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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陈星聚诞辰201周年，大力宣传涉台历史人物台北知府
陈星聚建设台北、保卫台北的丰功伟绩和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由
中共漯河市委台湾工作办公室策划并委托知名作家余飞，创作了50
余万字的长篇小说《沧海残阳》。为展示作品的厚重感与历史感，
中共漯河市委台湾工作办公室于本期起在《漯河日报·水韵沙澧》
文艺副刊开辟专栏，每周一期对《沧海残阳》一书进行连载。敬请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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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本报记者 左素莉
宽大的阳台是赵振刚写字画画的地方。一

方小小的天地，一片无垠的精神家园。他每日
在这方天地里执笔播种，浇灌出书画艺术的葱
茏秀木，开出一朵朵他对生活的热爱与憧憬。
在赵振刚专注书写作画的时候，连时光也停下
脚步，欣赏艺术精灵在宣纸上舞蹈歌唱。

今年 85 岁的赵振刚浸淫书画已经 70 多年
了。70多年的付出！70多年的探寻！他已是一
个耄耋老人了，但他的心灵、情怀，他痴迷的
书画艺术，却依然年轻，依然郁郁葱葱。

一

赵振刚1934年出生于漯河市，自幼受父亲
影响酷爱书画。7岁时，在父亲的指导下，他
开始临写柳公权的 《玄秘塔碑》 和颜真卿的

《颜勤礼碑》等碑帖，临摹《芥子园》、《三希
堂》等画谱，从此临池不辍，日日研练。1947
年，14岁的赵振刚从大华艺术学校门口路过，
看到有人在门口售卖石膏像、画册，很感兴
趣，就走过去欣赏。“小同学喜欢艺术吧？到
我家里看看吧！我家里有很多石膏像和画
册。”售卖石膏像和画册的阿姨亲切地对他
说。这位阿姨是大华艺术学校校长的岳母。了
解到赵振刚喜欢艺术，大华艺术学校的校长就
让赵振刚到大华艺术学校上学。在大华艺术学
校，赵振刚学习了书画艺术理论和书画创作知
识，为今后研修书画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1951 年，赵振刚考入开封艺术师范音乐
班。在开封艺术师范上学期间，他得到了谢瑞
阶、梁冰潜、叶桐轩、王扶东等书画名家的指
导，书画创作水平得到很大提升。深厚的音乐
修养使他的书画作品韵律感、节奏感强烈，顿
挫、张弛、虚实、收放、密疏、轻重变化多
端，成为“可视音乐”。1953年，赵振刚从开
封艺术师范毕业，被分配到郑州铁路局工作，
在郑州铁路局工作二十多年。工作之余，他坚
持习修书画。赵振刚志趣广泛，嗜书如命，文
学、美学、史学、哲学等书籍无不涉猎。丰厚
的学养赋予他的书画作品丰富的文化内涵、深
刻的情感和优雅的神韵，使他较早超越了单纯
的书画技巧层面，把握住了文人画的精髓。
1980年，他的书法作品走出国门，在澳大利亚
国际书法比赛上获奖。

1982年，赵振刚带着自己创作的30多幅国
画作品赴京拜访国画大师叶浅予、黄永玉，两
位大师在指点的同时对他的作品给予很高评
价。

1987年，赵振刚回到家乡漯河，到市文联
工作，后担任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市书画院院
长，直至退休。在谈到对书画的热爱时，赵振
刚说：“我每天都坚持习练，一日不写不画，
就感觉虚度生命。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正因
为每天都在一点点进步，才会有数年后的大提
升。”

左手书法，右手国画，书画艺术在赵振刚
手中开出了清艳的花朵。赵振刚多次在国内、
东南亚、澳大利亚举办作品展。赵振刚的作品
先后被收入 《唐诗三百首四体书法艺术》 丛
书、《二十世纪国际现代美术精品荟萃》 等
书。他的作品被江苏省抗日纪念馆、青海省博
物馆、河南省博物馆、连云港市博物馆、孟津
王铎纪念馆、许昌博物馆、西安大雁塔保管
亭、开封翰圆碑林、云南曲靖碑林等收藏或刊
石。

二

是流逝的时光留下的印记，是世界在脑海
中洒下的投影，是心海绽放的洁白的浪花，是
登峰远望时回归的记忆，是从远方传来的悠扬
的歌声……在国画创作上，赵振刚主攻花鸟、
人物，初学习古法，后追摹吴昌硕、齐白石等
人的作品，逐渐形成了自己古雅清新、率真自
然的风格。书画作品融入了他的思想、情感，
积淀着他对生命诗意的演绎。

在传统的文人画中，大多流露出孤苦、茫
然、空虚、悲凉等情绪，而赵振刚的花鸟，始
于传统，独辟蹊径，将传统意境与当代情怀进
行了微妙合成，作品洋溢着当代人的精神气
质。

赵振刚笔下的牡丹，清新淋漓，流光溢
彩，似唱如舞，千姿百态。红色，雍容华贵；
黄色，圣洁吉祥；白色，清新爽朗……撷怀素
之神韵，采白石之精华，传递出欢乐向上的气
氛。画中牡丹，是他表达心境的绘画符号，是
他的情感符号，也是时代的精神符号。著名书
法家洪丕谟在欣赏了一幅他的《牡丹图》后赞
叹不已，当即挥毫题款“似醒还带醉，欲笑还
含颦，一种倾城色，十分谷雨春。”他的很多
作品都是以春天为主题，传递出了春天的生机
盎然、清新明丽，表达出了人们对春回大地的
喜悦之情。他的作品《柳暗花明又一村》，牡
丹粉嫩娇艳，披着春日明媚的阳光，纵情绽

放；柳丝飘逸，两只小鸟在春风中轻盈舞蹈；
饱满的美妙的春天呼之欲出，一串串关于春天
的诗句溢出纸外，比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
暗花明又一村”“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
丝绦”“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
等。他的一幅画作，春花娇艳，枝头上两只小
鸟亲密相依，张扬着生命力，流淌着温暖，将
欢快的情绪凝聚在花蕊里，将春天的美好定格
在宣纸上。他在画上题写了这样一句话：“记下
美好，忘却忧愁，过好生命的每一刻。”

《宣和画谱》 一书这样论画：气韵生动，
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
转移摹写。赵振刚的作品，传承了这些传统，
同时，紧随时代的发展，大胆吸收西画焦点透
视、写实造型技法，大胆采用西洋画光色处理
手段，不仅完善了传统，真正达到了妙在似与
不似之间的境界。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
妖的荷花是传统绘画的常见题材，而赵振刚画

荷，用墨色的变化表现荷叶层次的丰富，用粗
线条、曲线条表现艺术的不重复性，用疾笔、
淡墨衬托荷花的娇艳，用远近聚散呼应表现章
法气韵，用红蜻蜓或鹭鸟表现荷塘宁静的天
空，用半虚半实的荷叶表现写意的风格，使荷
花色、形、韵之美跃然纸上。

许是自小浸淫在翰林墨海之中的缘故，赵
振刚表现出对水分的超人的操控能力，他的作
品总是给人一种清纯滋润的感觉。画面中的笔
触，处处葳蕤着水墨的清香，虽然含水量极
高，但痕迹充盈着力度，丝毫没有拖沓、轻
飘、臃肿的状态，即便出现大片接连不断的色
迹墨斑，其自然的渗透也绝不是漫无边际的散
发，总能得到恰到好处的控制。他巧妙地控制
和利用了挥洒过程的偶然效果，使水分在他的
笔下，起到了滋润墨色的作用，也使墨色的层
次、笔痕的先后以及形态清晰可辨。这意味着
他的艺术表达已进入炉火纯青的境界。

三

观赵振刚的书法作品，强烈的第一印象便
是美不胜收，章法美、布局美、结体美、线条
美、墨色美，如天籁之音、田园诗韵、皓月当
空、雨后青山、瑞雪初霁、清风徐来、丽人游
春、文人雅集，其作品蕴含的内在美更令人心
旷神怡，传统之气、文人骨气、横溢才气扑面
而来。

因赵振刚自幼遍临名家碑帖，从楷书练
起，兼习魏碑、柳帖、张迁碑等诸家碑帖；草
书以“二王”、张旭、怀素为宗，后涉黄慎、
钟繇、孙过庭等晋、唐、明、清诸家，楷、
行、草、隶、篆五体皆通，尤对行草情有独
钟，得其精髓。无论章法布局、线条律动、整
体造型还是笔墨驾驭，皆根植书法传统，又打
上时代烙印。他的书法得“二王”的骨力和洒
脱之美，结体当正则正，当奇则奇，将赵孟頫
的厚重、颜真卿的大气与米芾的奇变灵动熔为
一炉，精彩纷呈，常常出人意料；更需一提
的，是他的章法布局，疏密有致，宾主相宜，
俯仰生情，参差错落，以楷入行，行中有草，
生动别致，字里行间既透出一股清新之气，又
充盈着一种典雅之美。书法评论家张自立这样
评价赵振刚的书法：“笔墨酣畅，痛快淋漓，
奇正多姿，潇洒奔放，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
妙理于豪情之外。”

数十年来，赵振刚孜孜以求，毫不懈怠，
师法传统，殚精竭虑。赵振刚常常感慨地说：

“千百年来，国家多磨难，书画运不衰，树起
了一座座中国书画艺术的丰碑，是中华民族宝
贵的精神财富。要想在书法创作上有所建树，
必须老老实实地学习传统、继承传统，将书法
传统不断发扬光大。”在师法传统、师古而化
的同时，他的作品体兼众妙而又个性鲜明，亦
行则行，亦草则草，不受书体局限。他把书法
创作过程当作感情、情绪的宣泄过程，笔的疾
徐、轻重、顿挫皆由情感驱使，或锥画沙，或
屋漏痕，或折钗股，或古拙，或秀逸，或端
雅，抒写胸臆，畅叙幽情，笔笔有源，字字有
根，句句有新意，篇篇有风格。

由于拥有丰富的诗词修养，许多名篇佳句
他都倒背如流，有时兴之所至，赵振刚便即景
抒情，边吟边写，一幅情趣盎然的自作诗书法
作品便完成了。光阴荏苒，几十年如白驹过
隙。赵振刚从未停步，可以说是只争朝夕，呕
心沥血地探索攀登，如今可谓人书俱老，功至
化境。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80多岁的赵振刚依
然在书画园地里辛勤耕耘，佳作频出。2016
年，在珠海、漯河连续举办了父女书画展，展
出100多幅他和两个女儿创作的书画作品。他
自作的一首题画诗对他的艺术人生作了最好的
诠释：“种菊七十载，画菊六十年。而今清虚
日，依然爱西苑。”

赵振刚说：“每个人的人生都各不相同，
不同的人生体现了不同的人生价值。我把书画
创作作为终身的奋斗目标，希望能够不断登上
新的高峰，为中华书画艺术的发扬光大尽心尽
力，用心描绘出一个多姿多彩的书画人生。”

（本文图片由赵振刚老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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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曾经被黑暗吞噬过，但它绝不是沉
沦，而是在和黑暗搏杀了一夜后，带着满身
的鲜血，第二天又从大海中喷薄而出……

——作者题记

开篇：那天是“龙抬头”

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阴历二月
初二。

这一天，按中原老百姓的说法是“龙抬
头”的日子。“龙抬头”俗称“龙头节”，是
中国的一个传统节日。老百姓一般都庆祝

“龙头节”，敬龙祈雨，求老天保佑丰收。“龙
抬头”的另一个意思是说经历了漫长的寒
冬，从这天起万物复苏，春天就正经八百地
到了。然而，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青黄不
接，老百姓度日如年的春荒也如约而至。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句古话在这
个时候更让豫东平原的老百姓有了痛彻心扉
的体会，原本就饥肠辘辘的他们，在这个春
寒料峭的日子却不得不为躲避战乱而疲于奔
命。

战乱为捻军东来而起。
两年前，继太平军各部被朝廷陆续镇压

之后，与之同气连枝的捻军，也在缓过劲来
的朝廷集中重兵全力合围下遭到了重创，曾
一度声势浩大且与太平军遥相呼应的捻军已
溃不成军，几股势力稍强的捻军残部虽然已
呈苟延残喘之势，但朝廷大军却挟镇压太平
军后的余威，对这些敢于与朝廷作对的暴民
穷追不舍，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在朝廷大军的
围追堵截下从皖东流窜到豫东平原，想在这
里得到喘息，以图东山再起。

一纸圣谕飞抵黄淮流域的皖、鲁、豫督
抚衙门。朝廷严令各督、抚衙门及下辖
州、府、县所有武装力量严防死守的同
时，在镇压太平军的战场上功劳卓著、被
称为“铭帅”的淮军悍将刘铭传率领各路
镇压大军，也从四面八方围追而至。这位
曾经同情过太平军，甚至一度想加入却不
知为什么又转投李鸿章并逐渐成为其手下
第一勇将的“铭帅”，凭着他对太平军组织
结构、作战特点的了解，采取了前筑高
墙、后洋枪马队追杀的战法，把以姜大林为
首的一股捻军残部逼至扶沟县城外的一片旷
野。

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已经身陷绝境的
姜大林勒马回望，见自己的身边只有数十骑
死士相随，但明显可以看出，他们和自己一
样人困马乏了。

远处尘烟滚滚，马嘶声声，枪声阵阵，
追兵须臾而至。

前面，县城的城楼虽清晰可见，但也能
看到从那里扬起的滚滚烟尘，不用说，那边
也有数不清的官兵朝着县城方向围堵过来。
姜大林的眼睛死死地盯住了眼前的县城。

生与死，将在这里有着殊死一搏。
坐落在豫东平原的扶沟县城和一般的县

城并无二致，四门有楼，护城河环绕，各门
皆有吊桥。因为很早就接到了河南巡抚衙门
的明令，附近的鄢陵、临颍、许昌各县均派
了地方武装来到这里帮助守城。

此刻，四门吊桥高悬，每个城墙垛口均
有乡勇严阵以待。

在东门的城楼上，一个教书先生打扮的
中年汉子凝视着远方，眉头渐渐紧锁起来。

“叔，离这儿还有多远？”不知什么时
候，他的身后围上来一群手持刀枪的乡勇，
一个看上去只有十三四岁、还带着满脸稚气
的孩子从人缝中挤了过来问道。

“是呀，看见看不见呀？”人群中也响起
了窃窃的疑问。

教书先生模样的汉子回头看了看众人，
好像把心事强压了下去后才说道：“看现在的
情况，是铭军已经把捻子撵过来了，可问题
是城里守城的人都是从咱附近的几个县临时
调集而来的练勇，能不能打仗我是心里没
底，如果让捻子进入城内，那满城的百姓就
要遭殃了；更可怕的是捻子若据城顽抗，再
联络其他被打散的同伙聚到这里，想一下子
剿灭他们，怕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了！”

“那怎么办？”
“大爷，咱不放吊桥，那捻子能飞过

来？”
“是呀，您老人家练了这么长的时间，

前些日子咱和土匪也交过几回手，咱不是都

赢了吗？捻子能有多厉害？大不了咱跟他们
玩命！反正咱不能在这里丢人！”

……
嘈杂声四起，但并没有让这个中年汉子

的脸上露出一丝轻松，他挥手止住大家的议
论后厉声道：“记住，咱自发练勇，为的就是
保家安民，此次蒙临颍县台差遣，到这里助
朝廷剿灭反贼，虽然咱没有正儿八经打过
仗，但既然来了，就不能让这里的官民笑话
咱贪生怕死。守城的攻防之道我们虽然多次
演练过，但这次是真刀真枪，所以，大家都
是咱本村的爷们儿，一定要互相照应，打起
精神，坚守县城，堵住捻子这最后的逃脱之
路！”

挤在他身边的那个孩子虽然看上去稚气
未脱，却是英气逼人：“叔，放心吧！孝台陈
跟你出来的没一个孬种，咱们守的县城，谁
也夺不走！”

“哈哈！我的小福子有种！叔喜欢！”中
年汉子终于发出了一阵爽朗的笑声。

忽然，垛口传来喊声：“大爷，你看！”
城外，茫茫沃野，旌旗漫卷，尘土飞扬。
一队捻军在一个头目的率领下飞马朝着

县城奔来。
一队官军在后边紧追不舍。领头的就是

刘铭传，这从他身后书有“刘”字字样的大
旗上可以看出。

捻军杀至城门。
吊桥高悬，护城河把捻军挡在了城外。

城上的中年汉子看到捻军在护城河前勒马，
旋即大喝：“打！”

随着喊声，滚木礌石从城头飞下，箭如
飞蝗般朝着捻军飞来，捻军本已不多的人马
又有几个倒下。

已经追来的刘铭传振臂高呼：“守城的弟
兄们干得好，全歼了捻子本帅为你们请功！
弟兄们，杀！”

杀声四起，硝烟弥漫。
硝烟散尽，城外尸横遍野。
日暮时分，原本喧嚣的县城已经恢复了

往日的平静，只有几处余烬还冒着几缕黑
烟，被风吹着飘向天际。

吊桥已经放下，刘铭传在几个护卫的簇
拥下走进了城门。

通往县衙的大街上，衙门早已安排沿街
的商户燃灯开市，原本在家躲避的百姓也纷
纷走了出来，和已经结束战斗从城墙上下来
的兵勇拥挤在大路的两旁，一睹传说中的

“铭帅”的风采。
县衙门前，县令查一轩率领一干官吏早

已迎上前来，见刘铭传来到，急忙趋前行
礼：“参见铭帅！”

刘铭传滚鞍下马，边还礼边道：“贵县免
礼！”

查一轩拱手道：“谢铭帅！此次全仗铭帅
率大军一举荡平乱党，使鄙县免遭涂炭，下
官当在县衙刻碑勒石，铭记铭帅之威名！”

刘铭传摆手道：“大可不必！此次能全歼
捻军乱党，贵县的城池可是立下大功了，本
帅远远看到，率领练勇守东门者乃一中年汉
子，阻挡捻军攻城颇有古人之法，此人现在
何处？本帅回京面圣之前，想见见这个助我
灭捻的英雄啊！”

查一轩闻言急忙回身道：“是临颍县来的
那个举人吧？快去请！”

一阵骚动之后，城楼上那个指挥众人守
城的教书先生模样的中年汉子，被几个县吏
推到了刘铭传的面前。

查一轩急忙上前一步说道：“快见过铭
帅！”

“学生临颍举人陈星聚，拜见铭帅！”中
年汉子急忙躬身施礼。

“啊？”刘铭传有些意外地朝着这个教书
先生模样的陈星聚上下打量了一阵才道：“一
介书生嘛！是你带人在城头上打的？”

陈星聚不卑不亢道：“乱党作乱，学生
无缘会试，就效仿曾文正公和铭帅在家练
勇，以图保家卫国，此次带领所练乡勇奉
县台之命来扶沟协助守城，所幸不辱使
命！”

刘铭传点了点头道：“好！虽然是举人出
身，却是个打仗的好手，此役能一举剿灭捻
党残余，你可是立了大功的，本帅回京面
圣，将为你请功！”

三年后，一个秋天的下午，临颍县衙门
接到了从北京传来的谕令：临颍已酋举人陈
星聚守城有功，赏知县衔候缺听用。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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