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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这边独好的南岸，是重庆江南一颗灿烂
的明珠，深深吸引着文人墨客来此造访。在那抗
战硝烟弥漫的岁月，许多名家与南岸结下难以割
舍的情感。郭沫若与南山梅花也留下了佳话。

郭沫若曾在抗战时期，居住在渝中区，他时
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厅长，负责抗日
文化宣传工作。他虽然事务缠身，但仍对南山
充满无限向往。1943年3月12日，他在工作之
余，抽暇邀约了几位好友，兴致勃勃渡过长江，
来到南山。

这时正是春意方兴未艾的季节，南山的梅花
在灿烂的阳光下，开得十分热烈。游人在这里穿
梭赏梅，陶醉在浓郁的梅香之中。郭沫若一行，
也在这里分享平时难得的梅花香味，被眼前多姿
且又斑斓的梅花深深吸引而驻足。他用一个作
家、诗人独特的视角，凝视梅花，解读梅花，与梅
花默默对话。诗情在心中涌动，灵感的火花在脑

海中闪现，一种强烈的、不吐不快的感觉促使他
立即拿出纸笔，片刻写出了四首探梅绝句：

闻说寒梅已半开，南山有鸟唤春回。
嘉陵江上东风早，绿嫩红肥映碧苔。

燕来鸿去各天涯，六载翱翔未有家。
偶向松林探音讯，临流俯首看梅花。

繁红万点绽新枝，纵酒高歌意欲痴。
莫漫盱衡今古事，隔墙人唱竹枝词。

料峭春寒压艳妆，轻风飘拂柳丝黄。
谁教黄犬传消息，唤出青鬟一倚墙。

郭沫若写罢，同行的朋友一致点赞，都说诗
意浓郁，清新自然，音韵和谐，琅琅上口，流溢着
巴东民歌体竹枝词的风韵。

抗战后，国民政府回迁南京，郭沫若也告别
了重庆。然而在1962年2月，郭沫若再次来到
重庆时，与陪同人员一道，兴致蓬勃重上南山，再
度品尝梅花的美丽芬芳。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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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圣”钟云舫 还曾教过数理化
□曹庞沛

他自幼好学
工于对联又开西学风气之先

钟云舫（1847～1911年），名祖芬，别号铁汉，自称硬汉、
铮铮居士，江津高牙乡青草碚人，清代秀才。同治初补廪后，
即在县内阙氏祠堂设馆授徒，措意于西学，讲传数学、物理、
化学，以及英语、法语。开新学之先，“生平著作甚多，联语尤
奇横不落窠臼”。作品遍及诗词歌赋联，还有剧本、唱词、散
文，“高尺有咫”。成就最大的是对联，尤以撰写长联闻名著
称。传世之作《振振堂文集》共八卷：其中联稿四卷，诗稿两
卷，文稿两卷，载入的1800多副对联，《拟题江津县临江城楼
联》被公推为“天下第一长联”。

钟云舫自幼好学，博览群书，能诗善文，博古通今，兼修
中外，学识渊深；同时攻研西方科技，所作《东西洋赋》是当时
少有的世界地理之著，叙五洲形胜物产，述先进科技潮流，推
西方“以商贾为重，以技艺为家”之思想。在《足邑教案论》
中，倡州县设格致之学，崇物理、化学之科，另作有铁路、兵
政、商贾、学堂、矿务、团操、开恳方面的论著多篇，见解精深。

他疾恶如仇
身陷囹圄时写就天下第一联

他生性豪侠、刚正不阿、对贪官污吏疾恶如仇。作为
平民楹联艺术家，“性刚简而不能谀”“生平不作欺人语”，
他生活在封建社会的最底层，却战斗在那个时代文化阵
地的最前沿，常以联作“匕首与投枪”，“几根穷骨头，搭起

气运；两个大眼孔，看到乾坤”，针砭时弊，对不合理的社
会现象进行鞭挞、谴责、讽刺，在那个“县官俱昏聩，小城
故事多”的时期，为民代言和打抱不平，与县衙作对，成为
江津三大怪人。后来他因此而得罪权贵，身陷囹圄，但却
在大牢中，继续泪洒墨泼，血染纸铺，效法《离骚》，在无一
参考书，全凭记忆的困苦绝境，一日内便壮气冲天，一气
呵成长冠古今1612字的天下第一联，借景抒情，倾诉自己
不幸遭遇，揭示人间黑暗腐朽，追求光明，誓言要化作武
士，砸烂旧世界，开辟新天地，创“玲珑别式乾坤”。自己
于潦倒一生的舞台上，磨练成一个旷世奇才，“长联圣
手”，文坛“联圣”。

钟云舫六十四载岁月，一生经历坎坷，其间中华民族面
临异族侵略，自我封闭落后的双重民族危机；维系中国几千
年的传统典章制度、思想体系开始受到西方工业文明下坚
船利炮的挑战与攻击；传统儒家士大夫向近代知识分子转
型。钟云舫完整地见证了中国古代最先中西融合、思想觉
醒与最后内外交困、社会没落的历史路程。因此，他的追
求、奋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留下了那个独具时代特征的一
笔丰富的精神遗产。

他灿若明星
使得江津楹联文化闪耀全国

近年来，江津大力推进“联圣工程”建设，曾被重庆市政
府列进社科规划重大项目。由重庆市领导任组长，重庆大
学、重庆师范大学、重庆工商大学、西南大学、重庆通讯学院
等22名教授、40余名博士硕士研究生、江津区钟云舫研究
课题组及重庆市楹联学会专家100余人，组成老中青结合的
科研团队，倾注所有热情和心血，完成了400多万字、共14
部的专著《钟云舫全集校注》与《钟云舫研究》。这两套丛书
的完美面世，用优秀研究成果，为重庆打造了一张新名片，也
为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学史、中国楹联史增加了一页光辉灿
烂的篇章，具有重要里程碑的意义。

钟云舫不但成为江津文化历史中的明珠，同时也使得楹
联成为全国一张耀眼闪亮的文化名片，更是在人类语言学中
构筑起一座“‘对联’中的万里长城”，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去
年12月，在重庆美术馆成功举行的“联圣钟云舫杯”全国首

届楹联书法展，来自全国各省
市的文艺大家、楹联界专家
学者齐聚一堂，共襄这场

全国楹联文化盛事，
轰动华夏九州。

（作者系原重庆
市楹联学会副会长）

江津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
人文荟萃深厚的城市，富有得天
独厚的旅游资源，堪称风景名胜
之乡。她地处神州血脉——长
“江”要“津”，是享誉重庆乃至全
国的“文武兼备才子之乡”。

江津有早熟的巴国文化、悠
久的商盐文化、丰富的名人文化
和独特的禅宗文化；尤其是传统
文化——楹联更是独树一帜，被
誉为“联圣”的钟云舫，就是江津
浩如繁星的历史名人中的杰出
代表，也是最有开发价值的历史
名人资源。

钟云舫雕像

天下第一长联

郭沫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