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3月11日，农历二月初九，是祖籍宁波的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
的80岁寿辰，冯先生和她105岁老母亲一起吃面的照片，在宁波人的朋
友圈刷屏。记者采访了我市几位与冯先生有交集的学者专家，在他们的
记忆中，冯骥才对家乡有着别样的感情。

家乡好友遥祝冯骥才生日快乐
期待他再回宁波

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父母安
康。不管你多大，不管你走多远。

昨天，冯骥才先生和他105岁
母亲的合影，感动了无数人。母子
俩一起吃着长寿面，满屏的快乐，
满屏的祝福。

3月10日，生日的前一天，冯
骥才就发了预告：“80岁生日，和
母亲相约一碗面。”

相约，既美好又不易。人生很
多的遗憾，就是相约了一辈子也没
能等到那个时刻。

早在2017年，母亲百岁生日
的时候，冯骥才写了一篇《母亲百
岁记》。文中说：“留在昔时中国
人记忆里的，总有一个挂在脖子
上小小而好看的长命锁。那是长
辈请人用纯银打制的，锁下边坠
着一些精巧的小铃，锁上边刻着
四个字：长命百岁。这四个字是
世世代代以来对一个新生儿最美
好的祝福，一种极致的吉祥话语，
一种遥不可及的人间向往，然而
从来没想到它能在我亲人的身上
实现。天竟赐我这样的鸿福！天
下有多少人能活到三位数？谁能
叫自己的生命装进去整整一个世
纪的岁久年长？我骄傲地说——
我的母亲！”

更值得他骄傲的是，母亲如今
到了105岁，还这么健康。满头银
发，一脸从容。

记者曾经采访过冯骥才，那是
2016年4月21日慈城的祖居博物
馆开馆，冯骥才带着两位好友姜
昆、刘诗昆来到慈城。坐在老家的
古井边，他告诉记者，自己的老母
亲99岁了还在念叨着这口井。在
冯骥才心中，这口井就是乡愁的寄

托，“一口井，养育了我们家族，在
这井边，我有依恋的感觉。”

冯骥才是个大忙人，写作、绘
画、投身文化遗产和古村落保护工
作、带研究生和博士生……可他身
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平时只要他
在天津，周二和周六这两天的下午
5时后，他们是不会打扰或耽搁他
的。如果出差时间长不能去看母
亲，他会每天给母亲打好几个电
话，让母亲心安。

冯骥才对母亲的这份孝心是
难能可贵的，这不由让人联想到慈
城的慈孝文化。

冯骥才认为，追溯一个人精神
来源的时候，一定离不开父母和家
乡的影响，“我母亲是山东济宁人，
济宁这个地方是又文又武，文是指
孔子和孟子的故乡，武是水泊梁
山。我父亲是宁波人，家中世代都
是文人或者为官。我觉得父母的
两种文化都对我有影响，山东人重
情重义，特别是重义，厚道忠厚，山
东文化有一种阳刚之气。宁波人
比较细腻，注重慈孝文化，所以，我
重视自己的故土，在80岁时，想要
研究一个知识分子跟土地的关
系。”

记者 陈晓旻

“他对家乡的一草一木记挂在心”

慈城冯氏研究学者钱文华
与冯骥才相识30多年，据他回
忆，从1992年起，冯骥才多次回
到故乡宁波，每次都会留下感
人的故事。

“1986 年，一次偶然的机
会，听人说起冯骥才先生可能
是慈城人。我立刻行动起来，
在慈城当地寻找与冯骥才祖上
相关的痕迹，运气挺好，不仅找
到了他的祖居，还找到了与他
名字只有一字之差的堂兄。
1987年，我给冯骥才先生写了
一封信，很快就收到了回信。”

1992年，时年50岁的冯骥
才与母亲一起回到宁波，家乡
人给他办了一场生日会。那
次，冯骥才在宁波待了十来天，
其间与钱文华有过深入交流。
昨天钱文华给记者传来一张他
与冯骥才以及冯母的合影。钱
文华清晰地记得，这张照片摄
于1992年4月23日，地点是宁
波火车南站旁金龙饭店23楼
旋转餐厅。“2002年，他又回到

宁波，在家乡过了60岁生日。”
2016年4月22日，慈城的

冯骥才祖居博物馆开馆。开馆
前一天下午3点，冯骥才抵达宁
波后特地邀请钱文华前往一
叙。钱文华告诉记者，为了支持
家乡的文化建设，冯骥才向祖居
博物馆捐赠了一批艺术作品和
实物，共计344件。“开馆仪式
后，在合影时，冯先生看到了我，
拉着我的手一起合影。”这一幕，
深深印刻在钱文华的脑海中。

最近一次，冯骥才说起要
回宁波是2019年，当时连行程
都安排好了，却因要远赴泰国参
加一场跨国文化交流而耽搁了。

在钱文华看来，冯骥才非
常重视来自家乡的朋友，也一
直关心着慈城。有时候遇到一
些关于家乡的事情，会第一时
间请钱文华帮忙了解情况。“30
年来，冯先生和我始终保持着
密切联系，他把我当成了故乡
的老友，对于家乡的一草一木
都记挂在心。”

“期待他回乡再过一次八十大寿”

中国梁祝文化研究会会长
周静书曾担任冯骥才祖居博物
馆专家组组长，昨天他给冯先
生发了私信，祝贺他80大寿，也
回忆了2002年冯骥才在宁波过
生日时抱着孙女吹蜡烛的场景，
冯先生则发来了昨天与母亲一起
吃面的图片。

周静书告诉记者，在筹备
冯骥才祖居博物馆期间，他起
初是作为专家组成员，后来上
级部门提出要他担任组长，这
让周静书感到了压力。“本来想
推辞的，后来有关方面告诉我，
这是冯骥才先生提出的，听到
这个消息，我下定决心要把这
件事做好。”

周静书还记得，1992年冯
骥才首次回宁波的行程中，有
一项是参观月湖边的贺秘监
祠。贺秘监祠是为纪念唐代诗
人贺知章而建的一座祠堂，那
时候有些破败了。“然而当时能
用于修缮的财政力量有限，保

护古建筑力不从心。冯先生知
道后，卖了自己的部分书画，将
所得资金交给宁波有关部门，
请他们好好修缮贺秘监祠。后
来冯先生一直心系于此，几次
来宁波都要去贺秘监祠走走，
看到现在的保护工作，他感到
很满意。”

冯骥才多次回乡之旅，周
静书都全程陪同。河姆渡遗
址、梁祝文化园、半浦古村落，
冯骥才一一实地考察，对于保
护工作提出了许多思考和建
议。“冯先生对半浦古村尤其感
兴趣，他回去后在《文汇报》上
发表了《半浦村记》，文中以半
浦古村为案例，对中国古村落
保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今天在与冯先生微信沟
通过程中，我提出，老家很多人
都希望冯骥才先生今年能再回
宁波，再在宁波过一次八十大
寿。”周静书说。

记者 朱立奇

80岁生日的冯骥才
与105岁的母亲相约一碗面

生日当天，冯骥才和母亲一起吃面。

冯骥才与母亲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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