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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向春
报道）10 月 30 日，山东省 2022 年水生
野生动物保护科普宣传月活动在滨州
正式启动。启动仪式结束后，与会嘉宾
观摩滨州海底世界并同步普及科普知
识。当天，我市木拼画艺术家韩福友作
品受邀入驻滨州海底世界，并进行长期
展览。

“非常高兴我的作品能够入驻滨州
海底世界。木拼画这种艺术形式造型
丰富、色彩绚丽，很多题材来源于我们
日常生活，表现的是我们身边的事物，
比如长颈鹿、大象、小狗等小动物，画
面生动活泼，充满童真童趣。今天入
驻的 20 多幅作品，也是我针对少年儿
童的特点精心挑选的，目的就是让孩
子们在观赏海洋生物、了解海洋知识
的同时，也能受到艺术的熏陶。”韩福
友表示。

据了解，2018至 2020年间，韩福友
木拼画作品先后三次在市文化馆、市博
物馆、现在美术馆展出，题材涉及人物、
花鸟、动物等，独特的构思、精湛的技
术、美丽的画面，深受大家喜爱。

韩福友木拼画作品
受邀长期入驻
滨州海底世界

滨州日报/滨州网阳信讯（通讯员
霍向锋 李舒静 报道）为引领全民阅读
新风尚，引导群众养成爱读书、读好书
的阅读习惯，近日，阳信县开展了全民
阅读进乡村活动。

10月 31日，在阳信县商店镇吕王
村，孩子们在农家书屋里挑选自己喜
欢的书籍，津津有味地阅读着，分享读
书的喜悦，在书籍的海洋里畅游。孩
子们还拿起画笔绘出心中向往的美好
生活。

下一步，阳信县将继续开展好全
民阅读等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推动
农家书屋规范化标准化建设，提升
农家书屋服务效能，建好村民学习
充电的“精神粮仓”。

阳信县开展
全民阅读
进乡村活动

滨州日报/滨州网无棣讯（通讯员 樊
志臣 张忠霞 报道）近日，无棣县退役军
人事务局、无棣县双拥办联合创作的体
现无棣特色的双拥歌曲《渤海湾畔鱼水
情》在全省双拥主题文艺作品征集评选
活动中荣获三等奖。

据了解，为进一步弘扬齐鲁双拥优
良传统，无棣县在军地厚植“同绘向心
圆、共建新无棣”人文理念，在全县营
造双拥浓厚氛围。歌曲《渤海湾畔鱼
水情》展现了全县军民携手共创双拥
模范县的生动场景，描绘了一幅幅无
棣军民鱼水情深的美好画卷，是一首
体现军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
新时代双拥赞歌。

无棣推送歌曲
《渤海湾畔鱼
水情》荣获
省双拥主题文艺
作品三等奖

“五秩萍身寄远涯，椿萱西去似
无家。解馋最念菘鲜饺，消渴常怀素
淡茶。行渐少，聚成奢，清明徐步日
西斜。东归路返回头望，谁向村边送
就车。”一首《鹧鸪天·冷节思双亲》，
情意绵绵，读来使人唏嘘不已。清明
节，词作者张文星先生回乡祭祖，望
着空落落的故宅，用“菘鲜饺”“素淡
茶”两种特定的意象，深切怀念故去
的父母，即使在院中踱步徘徊至“日
西斜”，仍恋恋不舍。车辆启动欲归
滨州了，回头凝望，村头再也见不到
过去拄杖相送的父母身影。可以想
见，诗外的作者，此时肯定是泪花已
经模糊了双眼。

文星兄在我心目中，乃文武双
全、德艺双馨之士。上世纪八十年代
后期，我在惠民军分区政治部工作，
他在地区武警支队任支队长，已有交
集。后来我在市委工作，他在市公安
局工作，我们还一度搭过班子。退休
了，中华诗词的魅力又把我俩吸引到
了一起。相识几十年，实际工作的考
验，使我对他的思想水平、工作能力、
为人处世深感敬佩！前段时间，文星
兄电话告知，想出本诗辑，请我作
序。尽管时值琐事缠身，但我还是顿
感近水楼台之喜，愿撰数言，以尽先
睹之观感。

文星兄诗辑体裁齐全，洋洋洒洒
五百首。拿到汇编后，我仔仔细细地
阅读、品赏。作品中没有矫揉造作，
没有无病呻吟，更无假大空的东西，
惟见贴近自然、贴近社会、贴近人物
而迸发出的真实心声。作品或激越，
或雅静；或喜悦，或悲伤；或愤懑，或
爱怜，我的思绪经常随之波动起伏。
尤其那些抒发家国情怀、故乡之恋、
追忆椿萱的作品，每每使我产生强
烈共鸣，有时甚至咂摸着不自觉地
湿润了双眸。

还是说他对已故亲人的缅怀，如：

母亲节怀吟

石竹风吹四溢香，温馨圣洁奉慈娘。
持家尽悴千般苦，教子衔辛累日忙。
倦眼熬穷宵烛泪，青丝染遍暮秋霜。
谁知欲孝亲非待，草报春晖只寸长。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
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
心，报得三春晖”。孟郊这首《游子
吟》脍炙人口。文星兄这首律诗，在
颔联讲述了慈母持家、教子的辛苦
后，颈联带有浪漫色彩的工笔式描
写，其感染力堪称不下于孟诗。而

“谁知欲孝亲非待，草报春晖只寸
长”，更是化典无形，恰到好处，进一
步表达了相比慈母的养育之恩，自己
因尽孝时间短暂而深感遗憾的心
情。这些发自心底的声音，须是遵奉
孝道这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人，方

能体悟、撰得，亦须是对诗词体裁驾
轻就熟者，方能使读者深受感染和熏
陶。诸如此类作品，还有《中元祭双
亲》《卜算子·念双亲》《苏幕遮·清明
节祭双亲》《忆秦娥·念椿萱传家风》
等，皆感人至深。

对故乡的眷恋，古今诗者大都涉
猎。文星兄这类题材的创作，饱含深
情，多维表达，充分展现了一位游子
深切的桑梓之情。

老宅情深

坯墙土屋位村中，宅院深长两进通。
庭枣百年红素律，家槐十秩翠东风。
庐前榆柳添新绿，房下蔬园有白菘。
草顶秸檐无片瓦，柴门虽陋暖融融。
故乡老宅，分明是柴扉茅屋，但百

年的“庭枣”“家槐”，“庐前榆柳”“房下蔬
园”，却形成了他“暖融融”的乡愁。另
外看：

故乡戏

童时惯看一勾勾，委婉声腔荡故州。
数秩音无常作念，非遗入列幸存留。
中兴艺苑心欢惬，鸿振家山令调讴。
休致悠然怀夙旧，余年最忆是乡愁。
地方小戏，大都有着悠久的历

史。她来自特定的地域生活，有着地
方特有的语言、音调，深受当地群众
喜欢。文星兄虽已离开故乡半个多
世纪，但对当地的小戏“一勾勾”仍情
有独钟。“一勾勾”几近失传，他“常作
念”；闻听列入国家非遗，能够利用这
种形式讴歌家乡的变化，他“心欢
惬”。应该说，这种怀念“夙旧”，仍然
来自对养育他长大成人的那方热土
的无限挚爱。

故乡二字，在文星兄心中占有相
当的分量。家乡过去的贫穷，他着急过；
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变，他满怀激情，热
情讴歌。

醉花阴·改革话乡关

昔日温饱曾不及，尤畏来客急。
囊涩匮油盐，衣换无源，更见寒炊逆。

是今化变乡山剧，上宅家家立。
亮毂泊前庭，宾至兰生，故影成追忆。

再看这首：

乡关巨变赞改革

一路风尘四秩秋，龙腾华域巷歌稠。
欢欣梓里雕梁绰，更喜翁婆按舞柔。
户户宅门停靓毂，村村农械替耕牛。
乡园蹙变庶黎惬，遍处行吟颂九州。
改革开放四十年，城乡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文星兄避开概念
化，不用口号式，从故乡见到的具体
景象入手，融入自己的主观感受，形
成了一组组生动活泼的意象。农村
的新房，院前的轿车，广场的舞众，
农田的机械，老百姓的口碑，都是对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充分肯定，也是
他对家乡沧桑巨变自豪感的真情抒
发。

文星兄一直在部队和公安系统
工作，先后担任地区武警支队支队长
和市公安局政委。在职期间，他多次
立功受奖。2008年1月参加全省平
安建设表彰大会，他被省委、省政府
授予“人民满意政法干警”荣誉称号，
并记一等功。读文星兄的诗词，能够
强烈地感受到他对时代和社会的关
切，倾听到时代的脉搏和社会的足
音。

庆祝建党一百周年大会感怀

百声礼炮震苍穹，旌帜锤镰似火红。
展翅银鹰姿疾劲，扬帆巨舰势威雄。
眺听隽语群情振，回荡强音意志同。
历久弥坚新策举，江山万里铸昌隆。
文星兄有着五十年党龄。在庆

祝党的一百周年华诞时，他怀着激动
的心情，写下了庆祝会场的隆重场
面。读他的诗，似乎看到了立体的庆
祝画面；听到了领袖振奋人心的重要
讲话。“历久弥坚新策举，江山万里铸
昌隆”，这分明是一位赤子从心底迸
发出的对党的赞颂，对国家繁荣昌盛
的诚挚祝愿。

有德必有邻

凡事讲诚淳，为人义色真。
取财应体道，处世尽怀仁。
司政须廉守，兴时莫远民。
恭谦行善施，德厚有周邻。
这首说理式的作品，浓缩了中华

传统美德的精华，诚信、仁慈、谦恭、
明德、亲民、清廉、取财有道、睦邻友
好，既反映了文星兄的内心操守，也
对读者有着很好的教化作用。再请
看：

【越调·小桃红】重修养有远芳
平生处世莫干忙，离远骄奢荡。

多施慈仁砺修养，播华光。智贤侪伍
欣怡畅，贮存善良。初心不忘，行旅
路芬芳。

好个“初心不忘，行旅路芬芳”。
正因为文星兄不忘初心，立身行世有
操守，所以他的人格魅力，深深吸引了
他的发小、同学、战友和同事。

水调歌头·岁杪念同窗
同历冷窗苦，各旅客乡间。岁光

无觉迁逝、惊眼至崇年。五秩分飞离
绪，半世难平念虑，相见诉衷言。岁
杪绽香雪，风雨蚀容颜。

鬓花遍，春色去，志依然。壮心
肄旧、欣遇嘉世更凝坚。深念黉门甘
乐，更忆三冬寒虐，克励不虚闲。但
愿常相顾，同砚一生缘。

五十年前的同窗，相聚一起，畅
谈过去的“黉门甘乐”“三冬寒虐”，慨

叹“岁杪绽香雪，风雨蚀容颜”；虽“鬓
花遍，春色去”，但“壮心肄旧、欣遇嘉
世更凝坚”。词中的正能量满满，为

“同砚一生缘”共同前行增添了不竭
动力。

文星兄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前，
长期从事办公室文字工作，工作职
能加自身勤奋，文化底蕴较深。退
休后，诗书画皆修。专攻山水画、
启功体，多次参加省、市展览。对于
诗词，一首《感怀》可见他的执着。

“诗情勃发趣难迁，撰韵斟词品雅
篇。梦里常浮平仄谱，桑榆不使日
虚旋。”由于刻苦努力，悟性也高，文
星兄的创作水平突飞猛进。2018
年，他的《七律·学大寨驻村感怀》入
围第七届华夏诗词奖，并选入《第七
届华夏诗词奖获奖作品集》。此篇无
须评论，单看部分咏物诗，足以看出
他如今诗词的功底。

咏棉

粉白红黄未列花，虚名不屑一奇葩。
脱绒舍子弘仁爱，风朔凌寒暖万家。

观钓有感（新韵）

潜鳞难御饵香迎，一旦贴唇挂不松。
利欲诱人须警慎，勿因贪念悔终生。
咏物诗，要求“体物肖形，传神

写意”“不沾不脱，不即不离”（明·
屠隆语）。《咏棉》中没有刻画棉花的
具体形态，但融入了作者的主观意
识，用拟人化的手法，赞扬了棉花不
屑虚名、“脱绒舍子”的奉献精神，使
万家百姓在“风朔凌寒”中获得了温
暖。“棉花精神”，应是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的应有之意，也是人生价值的
一种高层次追求。而《观钓有感》，
用人们耳熟能详的垂钓过程，非常
贴切地写出了警世之语，可谓俗中
见雅，俗中见新。

“天籁自鸣天趣足，好诗不过近
人情”（清·张问陶语）。纵观《韵语心
声》诗辑，文星兄崇尚自然，去伪存
真，追求“天籁”“天趣”，崇尚“近乎人
情”，真正写出了自己的真性情、真怀
抱。相信在今后的人生旅途中，文星
兄会更加自然地抒写真情实感，会向
诗友、向社会奉献出更多的优秀作
品。

壬寅桂月于听芦轩
马明德，笔名鲁仁、听芦轩主。

山东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山东诗词学
会散曲工委副主任、《历山诗苑》副主
编。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齐鲁晚
报》青未了·风雅颂栏目特邀编辑。

《诗词月刊》格律诗词创作研究班学
术顾问。滨州市诗词学会会长。著
有《听芦轩诗词》。第二届山东省优
秀诗人。

好诗不过近人情
——序《韵语心声》

马明德

济南大明湖有一副非常著名的对
联：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
此联已成为济南对外宣传的城市名片。
滨州邹平东平村保存有四通石碑，上
面刻有同样的对联。大明湖的对联和

邹平东平石刻上的对联内容一致，
但到底谁早谁晚，二者又有什么样
的关系，至今还是一个谜？

东平石刻的发现

邹平的这几通石刻位于
焦桥镇东平村原学校教室内，
共四通石碑，长条形，皆高133
厘米、宽45厘米、厚15厘米。
四碑正背八面皆有文字，其中

两面刻有清代四大书法家之一铁保题
写的清代诗人刘凤诰《咏大明湖》中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
的名句。其中上款为：“甲子七月，偕
金门学使小集大明湖，金门得句，遂书
之，以记一时师友雅会，觉湖光山色，
亦叹兹游也。”下款为：“梅花菴侍者
铁保。”引首章为：“茶半香初之馆”。

落款章为：“铁保之（私）印”和“大中
丞章”。

这些石碑最初是被砌于袁家东
祠堂墙壁内的，外面还挂了石灰，看
不出来。1968年，袁家祠堂被拆掉盖
了学校。人们在拆东祠堂的时候，拆
出来四块碑。当时，学校校长张秉刚
和村里的民兵连长何晋元，认为这是
袁家为数不多的文物了，得保护起
来，就把它们偷偷地藏在了张校长的
床底下。改革开放后，原来的民兵连
长何晋元已成为村支书，便安排把石
刻重新立在了学校里面。四块碑现
由村委会保管，保存状况良好。

刘凤诰与铁保

“金门学使”指刘凤诰。刘凤诰
(1761年-1830年)，字丞牧，号金门，
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赤山镇观泉村
人。1789年(清乾隆五十四年)己酉科
进士第三人(文探花)。乾隆称刘凤诰
为“江西大器”，更多的人称他为“江
西才子”，著有《存悔斋集》三十二卷、
《五代史记注》七十四卷、《江西经籍
志补》四卷等。刘凤诰曾任湖北、山
东、江南主考官和广西、山东、浙江学
政，权衡选拔文士，名声远播，并在乾
隆年间被封为太子少保，担任过吏、
户、礼、兵四部的侍郎，又称卿贰。道
光元年(1821 年)，因病呈请回家调
理。道光十年(1830年)，病逝于江苏
扬州。

“梅花菴侍者”指的是铁保。铁
保(1752年－1824年)，字冶亭，号梅
庵，本姓觉罗氏，满洲正黄旗人，著名
书法家。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中进
士，授吏部主事，后升为郎中、户部及

吏部员外郎、翰林院侍讲学士、侍读
学士、内阁学士。嘉庆四年(1799年)，
因弹劾官员过当被贬到盛京。不久，
以吏部侍郎出任漕运总督。嘉庆十
年(1805年)，升任两江总督，赏一品顶
戴，成为管辖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
的最高军政长官。嘉庆十四年(1809
年)，发生山阳县令王伸汉冒赈、鸩杀
李毓昌事件，铁保遭到免职，流放新
疆。道光初年告病退休，道光四年
(1824年)去世。

铁保以文章和书法驰名朝野，曾
任《八旗通志》总裁，并将旗人诗文编
为《白山诗介》134卷，个人作品则编为
《惟清斋全集》。铁保是满人中最著名
的书法家，与成亲王永瑆、刘墉、翁方
纲，称为“清朝四大书家”。书法早年
曾学“馆阁体”，后学颜真卿。他谪居
吉林时仍勤于临摹古法帖，引起眼病。

对联的出处

嘉庆六年（1801年），刘凤诰来
山东主持乡试，随即授任山东学政。
嘉庆八年（1803年），铁保始任山东
巡抚。嘉庆九年（1804年）七月，刘
凤诰即将奉调回京任实录馆副总裁，
铁保邀友人聚宴沧浪亭为其送行。
席间，刘凤诰面对良辰美景，脱口吟
出“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
湖”的名句。众宾赞不绝口，铁保即
席挥毫。后人将对联刻在木板上，挂
在沧浪亭门柱上。但是后来，木刻对
联不知何因失踪不见了。

1951年，省城的城建规划专家
张国梁、门志清带领工人疏浚大明
湖南岸万寿宫院内河渠时，从淤泥
中挖出了刻有该名联的两块条石。

他们安排工人用地排车送到当时位
于铁公祠的工程处存放物料的仓
库。修建铁公祠时，相关负责人决
定将其镶嵌在西廊洞门两侧，于是
这副名联重见天日。不过据济南学
者考证，这两块碑也不是原碑了，都
是后来翻拓的，具体何时翻拓的不
好说。

东平石刻对联的来历

据邹平地方文史工作者考证，东
平石刻所见石碑应为济南大明湖的
原碑，而现在大明湖上的对联和市面
上的拓印本皆源于此，并考证这四通
石碑是曾任清吏部尚书、刑部尚书、
直隶总督的袁守侗从刘墉处得来。

根据碑文上下款得知，该联是刘
凤诰于嘉庆九年（1804年）七月在铁
保聚会上才有的，刘凤诰的联，铁保
的书丹。而袁守侗则逝世于乾隆四
十八年(1783年)五月，终年六十岁，比
刘凤诰和铁保写出对联早了21年。
也就是说，这副联是在袁守侗逝世21
年后才有的。而且，此联写成之后不
到两个月刘墉也去逝了。所以不存在
袁守侗于刘墉处取得该石刻的可能。

大明湖现存的和邹平的这几通
碑应该都不是原拓，原拓应是木刻楹
联。后人见其联好，木质又亦损坏，
便用石头重新刻来收藏也是
有可能的。但这几块碑都是
清代的老碑没有问题。后来
袁氏后人在刘墉后人处得
到，也极有可能，但这已不好
考证了。

(作者单位：滨州市博物馆）

邹平“四面荷花三面柳”
石刻来历成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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