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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发展的历史长
河中，始终是那顶光彩夺目、熠熠生辉的桂冠。
在这顶桂冠上镶嵌了无数的珍宝，其中有一个
书法家族就特别耀眼，那就是东晋时期王羲之、
王献之、王珣所在的山东琅琊王氏家族。三百年
间，这个家族文脉相延、人才辈出，古往今来一
直为人津津乐道，传为佳话。谁也说不清，这是
风土的滋养，还是血液里基因的延续。

如今，在人文积淀深厚的襄汾县，也有这样
一个王氏书法世家，在传统诗书传家的庭训之
下，这个翰墨家族艺才纷出，风雅了门庭，也传
承着厚重的传统文化。

■耕耘书坛育桃李

“学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日前，记者
与朋友相约，走进北贾岗村半山书社时，旋即被
朗朗的读书声所吸引，“我们一定要堂堂正正做
人、端端正正写字。”

这是北贾岗村的免费书法培训班，是由耄
耋老人王会元和半山书社的其他成员在孩子们
的假期里开办的，至今已有10年。

“今天，咱们把反文旁和方字旁两个部首
放在一起写，共同组成一个‘放’字，大家看看
怎样才能写好看？”王会元认真地教孩子们有
关汉字的写法和结构，并留出一定的思索时
间，接着又继续讲解，还做起了示范，“大家看

看，写成这样好看吗？”“不好看，分家了。”孩子
们纷纷答道。王会元继续问：“对，那写成这样
呢？”“这样好看！”孩子们争先恐后地说。王会
元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点点头说：“嗯，左右结
构的字要把两部分写得紧凑且互相穿插起来，
这样就好看了。”

在王会元老人的认真讲解下，孩子们的字
越写越好了。

半山书社现已发展到近50名成员，他们有
的来自汾城，有的来自西贾，还有的来自 15公
里外的新绛，年纪最大的已有 86岁，最小的也
已 47岁。书社的每个成员和王会元一样，热爱
传统文化，有着传统知识分子的担当，他们不
仅免费教孩子们写汉字，还捐资给他们买纸、
笔。

王会元倾其一生都在为学生们忙碌着，可
谓是桃李满天下。他以高尚的师德和出众的才
学受到学生们的尊重与爱戴。即便是到了应该
安享晚年的今天，他依然固守在乡间教书育
人，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
余热。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是王家的传家
之道。王会元老人一直遵从的传统知识分子安
贫乐道的耕读生活和处世思想，深深地影响着
这个家庭，融进了儿孙们的血液之中，使得这个
家庭的成员谈吐、做事之中尽显“朴”和“雅”。

■矢志书法进校园

祖孙三人中，年近不惑的王哲峰是最忙的
一个，他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教授学
生上。

初识王哲峰，他为人谦和、温文尔雅、豁达
开朗，是一位极具亲和力的教师；他治艺严谨、
博采众长、不断创新，已成为丁陶大地书坛上一
颗耀眼的新星。

王哲峰身兼数职，但仍坚持每日习书。常挂
在他嘴上的话是“曲儿一日不唱口生，写字一日
不练手生。”他认为，一花独秀不算春。为了提升
襄汾县书法界的整体水平，他想尽办法邀请各
路名家前去讲学培训。但在他的心里，还有一件
更重要的事情，也是他最大的一个心愿，那就是
让书法进校园。

在多方奔走和努力下，王哲峰倡导的“书法
进校园”活动终于在古城中学率先开启。

“坐好、坐直，除了坐姿，握笔姿势也要标
准。让我看看，现在谁的握笔姿势是标准的？来，
你写一个字感觉下……”在教会孩子们标准的

“双姿”后，王哲峰开始讲授基本笔画的写法，
“有很多人说，‘钢笔字是横平竖直’，其实是错
误的。我们来写一个‘王’字，其中的横是不是应
该平着写？横画应该全是由低到高的斜度，并非
是平的。”

“哇！原来汉字的书写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和
门道。”孩子们在王哲峰的讲述中，惊奇地发现
了汉字的奥秘，不禁感慨：“这小小的方块字要
想写好，还真不容易。”

学校的老师们听说县书协的高手来了，也
围拢过来询问如何才能练出一手好字……古城
中学作为硬笔书法进校园的第一站，师生们的
热烈反响让王哲峰心里很是欣慰。

“书法进校园”活动是王哲峰作为书法工作
者的一种责任和担当，他希望更多的孩子通过
书写汉字增强民族责任感和自信心，并且一代

代地传承下去。

■创新方式广传播

在这个书香门第，相对于爷爷和父亲，王奕
登虽然资历最浅，可在书法上还是不容小觑的。
作为襄汾书法界的后起之秀，王奕登思想更活、
视野更宽，他和小伙伴们的交流，也更多地借助
于快捷的网络。

“你写的怀素，速度太快了。每个笔画接笔
的地方，包括在走笔的过程中，没有把它固有的
感觉给留住，就跟画火车道一样，呼嗒呼嗒就过
去了。”“作品形势非常重要，你的作品是黑纸白
字，再弄个白边就不敢那么宽了，不然就太抢眼
了……”王奕登在网上建立了一个书法交流群，
里面都是天南海北与他一样热爱书法的年轻
人。尽管平时上课很忙，但一有空余时间，王奕
登就会与大家互相交流写作心得，他以年轻人
喜欢的方式，潜移默化地渗透着书法对青年一
代的影响力。

王奕登还想通过网络把书法传播到更远的
地方。

2016年，他开始尝试在淘宝上出售春联、
定制书法作品，还邀请爷爷和爸爸一起加盟，为
他助力。这次尝试，让祖孙三人都意识到：网络
是一个将书法做成事业乃至产业，并能很好传
播推广传统文化的新兴平台。2017年，王奕登
正式开办了一个书法网店，得到了迅速推广，如
今接单不断。

祖孙三代文脉相续，书法是他们的挚爱，就
像忠厚的品行一样，被作为传家宝传承。传承，
在传家中得以践行；传家，让传承更有力量！

在洪洞集邮圈，徐范锁颇有影响。他的《文
明之光》《祖国万岁》《奥运之光》《生肖之苑》等
几部邮集，就曾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他的集
邮经历更是为人称道。

■从小结邮缘

说起和邮票的缘分，徐范锁一脸的幸福。
十来岁时，徐范锁在校园里偶遇同学们手

持大小不同、色彩各异的方寸小纸片，说这是
“邮票”，他一下就被深深地吸引了。

徐范锁记得，那时他看到的邮票是形态各
异的套票，大都是国家濒临灭绝的珍稀鸟类，有
朱鹮、褐马鸡、丹顶鹤等，这些美丽的鸟儿和这
些美丽的邮票一下就驻扎到了徐范锁的心里，

“晚上睡了觉，这些邮票就在梦境里晃来晃去，
像秋天的落叶。”后来，他慢慢地以低价买进十
几枚邮票,每天爱不释手地摩挲，在无形中奇妙
地与邮票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此以后，集邮成了
徐范锁唯一的喜好，除了上课学习之外，他利用
一切机会去集邮，还从嘴里一分一分地抠出伙
食费,只因为要购买一些喜爱的邮票。

后来，徐范锁参军入伍到了部队，对集邮的

热爱有增无减，每当看到战友信封上有喜欢的
邮票，便会与战友软磨硬泡想方设法得到，当然
也有些是战友们慷慨解囊所得。但，微薄的津
贴，加之当时军邮免费邮寄的政策，使徐范锁错
过了许多珍贵的邮品，这成了他一生集邮的遗
憾。

■捐赠青少年

从部队转业回到地方，徐范锁被分配到了
供应部门工作，因为经常出差的缘故，有了更多

接触邮品的机会。在这一过程中，他逐渐感悟出
邮品中有大名堂，于是总会抓住每一次外出的
机会跑邮市、进书店，以充实自己。起初，他零零
星星地买资料学习,后来又开始订阅《集邮报》、
参加集邮协会，从而把准了集邮的脉搏，结识了
更多的资深邮友。

徐范锁收藏的《集邮报》，从1990年的试刊、
1992年的创刊至 2015年，26年间从未遗漏。爱
人说他“报纸比吃饭还重要”，他说：“我就是宁
舍一顿饭，不舍一张报。”

去年，徐范锁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

动，他将自己的心爱之物《集邮报》24 本合订
本，无偿赠予了临汾市青年集邮协会会长薛
钢。在别人不解的眼光中，徐范锁说：“薛钢这
个小伙子是踏踏实实的集邮人。我一天比一天
老了，我的这些宝贝在他那里更有用。让年轻
人去好好研究，希望我市的青少年集邮队伍越
来越壮大。”

■夫妻集邮乐

加入集邮协会十几年来，徐范锁的相关知
识有了较大提升，邮品越来越多，集邮的兴趣也
越来越浓。他说，对于集邮，时间不论长短、邮识
不论深浅、年龄不论大小、水平不论高低，只要
努力，集邮就能带来快乐。他边说边拿出2018年
12月15日国家邮政部门发行的《两岸三通十周
年》纪念邮票首日实寄封给记者欣赏。近年来，
他编组的邮集多次参加省、市邮展，而他自己分
别于 2003年、2008年、2017年荣获了临汾市集
邮协会集邮先进个人奖。

徐范锁的集邮喜好在不知不觉中感染了老
伴。尽管她文化程度不高，但在帮忙整理邮品过
程中也慢慢产生了兴趣。外出时，她也会帮着买
邮票。闲暇之余,老两口打开一本本邮册，感受

“方寸通古今,集邮知万象”的趣味，品味集邮文
化带来的快乐。正如集邮家闫钦佑先生给他们
的赠言：集邮怡情，集邮益智，集邮快乐，集邮长
寿。愿岁月安好，我心依旧！

徐霞客，杰出地理学家，有自题联：“春随香草千年
艳，人与梅花一样清。”

倪元璐，字汝玉，一作玉汝，号鸿宝，书法家。明亡殉
节。有自题联：“月界晓窗琴岳润，竹摇秋几墨云鲜。”“花
鸟乃多情好友，诗酒真无量福禄。”题浙江上虞“虞姬庙”
联：“今尚祀虞，东汉已无高后庙；斯真霸越，西施羞上范
家船。”题客厅联：“孝若曾子参，只足当一字可；才如周公
旦，容不得半点骄。”

明《菜根谭》作者洪应明自题联：“宠辱不惊，看庭前
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

清邓文宾《醒睡录》载：明孝廉，胡寄垣所撰联：“有志
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
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经蒲松龄抄录，被后人误为原
创者。又有一说为崇祯进士金声所撰。

金声，字正希，号赤壁。崇祯进士。题书斋联：“穷已彻
骨，尚有一分生涯，饿死不如读死；学未惬心，正须百般磨
炼，文通即是运通。”“读律书惧刑，读战书惧兵，读儒书刑
兵不惧；耕尧田忧水，耕汤田忧旱，耕心田水旱不忧。”

袁崇焕，字元素，明末蓟辽督师。遗有对联墨迹：“心
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样与儿孙。”“子美集开诗
世界，伯阳书见道真源。”后蒙冤而死，时人哀惜，立祠祀。
某县令献联:“天命攸归，万里长城宜自坏；人心不死，千
秋舆论有公评。”

牛金星，字聚明。有题赠李自成联：“大泽龙方蛰，中
原鹿正肥。”将李自成比作潜龙将起，逐鹿中原，最终夺取
了大明江山。

史可法，字宪之，号道邻。民族英雄。有题安徽宿州白
崖塞联：“听涧底泉声，呼天地是歌是哭；看阶前月色，问
英雄还死还生。”自题述怀联：“斗酒纵观廿一史，炉香静
对十三经。”“千里过师从枕席，一生报国托文章。”“涧雪
压多松偃蹇，岩泉滴久石玲珑。”“忠孝立身真富贵，文章
行世大神仙。”“古砚不容留宿墨，旧瓶随意插新花。”“自
学古贤临静节，唯应野鹤识高情。”

清《广阳杂记》载：“黄石斋先生，被清军执居禁中，洪
承畴往见之，先生闭目不见，洪即出，先生举笔疾书，成一
联曰：“史笔流芳，虽未成名终可法；洪恩浩荡，不能报国
已成仇。”史可法与洪臣畴，同列阁部，史杀身成仁，洪则
屈膝降清。黄道周不齿洪之变节投敌，撰联以刺之。后被
清兵杀害，头断而身不倒，衣藏一纸书：“大明孤臣黄道
周。”

陈继儒，字仲醇，号眉公。有自题联：“东坡三万六千
啸歌自得，子西一百四十静坐有余。”“天为补贫偏与健，
人因见懒误称高。”

陈洪绶，字章侯，号老莲。自题联：“鸟下窥书古，华飞
缀字红。”“何以至今心愈小，只因已往事皆非。”

郑成功，本名森，又名福松，字明俨，大木。自题联：
“养心莫善寡欲，至乐无如读书。”

傅山，字青主，号朱衣道人。擅联语，有《霜红龛集》
等作，著述颇丰。题书斋联：“春草如有意，高云共此心。”

“性定会心自远，身闲乐事偏多。”“竹雨松风琴韵，茶烟
梧月书声。”题晋祠云陶洞联：“日上山红,赤县灵金三剑
动；月来水白,真人心印一珠明。”题晋祠同乐亭联：“梧
桐月向松中照，杨柳风来画上行。”“万竿逸气争栖凤，一
夜凌云看箨龙。”题晋祠松水亭联：“圃蕊城萝随点缀;
事来功赴谢玄虚。”题山西寿阳五峰山联：“地占万空皆
是水;亭无一面不当峰。”题代县雁门关瓮城联：“三关冲
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题盂县藏山文子祠联：“赖
有藏山，俨畴昔寒云不动；幡仇下室，到而今灵雨偏多。”
题代县雁门关李牧祠联：“重台唱法，祥云遍覆菩提树；
莲座传经，瑞日光临极乐天。”题平定天宁寺联：“具觉能
圆，是位次即非位次；去佛不远，有神通原无神通。”“无
羞无恶，从他们混账糊涂；不威不惩，到这里满盘算清。”
题武乡县普救寺联：“读罢楞严，闲听鸟声啼茂竹；烧残
麝脑，静观花影步苍苔。”题平定县圣寿寺联：“外道阐提
多，设像三身迥茂戾; 众生饥饿苦，慈悲五谷获稔穰。”
题戏台联：“要看早些来，大文章全凭起首；须观完了去，
好结果总在后头。”“看不清莫嚷，请问前头高见者；站得
住便罢，须留余地后人观。”“曲是曲也，曲尽人情，愈曲
愈妙；戏其戏乎，戏推物理，越戏越真。”“台上笑，台下
笑，台上台下笑惹笑；看古人，看今人，看古看今人看
人。”题晋祠景宜园联：“茶七碗，酒千盅，醉来踏破瑶阶
月；柳三眠，花一梦，兴到倾翻碧玉觞。”题沁源县郭泰
祠：“侯不得友，王不获臣，自是神仙人物；隐不违亲,贞
不绝俗,合称有道先生。”题河津平原村薛瑄家祠联：“果
知复性一言，虽四民二氏，俱许入祠谒夫子；不拜读书二
录，即两榜三元，亦虚在世称士人。”

归庄，字尔礼，号恒轩。文学家、书画家。与顾炎武友
善，有“归奇顾怪”之称。有自题墓侧茅庐联：“两口居安乐
之窝，妻太聪明夫太怪；四邻接幽冥之宅，人何寥落鬼何
多。”自题归庄居士联：“入其室,空空如也；问其人,嚣嚣然
曰。”题江苏无锡东林书院联：“持正论辟新经，独尊道统，
如日月之中天；述粹言续绝学，递启儒宗，若江河之行
地。”

顾炎武，字宁人，世称亭林先生，明末三大儒之一。有
自题联：“行已有耻，博学为文。”“鹤从珠树舞，凤向玉阶
飞。”“六十年前，二圣升遐之岁；三千里外,孤忠未死之
人。”题傅山医著联：“卫生之善道，救死之良方。”

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世称船山先生。有题湖南
衡阳湘西草堂联：“孝思恬品，霞灿松坚。”“密云松径午，
凉雨竹船秋。”“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芷
香沅澧三闾国，芜湖湘西一草堂。”题湘西草堂书室联：

“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自题联：“留千古半
分忠义，存大明一寸江山。”自拟墓石联：“幸全归于兹
丘，固衔恤以永世。”“抱刘越石之孤情，而命无从至；希
张衡渠之正，而力不能企。”题福建长乐石仙岭船山祠
联：“门外黄鹂啼碧草，他生杜宇唤春归。”自题春联：“新
天新地新图景，春山春水春意浓。”题湖南衡山父墓联：

“钢齿血中存,留吃爹娘田里饭；瞳光天外炯，聊删魏晋劫
前书。”挽二如僧联：“无事何必到南乡、不争名、不争利，
不争地权，既住了二十多天，应该要快些走走；有心想去
谋东土，志在民、志在国、志在世界，忙奔着五千余里，哪
晓得死便休休。”题杭州西湖敷文书院联：“入则孝，出则
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后学；颂其诗，读其书，友天下之
士，尚论古人。”

6月21日晚，翼城县人民文化馆群众文
化艺术团朗诵队正在朗诵《我是一滴水》。

当晚，翼城县人民文化馆群众文化艺术团
成立暨启动仪式在古城大舞台举行。该团的成

立将更好地满足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展
示翼城县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提升文化软实
力。

本报记者 魏 华摄

▲

▲6月 25日，“临汾市群众艺术馆 2019
年第一学期公益免费开放成果汇报展览展
演”拉开序幕。

自今年3月市群众艺术馆第一期公益培
训开办以来，该馆根据受众人群的不同需
求，积极开展点单式的文化服务活动，到目
前为止共开设四十多个班次，二十多个项
目，服务群众包括老中青少。与此同时，该馆
还走进社区、学校，创造性开展群众文化活

动，为各类群体提供舞蹈、合唱、声乐、器乐、
朗诵艺术等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文化服
务，实现了群众文化服务精准化配送。

据悉，此次汇报展览展演活动包括美术
书法作品展览，从 6月 25日持续到 30日；摄
影作品展览，从7月5日持续到10日；节目汇
报演出于6月25日、29日在该馆一层群星剧
场举行。

本报记者 孙宗林 摄影报道

讴歌新时代 群艺展风采

品味邮文化的快乐
本报记者 刘 晚 文/图

祖孙三代的书法传承路
本报记者 景秀红

杂说对联

对联的发展轨迹浅探
王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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