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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嘉
州州
书书

法法

书法家简介：
周方，别名草万，嘉州

画院书法家。

本版图片由郭明兴提供

上周末，在乐山中心城区泌水院文化街一裱画店，
书法家周方送来两幅抄录古诗的书法条幅，展卷亮相，
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字迹工整隽秀，如清代贡生试卷一
般，令观者惊叹叫绝。这让我记起2018年嘉州画院那
次年展，周方一件小楷作品参展，仅28公分宽的纸幅上
写下明代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嘉州部分）4000多字，
一笔一画清妙澄澈，空灵隽永，其楷书魅力与古诗文相
得益彰，意境高超，浸润人心。

周方是五通桥人，出身寒门，自小聪慧。8岁时，因
受两位老师影响，而对书法产生兴趣。一位是邻居胡
道一先生，学识渊博，学养深厚，书法乃大家风范，周方
尊称他是胡爸爸；一位是五通桥川剧团的李明亮老师，
为人厚道，谦虚谨慎，也是写得一手好字，两位先生身
上都体现出一股文气和韧劲，周方从小就很钦佩，并下
决心练好书法，长大了也要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

1978年周方参加工作，在乐山市建筑公司从事工程
技术管理，他向来性格内敛，喜欢独处，业余时间多习
书，从唐楷入门，后又学魏晋，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周
方对乐山古迹文史尤为热爱，古代名人留在乐山的诗文
篇章，他都曾静心抄写数十遍。829个字的《嘉州凌云寺
大弥勒石像记》，793个字的明代彭汝实《九华书院记》

等，他基本上都能熟背。
周方通晓各种字体，尤擅楷书。他

认定楷书是书法之本、书法之根，是工匠精
神的雅化。周方最信奉乐山一个人，那就是
赵熙的学生、著名学者兼书法家邹善伯，邹
先生的楷书炉火纯青，看似舒朗平和之笔墨，
却得自然意趣之美蕴。周方视邹先生为典范，决
心刻苦学书，向小楷冲刺，力争出成果。周方50多年
来的学书之路，完全是靠个人的修行和摸索，靠自己对
艺术的虔诚和敬重。周方的楷书结字精妙、刚柔相济，
可窥唐楷运笔的严正法度，又见“二王”结字的俏皮与
飘逸，渐而感觉作品文思灵动，散发出清纯高雅的书卷
气。

今年65岁的周方，仍心怀大美，笔耕不辍，由于常
年书写，时间稍长就觉眼睛模糊，他提笔写字，连自己
都感觉已不是笔毫运走，而是心的导向，在纸上匀速画
动，难怪周方刻有一枚闲章“心画”，是学书心声的真情
表白。

可以说，是深厚的文化积累和深刻的书学悟道成
就了周方的楷书艺术。有知情人说，周方的人生就如
楷书，端正平直，朴实无华。 唐·李商隐《韩碑》

唐·李颀《琴歌》

宋·赵匡义《缘识》 宋·周敦颐《爱莲说》

明·陈继儒《小窗幽记》名句

周方追寻的楷书人生
郭明兴

书法家 周方























































 

藏在茶树中的美味
曾龙

我的家乡是个小山村，每到阳光明媚的春天，漫
山遍野都是美味多汁的野果。儿时的我，最喜欢吃长
在油茶树上果肉肥嫩多汁的“茶片”，那味道可甘甜
了。我和小伙伴们有空就钻进茶树林，寻觅那美味的
茶片。茶片，宛如春天赐予孩童们的礼物。

茶片生长的原理和茭白类似，由真菌侵染膨胀而
成。不过与侵染茭白的菌种不同，侵染茶片的是一种
名为“细丽外担菌”的真菌，它侵染了茶树的叶芽后导
致茶树的新叶膨大，变得肉质肥厚，食之味似莲雾。
所以，山里人也把它当作一种水果。

茶片有一个漫长的成熟过程。刚长出的茶片多
为淡红色，肥嘟嘟地，煞是可爱。随着茶片不断生长，
它开始蜕掉表面的一层膜，变成了淡淡的白色。这
时，才标志着茶片的成熟。茶片不仅好吃，而且富含
丰富的植物蛋白和维生素，营养丰富。

春日里生长于茶树的还有另一种美食——茶
泡。茶泡同样也是由细丽外担菌侵染而成，不过和茶

片侵染的部位不同，茶泡侵染的是茶树的花芽。所
以，茶泡长出来不像茶片那般呈叶片状，而是如一颗
颗鲜艳的蜜桃挂于茶树的枝丫，煞是水灵好看。

初长出的茶泡和茶片同为枣红色，后来茶泡才开
始慢慢转为桃红，直至变为豆青。这时，茶泡由于积
累够了糖分，开始褪去裹于其上的果皮，变得成熟多
汁。

儿时，每逢嘴馋，我们便会呼朋唤友去山上寻茶
泡，往往吃得肚皮溜圆后，还不忘将吃不下的茶泡塞
满身上的口袋，带回家慢慢享用。吃饱了茶泡，母亲
当晚做的饭也就不香了。

山林里除了茶片和茶泡，覆盆子、胡颓子等野果
也生长得颇为旺盛。采野果，是我们童年最大的乐
事。吃野果，是我们儿时甜蜜的来源。长大成人后，
对野果的回忆就成了乡愁中最浓的一部分。

藏在山林中的美味，成了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滋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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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

插着蒲公英
或火棘果的小屋（组诗）

岁月岁月
如歌如歌

欢迎乐山本土作者赐稿
电子邮箱：

31348746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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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梦故事创业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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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方追寻的楷书人生

学习雷锋好榜样
李姗姗

儿时，在偏远的农村读书。每
年的三月都会掀起学雷锋的热潮，
班里教室的墙壁上悬挂着“向雷锋
同志学习”大红标语。课间操时，
我们就站直身体，扯着嗓子大声高
唱“学习雷锋好榜样”，歌声飘荡在
校园的上空，传播到很远的地方。
我们这些小学生，唱着歌儿，似乎
能感觉到雷锋叔叔就站在我们面
前，那么高大和亲切。

课堂上，最喜欢听老师讲雷锋
的故事。他给我们读一段雷锋的
故事，然后就发表一通热情的演
说，号召我们像雷锋那样做人。老
师的声音很洪亮，我们听得很投
入，在我们小小的心灵中，每个人
都暗下决心向雷锋叔叔学习，做一
个让人敬佩的好人。

教室门外的山墙上，有一块用
水泥涂抹的黑板。在黑板的右上
角，用水彩画了一幅雷锋的头像，
黑板上每周都更新内容，每一个字
都是戴着红领巾的我们一笔一笔
认真写出来的。上面有我们的美
好理想，有我们稚嫩的诗篇，还有
每周出现的好人好事。字体并不
美观，但能在雷锋叔叔的画像旁边
办一期黑板报，是多么让人骄傲的
事情啊。尤其是板报完成以后，署
上自己的名字，全校的学生都来观
看，那种幸福简直让人激动得浑身
颤抖。

在学校里，最快乐的事情是拾
到同学掉的铅笔或橡皮，然后兴冲

冲地交到慈祥的校长手上，校长边
问名字，边打开那本封面上有“工
作与学习”字样的本子，详细地登
记下来。

为了有好事可做，同学们个个
都特别留心，有一次放学路上，几
个同学看见一个人在拉板车，大家
争先恐后地跑过去推，车子本来就
不重，在我们的“帮助”下跑得飞
快，拉车的人被我们这群“小雷锋”
弄得哭笑不得。

有一年学雷锋日，我把做好事
的目标对准了村里的一对母子，儿
子智力残疾，母亲年龄大了，干活
很不方便。我想帮她提水、扫院
子，梳头、洗脚。可一大早兴冲冲
地去了，才发现水缸满了、院子也
扫干净了。老奶奶干干净净地坐
在那儿乐呵呵地说：“做好事的娃
娃刚走呢。”这不免让我有些失落。

三月的阳光照在暖融融的街
上，上学路上，我的目光在四处寻
找，如果有需要帮助的人，我会立
即抢上前，帮他拎包袱，搀扶着他
过马路。就算别人投来诧异的目
光，我的心里都是甜丝丝的，因为
我在学雷锋，做好事。

遗憾的是，那一天，我实在没
有找到什么好事，觉得心里十分
羞愧，愧对了雷锋叔叔。下午正
好上作文课，“做好事”就成了写
作文的主题，同学们在回家路上
捡钱包，扶盲人过马路，帮五保
户、军烈属擦玻璃、洗衣服。语文

老师激动地对同学们说：“我们班
学雷锋，见行动，45个同学就有44
个同学写了学雷锋做好事的典型
事例，这说明雷锋精神已经深入
到同学们的心中。”我把头埋得低
低的，脸上阵阵发烫。这时，耳边
响起老师的说话声：“下面请唯一
没有写做好事的同学到讲台上
来，把她写的作文读给同学们
听。”在同学们的目光下，我红着
脸大声朗读了自己写的作文。

我写了和哥哥姐姐在山坡上
植树的事，我把春天描写得很美，
植树的细节写得栩栩如生，老师表
扬了我，她说：“植树造林，绿化祖
国，是在做大好事呢，这也是雷锋
精神。”

学习雷锋的日子，很纯粹；学
习雷锋的快乐，很温馨，虽然几十
年过去了，但我依然怀念那些经
历，它给我留下了最真挚、最美好
的记忆。如今，雷锋精神仍然在一
代又一代人中不断传承，祖国大地
正处处盛开着文明志愿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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