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思盈
“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繁荣

文艺创作、推动文艺创新，必须有大批德
艺双馨的文艺名家。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
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
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
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
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
美。”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时发表重要讲
话，对文艺工作做出重要部署，对文艺工
作者寄予殷切期望。

长期以来，在漯河文化艺术界，一直
活跃着许多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他们坚持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在基层沉下身子，
汲取了大量生活素材，丰富创作体验；他
们牢记使命，精心耕耘，创作了一大批讴
歌新时代，弘扬真善美的精品力作；他们
坚持做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为
社会培养出一大批文艺新人；他们争做新
时代“红色文艺轻骑兵”，为人民群众提
供好的、优质的精神产品，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提升的美好生活的需要，满足人民精
神生活的需要等，为漯河文化事业的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

2018年春节前，漯河市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周新鹤在看望慰问我市老艺术家
代表时指出，老艺术家是全社会的宝贵
财富，为我市的文艺事业发展做出了突
出贡献，要尽心尽力保障好他们的生
活，发挥好他们的传帮带作用，切实做
到真正尊重、真心关爱、真情服务老艺
术家，在传承优秀品质、弘扬工匠精神、
宣传优秀精品等方面做好工作。

为落实上级精神，让更多的人走近并
了解这些艺术家，漯河市文联策划了《推
名家 创名作 树名牌——2018年“漯河文
艺名家”风采》活动，并在漯河日报社水
韵沙澧文艺副刊开辟专栏刊登，旨在让这
些曾经滋养乡邻、抚慰乡愁的文艺工作者
光华重现，让他们在历史和人们心中占据
应有的位置，让前人欣慰，让后人景仰。
本活动自2018年6月开展实施以来，先后
刊登了周彦生、张富君、赵振刚、王文
浩、申进贤、乔聚坤、李伯良、余飞、周
晓东、李冬梅、韩彗珺、陈德周、潘付
堂、陈解民、顾翔、赵连生、潘清江17位
漯河文艺名家的访谈文章。自该活动开展
以来，社会反响巨大，这从漯河名城网推
出的相关微信链接中可见一斑。一位网友
回复：“看了‘漯河文艺名家’风采专栏
推出的相关文章，发现大漯河真是藏龙卧
虎，他们从德、行、艺各个方面都长了大
漯河的志气！必须得点、转、赞！”

相信，在漯河市文联狠抓精品生产环
节，打造特色文艺品牌，培养漯河文艺大
军，着力推名家、创名作、树名牌，引领
广大文艺工作者共同描绘漯河文艺事业辉
煌灿烂新画卷的激励下，一定会有更多的
文艺工作者在服务大局、服务社会、服务
人民中有大作为，争做先进文化的引领
者、科学发展的实践者、文化惠民的服务
者；全市广大文艺工作者一定会在精品创
作、流派创造、品牌打造中有大作为，在
开启新时代漯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征程中做出新的贡献。

本期是2018年“漯河文艺名家”风采
刊登的最后一期，但这不是终结。鉴于时
间关系，这项工作今年暂时告一段落，以
后还会继续推出。另外，这些访谈文章在
本报刊登完毕后，漯河市文联会将其汇编
成书，并公开发行，向改革开放 40 年献
礼！

在本活动推进过程中，漯河市文联的
相关负责同志在人员资料的整理、稿件审
核等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漯河日报社的
文字记者、摄影记者和编辑多方奔波采
访、拍摄照片、撰写稿件、编辑版面，付
出了大量的心血。在此，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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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潘清江，1956年7月生人，号无意
斋，别署三水堂主人。系中国书法家协
会会员、河南省书法家协会楷书委员会
委员、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郾城区文联原副主席、叔重书画院院
长。书法以楷书、隶书为主，草书、篆
书、行书诸体亦有独到之处。作品曾入
展全国第四、六、八、九届书法篆刻
展，入展全国中青年第四、五、六届书
法篆刻展，入展第二届中国兰亭书法
展，入展全国千人千作书法展，入展第
二届中国书坛新人新作展。书法作品曾
获第二届中原书法大赛一等奖、河南省
群星奖书法金奖、第二届河南省书法龙
门奖。曾历时28个月，将许南阁祠中
的《说文解字》碑林书写完毕，这是全
国唯一一套记录整部《说文解字》的写
刻作品，展示了《说文解字》的全貌，
为许慎文化的传承做出了很大贡献。

■垄上月色
傍晚，空无一人的路口，一片白茅藏身绿化带中
叶狭长苍劲，花飘逸不染尘埃
格格不入，却又葳蕤自在
在这片土地上，大部分树木和果实早已被我们驯化
植物们按照我们的意志，发芽、开花、结果
甚至，那站立和老去的姿态，也从不旁逸斜出
此刻，西风沉默，飞鸟归去，蜂蝶不来
这白茅静立，可是千年前诗经里的那一束

午夜十一点的街头，有人哭有人笑
还有人声嘶力竭，吼着无人听懂的歌
灯光劈过来，这世界一半人在白天，一半人在夜晚
我们都已忘了沙漏和日晷
唯有白茅，依旧遵循千年前的规律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它沉沉的梦里，有谁在轻轻击磬而歌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夜色苍茫，这样古老的句子
不知，是否还有人愿意吟唱

一头死鹿在荒野，白茅缕缕将它包围
有位少女春心漾，小伙追着来倾慕
林中丛生小树木，荒野有只小死鹿……
有女依然如玉，荒野已没有小鹿
用白茅加鹿肉求爱的时代早已过去
吉士们不再打猎，他们丢了弓箭弃了茅草
只夜夜笙歌
我们和果实、树木一样被反复修剪驯化
爱情成了奢侈，纵然我们偶尔赤足奔走，汉服着身
可肠胃已被咖啡、咖喱、蛋糕和三明治占领多年

有人笑我，人到中年依然天真
多年奔走，这尘世的生活早已让我百毒不侵
我向尘世的一切规则和约定成俗的文明，低头致敬
对于爱情和美好，心中仍固执地有白茅存在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朴素和纯真永远是高于灵魂的底色
我是沙漠里疲惫的骆驼，爱是前行的绿洲和本能
今夜，我怀揣白茅在歌声里入眠
这是一场一个人的锦衣夜行
我已干涸了千年，哪怕只是饮鸩止渴

白茅

■王新卫

早 晨

清晨六点，风似乎有一种刺骨的凉
出门东望，天空穿了一件粉红流苏的衣裳
街道上除了路灯，就是那犹犹豫豫洒水的车辆
偶见三两运货的三轮，也是大衣棉袄全副武装
清洁工人戴着硕大的口罩，在宽宽的路上打扫梦想
校园的门口，满是匆匆的脚步和父母惺忪的目光

午后

羡慕太阳，有张那么灿烂的脸
每一个角落，都如此温暖
风行走枝头，掠过河面，轻柔得犹如情人间的呢喃
树叶飘落，柳枝却依然，婀娜万千
即使逝去，也是优雅地涅槃
几只花喜鹊，在聊天晒暖
相互交流着，准备在哪个孩子家，过冬天

黄昏

太阳，把身段放得很低，藏在柳丛里，一脸的笑
红叶深处，游人攘熙，欢笑声，惊皱了一泓碧水
鹤发的老者，牵着蹒跚的稚子
满街的笑脸，映着灿烂的余晖

时光（组诗）

■赵 丽
女儿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这几天她一直嘟囔

着要生日礼物。可给女儿买什么礼物好呢？我犯了
愁。

独生女儿从小在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还有我和
丈夫的百般呵护下成长，如泡在蜜罐里般，应该是
什么都不缺的。这生日礼物，可怎么给女儿准备呢？

现在生活越来越好，和我小时候比起来，女儿
的生活实在是太幸福了，天天都像在过年。而小时
候，我过生日时能吃到母亲煮的一个鸡蛋就会高兴
一整天。

细细思考了好几天，我决定在女儿生日到来
前，买几本她平时念叨的《野生的爱尔莎》《长腿叔
叔》《我要做个好孩子》等好书。在阅读时，书上的
内容一定会为女儿清澈的双眸打开更加精彩的世
界，让她的情感表达更顺畅，让她学会更好的生活。

想到这里，我长长吁了口气，趁中午休息的时
间，到书店一下子给女儿买了七八本书。亲爱的女
儿，母亲希望你的童年里，回荡的是高山流水、阳
春白雪，遇见的是汉宫春晓、唐诗宋词，拥抱的是
大好山河、千里沃野；亲爱的女儿，母亲送给你的
生日礼物，不是最贵的，却是很有意义的，希望你
能够爱上这份礼物，醉心阅读，在读书中受益。

作为母亲，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会多抽出来一
些时间陪伴女儿成长，和她一起将书中的精彩故事
共同品味。因为，对孩子最好的爱，是陪伴。

带着精心挑选的、散发着油墨香的书回家，开
门的一刹那，我仿佛看到了女儿收到生日礼物时脸
上露出的灿烂笑容。

生日礼物

■■家有儿女家有儿女
■文/本报记者 左素莉
图/本报记者 胡鸿丽

进入11月，深秋的清韵随风凋落，初冬
的意味写满枝头；世界，如同一幅简约疏萧
的写意画、一首意象繁复的朦胧诗。

矗立在冬日里的许南阁祠，更显得典
雅肃穆。步上台阶，“许南阁祠”几个大字
赫然在目。享堂正中摆放着许慎塑像，四
周的展柜内，陈列着许慎的生平事迹、不
同版本的 《说文解字》 以及历代许学研究
专著。站在这位汉学宗师享堂里，让人敬
仰之情油然而生。许南阁祠院内设有 《说
文解字》 碑林，282 块碑上书写着 《说文解
字》 的全部内容，字体匀称严谨，结构方
正，遒劲俊逸，为许南阁祠增添了浓郁的
汉字文化气息。这些碑文的书写者，是我
市书法家潘清江。

一

潘清江从小生活在沙河边，清澈的沙河
水赋予他灵慧的心智、质朴的品性，无论他
走多么远，沙河水都在他的心底涓涓流淌。
他的工作室名为“三水堂”，他则自称三水
堂主。取名“三水堂”的原因，一是他爱沙
河、爱家乡；二是他的名字三个字都带水。

潘清江从小喜欢书法，看到写得好的字
就看许久。从上小学起，他一有空就临写语
文课本上的楷体字，用树枝、砖头块、粉笔
头在地上写。捡到一张废报纸、一个旧香烟
盒他就如获至宝，上面写满了他临写的楷体
字。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写的字便像模
像样了，经常受到老师表扬，把他写的字贴

在教室里让其他学生临摹，班上出黑板报也
由他负责。高年级的老师把他的大字本拿到
班里让学生欣赏品评，汲取所长。他成了学
校的“小小书法家”。

潘清江十几岁的时候，“文化大革命”
开始了，由于字写得好，各派都找他用毛
笔抄写大字报，他虽不理解内容却乐意为
之，因为有那么多笔墨纸张供他免费使
用，他把写大字报当成练字，白天写、晚
上写，坐着写、站着写，书法技艺日益精
进。很多人看大字报，不是看内容，而是
在看他写的字。“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因为写一手好字，他被招到乡文化站，后
又调到郾城县文化馆。

虽然工作繁忙，潘清江的练字热情却没
有消减，每天晚上坚持练习两个钟头书法。
夏季，屋内闷热异常，开电扇又写不成字，
他就光着脊梁全神贯注地临帖，汗水滴落在
纸张上。为了把一个字写得更传神，他写数
十遍甚至数百遍。有时被蚊虫叮咬奇痒难
忍，他就用凉水冲洗一下，或者用香花叶擦
一擦，若实在难以忍受，就坐在挂着蚊帐的
床上读帖，觅寻不同书体的共性与个性，探
研书法大家运笔的独到之处，有时盯着一个
字能盯上十几分钟，悟到书艺特点，他即刻
用诗歌形式记录下来，并运用到实践中，终
日在书法的翰海里纵情畅游。

1986年，潘清江到省书法函授院创办的
书法班学习书法，学了三年，师从时任省书
协副主席、秘书长王澄。在书法班学习期
间，他结识了著名书法家张海、李刚田、周
俊杰、宋华平，得到了很多指导和帮助。他
的书法作品在书法班结业大赛中获一等奖。
1988年，他的书法作品入展全国第四届书法
篆刻展。1990年，他就加入了中国书法家协
会。1993年，他担任叔重书画院院长，致力
于培养书法人才，弘扬书法艺术。

潘清江主攻楷书、行书、隶书，也兼修
篆书、草书、甲骨文。潘清江的书法师古不
泥、博采众家，用笔凝练精到，章法规整有
序；线条丰润饱满且刚柔相济，富有很强的
韵律感；点画递相辉映顿挫有致，回锋转笔
奔放自如，韵态卓越中蕴涵着极为流畅的美
感；意境深邃高远，内涵丰富宽广，实现了
景致与情怀、传统与个性的和谐统一；同
时，紧跟时代，勇于创新，形成了自己独特
的艺术风格，折射出一个书法家不凡的艺术
品位和远大志向。

二

2000年，郾城县政府为了让先贤留下的
厚重文化遗产泽被后世、辉映千古，决定在
许南阁祠中建造《说文解字》碑林，把书写
碑文的任务交给了潘清江。潘清江说：“我
当时感到压力特别大。一是小篆体从未写
过；二是刻碑要传世，不能有丝毫的应付；
三是历时太长，期间要把所有精力都用到书
写碑文上，会非常辛苦。但是想到此项工作
意义重大，就愉快地接受了。”

接受任务后，潘清江阅读了大量碑帖书
籍，认真研究了小篆体的各种书写方法，从
用笔、结构到章法布局，做到心中有数。待
熟练掌握各种笔法后，2000年12月，他开始
正式投入碑文书写工作。面对成群结队的求
字人，潘清江选择闭门谢客，静心书写碑
文。他按照藤花榭藏版逐字书写，待解之字
为篆书，释文为楷书。起初，他在宣纸上
写，再由石匠过到石碑上，后来发现，这样
多了一道工序，又容易使字迹走样、失真。
于是，潘清江直接在石碑上打格、书写。由
于长期一个姿势久坐，他的腰椎间盘病复
发、右脚趾骨骨折，他经过简单治疗后坚持
工作，直至完成书写任务。期间，省、市专
家学者多次到书写现场指导，给予潘清江很
高的评价。一部 《说文解字》，再加上前
言、后序，约16万多字，书写在282块石碑
上，每块石碑长1.66米、宽0.66米。历时28
个月，2003年3月28日书写完毕。郾城县领
导从巩义请来祖辈从事石刻的韩洲现父子5
人，刻碑完成后，立于许南阁祠院中，是全
国唯一一套记录整部《说文解字》的写刻作
品。

一位许学专家看过碑林后说：“潘清江
忍受着孤独和寂寞，历时两年多，把书写
碑文当成神圣的事业来完成，是可敬可赞
的！这些碑林字字珠玑，展示 《说文解
字》 的全貌，为许慎文化的传承做出了很
大贡献。”

三

在习练书法的同时，潘清江还有一个爱
好是写诗。他用诗歌记录下自己的习书感
悟、人生感怀等。诗书相融，让潘清江拥有
一个墨香、书香萦绕的特别人生。

潘清江在 《学书感言》 中写道：“农家
长就痴情汉，有幸结交翰墨缘。”记述他与
书法的深厚缘分。在 《临池感言》 中写道：

“搜碑选帖苦精研，日夜临摹似悟禅。艺道
从来无捷径，归真字外得真诠。”写出了他
的习书心得，要勤奋临帖，日日苦练，方能
步入书法创作的新境界。潘清江在《学书有
感》 中写道：“我书师法晋唐风，最爱张癫
与素翁。”潘清江心中的“圣人”是古代著
名书法家张旭和怀素，他的书风既沉稳爽
健，又飘逸华丽。他追古风，但绝不盲从，
致力于开创独特风格，在《习楷有感》中写
道：“魏晋书法有柔刚，各有千秋各有长。
步逐前贤出新意，别开生面我独狂。”有崇
拜者特别喜欢潘清江的楷书，问他临的谁的
贴，潘清江幽默而又自豪地说：“全国都找
不到，只有我这有，我把唐楷、魏楷、隶书
特点融合到了一起，形成了我自己的楷书风
格。”

他写了20首诗点评当代、古代书法家。
他认为毛泽东的书法“一代伟人毛泽东，书
追旭素似龙腾”。他认为郭沫若的书法“雄
强朴茂多恣肆，不泥绳规唱大风”。他认为

徐生翁的书法“生翁艺湛越前人，妙趣横生
笔出新”。他认为潘天寿的书法“淡雅清新
千百态，书融众妙素宣中”。他认为钟繇的
书法“刚柔相济多丰润，博大精深楷至
尊”。他认为苏东坡的书法“无穷磨痕天然
趣，老笔纵横启后人”。他认为王铎的书法

“嵩樵大器不须夸，跌宕纵横气自华”。

四

潘清江2005年担任郾城区文联副主席，
2010年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忙碌大半辈
子的他本应把时间用于休闲，却下决心不虚
度余生的分分秒秒，为书法事业再做一些贡
献。他每天坚持临写书法，疾行在书法艺术
的大道上。他在工作室临摹已瑛碑忘记了吃
午饭，直到友人来访才发觉已快到黄昏；他
临摹礼器碑、曹全碑、史晨碑直至早晨街上
传来“卖豆腐”的吆喝声。

今年62岁的潘清江谈到学书经验时说：

“有天赋还需勤奋，多临帖，老老实实临，
一步一个脚印，慢慢地就能写出名堂。除了
临帖，还要读书法理论、书法美学，多与名
家交流，多看大型展览。”虽然已经退休，
哪里举办大型书法篆刻展，潘清江一定要赶
过去看，他去过北京、西安、广州、杭州等
城市看展览。他说：“大型展览展出的都是
当代大家的力作，代表当代书法创作最高水
平，一定要看，看笔法、看结体变化等，学
人之长，补己之短，能快速提升书法创作水
平。”

退休后，潘清江写了这样一首诗；“坎
坷人生六十秋，霜花两鬓半侵头。光阴似箭
催人老，岁月如梭逝水流。墨海放舟追远
梦，书斋纵笔尽忘休。千磨百折精诚在，月
砚耕耘做老牛。”

潘清江说：“书法艺术是一座高峰，我
穷极一生都要不断攀登。”相信挚爱书法、
执著于书法的潘清江，笔端会绽放出更加艳
丽的花朵，生命会放射出更为动人的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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