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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早稻收割时
□ 束继敏

盛夏清晨，当我还在睡梦中时，窗前高高的水杉树
上，知了叫个不停。

小时候，一句童谣在我耳边萦绕：“知了叫，早谷黄，
爸妈叫我早起床，双抢时节我帮忙”。

俗话说，穷人孩子早当家。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前，我家有7口人，属人多劳力少户头，年年都是组
里“超支户”。

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父母为减轻家庭生活
压力，主动承包组里将二亩田作为一亩田分到户的低产
田，因此劳动时间比其他家时间长，劳动强度比其他家
强度大。依稀记得帮父母参加早稻抢时，晚稻抢插正值
我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13岁的我也算半个劳力。在
田间帮忙割谷、抱谷；在打谷场上松谷捆、递谷，干力所
能及的活。

随着年龄增长，我也开始用冲担挑稻捆谷。收割后，
稻谷在田间晾晒干，收成小堆，然后用草绳捆成一捆捆
的稻捆。那个年代没有一条像样的生产路，只能用肩挑
将稻捆送到家附近的打谷场。我家农田分在园田化，与
洪湖曹市镇张家湾村农田毗邻，离打谷场来回约半个小
时。为确保颗粒归仓，稻捆挑上肩后中途不能歇息，需一
气呵成挑到打谷场。

其实，在双抢时节最重的体力活就是挑稻捆，一担
稻谷约七八十斤，榆树做的冲担在双肩上来回摩擦，格
外辣疼。谷割晒田间后要及时抢收，便于耕整后种上
晚稻。晚稻秧要在 8月 1日前插完，民间有“晚稻一过
秋，十有九不收”的说法。父母对也我格外照顾，我挑
的稻捆重量只有成年人的一半，主要是帮父母和哥嫂
减轻一点劳动压力。有时挑到半途想撂挑子，但想到
父母面朝黄土背朝天种谷不易的情景，硬是咬牙挑到
了打谷场。

一天的紧张忙碌，晚上躺在床上双肩疼得火辣辣的，
双脚像灌铅似的一动也懒得动，但也酣然入睡。翌日，又
随同父母下田劳动。

一场双抢下来，人的体重掉了几斤，脸也变得黝黑，
像变了一个人。

现在，我已离开生我养我的村庄，在工作的小镇居
住，父母也先后离去多年，哥哥和弟弟也选择在他们创业
的西安市定居，家中农田流转给其他农户耕种。

如今，一条条硬化的生产路直达田间地头，一辆辆收
割机、装谷车辆在田间穿梭，农人脸上堆满收获的喜悦，
好一幅乡村合美图。

温馨的童年
□ 朱丽娟

我的童年是温馨的。
老屋是温馨的。沿着倾斜的上坡往前走，路面有些

沟壑，像老树上脱落的树皮，在高大的桑葚树斑驳的光
影中，依稀可以看到一间红砖青瓦平房，墙面的红砖砌
得整整齐齐，白石灰粉刷成一米高的墙面，这就是我的
老屋。

竹林怀抱老屋的两侧，常年青绿苍翠。屋前是一条
小道，这是农家人去田间耕种的必经之路，路前是一条
流淌不息的小河，河水清澈透亮，河对岸有一排看不见
尽头的树，沿河岸铺展开去。透过苍翠的树木，隐约能
看到对面的乌黑砖瓦房，一片片旱田平铺在屋旁。田里
大多种植着花生和芝麻，每到农忙时节，农人就带着锄
头去地里劳作。

烈日当空，奶奶总会用“红茶水”款待农人。“红
茶水”制作简单，先用壶把水烧开，然后将整个壶浸
泡在凉水当中，待壶里的水凉了，放入两三片和橘子
树叶差不多大小的红茶叶，喝一口，清凉爽口，满嘴
都会溢出茶香。我就成了奶奶身后的小跟班，负责
给他们端水。

农人就在树荫下歇下来，舒展着被太阳晒成古铜色
的笑脸，一边喝着茶水，一边笑着对奶奶说：“你家孙女
长得有味哟，像画上的娃娃似的。”奶奶眯着眼，回过头
对我开心一笑。老屋的树苍绿，水清幽，天湛蓝，风和
煦。一切都是温馨的。

声音是温馨的。初春，豌豆长出来小苗，两片嫩绿
的叶子像个调皮的孩子探索着新奇的世界，待到田里一
片浓绿，“豌豆巴果”的鸟声又从远方传来，每隔几秒叫
唤一次，声音尖又脆，这种鸟我是从未见过的，她好像只
为豌豆而歌。我寻着叫唤声，追入田里，想找到它们的
踪迹，却被豌豆的香味缠住了，也不管是谁家的地，寻见
豌豆荚就剥开，将一颗颗嫩绿的豌豆放入嘴里，有时吃
着吃着，倦意上来了，竟枕着“豌豆巴果”的叫声，随地睡
着了。

亮得晃眼的夏天，天空高而远，云朵一团一团绣在蓝
天上，蝉在杨树上一声声唤着“知了知了”，此起彼伏，仿
佛整个夏天都是它的。我不免被他们吵得心烦意乱，不
服输地张大嘴巴对着树上大喊，誓要跟它一比高下。爸
爸大笑着：“娟子，蝉是没有听觉的，你别喊了。”哎，真是
霸道的蝉，自己听不见，却不知疲倦地聒噪着。可是，没
有蝉鸣，又哪来的夏天呢？

“娟子，坐到板车上来，我拉你回去。”这是农忙中的
父亲，拉着满车的稻子往家赶，儿时的我侧身坐在板车的
边沿，闻着稻谷混着泥土的芳香，听着农人谈着庄稼收成
的笑声。此刻，暮色渐起，炊烟袅袅，夕阳下的村庄一片
祥和。

人是温馨的。围着火堆烤火，是儿时记忆里老屋温
馨的画面。当竹子被大雪压弯腰的时候，奶奶就会拿出
早就晒干的木柴，把它们堆在堂屋的泥土地上烧起来，一
家人伸出冻得通红的手，围在火堆旁，烧烧红薯，烤烤糍
粑，大人们拉拉家常，撕开红薯被烤得乌黑的表皮，递给
我们这些小孩，丝丝缕缕的热气往外冒，那香味真是勾人
啊，木柴火越烧越旺，屋内暖烘烘的，不要说我，就是奶奶
都解开了几颗扣子。

儿时最爱听的就是挑货郎走街串巷的叫卖声。货
郎叫卖的声音悠远洪亮，把各家各户的孩童和老人都召
唤出来了。货郎见有人围拢来，就放下挑子，挑子两头
是正方形的玻璃框，框子里有粉色闪条纹的花环，有放
在嘴里凉飕飕的清凉糖，有孩子能够吹大的彩色小气
球，甚至还有像玉石做成的手镯，他为我们这些孩子挑
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货郎穿着蓝色中山装，长着一
张四方脸，脸上总挂着笑容，很和蔼地看着我们这些馋
孩子。

奶奶每次见货郎来，总会牵着我的手走近玻璃筐，
给我买几样小东西，满足我的愿望。有时货郎还会用他
粗糙的手摸摸我们的头，送我一颗彩纸包的糖果。挑货
郎做完生意，再次挑起扁担，又带着我们新的期盼渐渐
走远了。

那温馨的童年，成了滋养我的骨血，到如今，它仍留
给我温馨的回忆，因为这些回忆，我几乎不逼着自己的
孩子做课业以外的作业，我要让他享受属于童年本该有
的生活。

我所居住的村庄，名叫郭家剅，隶属监利

网市镇。

看“剅”地名，就知道是水乡。剅，即横穿

堤坝灌的口子，或横穿河堤的水道。

郭家剅门前有一条断流的河，别看她现

在水流不畅。她曾经是这个村庄的母亲河，

名叫小沙河（村民们喜欢叫运粮河），上属监

利，下属洪湖，浩浩荡荡在瞿家湾汇入洪

湖。如今这条干枯的河流，其堤岸高达 10

多米，由于上游涌水湮没，下游才逐渐“寿终

正寝”。

这条小沙河，在我爷爷的爷爷时代，上面

能够跑船。80多年前，湾子里的肖婆婆出嫁

是坐船而来的，三官殿与府场镇还没有乡村

公路，村里水性好的小伙子，时常潜入小沙

河中，找路过的船支讨东西，比如罕见的圆

镜，好吃的卤菜。善良的乡亲总是在岸上向

船上扔上些黄瓜、瓠子供他们食用。一来二

往，这条航线成了“黄金水道”，岸上的薛姓

与丁姓，为了争夺这条河流的管辖权，年年

岁岁抽出本不兴旺的男丁进行决斗，岁月如

河水般流逝，他们家族的男丁则如烟云般

散去了。

接着而来的是蔡姓和赵姓。蔡姓从沔阳

迁来，生活习惯比较入乡随俗；赵姓从江西

而来，家族男丁从小就学道士，深为蔡姓所

恶。有一年，蔡姓青年携赵姓女子私奔，两

个姓氏本来不合，互相看不惯，大动干戈，赵

氏不敌，远走他乡。此后，蔡姓也开始走向

衰败。

再接着而来的，是一批参加农民起义的

后裔，老弱病残，入住村庄。领头的姓高，为

人正直，但带来的几个家族，好吃懒做，喜欢

偷鸡摸狗。被邻村闻姓所不齿，联合尹姓将

其逐出。

此地曾经荒芜很长时间，仅韦姓、杜姓

在此营生。尔后，彭姓架着小舟来到此，只

见一片荒芜，沙坑接着沙坑连成一片，彭姓

垸湖为田。时间久了，人们称这地方叫彭家

湾，彭氏发家很快，从一人发展到四房，从四

房又分出小四房。小四房与老四房素来不

和，老四房不与晚辈计较，迁出了彭家湾，在

监南开疆辟土，成了彭家边。后来，郭姓逃

荒而来，慢慢发展成一个湾子。中途李姓迁

移至此，水土不服，改迁大兴垸。龚姓、朱姓

先后而至，人丁一直不紧不慢，不像郭姓繁

衍得那么快。

田姓是在逃荒的路上救过闻姓人的命，

闻姓感其恩，让其落户闻家湾。

一个姓氏的故事，背后都有一段鲜为人

知的历史。谢姓来此，纯属巧合。相传谢家

祖母姓郭，其名郭宝英。谢、郭两家是郎舅

关系，郭宝英嫌谢家山穷水恶之地，不肯结

亲，其父答应几亩良田作陪嫁。郭宝英是一

位有心机的姑娘，她说，遇播种收割季节，婆

家娘家路远，连个粮食收仓、人落脚的地方

都没有。

郭父心疼女儿，许宅基地相赠。

郭宝英仍然不依不饶，她说，一代亲、二

代表，三代四代怕娘家兄弟后辈相欺。郭父

见她这样说，又请族人立下字据作保，这是

谢姓迁移郭家剅的故事。谭姓颇有传奇，

是走乡串户的小贩，被杜姓女子看中，落籍

于此。

刘姓据说是刘伯温的后裔，沿着小沙

河的堤岸而居。刘姓地势相对较低，一直

想迁到彭家湾，苦于彭氏老四房家族人丁

兴旺，不好意思开口。彭氏老四房外迁

后，恰逢邑庠生刘起汉修谱致此，他与与彭

家是老表关系，由他作中人，彭家将台基旁

的土地出让给刘姓。汪姓一直是小门小

户，完全依靠杜姓生存在这片土地上。随

着杜姓的外迁，汪姓人丁短缺，在湾子里

慢慢淡出。郭家剅的“剅口”是郭姓与龚

姓交界处，龚姓的祖人放鸭为生，落脚于

此地。

这就是老人们口中的“郭剅十八家，罐

子炖粥敬菩萨”之来历。彭家湾与郭家剅先

是并存，到上个世纪 70年代，村名改为郭家

剅至今。

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有江湖传说。族

与族之间，左邻右舍，兄弟阋墙演义爱恨情

仇……

郭家剅地形像一艘扬帆起航的宝船，由东

向西，居民沿一条古老的小沙河而居。运粮河

上通下达行驶过盐船，方便百姓水陆交通。

郭家剅是典型的水乡，它比任何一个村

庄的河塘要多。有口坛子、刘家坑、郭字坑、

高家坑、杜府坑、菱角坑、沙坑、严包草坑、大

坑、大沟、小沟、彭家坑，还有叫不出名的坑，

像牯牛固水一样的水塘，像小沙河、扯皮河

一样，都是有故事的。

过去种粮食，多半靠天收，有了坑和水塘

就不一样了，有水源，就有旱涝保收的底气。

过去，一个人积蓄了一点钱财，置办家业，

就买良田。买田必须要考虑水源。凡有水源的

地方，肯定是出庄稼的好田。

一些河塘，并非无主之地，引渠灌溉还要

看看拥有河塘之人好不好打交道。过去为争

水源，氏族之间发生过流血斗械事件。

前几年，听湾子里的老人讲，郭姓的迁移

在明未清初，从监利尺八而来。据说是一位石

姓奶奶引三个孩子乞讨落脚于此地。现在发

展到近百户，人口愈千。

如今，城镇化的建设与布局，让村庄族

氏大变样。一些河坑只是在我们记忆中，梦

中出现。它们像母亲的乳汁一样哺育过这

一方土地上的乡亲，它如今杂草丛生，像母

亲头上的白发，蓬头垢面，没有人帮她梳理。

每一个河塘，都有一本辛酸的故事，我们

的后代终究会将它遗忘，这是必然的结果，

因为农耕时代即将结束，我可以看见现代农

业的辉煌，我也可预想到民俗文化与优良传

统的消失，就如今天的春节，我过的十分迷

惘，没有欢悦的气息。

小沙河曾经像一条轻盈的彩带，它承载

了我许多思念，在梦中我肩担着一缕乡愁，

回味着故乡一片绿意盎然的田野，小桥流水

人家宛如一幅永不褪色的画卷，深深地镶嵌

在我的脑海里。

我的家乡我的河
□ 彭开全

当你登上黄鹤楼，看到那幅气势雄浑的

《黄鹤楼记》书法作品，一定会感叹其神韵超

逸，端庄凝练，秀美典雅，给人以强烈的艺术

感染力和美的享受。

书写者是我国著名书法家王遐举，精通

篆、隶、正、行、草各体，并以隶书和行草著

称于世，其隶书有草情篆意，劲而不犷，放而

不野，散乱中寓工整，奇险中寄安闲；其行草

独辟蹊径，潇洒豪迈，开创一代书风。

投笔从戎 义无反顾

王遐举，1909 年出生在湖北监利毛市

镇卸甲河王家门村，原名克元，号野农。祖

辈以种田为生。他的父亲酷爱书法，耳濡目

染下，他从读私塾开始习字，尔后，系统地以

汉碑《礼器》为基础，通临诸碑，不止数遍、

数十遍，多至一、二百遍，深得其精髓。

他对书法艺术的追求，经常是通霄达旦，

有时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而且每个时

期都有新的收获。一次到贵州走访山林古

刹，发现有一副好的墨迹隶书对联，欣喜若

狂，不觉在那里呆住了，看了一整天，直到有

所领悟才离去。

1924 年王遐举考入武昌中华大学。他

从监利来到武汉，在学校有幸看到张裕钊、

何绍基古拙硬朗、别有风味的书法作品真

迹，深受启发，开始练习颜真卿的《东方画像

赞》，扎扎实实地练了近 10 年，直到自己融

会贯通。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大学被军阀强

行要求停办。王遐举肄业回到家乡无法找

到工作，只好教私塾养家糊口。不久与唐碧君

结婚。正是这个农村女子，用她的乡土哲

学，让王遐举晚年才有机会大放光芒，成为

一代书法大师。

1930 年，王遐举离开监利到岳阳私立

女子初级中学教书，在此期间，结识了岳阳

县长王原一，受其影响，王遐举投笔从戎，累

任国民革命军第 73 军 15 师秘书兼军部书

记官。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开始全面侵华。

为了保家卫国，王遐举所在部队，奉命参

加淞沪会战。他匆忙赶回长沙北门外新河

街的家，妻子唐碧君和幼小的 3 个孩子就

居于此。

王遐举说：“马上要到上海参加抗日。”

唐碧君用商量的口吻问：“能不能不去。”他

说：“现在大敌当前，一个不去，两个不去，

国家岂不是要亡在倭寇的脚下。”于是，他想

安排妻儿暂迁长沙东乡居住，委托其老朋友

陈禹山给予生活上的关照。

唐碧君认为投亲靠友不是长久之计，决

定回监利老家。王庆云当年只有 8岁，他晚

年回忆说：“父亲说了声‘担子压在你一人

肩上，难为你了’。母亲噙着眼泪，默默向

父亲道别！父亲一转身就踏上了等在门口的

军车。”

奔赴上海之前，全体官兵在宁乡誓师。

“要抱定牺牲的决心，立下必死的壮志跟敌人

拼命……战胜的诀窍在于不怕死三个字。”

王遐举随部队从宁乡出发，徒步经铜官、湘

阴，再乘火车到武昌，随后又换乘船到南京，

接着又乘火车开赴上海前线，开始艰苦卓绝

的战斗。

1939年，时任第四路军总指挥的刘建绪

在《第四路军阵亡将士麓山忠烈祠记》中沉

痛地写道：“15师广福及南翔之役……皆喋

血苦战而百死不挠，机礟弥空，骸骨盈埜，死

亡不下四五千人……”

王遐举能够从战场上活着回来，算是奇

迹中的奇迹。

笔法方圆互用 竣拔而有风致

1940 年，长沙在日寇的攻击下，战事紧

张，王遐举携家人逃往湘西沅凌。湖南湘

礼中学由长沙迁到沅凌，校长劳启祥聘请

王遐举任湘礼中学书法教师。次年，因为

军工产品需要人协调，王遐举出任军政部

驻衡阳办事处主任。工作之余，每天坚持

写字、画画。他感觉到大好时光都被自己

荒废了，在《述怀五首》其一写道：“十五二

十时，意气倾江海。眼底空古人，宁有今人

在。焉知时事异，荏苒又十载。学业终无

成，一身从尤悔。”

1944 年，日寇南侵，衡阳失守，王遐举

随纺织厂迁往贵州独山，后因日寇空袭，工

厂解散。继而辗转回湘西，寄居芷江罗旧。

两年后，王东原主政湖北。王遐举任湖

北省政府编译员。他从湘西赶到武汉，途经

衡阳，面对满目疮痍，心情沉痛地作《重经衡

阳》：“久滞潇湘与愿违，衡阳再过景全非。

行人路上稀人迹，回雁峰头误雁归。几处楼

台玉笛冷，满城风雨劫灰飞。淋漓一掬伤心

泪，待把天戈返落晖。”

一年后，王东原主政湖南，王遐举出任

《国民日报》文史专刊主笔兼资料室主任。

1946 年，全家搬迁到湖南长沙西岳麓山附近

的赫石坡别墅，这期间他的书法大有长进，一

些豪门、政客时常到此购买他的书法作品。

王遐举晚年，受时任湖南省省长熊清泉邀请

到长沙采风，曾来到昔日的赫石坡别墅，那

里已是湖南师范大学的所在地。别墅年久失

修，曾经流过房舍的那股清泉，接近枯竭。

他伫立近 20分钟，黯然离开。

王遐举的第一个书法作品展是在武汉

举办的。那是 1947 年夏天，受友人邀请，

他将自己精挑细选的 100 多幅已装裱的

作品，从长沙乘火车到汉口市商会（今 武

汉市工商联所在地）展厅展览。书法家邓

散木（老铁）参观展览后，在《武汉日报》署

名发表《王遐举的书画》，文中称“他所写的

大小篆书，幅幅都是剑戟相向，古意盎然，

隶书则大气盘旋，笔势欲飞，放荡中寓有规

矩，比一切人写的隶书都不同，真可谓极隶

书之奇观，行楷源之北碑，笔法方圆互用，

很竣拔而有风致。”

“他的每幅书法作品那么古朴、流动”

1949年 3月，王遐举经过徐悲鸿向田汉

推荐，进入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工作。他全家

住在崇文门外三里河平乐园，那个院子叫

“荆州会馆”，住户大都是湖北荆州地区在京

的同乡。院落很大，有前后三重，他家住在

最里面的一层。院子只有中间一层为完整

的四合院，他们一家住的里院里有北房、西

房和南房各三间，东房位置是前院西房的后

房檐。

其次子治平回忆说：“解放初期，北京

用水很困难。我们用的水靠送水工每天

挑一担水（两 桶），每月一元钱。这两桶水

是我家一天的全部用度。早晨洗脸的水

不能倒掉，还要留着晚上洗脚。大约 1953

年 ，院 子 里 安 上 了 自 来 水 ，用 水 方 便 些

了，不过还是不痛快。因为水龙头安在了

进大门的门内，我家住在最里层，到那里

要过两层院子，每层院都有一个门洞及高

门槛。我经常看到父亲挑水，父亲个头

矮（约 1.68 米），只见他过门槛时先扬起

后面的桶，等迈过门槛再压下前面的桶，再

一次扬起后面的桶，如此两次，才能挑到家

里，倒入水缸中。这样一直到 1957 年我家

搬走。”

文革开始，王遐举被下放怀来沙城干校

务农。1969年他回到家，要唐碧君带着孩子

回监利。唐碧君听后，火冒三丈，大声质问：

“我自己养活自己，为啥要迁回监利？”

王遐举蛰居在北京，无法做通爱人的

工作，只好忐忑不安地返回干校。在那个

讲政治的年代，干校领导调查了唐碧君祖

上 三 代 ，发 现 其 家 庭 成 分 是 贫 农 ，才 作

罢。多年后，王遐举十分感念老伴的这份

坚持，为他日后重回北京工作创造了良好

的条件。

王遐举花甲之年，被下放到干校，起先

是放牛，后来干校办了一个扬声器厂，需要

一个美工。他被安排在扬声器的包装上画

花、写字。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他没日没夜

地写呀画呀，毕竟是年过花甲，时间一长，终

于累倒了。

阳光总在风雨后，1973 年，王遐举借调

至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工作，负责书写各

类植物说明书。由于他平时沉默寡言，不擅

交际，很多信息都比较闭塞。当年下放干校

的同事都回到了原单位，他才开始找组织咨

询落实政策的情况。没多久，组织上通知他

说，“有 3个单位可供其选择：一是回中国戏

剧研究院，二是到中国文学研究所，三是进

中国美术馆”。

王遐举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到中国美术馆

上班，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一位书

法巨匠将从这里走向世界。

王庆云晚年回忆说：“父亲写字，都是我

帮他研墨，有时父亲写字到深夜，我陪父亲

研墨到深夜，有时候研墨到臂膀酸疼，疲劳

得睡着了，父亲推醒我，让我上床睡觉。父

亲常用旧报纸习字，一张纸反复写，最后连写

的是什么字都看不清了，才将那张纸扔掉。

稍长，我就替父亲牵纸。我看父亲如何用墨，

如何运笔。自己就不知不觉中有了揣摩，有

了体会，有了飞跃。”

王遐举认为，一幅书法作品，应该是书

写者自己的性格、情感以及各种修养一齐从

胸中、腕底奔赴到纸上的总和。书法家启功

先生对王遐举有较高的评价，他说：“王老先

生的篆书、隶书、草书都有深厚的功力。他

的每幅书法作品那么古朴、流动。古朴、流

动是不容易统一的，而王老先生却能做到统

一，这种艺术的驾驭能力就是书家与大书法

家的本质区别。”

王遐举成名有点像小说家沈从文，都是

先得到国外认可，国内才引起高度的重视。

有一次，他在中国美术馆为一个画展用隶书

写序言，一群日本书法家大为惊奇，纷纷拍

照留存。该书法照片流传到日本后，日本公

明党创始人池田大作从“宏大的气势”中读

出了“宽博的胸怀”。池田大作曾经受到党

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两次接见，是中日邦

交正常化倡导人之一。他客观的评价，对

国内重新认识王遐举的书法起了巨大的推

动作用。

1982 年，王遐举受党中央委托，将《中

共中央致蔡畅同志的致敬信》写成四屏，赠

送给蔡畅同志。次年，他受全国人大常委会

之托，将六届人大给叶剑英委员长的致敬信

写成六屏，赠送给叶剑英元帅。同年，王遐

举应日本政府邀请，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东

渡日本，他神采飘逸的字体、遒劲雄浑的书

法，被东京美术馆收藏。

王遐举的诗词像一泓清水，俯仰之间尽

是风流。他与同时代的艺术家启功、舒同、

陈叔亮、萧劳被并称为“京都五大名笔”。王

遐举与萧劳住楼上楼下，萧劳曾诗云：“芳邻

上下楼，野农健如飞。”野农，遐举之号也！

一门出了三位书法家

一代书法大师王遐举以隶书见长，其用

笔颇为讲究，多以园笔为主，方园兼备，点画

长短互用，顿挫跌宕，笔势的斜正互为照应，

波磔俯仰，洒脱自然，追求流畅、清新、朴茂

的艺术风貌。在写点时，先裹锋下笔，后转

锋再提笔运行；主横画大都作园头起笔，起

笔藏锋逆入后提笔，用力送到，稍驻笔，从容

向右上方提笔波出呈园势；有的却用方笔，

顿挫有力，形满神丰，竖画多用“垂露”，竖

末端回锋收笔；其捺画主要是方头斜捺；有

的撇和折勾却一改历代传统的写法，加上篆

意；字的转折处多是方中寓园，不露硬角，显

得笔致婉转遒润，骨力内含。作品中的笔画

运行有致，粗细相间，各具姿态，生动自然，

十分恰到好处。

1985 年，王遐举与失联近 40 年的弟弟

王轶猛在香港见面。回到北京后，王遐举应

弟弟的要求，临写了《圣教序》和李北海的

《麓山寺碑》，托香港友人转寄。

王遐举强调练字要有吃透一本本“古

帖”的毅力。他给其子王庆云的信中写道：

“你现在练习隶书和魏碑，又写颜体，这很

好，但要有重点，不要平均一样。写碑帖，不

能今天写这、明天写那，必须先把一种碑帖

的面貌精神都体会了，再写别的。”

他强调练字就靠每吃透一本本“古帖”

的毅力，才让其隶书结体稳重生动、遒劲别

致，散发出了贯穿古今的气概。在他的悉心

指导下，其弟王轶猛、其长子王庆云都成为

知名书法家。从此，王家“一门三位书法家”

成为美谈。

1991 年，监利县人民政府为纪念书法

家王遐举、王轶猛和王庆云一门兄弟父子在

书法界的建树，在县城容城镇建有“泛鹅

亭”。亭内王遐举小记云：晋王羲之爱鹅，用

书法换鹅，千古传为韵事。今王氏一门皆擅

书法，应有鹅助兴，监利县人民政府为“三

王”建亭，嘱书“泛鹅亭”以资纪念。

一个人，无论名气多大，职位多高，最后

梦魂萦绕的还是其故乡。1992 年春天，王

遐举画完竹子之后题字曰：“余童时家傍有

旧有竹圃，后游湘画竹时，偶忆及之当时在

画上曾题此诗：修竹势参天，笋根恋故土。

枝叶长青青，风霜不敢侮。”

3 年后，王遐举与世长辞，享年 86 岁。

书法家高惠敏在《忆遐老》一文中，有个

细节令我非常感动，现抄录如下：

随着书画的升温，遐老成了众人喜欢和

攀附的目标。由于他的宽厚慈祥，渊博真

诚，以及善待众生和礼贤下士，再加上老伴

的热情周到、平等待人及出奇的好记性。所

以很多领导、书法家和爱好者都愿意到他家

里坐坐聊聊——当然，来的人往往都还有写

幅书法的要求。别人聊完了自去做自己的

事，而遐老和老伴“陪聊”完了却还要为所有

“交下的活儿”忙个不停。没办法，他只好每

天清早四五点钟就起床，打拳舞剑之后，就

开始“笔耕”，早饭后再继续，一直忙到中

午。下午的“工作”，自然还是继续接待那日

复一日的“门庭若市”。有人来访，老伴总是

陪坐一边，还用记录本把“任务”仔细记下，

免得记错了日子“耽误了人家的事”。遐老

天性随和，最愿意成人之美，所以每有活动，

只要身体允许，一般都不推辞。

这就是王遐举，他的“书法人生，不仗权

势、不借背景、不靠交际，甚至不用借助性格

魅力和弟子拥戴，完全是靠他的字表现出来

的气魄宏大、胆魄过人和功力深厚而赢得了

社会的认可和欢迎”。

书法家王遐举的传奇人生
□ 彭四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