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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后人安放遗骨

魂归故乡土，恨水泽万书
张恨水铜像揭幕及骨灰安放仪式昨正式举行

2012年 10月 12日，

注定将是一个被世人铭记

的日子。当人们还在讨论

着关于中国作家莫言获诺

贝尔文学奖时，另一件文

坛盛事，中国章回小说大

家张恨水先生，铜像揭幕

及骨灰安放仪式，在潜山

县博物馆举行。

经过了半个世纪的等

待，数十年坎坷的回家过

程，先生终在昨日得偿夙

愿，魂归故土。

而在采访中，先生的后

人也呼吁，张恨水研究亟须

普及。

记者 宁大龙 刘海泉/文

黄洋洋/图

现场

10月12日，清晨，潜山县博物馆。

尽管忽然转凉的天气有些让人措手不

及，但早上8时许，刚刚建成的张恨水墓

园，还是被到来的人群挤了个水泄不通，他

们来到此地，见证中国文坛的一件大事:一

代章回小说大师张恨水先生，终得偿所愿，

正式魂归故土。

为了配合仪式，墓园也进行了重新装

扮，鲜红的地毯和上百盆黄色的菊花构成

了现场的主色调，而几十座洁白的花篮，

也为现场增添了一份庄严与肃穆。墓穴

的入口敞开着，静静地等待着它的主人，

而先生的铜像，则被一整块红布包裹起

来，让人禁不住想上前掀开红布，一探其

中究竟。

而仪式的主角，张恨水的长女张明明、

幼女张正、幼子张仝以及30多位亲友，各

文化单位的代表，先生老家的亲属代表，媒

体记者等上百人都早早到场，大家自发站

在墓园四周，等待着先生骨灰正式入土的

一刻。

上午9点整，仪式正式开始。

张氏后人整齐地排起了长队，从张恨

水陈列馆的左侧进入，幼子张仝从陈列室

内捧起了先生的骨灰，其余亲属则拿起先

生的其他遗物，从陈列馆的另一侧，缓步走

向先生的墓穴。

等到众人站定，张仝来到先生的墓地

内，从亲友手中接过先生的骨灰盒，小心翼

翼地摆放在墓穴内，而随同骨灰一起安放

墓穴的，还有张恨水生前最爱看的2257册

《四库备要》目录、部分遗物和62本《张恨

水全集》照片。

不舍地向墓穴内望了最后一眼，众人

合力推动墓碑，墓穴大门缓缓合拢。献花、

绕场、鞠躬。

经过了半个世纪的等待，数十年坎坷

的回家过程，此刻起，先生终得偿夙愿，魂

归故土。

10：40，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谢广

祥，安庆市市长虞爱华，张恨水研究会会长

季昆森和张恨水的长女张明明一起，掀开

了覆盖在铜像上的红布，先生的雕像也正

式与大家见面。

该座铜像的构思以张恨水先生中年时

期，一张坐在椅子上读书的旧照片为模本创

作的，先生端坐在一张藤椅上，右手拿着一本

书，目视远方，表情生动，目光深邃而睿智。

此后，张恨水的长女张明明，用一席让

所有人动容的发言，为仪式画上的圆满的

句号。她说：“我行走在潜山的梅城、乡间，

感受到家乡人对父母的热爱。先父长眠在

这里，我们这些生活在海外、各个地方、天

涯海角的乡亲，就和潜山结下了骨肉的亲

情。这墓园和塑像，给张恨水文化园提供

了实在又温馨的内涵。随着纪念馆的不断

充实，园林绿化的完善，张恨水研究院的迁

入，这里会给潜山的乡亲们和来自世界各

地的访客，提供一个文化休闲的好去处。

以后，先父可以在这个青山绿水、鸟语花

香、翠竹环绕的潜山新居，继续研读他喜爱

的书，吟诗作画，我代表张氏后人，再次向

省市县领导、父老乡亲表示感谢。”

上百人见证先生回归一刻

骨灰连同遗物一同安葬

铜像揭幕：先生事迹令人动容

花絮

张恨水研究会副会长谢家顺介绍说，先

生生前最喜欢读《四部备要》，总是把它置

于枕畔，无论写作到多晚，睡前还要读上一

两个小时。晚年中风初愈就又开始读《四部

备要》。

“研究会也想搜集一套存于资料室，但一

直没能如愿。祖籍潜山塔畈乡、当时定居上

海的彭适生女士听说家乡开展张恨水研究，

就主动联系，将其父彭时先生收藏的一套《四

部备要》捐献给了研究会。”谢教授笑着说。

昨日，在墓园落成仪式现场，随同先生一

起安葬的还有《四部备要》的目录和部分照

片。先生的女儿张明明表示，家中除了首批

赠送2257册的《四部备要》给博物馆，今后，

还将陆续捐赠先生的遗物，还会发动书画界

的朋友，搜集关于先生的相关遗物资料。

《四库备要》的缘分

延伸

张恨水课程入大学
对于张恨水的研究，潜山县始终不遗余

力。安徽省张恨水研究会，成立于1990年，是

一个省级学会，有三个正式编制，办公地点就

设在潜山县政协，有专门的办公室、秘书处。

张恨水研究会副会长谢家顺告诉记者，

研究会这些年发展很快，每年都开展活动，每

三年举行一次研讨会，已经建有设备齐全的

资料室和陈列馆，还专门建了一个网站“张恨

水研究在线”。

“张恨水研究的系统化、普及化，虽任重

道远，但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从当初没写进

文学史，到80年代用了1000多字的简介，到

现在专门章节进行介绍，张恨水研究越来越

受到重视。”谢家顺告诉记者，更让他欣喜的

是，如同金庸小说研究进北大一样，张恨水小

说研究，2000年第一次作为课程进入了大学

课堂，而且在池州学院，选修这门课的学生越

来越多。

2010年，谢家顺教授申报的研究项目

《张恨水年谱》，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立项。该项目以张恨水一生及其创作成就为

研究对象，勾勒出张恨水自1895年至1967

年72年的生活与创作全貌，力求客观地反映

出张恨水的人生观、新闻观和文学观。

家人呼吁研究普及
在采访中，先生的幼女张政，对父亲被冠

以“鸳鸯蝴蝶派”，很有意见。

“我父亲是一位富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和时代使命感的作家，他作品的高品位，是鸳

鸯蝴蝶派作家比不了的。尽管小说中消遣与

娱乐的成分很重，但创作态度是严肃的。他

曾说过，‘不是我缄默，让历史去评说’。后来

在《总答谢》一文中，他真诚地表明了他写章

回小说是为了用大众喜爱的文学形式来反映

现代生活内容，是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

对于读者普遍的“误解”，张政认为主要

是“普及太差”。

“直到1988年召开首次张恨水学术研讨

会，对我父亲的不实评价才得以正名平反。

这说明，那么多年，对我父亲作品的研究普及

得太差，导致很多读者都是隔岸观火。所以

我们希望包括研究会在内，有更多的人和力

量，来普及张恨水研究。”张政呼吁道。

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