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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雪
月文

小雪以来首场中雪， 在深夜时分扑面
而来。 缓缓而又节制，轻盈而又温婉，也算
是季节里诗意浪漫的事。

小雪是冬季的第二个节气。 《月令七十
二候集解》 说：“十月中， 雨下而为寒气所
薄，故凝而为雪。 小者未盛之辞。 ”小雪表示
降雪的起始时间和程度，此后气温下降，开
始降雪，但还没有到大雪纷飞的时节，故称
为“小雪”。

我喜欢雪，喜欢她的洁白、清新、透彻、
无私、纯洁。 孩提时，在乡下，每逢隆冬，我
总是期盼着雪。 它是天地间至纯至洁的精
灵， 伴随着呼啸的北风， 裹挟着凛冽的寒
气，悄然来到人间。

每逢落雪的时节， 我总喜欢静静地在
窗口看雪。 看那漫天飞舞的雪花， 飘飘洒
洒、纷纷扬扬，和着冬的节奏，伴着冬的号
角，无数的白色精灵随风旋转、跳跃，忽而
盘旋上升，忽而轻盈滑落，仿佛在银灰色天
空下举办一场盛大舞会……转瞬之间 ，广
袤的大地便盖上了一层洁白的棉被， 粉琢
玉砌、 晶莹剔透。 簇簇飘落的是洁白的精

灵，带着灵动之美，给干燥乏味的冬天以生
机和美丽……

伴着冬雪而来的还有那冬天特有的味
道，酸甜的糖葫芦、绵糯的麦芽糖、爽甜的
冻鸭梨，为漫长的严冬带来了久违的甜蜜。
堆雪人、打雪仗、滑雪橇，和小伙伴在雪地
中玩耍嬉戏……这些与雪有关的记忆，给
我的童年增添了无数的欢声笑语。

忽然想起一句农谚：“瑞雪兆丰年”。 冬
天的一场好雪是福音， 它只想用自己的身
躯将冬眠的植物浸润，把麦苗深深地覆盖，
好让劳苦的庄稼人来年有个好收成。 进入
新时代，如今的冬天，哪怕大雪飘飘，故乡
的白天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漫长难熬， 乡下

人也有了丰富的文化生活。 年轻的情侣，披
上大衣，围上围巾，穿上马靴，特意在雪地
里行走， 让乡村厚重的版画上平添了几行
温馨浪漫的动感诗章。

雪，仍在下，都飘起来了！ 你看，一片片
洁白的雪花，随风飘舞，摇曳多姿，像鹅毛，
像柳絮。

小区里数枝腊梅在雪中傲然绽放 ，
腊梅树枝头虬曲苍劲 ， 傲立雪中 ， 不低
首 ，不折腰 ，腊梅花任凭风吹雪压 ，从不
凋谢 ，越是寒风凛凛 ，雪花飘飘 ，越是娇
艳欲滴 ，冰清玉洁 。 世界银装素裹 ，朵朵
腊梅点缀其间 ， 俨然是一帧水墨丹青 ，
淡雅中带几分娇艳 ， 是腊梅映衬了雪的

素雅与豪情 ？ 还是雪烘托了腊梅的坚韧
与热烈 ？

雪花是冬的精灵。 虽为寒物，却有一颗
善良的心，它从不参与争斗，哺育了冬日万
物，却不向万物索取，有周济天下的豪迈。
更像王冕的 《墨梅》：“吾家洗砚池头树，朵
朵花开淡墨痕。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
满乾坤。 ”难道不也是抒发雪花的高洁情怀
吗？ 是严寒的大雪成就了腊梅傲然的风骨
和暗香悠远的品性。 二者相互映衬，才造就
了冬日的奇葩传奇。

好想去郊外看看呀， 那儿一定是白雪
皑皑，一望无际的洁白。 可想而知，那儿是
多么美丽多么壮观的奇景啊。 遥望远处的
洁白，心有一种被感染、被净化的感觉，人
也被融化在银色的高洁里了。 想起孩时的
雪。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冰清玉洁，纯白静
美的世界，实在令人陶醉。

冬雪，一生短暂而高洁，善良而美丽。
忽然觉得，做人亦如冬雪那样，要时刻用自
己的纯洁荡涤心灵。

我爱，冬雪！

文学教育两相宜
———散文选析二书新版后记

方 铭

《古代散文选析》和《现代散文选析》编
著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 这次出版的是比
较完善的定本，并将书名改为《中国古代散
文选析》和《中国现代散文选析》。

因为我们是教师， 所以对于文学作品
的阅读和分析总想与文学研究、 文学教育
结合， 更希望这样的文学教育能够承担培
养学生分析文学、 欣赏文学和写作的基本
任务，并在其中渗透文化教育和人格培养。

以上是编写的初衷。 记得我在 1978 年
4 月《现代散文选析》初版(后记》中曾写道 :
“长期以来， 各方面强烈要求推荐有益读
物，提示阅读和写作方法，引导大家进行语
文学习， 从而获得思想教益和提高文学鉴
赏能力。 ”这两本书再版多次，受到读者的
热烈欢迎，已经印证了《后记》里的话，我们
感到很大慰藉。 特别是茅盾、冰心两位文学
大师为两本书题签，教人感念!

1986 年 5 月 20 日《安徽书讯》有文评
介，文章不长，移录如下:

珠联璧合出新美
《古代散文选析》、

《现代散文选析》简评
肖涵

散文，是中国文学的正宗。 由古到今，
可算珠玑满眼，美不胜收。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的 《古代散文选析 》和 《现代散文选
析 》，撷其精华 ，为读者提供了管窥全豹
的机会。 《古代散文选析 )比起古代散文选
本 《古文观止 》，优越性有如下几点 ：一是

文章选得精当 ，兼顾思想和艺术的统一 ，
而 《古文观止 》选文却瑕瑜互见 ，上册诘
屈聱牙的文章选得太多 ,但 《古代散文选
析 》全书只选了五十篇 ，似乎过严 ，尚有
遗珠之憾 。 二是 《古代散文选析 》注 、译 、
析俱全 ， 起了全面辅导读者阅读古文的
作用 ， 符合中央号召整理古籍应当做好
普及工作的要求 。 三是着重艺术和写作
方面的特点 ， 真正把古人行文用语的巧
思与结构经营的苦心 ， 作了探微入幽的
剖析 。 与 《古代散文选析 》堪称珠联壁合
的 《现代散文选析 》，向我们展示了 “五
四 ”以来名家迭起 、流派纷呈的白话散文
的繁茂局面。 此书也有几个特点。 第一，
它从一个较宽泛的窗口窥视现代散文的
品类 , 既精选了议论性散文如鲁迅杂文 ，
更大量选了叙事抒情性的散文 ， 由于叙
事性散文的发 展 而 崛 起 的 报 告 文 学 如
《包身工 》《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 》， 抒情
因素进一步诗化的散文如 《秋夜 》 《笑 》
《春底林野 》《鹰之歌 》等都兼容并收 。 这

样 ，从横向看 ，各种流派 、风格都得以呈
现 ；从纵向看 ，散文发展历史的脉络也非
常清楚了 。 第二 ，不因人废文 ，注意反映
现代散文史的真实存在 ，如周作人 ，选析
者既指出他历史的污点 ， 也给他散文以
实事求是的评价 。 第三 ，旁征博引 ，有助
于读者开发思路 ，提高审美水平 。 第四 ，
适应白话散文流利畅达 、 细致缜密的特
点 ，分析透彻周至 ，曲尽其情 ，如评析鲁
迅 、冰心 、茅盾等人的散文 ，能做到从表
层切入到内里 ，给读者以具体的启发 ；评
论徐志摩 、林语堂 、梁实秋的散文能注意
辩证的观点，比较公允、持平。

还应提及的是, 两书的前言都写得好 ,
高屋建瓴的气势、史论结合的概括方法，见
出编著者的学力与修养。

中国散文从古代到现代走过了一条辉
煌灿烂的道路，随着现代化的伟大历史时代
的到来，散文复兴繁荣有望，希望这两本书
能起到推动作用。 祝编著者在散文研究和赏
析工作中取得更大成就!

文章虽多溢美之词， 但我们确实在编
写中花了不少心力。 “大象搏狮用全力，搏
兔也用全力”，在选、传、注、译、析方面，我
们增补修订多次， 从不敢懈怠疏忽， 到 20
世纪末，才算完成了差强人意的定本。

“眼中之人吾老矣”(杜甫诗)。 这次二书
以新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 并作为我们
耄耋之年的纪念， 是要深深感谢安徽教育
出版社的!

追观天下第一潮（下）

张武扬

今天风平浪静，到下午 3：50 那大潮形
成了长长的白线，但时断时续如同军阵一
般。 白线渐渐弯曲为一张长弓，能隐隐听
到哗哗作响的声音， 那道弧线时而在前，
时而在后，不停地变化形状。 这里的潮头
明显高于大渠， 可能因为江岸变窄的缘
故。 我们站在没有护栏的江堤上，咫尺之
间，可与潮水直接接触。 潮水一路闲云野
鹤似的缓缓涌来，隆隆的声音渐渐变得清
晰，虽没有“滔天浊浪排空来，翻江倒海山
可摧”之势，但是，千万年来，在富饶的土地
上划开了一条深深河床的澎湃四溢的力
量， 完全视我们这些天地间的渺小生灵于
不顾，凭着性情发散，恣肆率性地从我们脚
下奔突而过。 那是一种灵魂上的坦率、美
丽和热烈，无论你多么赞叹，多么留恋，它
就那么义无反顾地朝前奔，后面的江水跟
着在涡旋在摇荡在搅拌，忠诚地朝着一个
方向簇拥而去。

头潮后面跟着就是二线潮，这或许是
亘古不变的规律。 白色的江鸥在潮水上低
翔， 起伏的潮水却抓不住那飞过的翅膀。
据说，乾隆六下江南四至海宁，督办的最重
要的事情，就是在这一带筑塘治潮，在古老
的空间里，恩怨得失早已清淡如水，只留下
了许多有悲有喜的旧事。

到了 4：10，让人心旌摇荡的潮头涌来
了，它延续着一切来自时空的敏感。 我们
拍照后，就匆匆上车，上游的漂浮物也沿
江而下， 虽无声息却切割着我们的视线。
三轮车夫在招人看“回头潮”。 这儿聚集了
游客们自带的 10 多辆小车，车主纷纷发动
汽车，沿着江岸跟着赶潮。 只见那潮水如
鱼鳞般在阳光下翻动，摇下左车窗，我们自
驾的小车与潮水时速大致相当，时间仿佛
出现微妙的停顿，同步我们的视线，以便更
充分地观察潮涌的变化。并肩而行的潮涌，
好像在代表大海阐述另一种含义，将巨大
无比的空间压缩成一条线，簇拥、摇曳并发
散着自己纷沓的意愿。 似乎每朵漫漠的浪
花都在受阻，都溅起了高高白花。 后面则
是沙漠似起伏的波浪， 浪头至少在 2 米以
上。 毕竟已是农历八月底，潮涌的力度变
小了，老黄说，如果是八月十五潮头至少在
四五米以上。

我们小车加速超过潮头，又看到“一线
潮”。 这一带位于盐官镇东南观潮亭、镇海
塔附近，海塘江面宽度仅二三公里，潮势至
此，不仅最盛，而且波澜横陈地齐列一线，
快速向我们移来，逐渐拉长，变粗，横贯江

面，到近前时，只见白浪翻滚，形成一道丈
高水墙， 那浪潮幻化为千万匹白色战马齐
头并进， 浩浩荡荡地飞奔而来。 如同水墨
画“发干有力”的画法，几笔就拉出了虎虎
生机的气势。 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岸
边居然还有人钓鱼，恍兮惚兮，仿佛在虚无
之境，并不在意那个大潮瞬间的乍然惊现。

车到谈家埭排水闸，我们纷纷下车，观
看“龙头潮”。我看了表，此时是 4：25。这儿
的江面有条暗坝， 潮头受阻激起高高的浪
花，变化显得迅猛。 这是秩序的一个跳跃，
所有持相机的游客都在奋不顾身地抢拍照
片。惊鸿一瞥之中，悬念和意外成为获取精
彩的极致。我估算了一下，这儿潮水时速约
25 公里， 而汽车沿岸行驶时速可达 40 公
里，在江边开车追赶潮头，有充分的时间通
过空间置换再次观赏潮起潮涌。

之后， 车主们不约而同地相互提醒快
走，开车奔到最后终点，也就是离盐官镇西
11 公里的老盐仓，这是观赏回头潮的最佳
地点。 远远看去， 海塘大堤上聚集了数百
人，大家昂首东望，兴奋、期待，这时司机们
都开起了赛车，争相抢到最前头到老盐仓。
这里的江水深达 20 多米 ，2000 年修建了
江堤，沿江有水泥路，开车看潮十分方便。
这儿再往南就是杭州湾了， 在北岸隐约能
看到雄伟的钱江四桥。 这一带江面宽约四
五公里，“回头潮” 只能在老盐仓这边才能
看到，而对面的萧山由于离得太远，浩瀚的
江面使对岸难以看见这儿的壮观。

海潮西进，潮头还远在八九百米时，脚
下的江水就开始涌动了，出现了微浪。几分
钟后， 沿岸的潮涌过来， 很快就蹿向老盐
仓，那潮水似被刺激了一般，迅猛回头又冲
向伸入江心的丁字坝， 一下子激起七八米
高的大浪。怒涛惊竖，都所有的矜持都碎作
泼天骤雨，带有泥腥味的潮头返窜塘岸，像
是要诱惑、触碰旁观者，所有的人都惊恐地
快速后退，许多人甚至发出尖叫，在震撼晕
眩面前，人们很自然卸下了所有的身份，还
原成孑然一身的原初形态。 盛大的绽放是
一个过程，而快感只在瞬间。这时观潮也往
往最危险。 每年中秋前后是钱塘江观潮的
最佳时机，“江潮人潮两相涌”，护栏边人山
人海，如果观者拥挤特别容易出事。就像一
幕正剧，结尾时总是剧情的高潮，而且靠堤
的潮头比江中的潮更高。浪花冲天，眼前的
景象什么都看不见了。 迅疾之后又归于平
静，所有的汹涌即刻都消失了。这潮水说来
就来，就没就没了，真有个性！ 我仔细观察

了一下，正因为蟒蛇般的老盐仓的阻隔，才
使流体力学原理发挥了重要作用。 假如老
盐仓位置远了， 退下来的潮水绝没有这么
强的冲力！

潮分大年小年， 今年应该算是不大不
小之年。 据说， 今年的八月十五潮头高达
10 多米，几十万人拥到此处观潮。 老黄说，
如果遇上中国国际钱江观潮节， 观潮者能
达百万人次。 但是， 即使碰巧赶在那时观
潮， 也无法如此悠哉游哉！ 言语中那种自
豪，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假如没有浩大的
江潮，钱塘江该多么寂寞与萧索！

钱江观潮的“一潮数看”在 4：50 结束，
这时候江水放逐一切，所有都被允许，观者
也开始散去。假如没有老黄，今天的景区观
潮，可能最多只有几分钟，眼睁睁地看那潮
水从眼前冲过去，任其一走了之。而我们整
个观潮过程用了大约一小时五十分钟。 高
潮就是激起大浪的那一瞬间， 我用相机抓
拍到了，尽管不那么专业，但毕竟是自己的
体验。我们景区看了精彩的摄影作品展览，
据说有的摄影爱好者， 为拍最精彩的一线
潮、龙头潮、回头潮，要在这儿连拍数日秋
潮。那么充裕的时间，对我们而言是可望而
不求的。

江潮向无边无际的浩瀚奔腾远去了，
江水翻腾的嘈杂声后， 是一片异常的宁
静。 就像饱览风起云落的江南女子，洗尽
铅华之后，忧而不伤地闲坐在自家门口，不
再在乎时事变幻、世态炎凉。我们兴奋中带
点怅然，怅然中带点珍惜与渴望。割断了来
龙去脉的片断，就是画卷中最迷人的部分。
古往今来的所有邂逅、相遇、追寻和梦想，
不管最终是幻灭还是圆满， 剔除所有不必
要的细枝末节，剩下来的，就是短短的恍然
一瞬，而且也就是这么一去不复返，如同再
长的律诗，流传下来的往往只是短短的几
行———老黄说，这话是当年乾隆的随侍大
臣总结的，大概这是这个意思！

钱江潮是用来回忆的。它超越了历史，
超越了时光，也超越了生命与生命之间的
沿袭。 月亮的引力把平凡变成伟大，把瞬
间变成永恒，在空阔的宇宙中成就了钱塘
江潮化蛹为蛾的独特魅力。 在我们的眸子
里，自然界的波浪越来越难得出现，激流、
瀑布、潮水……往往只能在银幕和电脑中
相识。信步到此，希望与钱江潮相遇，见到
它激越的眼神 ，既要善于倾听 ，也要善于
懂得，把它永远盛放在梦境里。 遇见这样
的江潮，就是遇见最好的自己。

感怀
李和平

十年奋进不寻常，
斩棘夺隘铸辉煌。
经济科技大跃升，
国力民心愈盛强。
探月探火开生面，
航天航海扬新帆。
超算核电大飞机，
量信卫导共云翔。
天蓝山绿水变清，
城乡巨变慨而慷。
复兴蓝图今绘就，
长征号角再吹响。
人民至上江山固，
自我革命淬金钢。
主义纯真聚伟力，
幸福生活共创享。

五绝《小雪》
吴治国

孤鸿愁日短，
玉漏续清寒。
把盏言鸡豕，
拾薪庆稔年。

（玉漏：古代计时用具漏壶的美
称。 豕：猪。 薪：柴火。 稔年：丰年。 ）

七律《芦花》
阮建设

寒霜初降众芳凋，
且看芦花挺细腰。
絮似白雪随风舞，
善和枫菊几相娇。
司马诗词情义重，
箫声狄花情涛涛。
冬初赏景别它去，
定要池塘走一遭。

吴
承
仕，

昌
溪
之
﹃
魂
﹄（上
）

李
传
玺

１０ 年前， 一家出版社请我
组织编写《徽州古村落》。 昌溪
作为古徽州一个有影响的村
落，自然是我要介绍的重点。 为
了写好它， 我自己开车跑去昌
溪， 对它作了一番较为深入的
踏勘。 如果说之前，我对吴承仕
有一点大概了解的话， 到了昌
溪， 我才开始知道他原来是昌
溪人，是从这里走向京城的。 由
此我觉得， 吴承仕应该是昌溪
的一个 “亮点 ”，也应该是歙县
乃至整个黄山的一个“重点”。

昌溪，吴、周两大姓和谐共
处竞相发展， 这在古徽州的村
落是不多见的， 因为一般徽州
古村落往往只有一个主体姓 ，
如果有其他姓的话， 也只有零
落几户且非常弱势； 徽州古村
落都有水口， 这里的水口很有
特色，下水口正处汪王庙前面，
呈八卦状， 两棵高大的老樟树
恰似鱼眼， 而且它还保留着上
水口， 且在此处筑有一座寨墙
构成天门；古徽州是牌坊之乡，
但大都是石质的， 这里恰恰保
留着一座高大的木牌坊， 且造
型非常考究，雕饰非常精美，成
为牌坊中的“唯一”。 如果说昌
溪这些主要特色是 “物 ”的话 ，
那么吴承仕的 “亮点 ”，我觉得
恰恰代表的是昌溪之“魂”。

科举被废除后，为了化解各地“旧”读书人的大量积
存，清廷决定每三年再考选三次优贡和举贡考职，从中选
拔一批优秀人员进入“公务员”队伍。 就在三年后的第一
次考职中，吴承仕脱颖而出，取得一等第一名，那可是相
当于“状元”的荣耀啊。 之后，被分发为大理院主事，民国
成立后，转为司法部佥事。面对清末和民初司法的混乱黑
暗与腐败，他没有同流合污，用一个被中华优秀文化滋养
出来的坚挺品格进行着自我修炼和力所能及的抗争。 章
太炎先生因为反对袁世凯称帝与复辟而被囚禁， 他冒险
探望，由此成为章先生的及室弟子，章先生晚年的大量事
务都委托他和钱玄同去办， 章先生对吴承仕的经学研究
也给予高度称赞：“足下于旧音用功完密， 所发正五百余
事，洵为核实”，“为学笃实”过于黄侃。吴先生也成为那个
时代的经学大师（当时有南黄北吴之称）。随着外侮日深，
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深深刺激着他的心，此时，在学生
中的共产党员的影响下，他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世
界观发生质的飞跃。开始通过创办杂志《文史》《盍旦》《时
代文化》等，批判旧经学，宣传新经学，批判国民政府的妥
协退让，赞美党的主张与同学们的正义之举。利用担任北
师大国文系主任出卷招考这便利， 通过试题来鉴别学生
们的政治倾向，并将在“一二九运动”和其他运动中受到
“处罚”的学生再招入学校，既给他们学习成长的机会，更
给他们从事地下活动以掩护。 参与成立北平作家协会的
筹备，并利用自己的身份帮他们寻找开会地点。 １９３６ 年
春，就在民族危亡日益深重的关键时期，他选择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根据组织的指示，他撤往天津；由
于没能及时撤往根据地，他陷入贫病交加的境地，但仍坚
守民族品格，决不出任任何伪职，并于 １９３９ 年 ９ 月 ２１ 日
病逝。 由此，延安曾两次为他举行追悼会（一次是悼念蔡
元培时附祭，）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吴玉章等中共领导都
送了挽辞和挽联。 毛泽东的挽词为：“老成凋谢。 ”周恩来
的挽联为：“孤悬敌区，舍身成仁，不愧青年训导；重整国
学，努力启蒙，足资后学楷模。 ” 吴玉章的挽联为：“爱祖
国山河，爱民族文化，尤爱马列主义，学贯中西，善识优于
苍水；受军阀压迫，受同事排挤，终受敌寇毒刃摧残，气吞
倭虏，壮烈比诸文山。”对这一切提炼概括，用吴先生学生
张致祥同志话来说：“一个经学大师， 从一度避世的象牙
塔之中勇敢地跳出来，终于成为战斗的共产党员”，“历史
将写上， 他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 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
员”（《吴承仕文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４ 年 １ 月第
１ 版第 １１ 页）。 再引申一下，一个非常典型的旧派知识分
子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时刻竟然加入了共产党， 这充
分体现了我们党的先进性以及在那个时刻对知识分子巨
大感召力。延安两次追悼，领导纷纷致哀，放眼望去，在那
个时期有几人能够获得这份哀荣。 昌溪应该为产生这样
一位历史人物而感到骄傲； 二十大精神要求我们弘扬伟
大建党精神，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吴承仕身上凝聚的
这些品质，不正是我们党史学习党性教育的光辉范例。

从这里走出的吴承仕还一直心系家乡。 吴承仕 １８８４
年 ３ 月 ２０ 日出生于昌溪，直到 ２４ 岁才从家乡离开，他的
幼年童年少年乃至青年前期都是在家乡度过的， 也是在
家乡接受了完整的传统文化教育， 这些教育不仅使他在
传统考试中独占鳌头， 而且培养了他良好的道德品性与
人生观，为他以后逐渐走向进步，并且加入到中国共产党
行列中来打下了精神基础。 这也是他同徽州近现代另几
位名人相比不同的地方， 胡适是在上海出生， 三岁多回
来，1904 年 2 月离开， 在家乡只生活了九年； 陶行知 17
岁离开家乡；周诒春虽然惦念着祖籍休宁，但出生接受教
育都在武汉。 ———因此，在他出任仕职之后，更加关心家
乡，注重给家乡注入现代文化与精神基因。辞职司法部专
注教育后，他开始极力提倡和推动在家乡开办新式学校。
这一倡议得到在京徽商吴良臣的赞同。 １９３４ 年 ２ 月，当
这所新式学校正式开办时， 他利用寒假时间专程返回故
里祝贺。他写贺联，撰写校歌，捐赠图书。不仅使学校一开
办就步入正规，以真正崭新的面貌，开启昌溪后生新的视
野，而且以自己的示范之举带动昌溪在外各方面人士关心
支持家乡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抗战爆发后避难天津的吴
承仕曾秘密潜回昌溪， 他要帮助家乡人坚定抗战的意志，
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 在家乡的那段时间里，他组织复兴
小学师生进行抗日宣传，把《一片爱国心》《觉悟》《复活》等
进步作品提供给师生演出， 亲自修改老师创作的抗战话
剧，加大对汉奸的讽刺力度，在修改时，不顾年高体弱和旅
途劳顿，通宵达旦，直到自己感到满意为止，此剧演出后在
全县产生轰动性影响。回到天津后，虽然家庭生活陷入困
顿， 但仍利用早晚时间书写百幅对联寄回学校让他们变
卖后充作办学或抗日宣传经费。 一代大师的吴承仁以自
己的成就和不断追求进步的风范给昌溪人树立了崇高标
杆的话， 心系家乡的吴承仕以自己的言行回馈滋养他的
故土，型塑着昌溪人的现代灵魂和精神意志。

只要一说到歙县，我都会问，吴承仕故居现在怎么
样了。 有的人不知，有的人会说，县里把它列入重点保
护单位。

高兴的是，当我今年 ９ 月份再去昌溪时，我看到了吴
承仕故居的可喜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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