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扶沟书法家：：赠字送祝福 墨香暖人心

□记者 金月全 文/图

在扶沟县城 ， 有这样一位书法
家： 他从退休才开始爱上书法 ， 仅
用两年时间便成为省书协会员 ； 他
不仅擅长篆 、 隶 、 楷书 ， 还乐写书
法作品赠给农民朋友。 5 月 31 日上
午 ， 记者在扶沟县城书院街小区见
到了今年 85 岁， 仍笔耕不辍的书法
家徐志安老人。

徐志安 ， 1937 年出生于扶沟县
扶亭街道办事处小李庄村 ， 早年从
事教育工作， 是一名语文教师。 2005
年， 徐志安从扶沟县柴岗乡退休后，
多才多艺吹拉弹唱样样略懂的他 ，
迷恋上了书法 。 “那时候可以参考
的资料非常少 ， 我只能通过订阅杂
志 、 报纸来学习……” 徐志安回忆
说 ， 学习资料从哪来 ， 成了他初学
书法的难题 。 每逢出差 ， 他都要到
附近书店搜寻与书法相关的资料 ，
一旦碰到， 便爱不释手。 据其介绍，
他写书法有个特别的爱好 ， 首先通

过看帖 、 看原作 、 看评价来掌握原
作的基本笔法与字形 ， 再根据自己
的理解和判断 ， 用钢笔练习 30 遍~
50 遍， 然后再用毛笔将其写在稿纸
上 。 “很少有废纸 ， 一旦完成就是
成品。” 徐志安说。

就这样周而复始的练习， 他逐渐
熟练掌握了篆、隶、楷体书写章法，达
到运笔如指、游刃有余的境界。 仅两
年时间， 徐志安就成为省书协会员。
《周口晚报·艺苑 》 （2013 年 2 月 15
日）以《徐志安作品欣赏 》为题 ，图文
并茂报道了徐志安的事迹。 在创作过
程中，徐志安善于汲取前人经验和艺
术精华，师古不泥，大胆创新，经几十
年反复锤炼，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
艺术风格。 他主张艺术源于生活，擅
长观察思考 ，提炼精华 ，从平凡生活
中挖掘素材 ，获取创作灵感 ，创造出
大量为人称道的优秀作品，取得了很
高的艺术成就。

最近几年 ， 徐志安不仅专心习
字， 还乐于将作品赠送给身边人。 据

不完全统计， 他先后为柴岗乡前杨村
34 户村民赠送 34 幅 “家和万事兴”
书法作品； 为小李庄村赠送 8 幅书法
作品。 此外， 还为扶沟县烈士陵园、

扶沟县高中等地赠送多幅 “培根铸
魂” “立德树人” 书法作品。 “写书
法的 （人） 高兴， 收到书法的 （人）
也高兴！” 徐志安说。

商水渔鼓道情传承人杜三合收徒传艺
从艺六十余年

□记者 马治卫 通讯员 马志远 文/图

本报讯 “现在，开始举行河南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渔鼓道情家传弟子

入门仪式……”近日 ，伴随着主持人
铿锵有力的声音，商水县渔鼓道情省
级非遗传承人杜三合举行了收徒仪

式（如图）。 当杜三合郑重地将渔鼓递
交给女弟子杜晓华时，现场响起热烈

掌声。
渔鼓道情也称“仙戏”，老百姓称

其为“梆梆筒子”，是河南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更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曲
艺形式，拥有悠久历史和浓郁地方特
色。 一人一鼓一简板，说唱念白讲新
闻。 道情在演唱时以豫东方言为主，
边演唱边伴奏 ，唱词通俗易懂 ，伴奏
节奏明快 ，而且场地不受限制 ，为广

大群众所喜爱 。 渔鼓道情唱腔多用
“宫调式”和“微调式”，演唱有“慢板”
“莲花板 ”“小垛子 ”等 ，发音用 “立 ”
“卧”音。渔鼓道具是用三尺三寸的竹
筒蒙上蟒皮或猪护心皮，用手指弹奏
发出声音。 渔鼓道情主要在皖北、豫
东地区流行。

杜三合是活跃在中原一带的第

四代渔鼓道情传承人。 从艺 60 多年

来 ， 他一直坚持研讨和传扬渔鼓道
情，是名扬黄淮的高级民间艺师。 他
表演的 《叼鹌鹑》《小八义》《金鸠记》
《张廷秀私访》 等曲目， 深受群众欢
迎。 进入新世纪后，杜三合和徒弟每
逢重大节日都坚持到部队、敬老院进
行慰问演出， 还经常在县文化广场上
为群众义务演出。 2010 年 4 月，河南
省政府、省文化和旅游厅为杜三合颁
发了渔鼓道情传承人的匾额。这一年，
他还光荣地加入了河南省曲艺协会，
成为省曲协的一名会员。 2012 年，杜
三合被评为高级民间艺术师，在“中原
古韵—中国·淮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演会上获得大奖，受到评委和观众好
评。

为使渔鼓道情能够薪火相传，年
逾七旬的杜三合几经思索决定收徒。
收徒传艺仪式礼成后，渔鼓道情第五
代传人杜晓华激动地表示：在今后的
演艺生涯中，她决心秉持诚心、虚心、
精心、耐心的学习态度和勤学、勤练、
勤看、勤听的学习方法，虚心请教，不
负众望，继承渔鼓演唱艺术，和同道们
同心协力把渔鼓道情发扬光大，更好
地接力传承下去，使渔鼓道情这门文
化积淀极为深厚的古老艺术在新时代

里焕发出新的光彩！
“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渔

鼓道情已成为弘扬传统美德、传承优
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希望我的入
门弟子杜晓华认真学习和总结，推陈
出新，赋予渔鼓道情更新的表现形式
和更强的生命力，使这门曲艺艺术传
扬开来 ，传承下去 ，为我县曲协队伍
的逐步发展壮大、为文艺事业的发展
繁荣尽一份心 、出一份力 ！ ”杜三合
说。 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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