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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忆外公张伯驹
■楼朋竹

随着收藏热的兴起与学术界研究

成果的涌现 ， 我的外公张伯驹捐国
宝 、 护文物之事迹逐渐被世人所知 ，
文博大家史树青还因此举称赞外公是

“民族英雄 ”。 盛名在外 ， 加上外公又
不爱说话 ，因此总是给人很 “高冷 ”的
感觉 。 然而在我看来 ， 我的外公是一
位至纯至性的 “大先生 ”，也是个保留
着天真孩童一面的可爱 “小老头 ”。 翻
阅着手中的旧相册 ， 快乐 、 有趣的往
事一一浮现 ， 儿时的旧梦再次涌向心
间 。 一切如昨 ， 但外公已经离开我们
41 年了 ，我把与外公在一起的二三往
事整理成文 ，以志怀念 。

我的外公张伯驹先生出生于 1898
年 2 月 12 日 （清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
十二 ），河南项城秣陵镇阎楼村人 。 外
公原名张家骐 ， 字伯驹 ， 后以字行于
世 。 他三十岁时 ，因购得康熙御笔 “丛
碧山房 ”，故号 “丛碧 ”。外公在钤印 、雅
集等活动时还常常以 “好好先生 ”“春
游主人 ”等名号自称 。外公承袭了明清
文人的传统喜好 ， 热爱鉴藏 ， 又好翰
墨 ， 擅诗词歌赋 ， 对于戏剧也很有研
究 。外公喜欢畅游天下 ，苏州 、杭州 、上
海 、 重庆 、 西安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
迹 。 总之 ，凡是美好的事物他都喜欢 。
外公虽然出身富贵之家 ， 但却未沉沦
金钱之中 ，反而散尽家财 ，只为帮国家
留住国宝 。直到晚年 ，他依然在为延续
中国传统文化而奔走 ， 可见对祖国的
热爱与无私奉献 。外公个性温和 、善良
且心胸十分豁达 ，看似 “书生 ”，但遇大
事 、难事总能安然处之 ，是意志很坚强
的一个人 。 这种坚韧的性格帮助他度
过了许多艰难时刻 。

对待朋友 ，外公总为他人着想 ，虽
然后来自己的境遇也比较窘迫 ， 但是
朋友需要帮助时 ， 外公都会出手相
助 。 对于后辈 ，外公也十分乐于提携 。
记得当时有位素不相识的大学生来信

请教书法问题 ， 外公很认真地在信纸

上答疑 ，丝毫没有敷衍 。
从我记事起 ， 常在外公外婆的身

边 ，他们经常带我去公园玩耍 ，我们会
前往北海 、景山 、颐和园 、香山 、大觉
寺等处游览 。 大觉寺是我外公最喜欢
的地方之一 ， 当年外公和好友傅增湘
曾在大觉寺附近建亭用以观花 、联句 。
外公一生喜爱花草 ， 小时候每次去公
园 ， 他都要教我识花认草 。 公园的诸
多花草在外公家中也都有栽种 。 每当
走进大自然 ，去欣赏美丽的山水河流 ，
我小小的心灵都充满了幸福和喜悦 。

外公外婆时常带我到饭店点我最

爱吃的饭菜 。 在品尝的美味中 ， 有一
道红焖大虾令我印象深刻 。 那道菜偏
甜咸口 ，虾的大小和我的小手差不多 ，
鲜嫩可口 。 虽然大虾在今天已经是餐
桌上的寻常物 ， 但在那会儿还是很少
见的 ，每次外公都舍不得多吃 ，总是盛
给我吃 。 带我到饭店吃饭的时候 ，外
公教我要礼貌待人 ，言谈要端庄大方 ，
不能扭扭捏捏 。 那时我见到的大多数
亲友都是爷爷 、奶奶辈的学者文人 ，他
们拄着拐杖 ， 和外公一样温文尔雅 。
他们聚会时 ，还作作诗 、写写书法 。 外
公对我的教育就这样融汇在一点一滴

的生活中 ， 他教会了我很多做人的道
理 ，守护着我长大 。

1964 年 ，我上小学的时候 ，爸爸妈
妈因工作需要调到了陕西省考古研究

所 ，我也暂时离开了外公外婆 ，开始了
学校生活 。 记得四年级的时候 ， 每到
寒暑假 ，外公外婆都要把我接到北京 ，
以减少我父母的压力和负担 ， 此时的
我也是归心似箭 ， 因为我又能享受和
外公外婆在一起的快乐时光了 。

身边的同学们很羡慕我每到寒暑

假都能去北京 。 那个年代交通并不发
达 ，能去一趟首都是许多人的愿望 。

随着岁月的流逝 ， 我到了上初中
的年龄 ，外公外婆商量让我接受与我
年龄相当的教育 。 他们为我找好了老

师学习戏曲 。 我的昆曲
老师是周铨庵 ，古琴老
师是李祥霆 ，都是当时
有名的老师 。 在家的时
候 ， 外 公 要 我 背 诵 古
诗 、临摹书法 、绘画 ，让
我学习中医针灸 ，培养
我的各种兴趣和爱好 。
毕 业 后 ， 我 到 农 村 插
队 ，这些兴趣和爱好还
真用上了 ，我帮助村里
的赤脚医生工作 ，为患
者扎针治病 ，当了一年
的助理 ，还受到赤脚医
生的赞赏 。 外公外婆给
了我无尽的爱 ，也让我
学会了独立生活 。

我在外公身边时 ，
他的眼睛已经患有白内

障 ， 需要人照顾 。 因此
我经常帮助外公外婆打

扫房间 、洗衣做饭 、招待
客人等 。再长大一些时 ，
外公就把我叫到他的身

边 ，帮助他研墨 、叠纸 。
他写书法时 ， 我在旁边
扶纸和抻纸 ，写好后 ，外
公就教我怎样在写好的

书法上盖章 。
外公对艺术的态度近乎严苛 ，有

时着急起来我都摸不到头绪 。 在写书
法和绘画时 ， 发现有一点不满意的地
方 ，他就会全部毁掉 ，还责怪自己不中
用了 ，自言自语地说自己不认真 。有次
我只是看到一点点墨点掉到了刚写完

的书法纸上 ， 他就一下把纸揉成团扔
到纸篓里了 ，搞得我不知所措 。当时我
还劝他 ，有一点墨点没有关系 ，因为大
家都知道他的眼睛有白内障 ， 看不清
楚很正常 ，别人都不会说什么的 。我小
时候真没有看明白外公的心思 。 我当
时还在想 ，用一上午的时间写字 ，写完

不满意又都扔掉了 ， 时间和心血就都
浪费了 ，好可惜啊 。我劝他说 ：“您累了
就休息一下再写吧 。 ” 他执意说 ：“不
行 ，写不好就不吃饭了 。 ”到了中午吃
饭的时候 ， 我和外婆都要等他把手里
的工作做完后才能一起吃饭 。 有几回
饭菜都摆到桌子上了 ， 外公就是写不
好不吃饭 ，等完全写满意后 ，饭菜都已
经凉了 。外公就是这样一个倔脾气 、干
事非常认真的人 。 那时他的白内障已
经到了晚期 ，需要做手术 ，但他还是每
天坚持工作 ，不浪费一点时间 。

外公对自己严格要求 ， 对家里人
也是如此之认真 。 记得有一次外婆伏
案作画时 ，他走到外婆身边观摩 ，发现
外婆画的山水画中 ， 水面上画着一只
小船 ， 小船上的人物比例和船的大小
不太对称 。 外公就给外婆指出来让她
改掉 ，可是画已经画完了 ，这就意味着
要重新画一幅 ， 外婆心里实在是不太
愿意 。 我听到外公跟外婆说 ：“发现了
问题一定要马上改掉 ， 虽然不是太明
显 ， 但如果让欣赏画的人看到这样的
问题 ， 岂不让人笑话 。 要对自己负责
任 ，也要对欣赏你画的人负责 。 ”最后
还是外婆妥协了 。 现在回想起来 ，外
公对自己和家人的认真和负责 ， 也代
表着外公对家人的爱和希望 。

一晃 ， 外公已经离开我们 41 年
了 ， 回想起在他身边的日日夜夜 ，总
是历历在目 。他的言传身教已深深刻
在了我的脑海中 。外公将认真和负责
作为日常行为准则并贯彻了一生 ，他
无私上进的精神永远铭记在我们的

心中 。 最后 ，我想对他说 ：我没有辜
负您老人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希望和

谆谆教导 ，我一直按照您的教诲在
努力奋斗着 。 您的精神一直鼓励着
我们 ，指引着我们 ，我们的下一代会
牢记您的教导 ，不断努力拼搏 ，为社
会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 ②8

名人周口

1965年，张伯驹与楼朋竹（前左）、楼朋林在中山公园留影。

������为进一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推进“两个结合”，用健康向上的
历史文化观和道德价值观辨析社会现

象，分清是与非、美与丑、善与恶，弘扬
社会正气，中共周口市委宣传部、周口
日报社、周口市社科联联合开展“社会
现象圣哲看”系列文化普及活动，不断
深化“道德名城、魅力周口”建设。 活动
以面向全社会的征文为主要载体，欢迎
广大文化爱好者、 社会工作者积极参
与、踊跃投稿，在更高维度上实现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让道德文明
风尚更好地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

一、主办单位
中共周口市委宣传部

周口日报社

周口市社科联

二、征集时间
即日起至 2023年 12月 31日
三、征稿细则
1.征文分 “弘扬篇 ”和 “荡涤篇 ”

两类 ， 即积极的应该弘扬的社会现
象和消极的应该摈弃的社会现象两

个方面 ，分别展开辨析 。
2.围绕社会心理现象 、社会行为

现象 、社会矛盾现象等 ，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准则 、以优秀的历史文
化道德理念加以辨析 ，写成千字左右
的小文，最长不超过 2000 字。

3. 投稿请发至邮箱 shxxszk@126.

com 并在稿件标题前加注“征文”。
4.来稿在 《周口日报 》社科理论

版、《周口晚报》 文化版、《周口社会科
学 》等分别选登 ，稿酬从优 ，并最终结
集出版。

5.投稿者应保证为原创作者，对作
品拥有独立、完整、明确、无争议的著作
权；投稿者应保证其投送的作品不侵犯
第三人包括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隐
私权等在内的合法权益。

6.主办单位有权对来稿进行修改提
升。

四、作品评选
由主办单位组织专家、学者对入选

作品进行评审、修改，择优结集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