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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周末

他热爱纸上那抑扬顿挫的墨
迹，热爱笔下那行云流水的字体，热
爱帖中那直抒胸臆的情怀，一份热
爱成就了他的书法人生。他就是我
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四川省书
法家协会会员、攀枝花市书法家协
会理事、攀钢书法家协会秘书长罗
兴奇。

在工作领域，罗兴奇是攀钢矿
业公司朱兰铁矿分公司的一名职
工。在书法领域，他有着另一个身
份——专攻行书、草书、隶书的书法
爱好者。他将喜怒哀乐寄情于书
法，挥毫泼墨书写多彩人生。

结缘书法

人都有自己的梦想，罗兴奇的
梦想是成为一名书法家。要说他的
书法家梦，还得从儿时的一次外出
观摩经历说起。那是一年临近春节
时，罗兴奇的父亲带着他去参加攀
枝花市组织的新春游园文艺活动，
别的孩子都被各种有趣的游戏吸
引，而他却站在职工书法比赛展台
前看得津津有味，久久不肯离去。

看着那些书法爱好者挥舞着毛
笔创作时潇洒的动作，还有那纸上
飘逸灵动的字，他心中充满向往。
他暗下决心，有朝一日自己也要写
出一手让大家刮目相看的好字来。
书法家梦的种子就这样种在了他的
心中。

为了尽快掌握书法这门技艺，
实现自己心中的目标，他踏上了一
条研习书法的艰辛之路。为了练就
扎实的基本功，他先是临摹名人佳
作，反复观察不同流派字体的神韵、
形态，然后日夜练习、不停琢磨各家
之长。有时候，他一下笔就忘记了
时间，常常临帖到半夜。他深知学
书法必须戒掉心浮气躁，所以严格
要求自己静静练好每一个书写的
字，不断夯实自己的书法功底。

技艺提升

书法之道，道在其志；书法之难，
难在得法；书法之趣，趣在炼心。通
过长时间的临摹、练习和创作，罗兴
奇的书法技艺得到逐步提升。身边
的同事和朋友也开始熟知他的这一
特长，纷纷找他讨要墨宝。“他的笔法
苍劲有力、行云流水，字体丰厚雍容、
跌宕有致，很有自己的风格。”攀钢书
法家协会主席袁代强说。

虽然已在书法圈内小有名气，
但他却不满足于现有的成绩。2010
年，他有幸拜入攀枝花市书法名家
李晓华门下学习。李晓华对罗兴奇
给予了精心的指导和无私的帮助，
这为罗兴奇日后书法风格的形成奠
定了基础。“遇到这位名师是我的幸
运，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罗兴奇说。

2020 年，罗兴奇陆续参加了四
川省书法家协会第二期、第三期国
学修养与书法青年创作骨干班以及
四川省书法家第二十一期行草创作
班等培训。通过培训，他最终确定
了自己的书法研习方向。

在多年研习书法的过程中，他
坚持兼容并蓄的艺术理念，以明代

大书法家王铎为主研方向，同时兼
顾汉隶石门颂等作品，间习米芾、黄
山谷等书法大家的作品。有付出就
会有回报，凭借对书法的挚爱和投
入，罗兴奇在书法理论和书法创作
上都实现了质的飞跃，成长为一位
名副其实的“书法达人”。

屡获荣誉

2019年，罗兴奇带着他的书法作
品《常建·宿王昌龄隐居》参加四川省
第九届书法篆刻新人新作展。这幅
作品以盛唐一首山水隐逸诗为创作
蓝本，加以六尺整纸的大篇幅和气势
磅礴的笔墨，获得在场评委和观众的
一致赞赏。比赛现场一共有2700多
幅作品参展，经过激烈角逐，这幅作
品最终获得四川省第九届书法篆刻
新人新作展优秀奖，这也为他后期的
持续创作增添了动力。

一路走来，罗兴奇在书法领域
获奖无数。他的书法作品《陆游诗
一首》获得四川省第九届少数民族
艺术节视觉艺术精品展优秀奖，《江
淹诗》在四川省首届公共空间视觉
艺术宣传展中获得第二名，《习书心
得》入选四川省书法家协会“国学修

养与书法·青年书法创作骨干研习
班”学员学习心得书法作品展，《草
书·无名氏·步出城东门》获评为四
川省文化厅第二届群星奖，《唐·刘
长卿诗》入选四川省书法家协会网
络群落书法展……他创作的作品
中，有 30 多幅作品获得市级及以上
奖，其中12幅作品还获得省级大奖。

传道授业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
满园”。在书法的道路上，罗兴奇从
来不是一个人独行。业余时间，他
通过攀钢文联公益培训活动等形式
教授攀钢职工书法技艺，参加攀枝
花东区东华街道居民书法培训班等
培训活动。春节期间，他还积极参
与为职工家属“送春联”等活动。

2020 年，罗兴奇当选为攀钢书
法家协会秘书长。他把自己定位为
攀钢书法爱好者的“服务员”和“联
络员”，帮助众多书法爱好者扎根基
层一线、深入职工群众，广泛开展形
式多样的书法文化交流学习活动。
依托外部书法交流学习平台，他参
与筹办了外出学习、游学、观展等交
流活动，持续开展“书法文化进厂
区”“国学文化进校园”等主题活动。

2020 年至 2022 年，罗兴奇组织
攀钢书法家协会全体会员用各自的
艺术专长创作“抗疫”主题作品，共征
集书法作品20多幅，送去参加省市级
展览的作品中，有5幅作品获奖。

“练习书法其实就是修身修心
的过程，你总能从中收获一份难得
的平静和闲适。”罗兴奇说。通过
多年的书法创作，他已经找到了那
片属于自己的笔墨天地。他的心
中还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坚持走
好书法艺术和传统文化相结合的
道路，继续忠实地做一个文化传播
者，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钢城开
花结果。

挥毫泼墨 书写热爱
——记攀钢书法爱好者罗兴奇

攀钢记者站 赵华敏

“ 露 从 今 夜 白 ，月 是 故 乡
明。”这是杜甫《月夜忆舍弟》中
的名句。在我看来，它与张九
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出自《望月怀远》）”、苏轼的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出
自《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一样，都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中有关月亮的经典诗句。

对多数江油文人来说，最
喜欢的唐代诗人除了李白可能
就数杜甫了，这不仅因为有“李
杜”“李杜白”及“诗仙（李白）”

“诗圣（杜甫）”等唐代大诗人的
排 名 或 称 号 ，还 因 为 2008 年

“5.12”大地震后，河南人民对
江油市的援建，李白能代表江

油文化的话，杜甫便是河南文
化的代表；江油涪江一桥及一、
二桥之间河堤护栏大理石上刻
有李白、杜甫很多五言、七律
诗，一桥靠城区的河堤广场墙
壁上有包括杜甫在内丰富的中
原文化壁画，二桥靠体育中心
一侧的河堤公园更是以李白、
杜甫雕塑及唱和诗词为核心元
素，加之杜甫用“笔落惊风雨，
诗成泣鬼神”“白也诗无敌”等
语句评价偶像李白的诗，也加
重了杜甫在江油人民心目中的
分量。可以说，谈李白和李白
的诗，杜甫是一个很难绕开的
话题。

杜甫与李白，一个是唐代

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一个
是唐代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
人；诗风上，一个“上悯国难，下
痛民穷”，一个雄奇飘逸，因此，
有学者称，杜甫的人生无青年、
李白的人生无暮年。

“两千年吐凤奇才，胸罗宇
宙 ，余 韵 腾 涪 水 ，书 台 仰 古
风。想长卿赋，子安文，少陵
诗，永叔史，中华贤哲，词章卓
古，尚有赏心介甫犹令后进倍
倾城。”（现代诗人高显齐先生
题 绵 阳 子 云 亭 上 联）、“ 少 陵
诗，摩诘画；左传文，司马史；
薛涛笺，右军帖；南华经，相如
赋；屈子离骚，收古今绝艺，
置我山窗。”（清代学者诗人邓
石如龙门对下联）从这两副名
联看，联作者列举诗的代表人
物都是杜甫。

在我看来，李杜二人的诗
情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两个
黄 鹂 鸣 翠 柳 ，一 行 白 鹭 上 青
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
吴万里船。”“好雨知时节，当
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
细无声”……2023 年第四季度
央视百家讲坛的老师在“唐诗
经典炼成记”栏目中独辟一期

“老杜诗篇得独尊”，想象老杜
双眉紧蹙，清癯、忧心忡忡，在
盛唐转衰时期给我们留下了
诗圣印象。他的诗也被称为

“诗史”。
杜甫别名杜少陵，字子美，

又称杜拾遗，原籍湖北襄阳，后
徙河南巩县。杜甫出身名门望
族，其先祖杜预是西晋灭吴的
名将，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
期著名诗人。写诗颇有天赋的
杜甫本想在仕途上大展宏图，

少年时代便先后游历吴越和齐
赵，其间赴洛阳应举，不第；35
岁后，先在长安应试，仍不第，
后在向贵人投赠甚至向皇帝献
赋过程中，目睹了唐朝上层社
会的奢靡及社会危机；安史之
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先后辗
转多地。759 年，弃官入川躲避
战乱，生活相对安定，但仍心系
苍生，创作了“三吏”、“三别”等
名作。

从“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
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
等诗句看，在成都的杜甫是很
挂念远方兄弟等亲人的。生活
的苦难并未磨灭诗人的雄心壮
志，从“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
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
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
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
洛阳”一诗分析，诗人的高兴劲
儿给我感觉他好像已接到来自
洛阳官方要他当官的聘书一
般。其实杜工部只是节度参
谋，实际上，前面因营救房琯、
触怒肃宗，便被赋闲，意味着他
在官场上难再有大的作为。按
我的设想，他在成都的草堂里
作诗的同时，或买或租一块地，
种些粮和菜，一家老小就这样
过活下去也是好的。他离开成
都后，一直居无定所，投靠表亲
也没有好的结果，最后在船上
离世。由此可见，诗圣和诗仙
一样，都算不上当官的好料，不
仅如此，他们对一家老小生计
的安排也很一般，但或许正因
为他们短于这些，才有精力和
激情创作出那些流芳千古的优
秀诗篇吧。

走近杜甫
朱道明

春节又快要到了。年味是什
么？是一壶地地道道的老酒，还是
舞动起来的社火……细想想，年味
儿该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喜悦
和深邃文化的传承。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编著的
《中国年俗》一书，分为“忙在腊月”
“守在三十”“聚在初一”“乐在初
二”“玩在正月”五个篇章，介绍了
53 种年俗。我一边品读这本书，一
边顺着书中的情节回味着记忆中
的年味儿，就像是一次久违的温故
知新。

“腊八家家煮粥多”，腊八粥的
香气氤氲着家的温暖，甜蜜里满载
着儿时的记忆，由此拉开了春节的
序幕——读到这时，早已垂涎三尺
的 我 想 起 了 母 亲 熬 制 的 腊 八 粥
来。全家人坐在饭桌前，围着一大
锅冒着热气的腊八粥，一边品尝着
香稠的美味，一边称赞母亲的厨
艺，待到额头上、鼻尖上流出细密
的汗珠，心窝里甭提多舒服了……
是啊，让腊八粥这样的美食尘封在
心底，久经岁月的发酵，那滋味才
是最美的。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
旧符。”大红的春联伴着忙碌的人们
迎接新年的福气，繁忙的都市因这
酽酣的墨香有了簇新的希望……书

里的这些文字，让我回忆起小时候
爷爷写春联的情景。他先将红纸
裁好，将墨汁倒进小碟子里，又将
陈年的毛笔尖在温水里泡开。随
即饱蘸浓墨，悬腕提笔，如行云流
水 般 让 一 句 句 祝 福 的 话 跃 然 纸
上。我敬重这红灿灿的对联，更加
敬重爷爷的才识。

“最是上春三五日，盘餐到处
定居先。”据书中记载，饺子形如元
宝，有“招财进宝”之意；把各种吉
祥喜庆的东西包到馅里，寄托着美
好的期盼。是啊，大年三十儿的晚
上，全家人坐在电视机前，一边看
春节联欢晚会，一边包饺子，说说
笑笑，好一派欢乐的幸福场景。在
我们家，饺子包得最好的当属母
亲，她包出的饺子小巧玲珑，“褶
儿”与“肚儿”都十分精致，像一件
件艺术品。古人说饺子“形如偃
月”，以此形容母亲包的饺子，真是
恰如其分。

书中引用了易中天的一句话：
“乡愁人人都有，它甚至是一种远
古的回忆。”家乡鞍山，辽河文明的
发祥地，历经数万年的风雨洗礼，
已成为万众瞩目的大都市。鞍山
驿堡、析木石棚，古风古韵；鞍钢高
炉、老摩电车，唤起多少城市记忆；
千山佛乐、玉佛山下的暮鼓晨钟，
惹出一缕缕凄美的乡愁……我期
待过年，因为春节时更能体会到乡
愁的珍贵，体味到“年”带给我们的
慰藉和感动。

至此掩卷，我情不自禁地想，春
节如藏在地窖里的一坛陈酿女儿
红，开盖后香气扑鼻，饮下后沉醉其
中。年味儿，应该是在华夏大地上，
热热闹闹地一家人聚在一起，逛花
市、剪窗花、包饺子、放鞭炮、拜大
年、唱大戏，年味儿，应该是甜蜜蜜
的年糕、热腾腾的汤圆……一元复
始龙增岁，万物生辉燕报春。就让
我们相依相伴，去期待纯正、芬芳
的年味儿吧！

寻找记忆中的年味儿
——读《中国年俗》

张贺

山塘街位于苏州古城西北，因
山塘河而命名，是江南著名水乡之
一，每年都有数百万游客到此一
游。前阵子我们一家慕名而来，领
略了山塘街的美丽夜景，收获颇丰，
令人难忘！

夜幕降临，我们来到苏州城的
阊门渡僧桥上，抬头仰望，一轮圆月
高挂夜空；俯视桥下，山塘河水奔流
不息。向西凝视，山塘街一片灯火
辉煌。坐落在山塘河边的桥西宾馆
被各式各样的彩灯点缀得熠熠生
辉，富丽堂皇。

山塘街东起阊门渡僧桥，西至
苏州名胜虎丘的望山桥，长约七
里。苏州有句俗语：“七里山塘到虎
丘”。民歌也唱到：“上有天堂，下有
苏杭。杭州有西湖，苏州有山塘。
两处好地方，无限好风光！”

山塘街历史悠久，它始建于唐
代宝历年间，据传说乃是唐代大诗
人白居易所建，至今已有一千一百
余年。它的“水路并行，河街相邻”
格局最能代表苏州街巷的特点。这
里与许多名人、名事相关。曹雪芹
在《红楼梦》第一回中就把阊门、山
塘一带称为“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
贵风流之地”。此外，在《玉蜻蜓》

《三笑》《白蛇传》等民间故事中，主
人公许多的悲欢离合也发生在山
塘。因此，山塘街被誉为“姑苏第一
名街”。

夜间灯光把街道照得如同白
昼。一座六米多高的牌楼矗立在大
路中间，上面书写四个遒劲有力的
大字“山塘胜迹”。

穿过牌楼不远便是山塘街口。
一座一平方米左右的铜铸牌匾镶嵌
在白色大理石中，倾卧在街道口中
间。上写“中国历史文化名街——
苏州山塘街”，落款为“中华人民共

和 国 文 化 部 国 家 文 物 管 理 局 批
准”。很多游人纷纷争抢在此留影，
闪光灯不断闪烁。山塘街的夜晚，
熙熙攘攘，热闹起来了。

山塘街东西走向，沿山塘河两
岸而建，保持着古代建筑风格、白墙
青瓦的小楼在山塘河两岸遥相呼
应，连绵不断，贯穿七里山塘。

山塘河十多米宽，河中乌篷船、
双层游船都高挂彩灯。两岸房屋都
挂着成串的红灯笼和各式各样造型
的彩灯，有的大灯笼上写着“山塘”
两个大字。附近一座白色房山墙上
写着“七里山塘”四个隽秀的黑色大
字，显示出山塘人的自信和自豪。

两岸的古宅，披灯挂彩，倒映在
山塘河里犹如“海市蜃楼”倒悬水
中，美景如画。

一路上，有通贵桥、山塘客栈、
江南衣馆、古戏台、御碑亭。“御碑
亭”上有乾隆书写的碑文：“山塘寻
胜”，增添了山塘街的名气。

沿途有许多风味小吃店。虽是
夜晚，传统老店采芝斋、五芳斋、黄
天源、得月楼、松鹤楼等，食客盈
门。在这里可以吃到生煎馒头、苏
式老汤馄饨、酒酿圆子、小笼包、鸭
血粉丝和松鼠桂鱼等，游客往来穿
梭，尽享山塘街的美食。

在古戏台附近的船泊处，我们
排队登上了游船。乘船赏景，领略
江南水乡特有的韵味。灯光照亮了
两岸，在船行中，看到了很多古迹。
观音阁、桐桥遗址、山东会馆门墙、
郁家祠堂……尽收眼底。

从陆地到水上，我们尽情观赏
山塘街的夜景，感到无限开怀，可谓
不虚此行。山塘街的古宅古迹保存
如此完好，让人叹为观止！江南水
乡的典型特色和历史文化的美好传
说，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山塘街的夜景
马凤祥

万卷锦绣

游目骋怀

文化茶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