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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山高水长：张中行和那些老先生们的故事》分三部分；上下两辑和美食系列谈。
其中，上辑主要讲述了作者与文艺界那些著名老先生们的故事，如张中行、季羡林、臧克家、汪曾祺
、刘心武、吴冠中等；下辑收录的是作者对生活的认知和体会文；美食系列谈，顾名思义讲述的是作
者与美食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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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段海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63年1月出生于河南开封市，原供职河南《时代青年》杂志社，历任编辑、编辑部主任。
后任《新家庭》杂志社副总编辑，现任河南省委省直工委主管的《机关党建之窗》执行主编。
出版诗集《潇洒的青春》、《罗曼地带》；散文集《有话要说》、《品茶斋随笔》；长篇小说《网恋
陷阱》、《美眉香》、《真的似的爱来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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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序二 父亲的人生上 辑忆张中行先生和张中行先生的第一面和张中行先生的书信往来和张中行先
生同室而眠的日子张中行先生请客“武术迷”张中行张中行先生趣事一_二三家宴招待张中行先生张
中行先生不为人知的一些细节张中行为我改斋号议而未决的张中行研究会和张中行先生互赠“礼物”
和张中行先生的最后一面季羡林，大师的背影诗里的艾青我眼中的新凤霞签名本名人来信王蒙赠书：
看人下菜碟臧克家：“吹”点小牛也无妨我和冯亦代先生的书缘汪曾祺先生赠字林斤澜做我的介绍人
君子之风，山高水长不爱钱的吴冠中一张扔在地上的报纸改变了杨振宁的命运写写刘心武下 辑热闹搬
家西北纪行评先信任醉酒我的学拳史“一笔书”谈屑地坑院寻找快乐小赌怡情伪日记臧否水仙与刀十
年一觉同学梦二十二年圆一梦数字人生说忠诚说谦虚谈宽容论诚信夜宿永泰寺鸟的天堂距离之美还敢
吃什么剪报不再回来的哥哥今日少林寺的武僧们男孩为什么怕女孩追马路求爱：浪漫赢得淑女归坚硬
的爱情与软弱的时间真情何惧只—夜灶王爷爱心和宽容迷醉在氤氲的幻觉里果子狸的味道并不好偶遇
细节善无大小记忆中的“牛黄解毒丸”妖是妖他妈生的绰号沉默我看见了自己的梦两次遇贼我的网络
写作生活自发新生预言美食系列谈烩面之厚道，一如厚道男人麻辣火锅，痛快你就喊出来我与红烧肉
，不得不说的故事鱼的花样年华像小资那样吃青菜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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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武术迷”张中行　　说到武术，外人可能不知道，张中行先生对武术深为迷恋。
不止一次地，他在文章中提到武术。
见面访谈，更是多次提及武术。
　　在他一些文章里，有专门描写武术的，在我陪他聊天中，他提及武术，更是有一段传奇般的讲述
：说河北有个太极拳高手，因为水平高，所以招来不少人的羡嫉，也有人明着暗着来过招。
且说有一天来了一位过招之人，跟高手过的是文招，两人坐下，只谈拳法，不曾动手。
等到过招之人要告辞了，高手要送出门外，过招之人用手轻轻一推，道一声您回吧。
而那高手轻轻接住，道一声恕不远送。
结果过招之人出门便叹道：“输了。
”　　还有一次我去他办公室找他，他不是先谈稿子，而是立即给我们讲了他刚在公交车上见到的一
幕。
他说车上人不多，差不多每人都有座，但却只见一个男青年，放着座位不坐，却侧站在过道中间，双
腿前后站立，做微弓姿势，无论汽车如何猛刹车或是急开，他都不扶把手，依然站立，这让张先生大
为惊讶，疑是高手降临。
　　我有些怀疑，就问：“是不是他脚下绊着什么？
”　　张先生十分肯定地说：“没有！
我观察好久了，他就是不扶把手，脚下也没有勾着什么。
”　　“那是不是汽车开得平稳，用不着扶？
”我仍然是疑问。
　　“不是，汽车时快时慢。
看起来，他跟司机并不认识，因为一路上，他也没有跟司机搭话。
”张先生仍然那么肯定。
　　他这么坚持，我只好以微笑回应之。
我不相信现在还有这样的高人，但张先生这么坚持，我又能说什么呢？
只能说，他心里还有武术情结吧。
　　我是亲眼见过张先生练太极拳的，两次。
一次是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他当时的家门前，一次是在洛阳他住的宾馆里。
当时我还不懂太极拳，更不会练，所以对此只认为是一个老人的爱好罢了。
后来我得以拜识陈氏太极拳大师陈正雷先生，并得陈先生亲自授教，所以对太极拳就有了一点了解，
接着见张先生这样写，这样说，我也就萌生了想把他介绍给陈先生相识的想法。
　　于是干脆有一天，在他来郑州之际，由我牵线，安排他与陈氏太极拳的掌门人陈正雷先生会晤。
　　陈正雷先生在太极拳圈子里的威望，远远超出我的想象，说起来，他还是我的太极拳启蒙老师。
我常常自诩：“我在太极拳上水平虽然不高，但我的老师却有大名，那就是陈正雷先生。
”这样说，也不过分，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由我联系组织了数十人的学习队伍，跟陈正雷学习太极
拳。
这个队伍里，多是新闻界的朋友，他们有些对太极拳熟知却不会练，有些是想练找不到老师。
而陈正雷先生只要是涉及太极拳的事情，他都会热心相助。
所以我们这个短期班，由陈正雷亲授，手把手地教，前后大约学习了一两个月。
　　至于成绩，实在提不起来，因为现在也只有我一个人偶尔还能练一趟外，至于他们，几乎完全荒
废！
想来真是对不住陈正雷先生的良苦用心。
这是后话了。
　　张先生此行来郑州，是为了编校一本他的随笔集，恰好有孟素琴老师可以提供食宿的方便，所以
他就暂宿于孟老师之家。
白天看校样，晚上由孟老师陪同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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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他有空暇，就想成全他的愿意，说安排他和陈氏太极拳大师陈正雷先生认识一下，见个面，吃个
饭，交流一下。
张先生很兴奋，嘴里一直表示着感谢。
说时间地点均由我来酌定。
　　回头再说陈正雷先生，听我说郑州来了一位世纪文化老人，既能写，又能说，而且有如此的大名
，所以陈先生也表示很愿意认识。
两头工作都做通，我高兴了。
于是这次安排文武两位大师见面，就进入操作阶段。
　　是一个晚上，我去孟老师家接张先生，孟老师当然陪同，然后我们三人，打车往文化路，去陈正
雷先生的寓所。
陈先生早就在家里等候了。
两个大师相见，张先生行的是书生之礼，双手做揖，而陈先生行的是武林之礼，双手抱拳，真是相映
成趣。
　　大家坐下叙谈，陈先生介绍了陈氏太极拳的发源，以及现在在全世界各地开有多少家分馆，学生
有多少等等。
张先生不只听，而且还不时插话，言及太极拳的杨氏，侯氏，也都清清楚楚，这令陈先生很是惊讶。
说话间，陈先生在客厅还展示了陈氏太极拳的缠丝劲，双手缠绕，腰部扭动，化动为静，静中有动，
一张一弛，得心应手，张先生看得不由鼓掌，直叹：“真功夫啊！
”　　张先生送上自己的随笔《横议集》，陈先生回赠的是一本太极拳专集，并附自己亲自演示
的DVD光盘。
这种文武交流，颇为有趣。
但正像张先生平时讲的那个太极拳高手的故事一样，就是在这平常之间，双方都能领会到对方的高明
之处。
我趁机拿出自己存的张先生的诗词集《说梦草》，请他签名。
他题道： “一九九九年三月六日在郑州陈正雷先生家补署名，九十陈人，张中行记以海峰上人。
”　　谈文论拳之后，几人相携到楼下，准备吃饭。
我定的饭店是一家有特色的不大的馆子，之所以定在这里，最大原因是这家饭店有几道特色饭菜，其
中有京东肉饼，还有熬玉米粥。
这两样，是张先生的喜爱。
虽然饭店做的味道跟张先生老家河北香河县相去甚远，但得其仿佛，也算是一种安慰吧。
　　叙齿，当然是张先生被推为上席，陈先生紧挨着他坐，我和孟老师陪于末座。
张先生自己会一点太极拳，大概是杨氏系列，所以席间，表示想进一步了解一下陈氏太极拳，陈正雷
先生表示欢迎，只是说，你有时间学吗？
　　这种问话，很是专业，外人一般不易察觉其深奥。
为什么不问“你有场地可以练习吗”，那是因为太极拳行话里讲“拳打卧牛之地”，意思是一块卧牛
之地，就可以练拳，所以场地问题，可以不在话下。
张先生当然懂得这个，所以他说，自己在郑州只能呆几天，想系统地学，怕是时间来不及。
陈先生说，那只能看看光盘了，因为自己时间紧，要到全国乃至于全世界的陈氏太极拳学习站辅导，
所以不能亲自演练，如果张先生有兴趣，我可以派学生上门去教。
当然，是免费的。
　　张先生笑道：“谢谢，谢谢，老朽我可值不得你和高徒如何费心，有机会，我还是看看光盘吧。
”　　夜色渐深的时候，我们一行人出了饭店，在灯火阑珊中，分别道了再见。
望着两位文武大师的背影，我想，这样顶尖却平静的高手之间的会唔，这种惺惺相惜的场面，以后还
会再现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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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山高水长：张中行和那些老先生们的故事》原名《品味人生》，收随笔约四十篇，内容广泛，
有写人的，有写地的，有写事的，也可以掇其神，说都是写己身之所经历，并深有感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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