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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阳学人张进贤
!

董素芝

淮阳是个特能让人吹牛的地方!

从宛丘 " 陈 " 陈国 " 淮阳 " 陈州 "

淮宁到陈城" 陈楚故城#$光这些

地名就能把人绕晕% 而且! 这些挥

之不去的历史印痕又总让淮阳人有

身在 &首都' 的错觉! 从六千年前

的 &太昊伏羲氏都宛丘'( &炎帝神

农氏都陈'! 到三千年前周武王首封

陈国及今天的陈氏宗族发源地) 从

诞生于陈国相县的老子到在陈讲学

并蕴酿成 &中庸' 之道的孔子! 从

陈胜 ( 吴广在陈城建立的 &张楚 '

政权到包公的 &陈州放粮'! 淮阳的

故事已沸沸扬扬传了几千年%

用现代首都去比!淮阳城确乎小

了点!不过!今天的淮阳城只是陈国

内城的一部分%史志载陈城有内城外

郭!四面环水!外城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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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内

城周长
625

公里!完全是水城或岛国

的规模和古城池形制% 想当年!被护

城河(古城墙守护的陈州城!四门高

悬(飞鸟难进!是多少霸主觊觎的地

方% 遗憾的是陈州的古城墙没了!只

留下了城墙根!但那些故纸堆里的人

文却以传说的方式印在了淮阳人的

脑海里%

三十年前!当我怀着纯真的文学

梦踏上社会时!&结着愁怨'的我总觉

得淮阳是个虚幻的地方!这些神乎的

天书般的故事!时常会让我有前世还

是今生的疑惑%多年后!我步入中年!

也&中邪'般沉迷到淮阳的故事里了%

十年前!我曾参与*淮阳历史文化丛

书+,一套九卷-的编辑!撰写伏羲文

化卷*伟哉羲皇+!与淮阳的师长们一

起梳理整理淮阳文化%对伏羲文化这

一重大命题的探究让我更知自己学

识的浅薄!担不起书写陈地六千年厚

重文化之重任% 但坦白地说!从事笔

耕的我!对交错在史前与信史里的淮

阳! 总有一种深深的迷失感和模糊

感%

两年前! 在 *游弋在陈州的梦+

里!我曾表达了作为淮阳人的尴尬和

遗憾% 春秋以降的三千年过去了!陈

国的城门( 城墙早在战火中毁掉了!

据说!清乾隆年间最后一次复建的陈

州城! 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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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淮阳第三次解放

后被人为毁掉了% 所幸!还有环抱古

城的护城河在告诉人们这里曾有过

固若金汤的辉煌%让淮阳人颇为遗憾

的是!至今!淮阳仍没有一本信手拈

来的详实人文史料!那么多鲜活的淮

阳故事只散落在历史典籍的片言只

语中! 靠一代一代文人口传心会着!

史前传说时代是如此!信史时代也是

如此%

时常想!一个靠传说支撑的古城

终是苍白和没有底气的!一个文明的

源点或者叫首都的地方应该有自己

的人文来承载她的灵魂% 不管怎么

说!没有一本属于自己的系统人文史

料!这对偏爱文字的我来说!总觉得

是和她自身的古老无法相称的%

两年前!从一位研究淮阳文化的

北京客人那里!第一次见到仿古函装

厚厚的三册*淮阳人文探究+!匆匆一

面未及翻看!但看那古典装帧的风格

和作者张进贤的名字已让我心中感

奋.莫非!令陈地人欣喜的文史大作

出现了/

果不出所料! 壬辰年的初秋!当

这套装帧典雅的 *淮阳人文探究+摆

在我面前! 打开图文并茂的书册!像

走进了跨越六千年的淮阳时空隧道!

一段段荒疏在陈地的史事!一个个湮

没在陈地角落的人物!一则则淮阳史

上的人文存疑!神奇地复活或晾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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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阳光下0 &由传说而正史而

考古而文哲)由人物而城邑而文物而

典籍'! 陈地才子王少青说.&读张进

贤先生这部*淮阳人文探究+连续数

日!总能感到周身充斥着未及咀嚼的

滋味和难以挥散的热量!今天落笔时

自然凝结成一句话.1今人无愧既往!

陈人堪傲天下2'0

是的!陈地因为拥有了自己书写

的丹青!淮阳人才自豪地宣称&今人

无愧既往'0我庆幸!&堪傲天下'的陈

人终于有了自己活灵活现的人文史!

终于可以告别传说时代以飨后人0我

庆幸!陈州真的是个顶能让人吹牛的

地方! 可我的淮阳真的不是吹出来

的0 书前扉页上作者自题的&直笔真

言'!更让人想起&齐之南史!直书崔

弑'(&晋之董狐!书法不隐'等传为美

谈的故事0 我坚信!像因书写*晋书+

载入史册的陈地人王隐一样!陈地从

此多了一位绕不过的 &布衣史官 '

333张进贤先生0

说来!张进贤先生的名字早已熟

知! 遗憾的是一直未能相识0 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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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编纂 *淮阳历史文化丛书 +

时!就听说张进贤先生在北京(长沙

供职多年!现定居深圳!是颇负盛名

的老书法家张云生先生的胞弟0兄弟

两人合著了淮阳历史人物卷*长空星

辉+0 那时就听张云生先生说其弟进

贤热爱淮阳文化!工作之余!遍寻和

淮阳相关的人文!积累了大量的文字

及图片0

正为机缘未到感叹时!机会就来

了0 一个月前!学识宽博的画家范景

恩先生高兴地向我通报张进贤先生

回来的消息0 在一个尚显炎热的下

午!由范景恩先生引见!我拜会了张

进贤先生0 让我想不到的是!如今的

进贤先生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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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高龄了) 更想不

到的是!精神矍铄的他仍在兴致勃勃

致力于*陈国史+的写作0 他说!他这

次是为了补充陈国史的资料专程回

淮阳的!县政协副主席张继华已陪他

走访了鹿邑(太康(项城等陈国的周

边辖区0

这是一个质朴本真的文化老人!

他的谦和与率性让我有一见如故之

感0他和景恩先生谈书画!谈历史!谈

国内外一些熟悉的人和事!不是口若

悬河夸夸其谈! 总是那么恳切和真

诚!说到自己!甚至总带着谦恭0当景

恩先生向我介绍说进贤先生可是中

央工艺美术学院的高才生!是齐白石

研究会理事!编辑过齐白石(范曾等

人的大型画集画册!是中国书画界及

装帧界享有盛名的书画评论家(装帧

艺术家时!进贤先生马上站起来笑着

摆手推辞!很认真地说!没那么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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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外出求学! 开封艺专毕业后分

配到河南青年报社做美编0因自幼父

兄带给我的对书画艺术的热爱!不甘

于这样的生活!又二次求学才上了中

央工艺美术学院0 这以后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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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年的美编和出版工作0 退休后!应邀

做过一段自己熟悉又喜爱的工作!编

辑出版了 *西安碑林全集+ 二百卷(

*泰山碑刻全集+四十五卷等!又受聘

为仿真复制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字

画艺术总监! 完成了五十余件精品!

也算发挥了余热0

好一个学养深厚的老人!他的话

让我暗暗吃了一惊0 景恩先生说!进

贤兄总是这么谦虚!十几年前!他著

的*书籍装帧设计教程+就是第一部

中国装帧学教科书0说着他随手递过

一本书! 是进贤先生的 *书画赏析+

集!是他围绕自己编辑过的美术读物

或书画作品的一批述评性文章0 其

中!既有对名家大师的评介!又有对

中青之秀的推荐0 进贤先生笑着说!

它们是我几十年做编审工作的副产

品0

没想到!进贤先生在书画界及装

帧学界是&导师'和&教科书'身份!只

是我突然又觉困惑!这个大半生兴趣

与事业似乎与淮阳人文无一点干系

的老人!以他这样的资历!在今天!随

便走哪个路子都盆满钵溢!为什么这

么大年纪了却走上写史这吃力不讨

好的路子/听景恩先生说他花费十年

之功的数十万字的 *淮阳人文探究+

连稿费都没有!为什么他要择重避轻

选择淮阳文化/走上探究淮阳人文的

路子/

我的问题让老人似乎有点讷于

言!他敦厚地笑着!甚至有点不好意

思0说我哥,指张云生先生-对我要求

一直很严!他对我专业上升期这样的

转向不太赞成0 说写史责任重大!出

不得差错!意指不要放弃书画0 这似

乎有些稚气的话出自一位年近八旬

的老人!让我既为其兄弟二人的情谊

感动! 也感受到他长兄如父的深情0

他说!做编辑多年!编辑了不少书!也

想著一本自己的书!一本关于家乡的

书0以前写东西都是工作之余挤时间

完成的0 而真正写书!是我退休后才

开始0

景恩先生有事先走了!我却走进

了进贤先生关于淮阳的故事里0说到

家乡!进贤先生兴致非常高0他说!淮

阳太神奇了!有那么多美好的民间传

说!旅居在外!时常会有家乡的美好

记忆!梦里也经常再现童年时代的情

景0 尤其是从心之年以后!怀旧与思

念一天天增加0 常想起小时候!父亲

绘声绘色地给我讲 &前三皇'&后五

帝'! 孔子在陈绝粮( 包公怒铡四国

舅(苏小妹巾书伏羲碑(朱洪武讨饭

借锅$$这些!总萌发我撰写乡土记

忆的冲动0

进贤先生说!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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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就开始

寻找与陈地有关的人文了!山东的微

山(临淄(定陶(东阿!安徽的亳州(固

镇(寿县(萧县(合肥!河北的新乐(陟

县(邯郸(涿鹿 !还有山西 (陕西 (甘

肃(湖北(湖南(广东(福建及河南一

些有关县市!这些年!行程数万里了

吧0 说老实话!在这本书上花去的时

间(精力以及财力是很难用数字计算

的0 不过艰辛中也有快乐!因为我想

为家乡写一本书!这种情结很久很久

了0而且!走进淮阳愈深!愈觉得她的

的确确是块风水宝地!中华文明的摇

篮!古代人文重地!就愈加热爱她!要

抒发她0

纯朴如赤子!纯净如幽兰0 我只

能笨拙地甩出文绉绉的赞辞了0这个

下午!一个老人!一个文化老人!一个

纯净的文化老人!他对淮阳赤子般的

诉说!让我的眼发热发胀0 淮阳文化

已那么深地融入他的血脉他的生活!

成为生命里一种无法割舍的东西0我

想起了老舍的 *念北平+.&我所爱的

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

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

史!一大块地方!多少风景名胜!从雨

后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梦里的玉

泉山的塔影!都积凑到一块!每一小

的事件中有个我!我的每一思念中有

个北平!这只有说不出而已0'&好!不

再说了吧) 要落泪了! 真想念北平

呀4 '

是的!也是因为思念!思念那个

与他心灵相粘合的地方!进贤先生才

&十年磨一剑'地投身于淮阳文化0像

找到了淮阳文化的&活字典'!这个下

午!我不停地询问这些年自己碰到的

与淮阳有关的疑点(异义!进贤先生

不停地谈历史说淮阳!直到女儿电话

问我啥时回家!我们才发现已是晚上

八点半!错过了晚饭时间0

真的庆幸!在这个&什么都是浮

云'的时代!淮阳有这样的福气!有进

贤先生这样的学人!仍在坚守着&板

凳坐它十年冷
<

文章不写一句空'的

信条!仍在执著地担当着&陈人堪傲

天下'的重任0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对

淮阳人文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对每一

个与淮阳有关的人文地理!他都一次

二次三次不遗余力地走访0 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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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因为专业和爱好!他就注意并

关心着&淮阳王玺'这方与家乡有关

的颇为神秘的历史名印!为弄清其来

去脉络及汉印规制!他翻阅大量的文

献史料!多方寻找信息!又与其学弟

景恩先生多次通话切磋!交流有关信

息0 向北京(杭州(西安(大连及山东

等多方专家学者( 知情人士通话询

问(致函请教!提出关于此印的个人

见解0他还在山西平遥县衙的展柜里

发现&淮阳王玺'的印盒!收集到关于

&淮阳王玺'的趣闻0为了解历史上以

坚贞美丽成为许多诗人笔下骄傲的

陈国息夫人息妫!他曾三赴武汉黄陂

寻访息夫人庙址!几赴陈国女子息妫

最初出嫁的息县!并将*左传+中对息

夫人的记载列了生平简表!其著之详

细!令人生叹0

在我起身离开进贤先生居住的

宾馆房间时!经过一张书桌!上面一

堆书里一本装帧精美的 *淮阳成语

典故+ 吸引了我0 我又暗暗吃一惊!

短短的时间里! 又一本淮阳文化的

书问世/ 进贤先生憨厚地笑着! 说

是自己出的! 只印了几十本0 打开!

书中收录了和淮阳有关的成语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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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条! 每篇都有插图! 似乎全部

是铜版纸印刷0 我愕然! 进贤先生

和淮阳文化拼上了/4 我说! 印这么

少成本高吧/ 进贤先生笑! 是高点

儿! 每本合几十块钱0 又说! 正好

剩一本! 送给你了0 我迟疑着! 不

知该拿不该拿!觉得有从老人兜里掏

钱又偷文化的感觉0

随后的两天!陪进贤先生到淮阳

汉墓(太昊陵及西华的女娲城!探寻

封在 &株林',今西华县西夏亭镇北-

的陈宣公之子子夏一族! 所到之处!

进贤先生像年轻人一样不停地拍照!

讲解陈国的历史文化! 他轻健的步

子!让人丝毫感觉不到他的年迈0 我

羡慕地夸他体力好!他笑着说!心中

有自己的事业就有劲儿!你要像我一

样也会有劲儿!这让自称老了的我多

少感到自惭0

进贤先生回深圳后!很快就寄来

了三卷本*淮阳人文探究+0面对这部

饱含对淮阳之爱的呕心之作!我有深

深的敬畏感 !又像 &淘 '到了一本好

书!不忍一下读完0书中图片上千张!

涉及淮阳人文(胜迹文物及有关的历

史疑点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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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篇!发微探幽!捡遗

弥失!有总有详!不仅有*先秦时期陈

国(陈县及陈郡大事年表+!且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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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淮阳县志修订的建议+等!

每次读来!总会有新发现(新感觉!让

你沿着历史的印痕走进宛丘( 陈(陈

国(淮阳$$

一天翻阅时!惊诧地看到进贤先

生正在书写的*陈国史+目录及提要

已列书中!看来!进贤先生两年前对

陈国史的梳理已经成竹在胸了0更让

我目瞪口呆的是前面的开场白.&笔

者志在有生之年!完成*陈国史+的写

作!作为对家乡文化事业一份新的贡

献0写史非同小事!需要时间!因笔者

已七十有五!人生难卜!故将近期完

成的*陈国史+目录及提要载此!倘若

客观不允许实现其志!可作同志者写

作参考0 '

好一个让人唏嘘叹息的 &痴情'

学人4 我不禁摇摇头. 问淮阳文化

为何物! 教进贤先生生死相许/ 不

但 &生' 和淮阳文化 &绑' 定! 又

将这部书的未来托付给 &可作同志

者'! 这种生死相依的精神! 真是壮

哉4 壮哉4

默然良久! 我忽然回过味来!淮

阳有这等&痴情'的学人!也注定我的

淮阳会世世代&牛'下去!这对习惯于

&堪傲天下'的陈人来说!又是何等的

福分啊4

淮阳庙会 !资料图片"

淮阳泥泥狗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