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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介

楹联文化

耀德轩楹联

书画欣赏

冯长安 撰联/摄影

曹育民书法作品

楹联：赤兔飞驰千里月；青龙笑渡半江风。

将军襟怀 书家风度
寇克让

官渡之战的时候， 坐镇关中、
给曹操供给了两千匹战马的钟繇，
《三国志》本传只字未提他的书法。
一直到了唐代，理论家张怀瓘称其
“真书绝世 ”“秦汉以来 ， 一人而
已”，宋代《宣和书谱》称其“备尽法
度，为正书之祖”。 安史之乱爆发，
山东 、河北沦陷 ，举义旗讨伐逆贼
安禄山、史思明，“李希烈反”，驾单
车独赴龙潭虎穴而就义的颜真卿，
怀素称其 “颜刑部 ，书家者流 ”，马
宗霍更誉颜鲁公书与少陵诗、昌黎
文“皆同为能起八代之衰者”“卓然
为唐代之书”。 书与事功，从来交相
辉映。

曹育民先生身在军旅，位至将
军，劬劳黾勉之外，读书弄翰，赋诗
作文。 过了耳顺之年，尤以书法允
孚雅望，同道无不推重。 曹先生书
法诸体兼善 ，特精真 、行 ，沉雄雅
正 、风神萧散 ，形成了独具一格的
自家风貌。 每有吟哦，出于肺腑，纪
事抒怀，浑然天成。

《书谱》说：“专工小劣，而博涉多
优。 ”曹先生书法的学殖在一“博”字。

一是取法广泛，眼界浩博。 以
楷书为例，曹先生的这部作品集表
现出了多种风格样式。 其中巨幅的
《丹青引》为传承颜楷家法之作，提
按顿挫，既能笔笔入帖，挥运之间，
又能笔意递相映带 ， 极具书写意

味，可以说是将颜楷写得极为精到
鲜活。 同样是法度严谨的楷书，书
苏轼《石鼓歌》却又能出入诸体，兼
以己意。 唐楷是当代书法界使用频
率颇高的一个概念 ，但是 ，我以为
它不是一个完全意义的审美概念，
或者说，唐楷这个概念所指的审美
范围相当模糊，唯独清晰的意义就
是法度的严谨。 然而，严谨本身并
不是风格特征，甚至连技术特征都
可能不是 ，比如 ，“八分书 ”的法度
是严谨的，《十七帖》的法度也相当
严谨 ，那么 ，在严谨的唐楷范畴之
内， 所蕴藏的风格无疑是多样的。
曹先生的楷书没有受到法度的羁
绊， 而是将法度作为风格的基础，
严谨而自由地书写！

二是从风格角度看曹先生书
法之“博 ”，在于浸淫各家 、博观约
取。 自清代碑学兴起，学魏翕然成
风 ，无处不在 ，在曹先生的这部作
品集中，我们并未见其简单意义上
的魏碑作品，然而魏碑想必是曹氏
书法重要的基石之一。 这主要体现
在他行书笔法的细节中，因为深刻
融合，所以，刀刊斧凿化用其中，非
具眼不能明察。 曹先生最为得力的
字体应该是行书，他行书中呼之欲
出的入木三分的刀味正是来自于
魏碑的启示。 我不曾求证曹先生之
于魏碑的渊源 ，但是 ，对此却深信

不疑 ，因为 ，学习的方法固然可以
渐修以企顿悟，但不能否认目击道
存。 有着几十年军旅生涯的磨炼，
以及走上领导工作岗位以后的讷
言敏事 ，举手投足之间 ，凡诸人事
必能合其情、任其用、得其所，自此
通达之境以御区区尺寸之书翰，曹
先生对于魏碑的学习很可能一目
十行便能挹取菁华，事半功倍。

尽管如此，我们并未将他得益
于魏碑所拥有的刀笔互见的能力
看作他行草书体系中一个可以分
割的部分 ，在他的行书中，刀意其
实只是一种方法，借此以获致学习
的深入和最后结果所表达出来的
笔力千钧。 事实上，若从技术的构
成因素看， 曹先生行书对二王、米
芾、 董其昌都下过相当的功夫，时
而又有颜真卿行书的深厚与茂密
浑朴。 那种正面示人的体势、遒劲
飘逸的用笔、 安闲优游的神态，从
学书的逻辑理路而言自然是来自
于王羲之，但是，正如黄庭坚所说：
“俗书只识 《兰亭 》面 ，欲换凡骨无
金丹。 ”曹先生学二王而能高蹈晋
韵、不落流俗，其实也是心性使然。
他十六岁入伍 ，从基层干起 ，青春
年华足迹遍及西部的山山水水，后
来又走遍大江南北乃至世界很多
国家。 久经考验而位居军队高层机
关，正直达观，淡泊名利，所以他临
书才能摒除杂念 、意境高远 ，这种
泰然处之、洒脱而为的襟怀 ，岂是
学力可致！

《史记》说：“仁而威。 ”将军的
身份及中枢的工作性质固然严肃，
但曹先生却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仁
爱、真善的书家风度。 表现为工作
及生活方式就是张弛有道，外化为
诗文书法就不仅是亹亹穆穆，而是
庄严烂漫，这不仅得益于他曾认真
学米，更是内心的真实表达。 米书
欹侧 ， 曹先生学米却能作正局妍
态，力矫常俗学米之失。 董其昌虽
说年代晚近，毕竟是千年帖学最后
的重镇，“宋四家”米芾第一的舆情
也是赖董氏而最终奠定的，董氏堪
称学米的顶尖高手， 曹先生学米，
取舍意趣与董其昌颇为近似，不是
闭门造车，应是汲取了董书最可宝

贵的风神萧散。 姜夔《续书谱》说：
“疏欲风神，密欲老气。 ”曹先生行
书继承了传统帖学普遍采用的行
宽 ，而非现代派的拥挤不堪 ，为朴
茂严整的字面平添了一种轻松与
赏心悦目。 有的作品感人肺腑，有
的作品眩人耳目，在当下行草书颇
为流行的乱密骇人的风气中，他的
行书风神萧散，显得格外清新。

学殖的深厚并不一概地表现
为高妙的气韵，这依然与人密切相
关。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曹先生
书法的气息最为重要在一“文”字。
曹先生从来不以诗人自居，却吟哦
不断。 山川之气，行旅所见，应时谕
旨，皆能发于心 、成乎诗 。 作为书
家，他日常坚持作诗的习惯与时下
书法界提倡书家写自作诗词的号
召毫无关系 ，他的诗 ，不是为书而
诗，而是状物抒怀，咳唾成章，是诗
家所为。 然而，他的书法，显然与诗
互为表里，相得益彰，所以，他的书
法文气弥漫 ，不激不厉 ，不故作艰
难苦涩，不刻意弄险，却能“豪放得
来不觉”。 他的诗绝非为文造情者
可同日而语 ，也非依样画瓢 、句式
整齐、 不拗不失的时风可以比拟。
“汝果欲学诗 ，功夫在诗外 ”，不独
诗 ，作书亦然 ，文心外化 ，泽被于
书，这部书法集中的自作诗无一不
印证着这样一个永恒的规律。 尤其
蔚为壮观的是集中的行书册页自
作诗六十首 ，堪称诗书双璧 ，信为
合作 ，诗不能离书而读 ，书不能离
诗而观。

“少年仗剑出夔门 ，弹雨枪林
百战身。 遇事能谋兼善断，生性骁
勇亦斯文。 功高耻作名利客，位尊
甘当普通人。 一篇读罢教益多，最
是将军本色真。 ” 张爱萍将军是军
旅书家中的大手笔 ，这首 《读张爱
萍传》， 本是曹先生在深情推崇他
的前辈张爱萍将军，我们却吃惊地
发现，这首诗何尝不可以作为曹育
民将军的自况———“后之视今 ，亦
犹今之视昔”！

（作者系独立学者， 著名书法
家，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
究所硕士，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
献专业博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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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果树又称银杏树 ，
因其树龄长 ， 又有 “活化
石”之称。 在鹿邑县城东北
9 公里处的涡北镇孙营村
东惠济河畔 ， 有一个以白
果树为主体 、 惠济河为依
托 ，集休闲 、娱乐 、旅游为
一 体 的著 名 景 区———“银
杏生态园”。 该景区内的千
年白果树 ， 相传是东汉光
武帝刘秀亲手所植 ， 距今
已经有 2000 年的历史 ，闻
名于豫东、皖北。

据有关史料记载 ，西
汉平帝刘衍之孺子刘婴居
摄三年 （公元 8 年 ），王莽
篡位改国号为新 ， 年号为
始建国 。 在王莽执政到地
皇二年 （公元 21 年 ）时 ，刘
秀 率 领 兵 士 在 家 乡 济 阳
（今河南兰考东北 ）与王莽
军交战，因寡不敌众败退 ，
被莽军驱逐于赖陵 （王莽
执政时改苦县为赖陵 ，即
今 鹿 邑 县 ， 时 属 豫 州 陈
国）。

据民间传说 ， 正当刘
秀陷于绝境时 ， 霎时天昏
地暗 ，狂风骤雨接踵而至 ，
伸手不见五指。 不一会儿，
风过云散天晴 ， 忽然出现
一位老者 ， 将刘秀及其所
率的散兵领到一个小村庄
（今惠济河畔白果树处 ）躲
避起来。

王莽的追兵看到刘秀
的军队败去，就离开了。 但
刘秀对王莽的追兵仍有疑
心 ，认为此地不宜久居 ，就
改变方向经陈国 （今淮阳 ）
到南顿县 （今项城市南顿
镇），找到当县令的叔父刘
玄，才得以安宁。 公元 23 年 10 月，王莽战败被数十个军士争杀，分裂了尸
体，结束了其 16 年的篡位暴政生涯。 百姓们听说王莽的首级在宛市，“共提
击之，或切食其舌”。 新朝灭亡后，王莽的头颅被后来历代皇室所收藏，以示
警醒。

刘秀称帝后，念念不忘当年被救之地，遂前往鹿邑亲手栽植了一棵象征
吉祥的白果树，以示感恩。

时至今日，这棵白果树虽经 2000 年的风霜雨露，仍然生机勃发。 这棵古
树高 50 米，周长 9.5 米，树荫盖地面积 60 平方米，5 个成年人手拉手才能抱
住树身，被誉为“豫东树王”。 每年秋冬季节落叶时，满地金黄成为了当地绝
美的景色。

据当地群众介绍 ，该树不仅当之无愧地成为历史的见证 ，相关的传说
也很多 ，一说此树春秋时期就有 ，孔子曾经在此树下问礼于老子 ；一说是
刘秀为感谢这一方百姓的救命之恩，亲手栽种此树；也有说隋朝名将罗成
曾游历于此，在树上拴过战马（至今留有凹陷痕迹），还在此树下与众位兄
弟结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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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园春归

三义公园内的耀德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