
飞向了青山头村⋯⋯

青山头村位于象山县晓塘乡，紧
邻石浦渔港，原本是个名不见经传的
寻常村落，如今已是远近闻名的体育
特色示范村。

第一次见识青山头村，是在 7 年
前，当时我在市体育行政部门从事群
众体育管理工作。记得那年暮春时
节，我和同事驱车近两小时，来到这
个以前从未听说过的村子。

青山头村三面环山，紧邻村西的
大塘港，像一条蓝色的丝带环绕在
侧，给村庄平添了几分灵动与秀美。
一条公路穿村而过，将村子一分为
二。村不大，随处可见现代气派的农
家别墅，足见村民生活的富裕。

来到村委会，迎接我们的是一位
40 岁左右的男子，身材结实，笑容
可掬，一脸福相，一看就是个精力充
沛、性情温和、值得信赖之人。他就
是村党支部书记蒋秋军。

蒋秋军给我们介绍了村里的基本
情况。青山头村由青山头、炮台下、
下陈三个自然村组成，共有 300 多户
1000 余人。过去是一个有名的“脏
乱村”，治安也不好，时有入室盗窃
案件发生。自三年前村“两委”改选
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治安状况和
环境面貌才有了明显改观。

生活安定了，环境变好了，村民
们希望增加运动休闲场所的呼声越来
越强烈。经过多方争取，村体育运动
设施建设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并被列
入市级民生实事项目。蒋秋军领着我
们，指着村委会办公大楼面前一大片
正在翻建的场地，描绘着他心中的体
育特色村蓝图，一副信心满满的样
子。

半年之后，我第二次来到青山头
村。借里约奥运会成功举办之机，市
县联合推出“美丽乡村迷你马拉松”
系列赛，青山头村是其中一站。正是
橙黄橘绿时节，空气中到处弥漫着淡
淡的橘香和丰收的气息。我们一行甫
一进村，就感觉到了明显的变化：村
容更干净整洁了，家家户户门口、庭
院摆放了花卉绿植，墙面上多了有关
体育内容的标语和彩绘。

来到新建成的运动区，展现在我
们面前的，是一幅全新的景象。簇新
的篮球场、笼式足球场、门球场，自
北向南，依次排开，看上去颇为整齐
气派。在靠东侧的河道边，还有健步
道、健身器材。如此场景，不要说在
偏远农村，即便是在城市里也不多
见。我想，这需要多大的魄力和投入
啊。

当天的活动很成功。来自全市各
地的数百名体育爱好者，让青山头村
这个籍籍无名的村子变得从未有过的
热闹，仿佛过节一般。几乎所有的村
民被发动起来了：参与维持秩序、兜
售农特产品、上舞台表演节目⋯⋯据
说连一些长期居住在外地的村民，也
特意回村一睹“盛况”。其间最为忙碌
的非蒋秋军莫属，他事必躬亲，忙前
忙后，没有一刻空闲。不过无论什么
时候，不管遇到什么情况，脸上始终
挂着他那标志性的微笑。

随着接触的增多，我对蒋秋军有
了更多的了解。他是土生土长的本地
人，夫妻俩在村里开了一家乡村诊
所。因医术精，态度好，吸引了众多
周边的患者。出任村支书后，常常因
为工作忙而无暇顾及诊所生意，收入
受到很大影响。他不仅不以为意，反
而每年无偿捐出一笔款项，用于村里
的公益事业。他偶尔也感叹农村工作
难做，却说归说，做起来仍是那么投
入忘我，乐此不疲。这是个有情怀的
人。

变化在继续。随后的几年里，在
蒋秋军的带领下，村里一鼓作气，先后
建成了沿大塘港健身步道、百姓健身
房、室外游泳池、休闲露营基地⋯⋯许
多在一般人看来无法做成的事，在青
山头村都成为现实。

优美的生态环境，完善的体育设
施，特别是连续多年举办的富有特色
的体育赛事活动，让青山头村名声大
震。2021 年，它获评全国群众体育先
进单位，还被列为国家级体育现代化

（社区） 村标准化试点，一跃成为以体
育为特色的“明星村”。蒋秋军本人也
被评为浙江省群众体育工作成绩突出
个人，并被授予“全国体育事业突出
贡献奖”。

随着知名度越来越高，前来参观
取经者络绎不绝，众多城里人也慕名
前来休闲“打卡”。为此，村里顺势办
起了多家民宿和农家乐，让不少村民
多了增收门路。在青山头村，体育振
兴乡村已经成为鲜活的实践，并结出
了硕果。

7 年来，我几乎每年要到访青山头
村。每次走进村子，都能感觉到它的
变化，给我以惊喜。我是青山头村美
丽蜕变的见证者。在这里，我感受到
了新农村的美好，感受到了体育的力
量，也感受到了像蒋秋军这样的基层
干部的执着、担当，以及他们身上所
蕴含的无穷能量和迷人魅力。

“体育村”的领跑人
徐 健

梅雨季一过，原本只拱出地面一
截的狗尾草不畏骄阳，一天天繁茂起
来，它的茎猛窜个头，高高挺立。待
进入盛夏，茎上抽出披满针状茸毛的
花穗，浓密而纤长，乍一看，似把整
个花穗包围了起来。花穗长到一定长
度便顽皮地垂下。李时珍说，“穗形像
狗尾，故俗名狗尾”。

狗 尾 草 多 生 于 荒 野 、 田 边 、 道
旁，淡绿色一丛丛，偶尔可见紫色，
因这种杂草抢夺农作物的养分、水分
和光能，农民们不喜，恨不得除之而
后 快 ， 但 小 孩 们 觉 得 其 好 玩 ， 风 一
吹，颤颤巍巍地左摇右晃，像小狗讨
好地摇尾巴，凑近它，狗尾草会有意
无意地摩挲皮肤，轻轻的，痒痒的，
仿佛小动物在跟你撒娇。

沿着草茎掐几根下来，把玩着把
玩着便编起了各种玩意儿。我最先学
会的是编戒指和花环。两根狗尾草相
绕，草茎弯曲至毛茸茸的花穗，穿过
去，打结，而后分开两根茎，套住大
拇指，大致确定下戒指的大小，形成
环后，两根茎交缠，固定，确保不会
散开才剪除多余的草茎，一枚草戒指
便做成了，戴在手指上能玩一整天。
编花环也差不离，随意捏起数根狗尾
草 ， 一 路 缠 绕 ， 不 够 长 便 再 加 一 两
根，结成大大小小的环，套在头上、
脖子上、手臂上，狗尾草扫过鼻子，
忍不住连打几个喷嚏，吹散了草上的
茸花。时常，女孩子会在编花环时加
入颜色鲜艳的小野花，戴起来甚是俏
丽。纯狗尾草花环似乎更受男孩的青
睐，他们套在脑袋上，匍匐于草丛，
模 仿 电 影 里 红 军 战 士 以 树 叶 帽 做 伪

装，总是玩得太起劲，花环松散，几截
“毛尾巴”被甩了出来，男孩干脆将它们
绑在腰后，走路还故意大幅度扭屁股，

“尾巴”随之胡乱摆动，惹得女孩们“咯
咯咯”地笑，捂着肚子停不下来。

用 狗 尾 草 制 胡 琴 是 邻 家 姐 姐 教 我
的。拔两根狗尾草，一根在草茎底部一
寸处打结环，另一根置于环中，也结成
个圈，两手可牵着结环的余下部位，拉
开、推进，拉开、推进，来来回回，嘴
里“呜呜呀呀”地配音，好像真的在拉
胡琴。夏夜乘凉时，父亲捧出心爱的二
胡，坐在院子里拉得入神，《洪湖水浪打
浪》《妹妹找哥泪花流》《微山湖》 ⋯⋯
一曲接一曲，我在一旁也装模作样地拉
起狗尾草胡琴，屋顶的星星狠狠闪了几
下，大概是在笑话我吧。

最复杂的是编兔子，至少需十根狗
尾草。剥去狗尾草细长的叶子，挑出两
根长短粗细相当的穗子做兔子耳朵，用
第三根缠绕出兔脸的轮廓，尽量缠紧一
些。选四根模样相近的做四条腿，另外
准备几根长一点的狗尾草，穿针引线，
绕来绕去，依次完成兔子的前腿、身体
和后腿。兔尾巴最好找那种小而粗的狗
尾草，把它从上往下插在兔子身后，让
尾巴向上翘，这样瞧着更可爱。

即便对编兔子的步骤了如指掌，出
来的成品却不一定像样，有的松松垮
垮，随时要散架的样子，有的捆柴似地
叠在了一起，有的像猫，像狗，像各种
怪动物，就是不像兔子。但没关系，那
会儿的狗尾草遍地摇曳，如浅绿的河水
漫过我们的脚和腿，那会儿的我们拥有
无穷无尽的时间，编着编着，一只草兔
子终究会在手里鲜活起来。

狗尾草
虞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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