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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古邑，文化之乡，形势雄胜，襟江
枕淮，苏皖连心，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历年来天长喜文舞墨者甚多，历代有
状元戴兰芬、女科学家王贞仪、诗书画家
宣瘦梅等先贤，近代有美学家吕荧、音乐
家何仿、理论学家周原冰、作家缪文渭、画
家徐天敏、篆刻家谢德寿、画家李问汉、书
法家谢一俊、书法家程茂生等诸多大家，
映衬了千秋文脉的相传，遗留下不可估量
的文化瑰宝，是彪炳史册，留芳百世的一
笔巨大精神文化财富。

近年来，天长市书法事业蓬勃发展，
在天长市委宣传部、天长市文联积极倡导
筹办下，2021 年成立了天长市书法家协
会，同年又成立了天长市美术家协会。经
天长市书法家协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选
举，中国书协会员、安徽省文史馆特聘研究
员、滁州市美协副主席、滁州市书协理事、
天长市书画院院长刘恒昌担任天长市书法
家协会主席，天长市书协诞生了。新一届
领导班子，不负重托，团结带领广大会员迈
向书法事业新征程，创造新辉煌。

目前，天长市书法队伍，人才济济，各
类书体代表人物有，楷书有涂福颐、陈学
行、徐朝江等；行草书有夏锡生、许国、郑

训佐等；隶书有赵炳中、徐宏勤、刘爱玉
等；篆书有张勇，夏锡涛、陈汉伯等；篆刻
有徐俊、戴月华、董九河等。众多优秀书
法家，展现出天长书坛整体创作力量。

天长市书协在各位同仁们的精诚努
力下，先后主办、联办、承办活动，一是开
展“大美天长”届首楹联书法作品展在市
博物成功举行；二是举办天长润州书法联
展在镇江美术馆隆重开幕；三是庆祝中国
共产党百年华诞书法展在上海成功举办；
四是百年百幅书法展在上海图书馆开幕；
五是在大通镇举办书法作品展；六是开展
主题艺术展在市博物馆并幕；七是在秦栏
镇举办孝子故里苏皖书画名家展；八是在
秦栏镇举办全国书法家名家楹联展。除
此之外，天长市书协多年来开展写春联、
书法慰问、书法公益等活动，赞美天长，宣
传天长，服务群众，歌颂新时代鱼米之乡
的风貌。一系列的书法活动，得到安徽省
书协和滁州市书协的一致赞誉和表彰，并
被授予了“安徽省书法家协会创作基地”
称号。

同时，近年来天长也涌现一批天长籍
艺术家个人展。夏锡涛诗书画精品展在
著名佛教圣地护国寺成功举办，中国书协

理事倪进祥作序，安徽省电视台文化夜空
栏目、天长电视台作了专题报道；著名作
家王明义虎啸雄风画展在天长市博物馆
成功举办，得到各界高度评价；黄正保的
大写意花鸟画展在天长市博物馆、金湖美
术馆隆重举行；刘恒昌书画展在市护国
寺、市孝文化艺术中心举行开幕典礼，活
动场面壮观，作品其有较高的艺术品味；
贡鸣书画展在市博物馆拉开帷幕，给新春
年味增加十分浓厚的文化年味；再有徐朝
江、纪春华等五人展，都是一批年青有为艺
术人才，值得衷心祝贺，精神可畏；马长青
组织迎新春书画名家展，在新街文化中心
开幕，为广大群众奉献文化盛宴。一系列
精采纷呈活动，让天长书画爱好者一次又
一次欣赏到大型高质量的一书一画展示，
使人们一饱眼福大美天长的文化魄力。

据笔者不完全考证，目前天长市中国
书协会员12人，省书协会员50多人，滁州
市会员60多人，天长市书协会员有近200
人。千秋文化大舞台，风流千古画卷，使
人留连忘返。翰墨千秋，承先而启后，继
往以开来。祝愿发展中的天长市书法家
协会同天长各文艺协会一道，携手共进，
朝着风清气正的健康方向奋勇前进。

前进中的天长市书法家协会
□艺海孤舟/文

怀揣一支笔 产品进万家

张生少时聪慧，勤奋好学，天生对诗书画有着浓厚
的兴趣，痴迷追崇欧阳修、韦应物、王冕、鲁迅，梦想着
长大后做一个报效国家、服务大众的有用之人。他坚
持自学 50 秋，以古为徒，广优博涉，转溢多师，临池不
辍。十六七岁诗书画方面便崭露头角，有“小王冕”之
称。参加工作后，让他这个“大秀才”当销售副总跑业
务，凭着一支笔潇潇洒洒走遍大江南北。别人跑业务
凭烟酒开道，他却另辟蹊径，以“三个一”一幅画一幅字
一首诗，以文会友，独步天下，使得“霞客”高质量产品
伴着墨香飘进千万家，他被评为“安徽省纺织系统十佳
营销师”。一举三得，不仅每年工作任务超额完成，还
为企业省下大量的业务开支，而且个人诗书画技艺又
得到质的飞跃。很快便被委仼华宇集团办公室主任兼

《霞客报》主编。我那时在宣传部门工作，有幸结识
他。领导曾两次派我采访报道他，他劫执意不从：“请
多写写我们纺织厂改革发展新变化吧，我只是利用这
平台，施展一下雕虫小技罢了。”

诗书画并进 三相济美

怀揣一支笔，产品销天涯，足见张生能将企业文化
融入到经营活动中去的儒商之道，以及诗书画艺术造诣
的深厚。诗歌方面，张生几十年如一日不断耕耘，其奋
斗经历十分励志。铁杵磨成针，功到自然成，可谓一日
千里。我省著名作家、高级编辑刘小林曾评价说：“张生
的诗意是自然的绽放，来源于本身的素养和修为，其语
言朴素灵动，飞扬着人生哲理。”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经济
学研究员、我国著名“三农”专家、诗人史啸虎则赞道：“张
生先生的诗词格律严谨，富有想象力，多从邻景土风入
手，却常体现其高远之立意；用词则多端正秀雅，句式也
流畅无滞，读之让人有脱俗的感觉也。”

绘画方面，张生较全面，人物、山水、花画尽涉。最
擅长画动物，其风格独到，个性鲜明，继承提练了中华民
族的文化传统艺术，巧妙地把写实写意、夸张抽象等诸
多手法融为一体，形成自已特征鲜明的独特风格，清隽
简约，天真童趣，寥寥几笔便呈现出栩栩如生、立体传
神、情趣盎然的画面，中国集邮集团共出版发行他15套
个人专辑邮票，自然是不足为奇了。

书画同源，姊妹艺术。张生的书法广摹碑帖，习古
而不古，求神似而不拘形似，任性飞扬的笔墨，舞动着千
年的不朽。特别是大篆现代派体作品，体势高美宽畅，
似隶似楷又似篆，奇趣横生，品来只觉唇角含香，韵味无
穷。安徽省著名书法家、滁州市退笔书院院长宣玲康说:

“古人云:字如其人。国画,以笔墨为核心,以求‘意存笔
先,画尽意在’。一幅好的书法、绘画作品,不但拥有很好
的艺术性，更极具视觉观赏性。张生先生书画之作有此
境界也。”

艺术无止境 夕阳无限好

2010年，张生淡出江湖，告老还乡，但血脉里流淌的
仍是对诗书画艺术的不懈追求。他闻鸡起舞，落霞散
步，西涧归帆，丰山结庐。每日作一幅画、写一幅书法、
创吟一首诗、酌一壶酒，据于德，游于艺，浸淫其中，乐此
不疲。这种热爱，是一种根植于内心无需提醒的自觉，
不求闻达于世，只唯简单快乐，用文化涵养自己，努力使
自己成为一个灵魂有趣的人。他的艺术观是：真书假书
墨迹见书，誉名功名浮名虚名，韵味玩味耐人寻味，俗品
雅品无价人品；价值取向是：自乐自娱，娱己达人，我写
我意，我书我趣，常下基层，送画送字。文化圈人都赞
叹：张生爱玩，张生会玩，张生好玩，好一个“玩”字大赢
家！玩嗨了人生、玩嗨了格局、玩嗨了自信。正如他自
谓七绝《学书偶感》两首所说：

(一)
舞文弄墨写精神，
不慕浮名累此身。
自得怡然心手畅，
涂鸦书罢付风尘。

(二)
赋闲漫写春秋事，
雅致时将韵律裁。
醉我余年诗与酒，
陶然每自忘形骸。

张生先生最近又自我总结：走过山山水水，脚印深
深浅浅，经过风风雨雨，佇立夕阳西下的渡囗，蓦然回
首，曾经浪迹的鸿爪雪泥，早已被岁月的尘埃淹没，了无
痕迹。唯记忆依稀残存，履痕迤逦心中。归去来兮，野
渡归舟，也无风雨也无晴，翩翩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个人艺术简介
张生，滁州人，1956 年生。网

名野渡舟横，大专，汉语言文学专
业。原滁州纺织厂(华宇集团)霞客
环保色纺公司营销副总。其斋号：
三逸堂(逸情、逸性、逸趣)。现为中
国微诗协会会员。平生酷爱诗书
画，其作品散见全国一些专业报刊
杂志及网络媒体：1987 年获全国

“文明杯”钢笔圆珠笔大赛三等奖；
1988 年全国第四届钢笔大赛三等
奖；1988年“九成宫”全国书法大赛
优秀奖；1988年“华夏杯”全国书法
篆刻大赛三等奖；1986年创作的大
型诗歌舞台剧《滁纺工人之歌》获滁
州市文艺调演创作一等奖，1989年
创作的《滁州纺织厂之歌》获全国工
人征歌大赛银奖；1989年与他人合
著长篇报告文学《大海杨帆——献
给共和国40周年》由国家知识出版
社结集出版。尤为突出的是书画，
迄今为止，中国集邮集团先后共出
版发行他15套个人专辑邮票册、首
日封及电信卡等。

笑遨艺海 三相济美
——记中国当代艺术名家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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