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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得意门生，得先

生的教诲颇多。多年后，他专门写了一

本名为《我的西南联大的日子》的书。在

书中，汪曾祺记载了老师沈从文的许多

逸闻趣事，其中，特意提到老师一生“爱

美”，并且对美的追求和思考都有自己独

到的见解，读来妙趣横生。

1938年，沈从文开始在西南联大中

文系任教。第二年，汪曾祺考入西南联

大，得知自己的老师是沈从文先生时，他

高兴不已。自此，师生相知五十载，彼此

间有一种感同身受的默契。后来的汪曾

祺不止一次地说：“我好像命中注定要当

沈先生的学生……”

在西南联大求学的日子里，沈从文

留给汪曾祺印象最深的，除了深厚的学

问外，再就是对于美的敏感和追求，并且

带有一种“炽热的、生理上的感情”。

有一天，沈从文不知在哪里发现一

种竹胎的缅漆圆盒，黑红色的居多，间或

有描金的。这些东西原是奁具（嫁妆、梳

妆用品），不知是什么年代的，带点少数

民族的色彩，外表看起来颇为华丽。

沈从文第一次见到奁具便爱不释

手，以后每次进城，他都要到处寻找这些

东西，前前后后竟然搜集了几百个，而且

越到最后，鉴赏能力也越精。后来稍微

一般的，他就看不上眼。看到老师收集

了那么多“用处不大”的东西，汪曾祺疑

惑地问老师：“干吗总买这些东西？”沈从

文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笑呵呵地反问道：

“这么精美好看的东西，难道不值得买下

来吗？”

抗战胜利回到北京后，沈从文的“爱

美之心”再次展现出来。平日里，他总喜

欢买上一些旧绣货，比如扇子套、眼镜

套，或者槟榔荷包、枕头顶等。他解释

说，自己花大量的钱买这些东西，不是以

为奇货可居，也不是为了装点风雅，是为

了使别人也能分尝到美的享受。沈从文

善意的做法，也算得上是“与朋友共，敞

之而无憾”。

一生“爱美”的沈从文，他眼中欣赏

到的美，可以换成一个字：那就是“人”。

他曾对汪曾祺说，自己从来不把这些工

艺品看成“物”，而是把它们与人关系起

来，能透过“物”看到“人”，这既是对美的

惊奇，也是对人的赞叹。他表示，这些美

好之物，都是人的劳绩，人的智慧，人的

无穷的想象，“人的天才的、精力弥满的

双手所创造出来的”。对于老师的独到

见解，汪曾祺连连赞叹。

平日里，沈从文在称赞一个美好的

作品时，所用的语言都是充满感情的，真

实的，也颇为特别。比如，他常常对着一

幅织锦缎或者一个“七色晕”的绣片惊

呼：“真是了不得！”“真是不可想象！”这

些都是发自肺腑的真情流露。

说到底，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内心世

界，便有什么样的感情表达。这一点，也

直接体现在沈从文的作品中。他的那些

纯粹的文字，总是透露出一种对美好事

物的向往和对生活的深刻理解。他笔下

的自然风光、野性自由的生命形态以及

澄澈纯净的人性，都让人感受到一种无

法言喻的美。

披红挂彩打马过街，耀眼的光环，

映衬一条街的人文历史。

往昔的情景，翻过颠沛流离的星光，

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然而，绵延不断的文脉经络，

像一棵植根于泥土里的大树，

树根连着树根，分蘖发芽，

生长真味的生活，吟颂一曲岁月静好。

春天和繁荣，真挚而明快，

在这里获得完美的抒发。
突破车水马龙的拘谨，步入并不宽敞的街道，

生动饱满的文化元素，接踵而至，

清朝武状元的故事，栩栩如生地叙述，

在流动的时光中，展示汉语文字的魅力。
“奋博堂”、“魁首殿”、“状元阁”，

展厅依次排列，细腻、深刻、丰富。
诗词歌赋，如行云流水，意境空灵而深远，

陈述四溢精华的传奇典故；
精品书画，包含古典情怀又洋溢现代意味，

扩张了文本内部的时空感。

走过沿街廊房，一座石牌坊立于街头巷口，

上方镶嵌“武状元坊”匾额，
字里行间，蕴含超脱世俗的清流。

步入小巷深处，

一座两层的木质阁楼，古朴典雅，

门楼悬挂“曹门遗风”匾额，赫然醒目。
骑楼、状元堂、甲等阁，拉回深情的注视，

武状元的成才经历、生平功绩陈列于此。

一段段文字，表达细腻清晰，思维缜密严谨，

一幅幅绘画，把握抒情的节奏和视觉的维度，
在不经意中，“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以其极具鲜明的识别度，力透纸背，
坚忍不拔的奋进，勤学自强的追求，

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心胸豁然，宽广博大。
清晰又遥远，行进的步伐由远而近，

找寻和相遇，新的梦想穿越线装的古籍。
曹状元街核心街区的“状元楼”聚集了四方游客，

参差的方言高一声低一声地溢出。
门楼外观设计，飞檐翘角，彰显明清的韵味，

现代元素的参与，营造浓郁的时代感。
状元楼楼高四层，建筑屋檐逐层升高，

“书山有路勤为径”的立意，再续新篇。
二楼三楼木质的门窗，镶嵌镂空的雕花，

木质的椅木质的桌，对称摆列，

文房四宝笔墨纸砚，应有尽有，

在这里，可以欣赏到物件摆设的非遗元素，

也可以体验“科举宴请”的相关状元文化。

古朴和时尚之间，通过一条街道紧密联系，

幽深的街面上，延续时钟行进的滴答声响。

“状元及第”的故事，传诵不衰。

书写存于史书中，表演活跃于舞台上，

渗透到生活习俗、饮食起居等领域，

源远流长的文化现象，深入人心。

曹状元街的春天，新的故事层出不穷，
绵亘的老街道，准确地找到了突破口。

状元楼以“科举宴请”为文化核心，

重点推出古代科举四宴品牌菜系，

闻鸡起舞、字字珠玑、鱼跃龙门、
金榜题名、蟾宫折桂、前程似锦……

黔菜名点，紧跟其后，相继开店，
酸汤鱼、辣子鸡、连渣闹、肠旺面、

贵阳丝娃娃、花溪牛肉粉、恋爱豆腐果……
人气兴旺起来，消费自然火了起来。

状元文化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精气神，

恰到好处地融合在新时代洪流滚滚的长河中。

曹状元街，见证了贵阳的风风雨雨，
顺应时代的变化，改变自己的容貌。

不久的将来，曹状元街与相毗邻的街道，

集结和排列，组成一个光彩熠熠

的展示区，
在古典和唯美中，承载

历史人文荟萃的底蕴，

构建新时代贵阳人

的精神家园。

曹状元街 朱理敦

沈从文的“爱美之心” 姚秦川

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

住的日子。

——加西亚·马尔克斯

在快乐的童年里，根本不会感到蒸笼般

夏天的难耐与难熬。惟有在此后艰难的人生

里，才体会到苦夏的滋味。

——冯骥才

什么是爱？这其实很简单。凡是提高、

充实、丰富我们生活的东西就是爱。通向一
切高度和深度的东西就是爱。

——卡夫卡

你无需看到整个楼梯，只需跨出第一步。
——契诃夫

月亮把她的光明遍照在天上，却把她的

黑斑留给她自己。
——泰戈尔

据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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