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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来到颜茂钦家
中时，他正坐在客厅里认真读
报纸。他手边整整齐齐地摆放
着一沓报纸和文房四宝。看到
记者，他连忙放下手中的报纸，
热情地招呼着。

颜茂钦是一位白发苍苍但
精神矍铄的老人。说起自己热
爱的书法创作，他一下子打开了
话匣子。

退休后沉迷书法，于方寸之间书岁月钩沉

颜茂钦，1937 年出生，是龙
山镇后景颜村人，自幼酷爱书
法。退休回到故乡后，他把大把
时间花在了练字上。颜茂钦生
长在一个曲折的年代，1956 年
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水电部（昆
明）第十四工程局，离开家乡，前
往边疆地区，为新中国建设奔波

劳 碌 。 他 主
持过云南、西
藏、深圳等省
市 的 水 电 站
建设，呕心沥
血 为 昭 通 人
民 立 下 一 座
丰碑。

1997
年，颜茂钦告
别 了 奋 斗 一
生 的 水 电 建
设舞台，回到

阔别40多年的故乡永康。退休
在家，有了大把时间精力的颜
茂钦提起毛笔，一头扎进了笔
墨纸砚的世界。

“方寸之间，内蕴乾坤。”颜
茂钦出生在书香之家，祖上出
过两名秀才。据他回忆，他的

父亲和三个叔父也写得一手好
字。每次暑假回家，家乡父老
总要把在稻桶上书写的“五谷
丰登”四个大字留给他父亲来
写。“据宗谱记载，我们是颜真
卿的后代，难怪家族的人都写
得一手好字。”颜茂钦笑着说。

颜茂钦对练字要求严格，
一张纸写坏了就丢。他性情淡
泊，唯两件事钟情：一是含饴弄
孙，二是提笔写字。他在书法
方面几乎已经到了废寝忘食的
地步。有时候刚准备睡觉，突
然想练书法，他立刻起身坐到
桌前倒水研墨。兴之所至，写
到晚上八九点、凌晨一二点都
是常有的事。为此，颜茂钦的
家人不止一次“埋怨”他对练字
的拗劲儿。

热衷传统文化，向家乡捐赠500多册图书

寻常人学书法大多从临摹

入手，而颜茂钦凭着自学，在书

法道路上跌跌撞撞摸索出一条

路。

西晋书法家索靖说：“婉若

银钩,漂若惊鸾。”颜茂钦的字，

结构清奇，意蕴隽永，在继承了

颜体的基础上，追求创新，加入

独特的个人风格，结构险绝，字

体质朴敦厚，字里字外，凝结着

他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对书

法的无限热爱和基本功。

“我涉猎的书体较多，但大

多是根据自己的心情与灵感所

为，也就是随心所欲吧。这种

自由开放的心态，可能与未投

师、自学成才有一定的关联，但

我最擅长的书体是略有些‘草’

的楷体。”颜茂钦说。欣赏颜茂

钦的书法作品，既赞叹于他深

刻的笔力，又惊异于他隽永绵

长的风格，从中我们总能嗅出

深沉的文化气韵。

最难能可贵的是，颜茂钦

不为书法而书法，而是将书法

的精髓融入修身养性、立人立

德中。退休回到永康后，他向

家乡后景颜村捐赠了 500 多册

书，自掏腰包为家乡修路，老人

节资助贫困村民等。

作品紧跟时代，谱写新中国的赞歌

亲身经历“三十年河东、三

十年河西”，参与过新中国建设

的颜茂钦常说，自己的艺术和书

法还能赶在暮年发力，实属社会

进步的一个例证。

因着怀抱一颗拳拳爱国之

心，颜茂钦的作品常常与党的政

策、社会发展息息相关。适逢

G20杭州峰会如火如荼时，他创

作了《赞杭州》《美西湖》等四首

诗，赞颂国家繁荣昌盛。去年，

党的十九大召开、建军 90 周年

来临，他紧扣时代脉搏，弘扬主

旋律，创作了一幅又一幅广受好

评的书法作品。

颜茂钦认为：“人们喜闻乐

见的作品才更有价值。”1942

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讲话》上强调指出：文艺是为人

民服务的。习近平总书记也在

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深情寄语广

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更

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两

位领导的话语是他在文艺道路

上奋斗的方向。

颜茂钦给自己取名号“知足

老人”，告诉自己要常怀一颗对

国家、对社会、对他人的感恩之

心。今年过年，颜茂钦家中接连

来了好几位访客，居委会也带来

了国家补贴。国家的关怀和社

会贤士的慰问犹如雪中送炭，让

他感动不已。

“我今年虚岁 82，但是仍然

每天勉励自己，在有生之年，要

努力贴近时代，为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强国，文化强国做贡献！”颜

茂钦真挚朴实的话语，流露出了

对祖国满满的感恩。

颜茂钦希望现代人能更加

重视书法。他说：“现在的人电

子设备不离手，手机电脑打字飞

快，字却写得歪歪扭扭。书法是

我们的国粹啊！”

“来，我送你一幅字。”随着

颜茂钦热情的话语，饱蘸着墨汁

的毛笔在宣纸上翩跹飞舞，洇开

的是一位老人对艺术孜孜不倦

的追求和对家园的一片冰心。

□记者 高婷婷

82岁退休老人痴迷书法，老有所乐

“我要用毛笔贴近时代”

3 日，胡公文化研究院、胡公书院会员一行 50 余

人齐聚盘龙谷景区九龙壁长廊，举行“崇善尚美”庆三

八活动。

活动伊始，胡公文化研究会会长、胡公书院院长

胡联章进行了主题致辞。他用一个字概括此次活动

的主题——“美”。“天地间，芸芸众生，女人最美；天地

间，情海如流，善良最美；天地间，千香百味，书香最

美。”胡联章说，“女人最美”是因为女人点缀了国家的

繁荣，凝聚了家庭的和睦，美满了男人的人生，亮丽了

孩子的世界；“善良最美”可表达成心地仁爱、厚德载

物、待人以善，秉正崇善、福民益邦的胡公即为典范；

胡公名言“读书至乐、教子重要”可反映“书香最美”。

他希望通过此次活动，大家能够进一步发现美、记录

美、学习美、传播美、弘扬美，变得更加美。

胡景晨、钱慧静、吕英姿和周林攀等四位会员同

在 3 月生日。此次活动中，她们作为女会员代表接受

了鲜花与祝福。全体成员共唱《胡公之歌》，拍摄“全

家福”。

活动还安排了手机摄影讲座、插花课堂和盘龙谷

各景点踏春寻梅等环节，大家兴致勃勃。女会员胡晓

红说：“感谢胡公文化团队为我们准备了这么多的礼

物和惊喜，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团队对我们女性的关

爱。”女会员程真也表示，她们会不忘初心，继续前

行。希望继续优雅、动人、妖娆、美丽。既照顾好小

家，又照顾好大家。

此次活动中，徐小飞还被聘为胡公文化研究会第

二届特邀顾问，盘龙谷景区被正式授牌为胡公书院摄

影基地。

踏春寻梅
庆贺“三八”
胡公文化研究会向女会员献上满满祝福

2 日，在欢乐吉祥的节日气氛中，由金华市委宣传

部、金华市文广新局主办，金华市文化馆承办的 2018

“欢乐金华”百姓文化节“龙腾贺新春”百姓龙舞大赛在

金华人民广场圆满落幕。代表永康参加比赛的象珠镇

雅仁村舞龙队获得金奖。

本次百姓龙舞大赛共有来自金华各县（市、区 ）的

12 支龙舞队伍参加。雅仁布龙特点鲜明，表演时舒展

大气，动作丰富，刚柔并济，具有很强的观赏性。雅仁

布龙能从众多各具特色的舞龙队伍中脱颖而出，是我

市民间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取得的又一成果。

雅仁布龙产生于明末清初，因在板凳上舞龙，当地

又称“板凳布龙”。20 世纪中叶以来一度中断长达 50

余年，直至 2008 年，村民重新制作道具，才恢复活动。

雅仁布龙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经我市文化工作者和

当地民间艺人对道具进行改造加工，设计编排了整套

独具特色的表演动作。

雅仁村布龙
获金华龙舞金奖

□记者 高婷婷

□记者 章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