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刊头书法 张 烨

■ 海派（书法） 花汇

练手养心书法班

筅 张立敏

朋友，当你迈入罗秀新村邻里汇二

楼的书法班时，你也许会被这里的认真

提笔写字的情景所吸引；而当你有兴致

坐下来沉浸其中，你一定会为中华民族

曼妙的汉字所感染。潘润华老师也一定

会为你讲授汉字的博大精深，学习书法

的静心养性。

是的，如今我们已处于一个日新月

异的新时代，人人手机在握，各种输入

法，复制黏贴，熟练运用，提笔写字已成

非必要，而书法班则为我们提供了这样

一个平台。

这里，人手毛笔在握，专心临帖。 学

员中有年近八十的长者， 有刚退休的书

法爱好者，更有养育三宝的年轻妈妈。有

初学者，有会写多种字体的熟练者；有一

丝不苟临帖练字的， 也有自由发挥随性

而写的。 潘润华老师因材施教，讲理论，

讲中国汉字的演变过程， 甲骨文—金

文—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

“汉字七体”。 亲笔示范，一笔一划，强调

书法艺术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于是，每位学员勤练习，下笔始有

神，进步初显，有的字迹娟秀，有的笔锋

有力，凝神入静，心、脑、手齐配合，揣

摩、书写，缓、急、顿、挫的运笔。 有庄严

稳重的楷书，跳跃飞动的草书，有宽博

大气的隶书，更有婉转缠绵的篆书。 课

堂里一幅幅书法作业，无不令人冥思神

飞。 在精通书法艺术的潘老师的带领

下，仿佛我们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

长河中的一滴水，微不足道的传承着。

值得一提的是：虞老师组织的写春

联赠长者活动，那一刻，我们写春联的

时候，快乐心情荡漾，手中的毛笔仿佛

轻舞飞扬，喜庆的大红春联纸如同有魔

力一般，每位学员都觉得写出来的字还

真像回事，内心无比雀跃，仿佛第一次

见证了自己的高光时刻。真的是陆游诗

句“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

那般意境。

最后还想表达的是：书法班的同学

们每天都在进步，而笔者却是最慢的一

枚老者，因此提笔至此，有点脸红心怯，

唯有感谢潘老师的悉心指点，感谢同学

们的多多包涵， 继续默默练手养心，写

写写……

立秋已过， 想到了冬至， 想到了膏方进

补。

“今年我们也吃膏方？ ”老公点头。

“很贵的，可能是四位数。”我担心地对向

来节省的老公说。

“钱不是问题，到了我们这个年纪，要补

补了。 ”共识达成！

我开始留心有关膏方的信息。巧的是，家

庭冬令进补大政方针刚刚制定的第二天，电

视里播了一则新闻， 让我们准备吃膏方进补

的念头开始打折扣。

镜头一： 某地某中药房穿白大褂的人们

正忙碌地称药、分药；镜头二：两根人参的特

写；镜头三：采访专家，专家说：这根特别白的

人参是用硫酸浸泡过的所以特别白， 还有某

药某药也是假药……

天哪！ 当各种各样的中草药熬成了“中

药”汤的时候，谁能分得清里面的真与假啊？

又看到《新民晚报》夜光杯刊发的《厚道

即精明》的文章，说作者到药店帮忙，有人“私

下向我传授‘秘诀’：贵药少称，便宜的药多

称，混合起来总量不变，没人会发觉。”当然作

者“思量觉得不妥”没有这么做，“仍一根筋地

按方足称，该磨碎的磨碎，该切片的切片，把

每一剂药方处理得妥妥当当。 ”

啊呀！ 如果药店里有接受“秘诀”的人在

称药，在混合起来准备熬制膏药的药材里，该

用的贵药少称了，多称的其他药量多了，该磨

碎的没有磨碎，该切片的没有切片，然后这些

被偷工减料的药材和在一起熬制成膏药，这

种膏药能够达到医生配给的药方的疗效吗？

非常担心。 到底还要不要还敢不敢吃膏

方进补？ 纠结啊！ 赶紧找中医专家咨询咨询。

中医专家甲：“吃膏方？蛮好，很多人都吃

的。”“会不会有假药？”“也不会都是假药吧？！

找名医名店配制保险些。 ”

中医乙：“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吃膏方进补，

要让医生看看的。”“是不是中药的品质不能有

保障？ ”“这个有可能，比方说，应该用一级药材

的，他用低一级的药材替代谁会知道？ ”

中医丙：“膏方进补嘛……我认为还是有

病治病，喝点汤药比较好。如今的膏方因为和

药店和医生的利益挂钩，多少有些讲不清，比

如可用可不用的冬虫夏草啦人参啦， 多开方

子可以多提成，那就用上了，有的人吃得鼻子

出血， 只能把已经配好准备吃一个冬天的膏

方停了， 不仅浪费钱还没有达到补养身体的

目的。 ”

……

回家跟老公学舌， 老公没有我那么“纠

结”：

“阿拉不吃了！ 阿拉来个食补吧，一日三

餐好好计划，每天下午再走走路锻炼锻炼，保

持好心情就是最好的进补。 ”

完全赞同！

吃膏方的“纠结”

筅 顾海鹰

一部理论著作《童话学》和一部经

典童话《神笔马良》奠定了洪汛涛在中

国文坛的重要地位。 他的包容性、创新

能力、宽广视野、引领者姿态，尤其是在

童话上的成就与建树，至今熠熠生辉。

洪汛涛（1928.4.9～2001.9.22），浙

江浦江县人、后定居上海。文学家、理论

家、教育家、出版家、活动家；是中国作

家协会会员、 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

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曾任中国儿童

文学研究会秘书长、上海市作家协会第

四届至第六届理事、陈伯吹国际儿童文

学奖秘书长。 他被誉为“神笔马良之

父”，是与叶圣陶等齐名的“童话十家”。

他创作的童话《神笔马良》获第二

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一等奖；

童话《狼毫笔的来历》获中国作家协会

首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童话《神笔

牛良》 获首届台湾杨唤儿童文学奖；理

论《童话学》获全国儿童文学理论评奖

优秀专著奖；电影《神笔》获文化部优秀

影片评奖编剧一等金质奖章，曾获国际

奖项。

《神笔马良》有着丰富内涵、文化底

蕴、中国风格、民族气派，影响了几代人

的成长。 它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

德。 这篇童话作品的篇幅不长，故事也

并不复杂。作品出色地塑造了马良这个

勤奋、好学、机智、勇敢、富有正义感的

人物形象。 尽管作品中人物形象是“古

代”的，传奇性的，但依然可以给小读者

以现实的教益，这也启迪人们：童话作

品生命力的是否久远，离不开童话人物

形象塑造得是否成功。

今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前，“马良”

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少儿节目主持

人一起来到了新疆帕米尔高原拉齐尼

小学，给孩子们送“六一”礼物。 这是以

因解救落入冰窟的儿童而应用牺牲的

英雄护边员拉齐尼的名字命名的学校。

学校有 300 多名学生，他们的父母都是

和拉齐尼一样是护边员，为守护祖国美

丽山河，常数十天不能回家。 学校里去

过喀什县城的孩子不足半数，更别提乌

鲁木齐了。第一次看到神笔马良的故事

的塞甫拉·阿米尔夏兴奋地瞪大了双

眼，他希望自己也有一支神笔，可以给

父亲画一双带毛的手套———因父亲巡

逻用的手套早已磨破，却没有时间去买

新手套。神笔马良不但给孩子们带去了

快乐和希望、更带去了对于外面世界的

认知与梦想。

《神笔马良》还具备了一种浪漫主

义的激情，富有诗情画意。 作品的节奏

相当鲜明，马良画画的过程和性格的发

展，极富有层次感。这样，就造成了一种

引人入胜的意境。 读者的感情，就会随

着童话的发展而发展，产生一种酣畅淋

漓的愉悦。 只要读一读，就可以体会到

字里行间的音乐美、诗意美和作者奔突

的激情。

春华秋实，《神笔马良》取得了辉煌

的出版成就。 据统计，《神笔马良》的各

类图书出版物累计畅销逾千万册。 1959

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低幼版《神

笔》， 在 17 年时间里发行 358.6 万册。

改革开放初期，《神笔》东渡日本，又开

了中国绘本走向世界的先河。

国内许多画家如万籁鸣、 张光宇、

程十发、杨永青、方增先、曲建方等，都

曾为《神笔马良》挥毫泼墨，画过插图。

这些图文并茂的《神笔马良》是民族风

格和时代气息融于一体的精湛之作。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

《神笔马良》 这个神奇的故事经过了漫

长岁月的淘洗，经过了不同文化背景下

的读者的检验和认可而流传下来。它是

读者感兴趣的故事，它的叙述方式是最

民族的内容、最国际的表达，为全世界

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们所接受。海外很

多国家和地区都有《神笔马良》的译本

和课本，不少人在研究《神笔马良》，写

出了许多评论文章和论文。 2013 年 4

月 9 日，洪汛涛诞辰 85 周年纪念日时，

谷歌网站首页全天呈现《神笔马良》插

图，代表全球读者向《神笔马良》及其作

者致敬。

2018 年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儿童

书展的“世界画中国”活动选择了一种

开放式的命题：《神笔马良》寄托着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2019 年，为

了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国家图书

馆举办“《神笔马良》图画书全球版本大

展”，在京沪两地巡展。

六十五载倏忽而过，“马良”归来仍

是少年。正如作家秦文君讲的那样：《神

笔马良》是没有时间标签的作品，能永

久地表现有趣的故事。

洪汛涛曾说过：“我的一生，我的一

切，希望能付给童话。 ”今年 9 月 22 日

是洪汛涛逝世 20 周年， 也是《神笔马

良》出版 65 周年，电影《神笔》出品 65

周年以及《童话学》出版 35 周年。 正如

作家徐鲁说，“对这位童话大师最好的

纪念， 当然就是重新阅读他留下的作

品，这是我们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中

国现代童话少有的几座高峰之一。 ”

（作者系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会员）

藏头诗两首

筅 费 平

一

中庭疏影清辉洒，

秋浮暗霜润桂花。

团聚月夜人尽望，

圆桌满樽乐万家。

二

秋澄日萎晚飞霜，

分抢三熟粮囤仓。

庆欢尽煮温润茶，

丰收社稷谷畜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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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的一生

———纪念洪汛涛逝世二十周年

筅 洪画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