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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国强挥毫书写。 葛华南 摄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王 维

重阳犹念兄弟情
曾 冬

我就是那片流浪的叶子吗？从春天

到秋天，我依然漂泊在旅程，孑然一身。

星星点亮了满城的灯火，我心中的天

空，却找不到一丝温暖的光亮。我只是一

片来自异乡的叶子，一座城市里的匆匆过

客，当我穿过陌生的街道时，没有人知道

我，来自何方。

这时候，我只能在别人的欢乐中，一

遍又一遍地轻唤着远方的亲人。一遍又

一遍，我把你们的名字，当成了最美的晚

餐，在唇齿间，慢慢咀嚼，慢慢回味。请允

许我，今夜！

我把每一份思念，都带进长长的梦

里；把每一份孤独，都装进明天的行李。

家乡的兄弟，你们一定又登到了高

处，看到了比天空更远的天空；看到了秋

天的深处，每一片落叶都回到了大地；看

到了流水，在屋前屋后围绕；也看到了一

年的收成，在地里金黄地灿烂着。你们荡

漾的幸福，就刻在沧桑的脸上。

只是，当你们遍插芳馨的茱萸叶，端

起香浓的菊花酒，才发现，有一个写诗的

兄弟，不知身在何处。于是只有双手合十

祈求：朋友平安，亲人康泰！

九月九日，重阳节，深夜。我在一家

不知名的客栈里，面对故乡，写下了我深

深的思念！

流下了伤感的眼泪。

闲 梦

鱼的梦想（外 二 首）

杨春明

崔国强，现为中国硬笔书

法协会副主席、湖南省硬笔书

法家协会主席、湖南省书法家

协会主席团成员。曾荣获首届

“湖南十大青年书法家”“湖南硬

笔书法杰出成就书法家”称号。

软笔书法出版有：《中国行

草 书 精 要》、《崔 国 强 书 法 艺

术》、《黄庭坚草书技法》、《品牌

书法》、《湖湘书法论文集》（主

编）、《春联范本》等。硬笔书法

出版有：《学生钢笔字帖》、《城

乡实用钢笔字帖》、《多功能钢

笔 字 帖》、《钢 笔 行 书 结 构 字

帖》、《硬笔行书书法字帖》等。

曾举办“书法·书法家”书

法精品系列展览，主编“书法·
书法家”书法精品系列丛书，创

办“ 书 法·书 法 家 ”（www.sfsfj.

com）书法艺术网站。

一个花衬衫跳下电动车

融入到校门前的人群里去了

都是小小的树 可爱的树

在校门前欢快地摇曳

你分不清哪一棵是栋梁

哪一棵是以后的歪脖儿

在树没长成的时候

我们希望他们 笔直 高大

这是我们的愿望

也不知道他能长成什么树

可是不管怎么样

中午 下午 还得去接他

就像一把钥匙在寻一把锁

找到 打开 然后生活

我甘愿做你网中的鱼

从此绝尘于海洋

失去自由的我的所有

也只是迷惘的时光

如今我有多徜徉

可以躺在你行进的船上

我温柔的眼神看着你

你并不觉我有多彷徨

只有我知道

知道上世的月下

和今生的错往

以请你来品尝

我这滚烫的由衷的心脏

这就是 鱼的梦想

可以在下个轮回的门口等你

不似天天这样

你在喧杂的路上

我在漆黑的海洋

送子上学

人生有多少个十字街口

穿梭的过客 擦肩的问候

你在对面凝眸 我在这里驻留

轻轻的一视就把乌云赶走

是欣喜于相会的一笑

还是短暂地挥手

这十字街口的风景呀

总是人也匆匆 风也悠悠

十字街口

门超越常制的宽敞，总是大开着。从外面可以清

楚看见屋里的摆设。家具不多，整个布置整洁、舒适、

开朗。一副何绍基的对联“临流水犹听古乐；仰崇山

如见故人”，主人情性已见一斑了。大书桌上横斜有

些书籍。桌上有笔有纸；还能闻到酒香。那瓶酒不是

很显眼地置于一摞书后。书桌正对着明亮的窗，如果

天气晴朗，坐书桌边可望到河对面的景色。堤岸边垂

杨轻拂，数间农舍炊烟。在外人看来，他十分惬意，每

日书、烟、酒、茶，享受退休后的光阴。其实在悠闲之

中他一直怀有对自己的不满。他常常在心里批判自

己一事无成，面对眼前良辰美景，倍加感到平庸、无

奈。他每天都在下决心要做点什么事情，但每天都向

自己的平庸、无奈投降了，结果依然是看书、抽烟、喝

酒、饮茶。后来，他认定自己可以做点文字。其他事

干不成，写点闲散文章总是可以的。学蒲松龄，谈狐

说鬼，积少成多，不也是一件事吗？可是，到真动笔并

不容易，天天想着要写，总是一个字写不出，只好在

书、烟、酒、茶中消磨。

在书、烟、酒、茶四件中，书和酒是领衔的了。他

通常醉醺醺地读书，在阅读中有耐性地等待，相信必

有机会写出点东西来。他是一个虽有些苦恼却又不

着急的人，从早到晚悠闲得使人垂涎三尺。他漫不经

心翻出藏书，似有心又无心地阅读，心中的渴望火一

样燃烧起来，又熄灭了。灰烬中火星闪烁如繁星，很

快变成一团随风飘散的死灰。

他早就不能勉强自己为某种目标而努力了。每

天早上能睡到什么时候就睡到什么时候。尽管睡不

着也不起床。直到再睡就不是睡而是病了，这才起身

穿衣着袜，然后对镜良久。他看到镜中的自己神采

奕奕，天庭饱满，地阁方圆，自忖不像气数已尽的样

子。于是信心百倍地开始新的一天。比如说今天

罢，就是快 10 点了才走出卧房的。他先去书桌边，

纸笔跟往日一样准备在那里。他有些愧怍地摸摸不

错的自来水笔。

老伴端来早点。她是早吃过的了。

他信手摸起书，边看边吃边喝酒。一夜好睡

养足的精神很快变得朦胧，他很快便醉了。这醉

不是烂醉，是恰到好处稍微偏离清醒的醉。这样

的醉，他自己以为，正是张旭狂草时的醉。也就是

保持了创造力甚至是可以更好发挥创造力的醉。

这种状态要维持一整天。他在这种状态下回忆、

思考、憧憬。

他从来衣装鲜明整洁。刚才走出卧房，就是一个

仪神俊秀的老头子，三杯酒下去，便成了一个仪神俊

秀的醉老头子。他永远不会烂醉如泥，偶尔大醉，也

不会如泥。他只让自己玉山倾倒。这样的时候，会坐

书桌边围椅上睡着。

今天，在一瓶酒鬼酒所剩无几的时候，在残阳带

点血色的光影中，他异乎寻常地冲动起来。或许是受

到从手上溜到地上去的那本书的启发，他感到灵气与

力量俱来了。库图佐夫、歌德，甚至神话人物姜子牙，

这些因晚年业绩而流芳史册的人物鼓励着他。他看

见姜子牙走近来对他说，“我 80 岁还在渭水边钓鱼

呢。”他决心不再踯躅不前，立刻拿起笔，他心潮澎湃

地发现自己也是可以伟大起来的了。他立志让自己

伟大起来。“一个人应该努力使自己伟大”，他这样想，

埋头奋力疾书。

他终于从一种近于沉沦的状态中突破出来。今

天体验到多大的快慰啊！他反复斟酌，精思细改，直

到自认文字做得周到了，才郑重其事地把文稿收进抽

屉里去。

他是怀着对自己的敬意收起文稿的。这时候他

端起酒杯，闻到的醇香不同于平日。酒杯凉凉地刚碰

到嘴唇时，老伴轻轻推了他一下：

“醒醒吧，坐着睡对老年人

不好……”

“嗯？……”

梦醒，他急忙打开抽屉，找

不到“刚写完的文稿”，立刻明白

今天是大醉了。他若有所失地

宽解自己，“臣之壮也不如人，今

何及。”便怅怅然望向远方。

月亮从河那边升起来，又圆又

大。这夜没有喝酒，他去田野上散

步。他在伟大与渺小之间徘徊。

今年 56岁的崔国强，出生于湖南益

阳一个普通的农户家庭，父母整日为一

家老小的温饱操劳，无暇顾及孩子的教

育问题。崔国强 9 岁的时候，正值“文

革”时期，村里学校来了一个字写得非

常好的老师。受该老师的影响，崔国强

从此爱上了书法。他告诉记者，小时候

没有系统学习书法的条件，但看见老师

在泼墨挥洒时的自信风采，充满了崇拜

感。而他对书法的情愫就是在这样的

一种“崇拜”之中产生了。后来，经过勤

奋练习，崔国强在学校写毛主席语录

牌，在村里写时政宣传标语，都是挥笔

而成，受到大家的赞许。

崔国强与书法结下了不解之缘。崔

国强称，每一次研习古人墨迹，感受碑

帖中透出的不同气息与个性，都让他非

常着迷。好像徜徉在琳琅满目的书法

长廊中，身旁有历代名师相伴而行。

为了参透书法艺术的精髓，崔国强将

业余时间几乎全部用在书法研习上，认真

钻研练习各类名家作品。日积月累，他的

字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青睐，这给了他很

大信心。“经常有人向我求字，这令我很开

心。”崔国强表示，这也是他多年来从未中

断书法练习的一个重要原因。

2008 年，文化部文化艺术中心全国

书法艺术经典作品征集评审，鉴于崔国

强在书法艺术创作上的成就以及对中国

文化艺术事业的贡献，他被授予“影响中

国 100位艺术大家”称号，其作品及成就

被载入百位艺术家珍藏专集中。他坚持

“书法是人民群众的艺术，必须服务于广

大人民群众、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经济、

服务于时代”的宗旨，把书法当作“健身、

怡情、广识、益智”的手段；追求“古典与

现代的贯通，凝重与潇洒的融合”，得到

了社会各界的认同。

书法是大众的艺术。崔国强有他自

己 的 治 学 方 法 ，可 概 括 为“ 十 百 千

万”——日行万步路，夜读十页书，闲诵

百句文，摹临千个字。他说，艺术不仅仅

是写几个字，需要多方面的知识营养。

崔国强的作品将刚柔并济与动静结合展

现得淋漓尽致。远观其大概，只觉气势

雄浑，劲健豪放；近看其细节，但感字字

珠玑，顾盼生姿，如佳人袅娜而来。其间

以方圆藏露、逆顺向背的韵味，轻重肥

瘦、浓淡湿涩的情趣，抑扬顿挫、聚散疏

密的笔调，展现出笔墨的千变万化与无

穷韵味。崔国强说，书法艺术讲究情感，

字里行间要有血有肉，蕴涵一定的感情

色彩。很多人认为每天写字会非常枯

燥，但崔国强的感受是，书法练习、创作

其实是一种与古人交流，与艺术交流，全

然不会觉得枯燥，而且乐趣无穷，似游弋

在大海的鱼，任其跳跃。

崔国强书法软硬兼修，毛笔写出了

特色，硬笔写出了新意，相互促进，相得

益彰。他的书法得到了当代书法界泰斗

沈鹏先生的肯定——“崔国强必将在中

国行草书的建构中作出贡献”，著名金石

书画家李立也给予他“从传统中走出来，

功力强，富有创新意识，雅俗共赏”的评

价，湖南省先后两任书协主席颜家龙、何

满宗都给了他很高的赞誉与期望。

从事书法创作几十年的崔国强，不仅

传统功力深厚，而且对当代书法艺术的发

展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将传统书法艺术

和湖南的各类名优特产（安化黑茶、湘绣、

醴陵陶瓷等）相融合，推出富有艺术内涵的

特色产品，为书法艺术开辟了一片新途径，

为地方特色产品创建了一个新平台。

崔国强坚持用书法艺术作载体、宣

传企业文化、弘扬产品品牌的探索，将书

法艺术与产品品牌有效融合。早在上世

纪 90年代，崔国强曾为贺龙家乡桑植县

的金梦酒业题写产品名称，经过设计制

作，与竹器有机结合，使金梦酒包装充满

了浓郁的民族气息，产品上市后，销路大

增。一次，30 多位来张家界旅游的韩国

客人看到此酒，爱不释手，每人购了几

瓶，结果受限于航空公司不能超量托运

白酒的规定，客人宁愿把酒倒掉，硬是把

包装带回了家。自此以后，韩国客人一

到张家界，带礼品必定去寻金梦酒。金

梦酒凭借书法艺术之美和自身过硬的品

质，源源不断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2007年 10月在长沙召开的“第二届

中国（国际）食品博览会”上，崔国强与组

委会共同举办了食品书法精品展，一批

如大米、茶叶、食油等食品被艺术家们以

诗词、对联等形式进行书法创作，这些品

质与艺术俱佳的产品受到客商的格外

喜欢。产品凭借质量和艺术的完美结

合而热销，受到了各方关注，刮起了地

方艺术特色产品的飓风。他用书法进

行企业文化创作，为农产品撰写诗词

等，赋予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提高品牌

影响度。同样，产品的畅销，也弘扬和宣

传了书法艺术，达到书法艺术和农产品

相得益彰的喜人格局。

品牌融入书法艺术，如同注入了灵

气，如一个陶瓷瓶拍卖到 388 万元，佐

证了艺术是无价的，书法的魅力是无穷

的。崔国强把书法艺术与品牌联姻，是

他推动经济发展的一大贡献，也引起了

社会积极的反响。湖南的茶叶生产居

于全国第 8 位，他挖掘炎帝“茶祖”在湖

南“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

之”的史实，组织全国性的“茶文化书法

大奖赛”，把湖南的优质名茶推向世界

各地，提高茶产值，增加农民收入。

另外，作为一名长期在政府部门从

事农村能源工作的工作人员，崔国强经

常下乡与农民打交道，因此他的书法艺术

也坚持贴近农村，服务农民，他一边工作

一边创作，在走村串户的同时，把书法艺

术撒播到田野乡村，千家万户。2009年1

月11日，在湖南省文联、湖南省书法家协

会联合举办的“送文化下乡”活动中，原省

委宣传部部长路建平亲自把崔国强当场

写的对联一副副赠送给韶山人民。

2009 年 1 月 7 日，湖南“品牌文化建

设座谈会暨《品牌书法》首发式”在湖南省

茶业公司举行。第九届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罗海藩、第十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庞道沐，湖南省文联副主席、书协主席何

满宗等领导、专家，对崔国强所著的《品牌

书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品牌书法》由

湖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后，得到很

好的社会反响，为书法艺术的普及提高和

产品品牌的宣传开辟了一条新路，展示了

书法艺术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广阔前景。

崔国强告诉记者，书法与品牌相结

合的探索是长期的、艰辛的，不可一蹴而

就，他将继续不懈努力，走出一片艺术的

新天地。

崔国强书法作品：走可再生能源之路，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从大众艺术到品牌书法
文 卫 李雅婷 雷功福

陈善壎

导读：这首诗是作者 17 岁时

的作品，因重阳节思念家乡的亲人

而写的一首怀乡诗。

唐诗素描

崔国强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