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湖南长沙，有这样一位书法家，他的人生
经历和艺术创作都有点意思。这个有点意思的
人，名叫黄瑞冬，是瑞金人。

18岁出门远行。1990年3月，黄瑞冬从瑞金
老家入伍，被分配到湖南省军区，从事打字员工
作，那年他正好18岁。业余生活要一点精神寄托，
于是，他拿起笔来，踏上了学习书法的旅程。他通
常晚饭一吃完，就马上练习书法，一直练习到凌晨
一两点钟。甘苦自知，自得其乐。那时，他的书法
水平已经崭露头角，成功入展 1993年全国“纪念
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书画展”，书法作品被文旅部
收藏。

转业不转行。黄瑞冬从部队转业后留在了
长沙，一直从事文字工作。对于他来说，毛笔就
像吃饭的筷子一样，不可或缺。2003年起，他开
始专门从事书画杂志工作，刚开始是在《湖南书
画》工作，后来到《书画精粹》。这一行当较为清
贫，但是他心性恬淡，在喧嚣中坚守真淳，静心养
性，常常将自己关在书房静心阅读历代书法史
论。从这时起，他的书法从实践推向理论的纵
深，从晋唐写经中吸取营养，又重点临习唐楷、魏
碑经典作品，将多种笔法糅合到一起。在容易浮
躁的年代，认认真真地钻研一件事，很难得。黄
瑞冬把书法当作事业，当做人生的挚爱，做到择
一事爱一生。

三十多年来，黄瑞冬坚持工匠精神，书写
自己的人生。他的小楷作品主宗钟繇，专心临
习魏晋时期其他小楷名作，对敦煌写经书法亦
下苦功，最终形成自己的风格。小楷《心经》是
他的代表作，也是注入生命力量的作品。他抄
写《心经》始于 2003 年，到了 2007 年，书写的格
式、笔墨，乃至纸张都形成了一定制式，养成习
惯。如今，抄写《心经》已经成为他的日课，近
20 年来，几乎没有间断过，黄瑞冬的《心经》小
楷抄写已近万遍。写小楷是体力劳动，也是对
意志力的考验，这个过程练字也练心。据黄瑞
冬说，他书写时将整个身心都投入其中，耗时
磨志，正心诚意，做 到“ 提 笔 自 然 、放 笔 自
然”。在他看来，这个变化的过程才是“最大
的收获”。细观黄瑞冬的小楷，笔法精到、字
体端庄，结体方正匀整，线条饱满圆润，字里
行间满是清秀、刚劲的气息，法度井然，趣味
横生。

作品是有价的，情怀是无价的。黄瑞冬一
直怀有革命历史情怀，在社会责任上有着高
度追求。近年来，受当地文物部门之托，他为
长沙各处纪念旧址书过近 20 处牌匾。其中包

括“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旧址”“上坪会议旧址”
“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旧址”“红一方面军成立
旧址”等。这些作品都要费心费力，更要耗费
诸多时间，可黄瑞冬一点也不糊弄。为了写
好这些牌匾，他查阅了许多资料，希望呈现出
来的作品，不仅让人赏心悦目，更能从中感受
到历史的温度。

温故而知新。作为新时代的工匠，不仅要
拥有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也要富有创新创
造精神。通过回头去看自己的作品，黄瑞冬始
终不断寻找再创作的灵感，紧跟时代潮流，迎接
新的挑战，在书法创作上创新创造、精益求精。
各类档案馆、博物馆经常会向黄瑞冬约稿，对于
各项邀约，他总是持“敬重”之心，有着极高的自
我要求。他说：“要对得住时间的沉淀，是我为
自己树立的标准。”

对于书法艺术的学习创作，他主张以传统
为基础然后再突破、创新。黄瑞冬认为，学习
传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临帖，明代董
其昌说，“学书不从临古入,必堕恶道”。临帖
要一面临一面记，仔细揣摩范本的用笔，结构
特点，将其记住，反复练习，直至既像又熟。
第二阶段，还要临帖，可称“意临”，是要在前
一阶段坚守一家“真临”的基础上博采众长，
广泛涉猎传统经典作品，吸取其精华，同时又
要将第一阶段所掌握的东西加以运用、表现，
做到互相渗透，融会贯通，既要像，后又不像，
就是说有所发挥和创新。正所谓，学古而不
泥古。临写碑帖之后要将自己的悟性和知
识、文化修养融入其中，才能赋予作品新意。
唯有从优秀的传统经典中深入进去，才能脱
颖而出。

薪火相传。黄瑞冬还经常被邀请到长沙市
雅礼中学等学校，为学生上书法课，他也乐于接
受这样的邀请。他认为，书法的传承，要从娃娃
抓起。他说：“书法是一个审美的过程，其实现在
的孩子对书法接受度挺高。”书法，它承载文化，
传播文化。黄瑞冬愿意将自身书法经验以及心
得潜心传给后辈，用心传灯。

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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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见

自唐以来，因赣州扼守赣江黄金水道，货通五湖四海之
要，历代朝堂都将赣州的治理托于重人，于是乎无数大儒名
臣纷至沓来。北宋期间，因周敦颐等纷纷在此兴学，又逢王
安石“熙宁变法”，天时地利人和之下，赣州也迎来了全面繁
荣。之后遇靖康之变，民族危难之下，朝廷南渡，战火虽未
波及赣州，但流民之乱此起彼伏，使得水道不安、社会不定、
经济不稳。于是，又一批能吏名臣来到这座通衢四省的城
市，经全力治理，赣州也得以逐渐安定。

南宋绍熙年间（1190年—1194年）的宰相留正，及其孙
子留元刚，是南宋赣州知州的代表。

出身名门 政绩颇佳深受爱戴

留正（1129年—1206年），字仲至，祖籍福建泉州永春，
是五代清源军节度使留从效六世孙。留从效勤俭爱民、清
廉有德的良好风范，对留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南宋绍兴
三十年（1160年）留正进士及第，由此步入仕途，淳熙十六
年（1189年）拜右丞相（正一品），绍熙元年(1190年)进左丞
相，嘉泰元年（1201年）进封魏国公。

留正为官有先祖留从效的楷模风范，为政清正廉明，文
武并用，直言敢谏，明辨是非。当然，如此性格与行事风格
难免得罪人，遭受过起起伏伏的降职、升职。

淳熙初年，留正任给事中（正四品）兼吏部尚书（从二品）
时，因为论宰相不能辅赞恢复大计，被降为显谟阁直学士（从
三品），出知绍兴府。后有侍御史（从六品）范仲芑弹劾前帅贪
赃六十万缗，孝宗赵昚下诏让留正去核实。通过周密调查，留
正得出结论，前帅无罪。侍御史范仲芑勃然大怒，随即弹劾留
正，而后，留正被降为显谟阁待制（从四品）、提举玉隆万寿宫
（即江西西山万寿宫，设有提点、提举、管局、主管等职）。不
久，留正恢复原职，于淳熙三年（1176年）出任赣州知州。

淳熙年间的赣州，盗匪十分猖獗。究其原因还是南
宋时期为筹措军费，养护军队，当地官吏常以捐税差役侵
扰百姓，许多百姓因税赋之重而成为盗匪。任江西转运
判官（从六品）的赵汝愚便在其奏札中说：“臣昨任江西路
运判时，所见江西十一州内，赣州地最险，俗最悍，而官吏
科扰为最甚。”

留正上任不久，看到此情形，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主张轻
徭薄赋，同时也决心大力发展农业，以此提高百姓生活水平。

为了稳定百姓生活，减轻百姓负担，留正便上奏朝廷请
求减少赣州供米的数量。可是，当时的他几乎得罪了整个朝
廷内的大臣，彼时又远在江西赣州，由此朝廷内的大臣并不
买账，没有把这份奏折呈报于皇上。直到淳熙十六年（1189
年）留正出任丞相后，提及在赣州任知州时要求蠲免供米的
情况，皇帝才同意赣州蠲免上供米一万八千石。

一万八千石供米是什么概念？沈括《梦溪笔谈》载：“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乃汉
秤三百四十一斤也。”大概的意思，凡是一石都是以 92斤半为标准，等于汉代称重的 341
斤。即宋代一石为92.5斤，那么，留正为赣州减去的供米一万八千石，即1665000斤，相当
于832.5吨。

淳熙五年（1178年），留正为方便百姓，在百胜门外的贡江上架设了留公桥。约现今东
津桥与东河大桥位之间，但无史料考证。

淳熙七年（1180年），留正修葺百胜门后，将百胜门改名为巽川门。《永乐大典·赣州府
图经志》有记载：“章贡州府城，里城始筑无所考……巽川门，旧名百胜，淳熙庚子，郡守留
正改今名。”庚子即淳熙七年（1180年），巽川门这一名称直至明代才改回百胜门。

留正看到翠玉楼（在赣州旧县治后，今不存）破败倒塌后，筹措修复一新。翠玉楼，原
名逍遥楼，取苏东坡诗“山为翠浪涌，水作玉虹流”中的“翠”“玉”二字命名。一直到清道光
年间尚存其楼，是官府休闲、接待、观景的场所。民族英雄文天祥在赣州时独爱此楼，多次
登临，听风观雨，寄情于此，写下多首诗篇。

如此，留正在赣州任上三年，体恤民情、关心民生，政绩有加，深得赣州百姓爱戴和朝
廷赏识。

家门毓秀 留下诸多文化遗存

留元刚，字茂潜，晚号云麓子，留茂子，留正孙。他博闻强记，为文奇峭，南宋开禧年间中
举博学宏词科，特赐同进士出身。嘉定元年（1208年），除祕阁校理，后为太子舍人兼国史院
编修官（正八品）、实录院检讨官，迁直学士院。嘉定九年（1216年），留元刚移知赣州。

这位仕途顺利的留正后人，就这样来到了他爷爷治理过的赣州城。并如留正一样，为
赣州留下了诸多可赞的佳绩。

赣州人或许对于留元刚这个名字有些陌生，但是提及军门楼，想必大家都知道。这，
便是他给我们留下的宝贵文化遗存，如今成为江南宋城历史文化街区的地标。

留元刚在任赣州知州的第二年，也就是嘉定十年（1217年），于赣州古城内的府衙与十字
街之间，新建了一座城楼，名曰“军门楼”。民国三十五年《赣县新志稿》载：“在县城郁孤台
左。宋嘉定丁丑（1217年）知事留元刚建楼于瓮城。明洪武初知府娄仲修，匾题今名。正德
乙亥（1515年）知府刑珣重修，题曰‘章贡伟观’，又建‘一览亭’于楼左。嘉靖任知府罗辂又改
宣明曰宣化，万历辛亥（1611年）知府陈宗愈杨莹钟相继修复，乃名宣明。今废，瓮城存。”

位于郁孤台下的军门楼，距今有着800多年的历史，其间，几经损毁又重建、修缮，名字
也改了又改，从军门楼到章贡伟观，再到宣明，又改宣化，后变宣明。在清同治十一年
（1872年）的地图上，可以看到清代末年此楼仍叫宣明楼。

如今我们所看到的军门楼，是2012年郁孤台历史文化街区改造时，由我市文保博专家
根据宋代形制在原址重建，并用回最早的城楼名——军门楼。

今天，我们依旧能在城楼基脚处可见当年遗迹——刻有“嘉定十年軍門楼砖 官”的铭
文城砖，以及刻有“官”字的红砂岩条石。这些铭文城砖、红砂岩条石，无不一一见证着赣
州城八百多年的变化。

另据《永乐大典方志辑佚》载：“津门、朝天门，旧名朝京，郡守留元刚改今名。”津门是现
在的西津门，朝天门即现北门。也就是说现在的西津门留正也曾修缮，并改名叫西津门。

嘉定九年（1216 年）十二月，留元刚与好友郭磊卿等人同游通天岩，并留有题记，即
《留元刚题记》，位于通天岩广福寺。郭磊卿，字子奇，官右正言右吏（从七品），为“端平
六君子”之一。嘉定十年秋（1217 年），留元刚同友人赵汝郛再游通天岩，在龙虎岩题有
《玉岩亭记》，其中该题记里有载：“嘉定丁丑秋，将从事于萸菊。郡守清源留公约，宪使
古汴赵公……盖公以赤子龙蛇，帖服群盗，外修城观，内作军门，式序程工，咸建永续。于
是饰翠玉，改合江，创停雪，卜烟林，寄逸兴而遐思……”

题记里的“翠玉”“合江”“停雪”“烟林”，皆为赣州古城内的景观亭，如今早已不存。可
见，嘉定年间的赣州城是个“寄逸兴而遐思”的地方。

据清康熙《赣县志》记载，合江楼在县东北章贡合流处，宋知军留元刚建，后名望江楼，
以此名八境台者误。合江楼今不存，文天祥有《合江楼》诗：“天上名鹑尾，人间说虎头。春
风千万岫，秋雨两三洲。客晚惊黄叶，官闲笑白鸥。双江日东下，我欲赋扁舟。”合江楼在
八境台一侧，许多人误认为此楼就是八境台，其实不然。

另外，留元刚还在通天岩建了玉岩亭，方便大家游览欣赏的时候有一休憩之地。《永乐
大典方志辑佚》载：“又有玉岩亭，嘉定丁丑郡守留元刚始建。”如今通天岩上的玉岩亭，系
近代重建。

嘉定十一年（1218年）八月七日，留元刚因为被人揭发弹劾，愤然罢归职官，这也印证
了史书上对留元刚此人的争议。

《宋会要辑稿·职官》有载：“八月七日，新除起居舍人留元刚放罢，与宫观，理作自陈。
以监察御史蔡辟言其出守温、赣，专务苛刻，傲视名德，旁若无人。”“元刚尝守永嘉，惟务酣
饮，继守章贡，狂暴益著。”监察御史在奏折中痛斥留元刚在温州和赣州任上政务苛刻、为
人傲慢，饮酒过度，狂暴无比……

留元刚因为出身名门，才华卓著，所以早负盛名，在常人同僚看来，他自觉心怀抱负定当
大用。谁承想，被人弹劾，他辞官后郁郁寡欢，干脆在北山修建庭院隐居其中，自号云麓子，
吟唱其间，所著《云麓集》现已失传。北山，应指泉州市永春县大鹏山支脉云龙山。当时留元
刚在云龙山下建有云麓圃，留元刚卒后，云麓圃改建为云龙岩，以其位于云龙山而得名。

留正一生为官40余年，周旋于朝堂之上，历孝宗、光宗、宁宗三朝，特别是任赣州知州
期间为政清正廉明、直言敢谏、勤政爱民，是位很难得的廉吏。这也直接影响了他的孙子
留元刚，在重执留正治理赣州大旗的任上所作所为。

而纵观留元刚这一生，虽然有争议后辞官，但在赣州任上还是政绩斐然，至今留下诸
多文化遗迹，成为今天赣州宋城文化之经典遗存。

生活在新时代的中国人，对快节奏生活一点
都不陌生。提到快，经常旅行的人首先想到风驰
电掣的高铁。在漫画家罗琪笔下，您即便不愿意
出行，哪怕找各种理由“宅”在家里，也能感受到一
列列的“快车”正向您驶来。

正如您现在看到的，这列可以和高铁比拼
速度的，火到持续发热的“车”，就是每天开往
千家万户的电商大军。和我们在生活中看到
的不同之处在于：车厢，变成了电子阅读工具
屏幕；旅客，也化身为各种日用品和蔬菜瓜果。

漫画，可以讽刺，可以幽默。不管漫画家有
意突出哪一项功能，重要的是找到自己审视生活
的独特视角，进而采取令人眼前一亮的艺术语言
进行表达。从作品的艺术性看，这样的表达可以
展示作者宽广的思维空间，以及对各种视觉元素
的整合能力；从社会功能看，上述艺术处理能够
有效与读者产生共鸣。值得一提的是，在电商井
喷式发展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后者的价值可以产
生放大效应。

把电商比作一列列高铁，无疑是一种带有夸张
成分的艺术语言。然而从个人体验上看，人们甚至
可以忽略夸张因素，如今生活在城镇的人们不必出
门，便可以等来这样的“快车”，倒推20年，这可以被
理解为神仙般的生活。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列列

“快车”正在跨越千山万水，一端连着城市居民，另一
端连着边远乡村的养殖户、种植户。

看到此处，这幅作品的思想价值也便随着
四通八达的“道桥”进入读者脑际。科技也好，
电商也好，现代化也好，不仅服务于市民，更应
该造福乡村百姓。毕竟，农村生活质量和品
质，更能检视社会整体发展水平。

好的漫画作品，关注人们的生活，也记录
生活的改变和社会的发展。罗琪不但关注这
些改变，更能用颇为震撼的视觉语言把沧桑巨
变浓缩于方寸之间。这样的漫画，有足够的理
由被视为佳作，乃至力作。

事实上，把电商平台喻作高铁，还有另一
个引申义：我们应该像管理高铁那样管理电
商，尤其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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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车》 罗琪 绘
（作者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江西省美术家协会常

务理事、漫画艺术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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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面小楷作品《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黄瑞冬在长沙市雅礼中学为学生上书法课。

黄瑞冬为“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旧址”写的牌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