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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庚寅正月初八，一个凤和日丽的好天，独坐斋中注视着这个家园，思绪万千，脑中如过电影似的
一幕幕上映着往事。
　　余而立之年撞上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年代，戏不能演了，这彻底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想干的不能干，无聊地生活着。
那时我记起了祖父盖叫天常说的一句话：“吃饭是为活着的，活着还为吃饭吗？
！
那不成了饭桶了吗？
！
”所以总得干点自己喜欢的事。
　　戏不能演了，其他我所喜好的书画、古家具，经常收藏的瓶瓶罐罐等，在那时也跟着遭殃，破四
旧，撕的撕，砸的砸，拆的拆。
但我还是钟情这些，于是节衣缩食，时不时的在旧货市场捡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回来。
当时可谓遍地是宝，但踏上一只脚的多，捡漏的少啊。
今天坐在家中看看，当时捡回来家用的橱柜、桌椅都是明清的，墙上挂的古琴、字画，案上放的文房
四宝，手中把玩的玉器杂件，还有瓶瓶罐罐，件件是宝，伴我愉快生活了几十年。
　　但这也不过是身外之物，倒是那些与我父辈有通家之好的艺术大家刘海粟、朱屺瞻、关良、张大
壮、唐云、来楚生、谢之光、程十发等，那时都被批的批，斗的斗，赋闲在家。
我得以有机会游走在这么多大艺术家之中，聆听他们的教诲，感受他们的为人处世，学习他们的挥毫
泼墨，收藏他们的片纸只字，这真是我的机缘跟福分。
海老大气，屺老朴实，关良简约，谢公诙谐，唐大石豪爽，来翁耿直，十发敏捷，吾师老壮，平静恬
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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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捡漏》包括盖叫天与鹰；恢复燕南寄庐记；爷爷的画、爸爸的画；但识琴中曲；湖光依旧；老
法子解暑；求师访道；大壮先生赐我画和名；恩师；一身六绝张大壮；红鹦鹉；中国有个刘海粟；常
熟路相遇十发先生；调枪头；关良先生的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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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大根，一九三六年三月出生，河北保定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之长孙。
自幼随祖父学戏演出，并与近代著名画家吴湖帆、黄宾虹、刘海粟、潘天寿、张大壮、江寒汀、唐云
等交往甚密，受其熏陶酷爱书画。
师从张大壮先生学习书画，内得师源，外修造化。
多次参加国内外大展，作品被孙中山纪念馆、宋庆龄纪念馆、徐悲鸿纪念馆等众多纪念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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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爷爷想起有人来学戏，问管家，学戏的青年来了没有？
管家说早上八点多就来了。
爷爷问人呢7管家说蹲在天井里了。
爷爷说怎么没看见？
管家说在大门后呢。
爷爷就叫他进来，由于蹲的时间太长，青年两腿麻木慢慢地步入客堂。
爷爷知道他晚上要演出，下午还要排戏，现在已接近中午还要回家吃饭.就叫他赶紧换衣服回家明天再
来。
这样一连三天，爷爷都是近十点才起来，起来了又不断有客来访。
这青年已在某剧团演一出正戏了，所以一见有人来即蹲在大门后，连续三天如是，第四天不来了。
说也怪，第四天爷爷八点不到就起床了，坐在客堂用茶吃点心一直等到十点也不见青年到来.这样也是
一连三天，还是不见青年到来。
爷爷就命人叫来了剃头师傅说：你儿子怎么不来了7剃头师傅说他来了您也不教他，直叫他蹲着，蹲
得腿都麻了.所以他不来了。
我爷爷说：以前我不是对你说，真的拜师学艺要脱胎换骨的，我有意叫他蹲三天试试他的诚心与悟性.
还没有动真的呢，他已忍耐不住了.所以只能作罢。
　　虽然我家祖孙三代都和好多大书画家过往甚密，但我从不敢提出要向哪位先生学画，因为你想跟
谁学，先生还不一定肯收你呢。
　　好多年来我最感投缘的人是张大壮先生。
我佩服大壮先生的为人，喜欢大壮先生的笔墨，所以一有空就往大壮先生家跑，听大壮先生谈艺，看
先生作画，帮先生洗洗水盂，洗洗调色碟子，日子一久熟悉了，也经常替先生买买点心等。
有次先生想吃手贴的三分钱一只的葱花硬大饼，那时已经很少有了，世面上都是五分钱一只的油酥大
饼。
但先生想吃，我骑着白行车到处找，找了一圈.在太平桥的点心摊，见到我一个学生在做大饼，我想正
好.同他商量做两只三分钱的硬大饼多放点葱花。
我的学生一见是我，即说我给您做两只多放油酥的大饼，不要您钱我请您吃。
我知道他误会了，以为我要省钱呢。
我跟他说不是我要吃，是我的老师要吃三分钱多放葱花的硬大饼。
他听了我的话，一面照做一面嘟噜说：”硬大饼有什么好吃啊？
”我说你的太老师就是要吃多放葱花的硬大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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