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讯（记者 李显 丽娟）漆雕狼毫笔、
罗宝牌对表、老古文化出版的书籍、南怀瑾
先生亲笔写的书信，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
多部记录南怀瑾思想、学术成就的签名书
籍……3月27日，温州南怀瑾书院举办仪
式，接收了一批珍贵的藏品、史料，并向捐
赠人张仲武王丛丛夫妇、瞿纪凯、南航等人
颁发了捐赠证书。

意大利归侨张仲武、王丛丛夫妇可说见
证了南怀瑾先生参与金温铁路建设的全过
程：1988年，王丛丛女士以个体户的身份，
作为温州赴港经贸考察团一员从南怀瑾先
生处带回了“金温铁路建设意向书”，临行
前，南先生将一支罕见的漆雕狼毫笔赠送
给她。这支见证历史的毛笔成为此次捐赠
藏品中最为“珍贵”的一件。此外，他们还
捐赠了上世纪90年代南怀瑾为金温铁路
奔波筹资期间所寄来的信件、照片等物，从
这些珍贵的史料中，可以直观感受南先生
当时的所思、所行。

原温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瞿
纪凯捐赠了2000年其带领温州文化代表
团赴港演出时，南怀瑾先生所赠送的罗宝
牌对表、书籍等；青年学者南航作为南氏族
人，捐赠了南怀瑾先生赠送的多本珍贵书
籍。

捐赠仪式上，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施
艾珠向几位捐赠者颁发捐赠证书和奖品。
她表示，南怀瑾书院自2018年11月7日正
式挂牌对外开放以来，受到各界广泛好评。
目前，书院在大众的共同期待中，开启了第
二期的建设过程，包括征集南怀瑾先生相关
史料实物在内的许多工作都在快马加鞭地
推进中。此次几位热心市民的无私捐赠是
一个很好的开端，希望社会各界都能踊跃参
与，共同寻找线索、推荐藏品，充实到书院的
二期之中，把书院打造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独特地标。

3月27日，温州职业技术学院与温州
市瓯礼文化研究中心合作签约暨揭牌仪
式在温职院技术研发大楼举行。

高校是人才的聚集地，拥有先进的文
化力量，此次双方牵手合作将推动瓯越文
化和瓯礼文化的研究和传承，有力促进温
州地域文化的挖掘、传承和发展。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王靖高
表示，瓯礼文化研究中心落户温职院，有
利于高校与社会文化机构优势互补、互利
共赢，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传承温
州文化，打造校园文化特色品牌，有效推
进温州文化产业和区域文化发展。希望
双方在共建合作中走出“新路径”，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积极探索瓯越传统文化在
高校传承和发扬；在文化研究与服务领域
结出“新成果”，为温州文化行业和企业培
养更多高素质高技能人才，促进温州经
济、文化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在文化名片
打造上树立“新品牌”，形成以瓯越文化为
特色的校园文化品牌，成为温州乃至全国
的文化新名片。

据介绍，瓯礼文化研究中心将为学校
引入一批与学校专业方向相关的省级大
师，建立大师工作室，按照现代学徒制的
要求，给温职院学生们实施小班化教学、
应用指导或专题讲座，形成“大师领衔、教
师协同、学生追随”良好态势，拓展影响
力，有效对接高校人才培养，有效对接区
域文化市场。

温州市瓯礼文化研究中心是温州瓯
文化研究、瓯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专业机
构，团结温州市瓯文化研究专家、学者、
非遗传承人、瓯文化产业从业者组建
团队，致力于打造“瓯文化”产业链。

丽娟

见证大师与家乡的不解情缘
南怀瑾书院受赠一批珍贵藏品、史料

“南先生在这封信里把我们夫妇骂了一
顿。”3月27日下午，在南怀瑾书院的茶室中，
意大利归侨张仲武指着他所捐赠的一封书信
笑着说。

没有地址、没有电话——“不适合做
现代人”

这封写给张仲武王丛丛夫妇的书信成稿
于1994年农历九月，南怀瑾刚刚结束了法国
巴黎之行回到香港，在获知张仲武王丛丛夫
妇的通信地址之后匆匆写就。在信中，大师
讲述了自己在巴黎多次联系他们夫妇两人未
果的无奈，在信末，他又说自己“可能以后又
要东飘西荡……”

“当时南先生应该正在为金温铁路筹资而
四处奔波，我们夫妇则是从国内赴意大利创业
不久，还处在各个城市流动、居无定所的状态，
所以他打了很多次电话都联络不到我们，信里

‘火气挺大’，说：‘你们没有地址、没有电话，真
不适合做现代人。’这其实也是一种关心。”张
仲武介绍说。

妻子为金温铁路做了一次“密使”
在通信中，张仲武一般管南怀瑾叫“师

叔”——张仲武的老师朱璋，是民国诗人朱味温
的儿子，而朱味温则是南怀瑾的诗词启蒙老师。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层师叔侄渊源，
1988年，张仲武的妻子王丛丛才以一名服装
个体户的身份，被选为了对接南怀瑾、带回金
温铁路建设意向书的“密使”，从而开启了夫妻
两人与国学大师二十多年的交往故事。

“1988年，我太太以一名私营企业主的身
份成为温州赴香港经贸考察团中的一员，考察
团到港拜会了南怀瑾先生之后，第二天晚上，
我太太单独拜访了南师，并将他签下的‘金温
铁路建设合作意向书’带回温州。”张仲武回忆
说，那天，南怀瑾先生非常高兴，临行前特地将

一支非常罕见的漆雕狼毫
笔送给了王丛丛（这支见
证历史的珍贵毛笔也是夫
妇二人此次捐赠的重要藏
品之一）。

其后，张仲武、王丛丛
夫妇便成为南怀瑾在建设金
温铁路时联络温州的重要节点
之一，师叔侄二人常有书信往来、诗
词应和。

大师如此安慰人：“我老迈事忙，亦
多自寻烦恼事”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张仲武王丛
丛夫妇决定赴海外发展，南怀瑾还非常热心地
建议他们前往法国，表示会托当地朋友给予照
应。因种种考虑，张仲武夫妇最终还是选择了
赴意大利发展，南先生对他们的关怀始终不
改。在他们此次捐赠的一封1997年书信中，
对于前信中张仲武所倾诉的海外生活烦恼，南
怀瑾先生如此开解：“异国他乡，心情不适，固
所明知，但人总是难安本分，自寻烦恼。纵使
上天入地，皆所不乐也，我老迈事忙，亦多自寻
烦恼事，如君辈无异。”

旅居意大利的那些年里，张仲武坚持
书画不辍，他在海外每一次举办书画展，
都会给“南师叔”一封邀请函，累计起
来，可能已有厚厚一摞。两人的通信一
直坚持到了南师的太湖大学堂时期，但
由于各种原因，自1989年之后，他们一
直没有再见面。

“我记忆中的南先生，一直是1989年
时候的样子，那次我太太专门做了一套长衫
送到他住所，南先生很高兴，穿上后用手一捋
长摆，做了个非常漂亮的武术动作，宛若一名
侠客。”

你们真不适合做现代人

市瓯礼文化研究中心
落户温职院

捐赠物品。丽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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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怀 瑾
先生赠送给
张仲武王丛
丛夫妇的漆
雕狼毫笔。

捐赠人张仲武讲述藏品背后的南怀瑾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