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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到一副嵌名对联，十分喜

爱，其文如下：“金色年华，方启慧心通大

道；秋光银汉，舟飞远景待良才。”这是邵

阳金秋方舟高级中学大门联。作者为中

国楹联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楹联最高奖

和楹联理论最高奖获得者邹宗德先生。

其作品以“厚重沉稳、典雅精致”著称，得

到内行称许，也为广大读者所喜爱。

这副对联采用嵌名形式，四个分句

的首字来自“金秋方舟”校名。这种嵌名

法不比一般的嵌字，难度是很大的。但

这联读来却毫无斧痕，天衣无缝，堪称

大手笔。

首句“金色年华”，高屋建瓴，笼罩

全篇，给作品定下了一个鲜明的基调。

既紧扣青春期风华正茂的学生，也暗示

这是一所崭新的学校，还让人联想到丰

收的秋天。这个充满无限活力的句子，

无疑给后面的发挥留出了无比广阔的

空间。第二分句写出学校的功用：启智

入道。启智是学校的根本宗旨；道字语

义双关，既有“遵道而行”的意思，又能

产生“康庄大道”“阳光大道”之类的联

想。“启”“通”二字妙，暗示教育是一个

漫长的过程。下联紧承上联，由时间转

入空间，过渡自然。“秋光银汉”，这是一

个无比阔大的境界。“银汉”一词极妙，

画面感极强，同时为“舟”的出现布置了

场景。“舟飞远景”用的是虚笔，把读者

的想象引向更广阔的时空。“远景”正是

一个囊括时间和空间概念的词。这里的

舟，让我想起宇宙飞船和我们的航天事

业，于是“待良才”又有了着落。良才从

哪里来，当然得靠教育，主题最终的落

脚点又回到学校。短短两个分句，环环

相扣，手法上密不容针，境界上却不止

疏能走马，甚至可开宇宙飞船，浩瀚无

穷。这充分显示作者驾驭文字的功力。

我们自然会联想到“到中流击水，浪遏

飞舟”的句子，豪迈之情便油然而生。当

然，银河里是没有水也没有舟的，可是

作者这种“无理而妙”的表达，读来不但

毫无违和感，反而给我们一种理所当然

的视觉艺术享受。回到现实，“待良才”

道出了一个切实的问题：一切事业成功

的关键是人才。一个学校如此，一个地

方、民族和国家，无不如此。最后一个分

句采用逆笔，先虚后实，和传统的写法

截然不同，让人耳目一新。

总体而言，虚实相生、大开大合是

这副对联的显著特征。上联以时间为纬

线，从学生的视角切入；下联以空间为

经线，从教师的角度考虑，把整个时空

浓缩在看似有限又无限的意境之中。仿

佛是一个能大能小的乾坤袋，容纳了我

们想要读到的一切，却又一字不移。

这副对联和这所学校，相得益彰，

相映成辉。未来，过程也许会有波澜，但

收获必定十分美丽！谁驾方舟，荡过了

那个金秋？是你，是我，是所有向往美好

并为之努力奋斗的人们！

（伍玉求，中国楹联学会会员、邵阳
市诗词协会副主席）

思想者营地

虚 实 相 生 大 开 大 合
——邹宗德先生楹联新作浅析

伍玉求

每当夜幕降临，我抬头仰望

那满天繁星，心中总会涌起一股

难以言喻的感慨。正如《邵阳院

士》一书中所提到的，“星空浩瀚，

探索不止”。这句话如同夜空中最

亮的星，照亮了我的心灵，引领着

我向着未知的领域勇敢前进。

我从书中了解到王赤院士的

故事。那颗划破夜空的流星激发

了他的好奇心。他提出疑问：“星

星从哪儿来？”这个问题，就像一

颗种子，在他心中萌芽生长，最终

长成了参天大树。这让我想起了

一句名言：“好奇心是智慧的开

端。”正是这份好奇心，推动着王

赤院士不断地探索与求知。

王赤院士的成长之路并不平

坦，但他始终保持着那份对科学

的执着与热爱。他曾说：“一个人，

有正确的学习态度、好的学习习

惯，非常重要。”这句话提醒我，学

习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它需

要持之以恒的努力和良好的习惯

作为支撑。古人云：“学如逆水行

舟，不进则退。”这意味着，我们在

学习的路上不能有丝毫松懈，必

须勇往直前，不断进步。

最让我感动的是，王赤院士

在国外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之

后，毅然选择回国，为国家的科学

事业贡献力量。这种“将个人事业

融入祖国的发展之中”的精神，让

人肃然起敬。这不禁让我想起了

“饮水思源”的古训，它告诉我们，

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能忘记自己的

根。王赤院士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诠释了什么叫作不忘本、不忘根。

王赤院士不仅是一位杰出的

科学家，还非常关心青少年的成

长，多次回到家乡开展科普活动，

鼓励孩子们热爱科学。王赤院士

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一个人的

成功不仅仅在于个人成就的大

小，更在于能否用自己的知识和

能力来帮助他人、回馈社会。我希

望有一天也能像他那样，用自己

所学的知识回报社会，帮助更多

的人。

总而言之，通过阅读《邵阳院

士》这本书，我深刻体会到了什么

是责任、什么是梦想、什么是奉

献。“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

远。”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要

以王赤院士为榜样，树立远大的

理想，勤奋学习，勇于探索。只要

我们保持初心，坚守信念，就能克

服困难，实现自己的梦想。

（指导老师：邱艳华）

传 承 院 士 风 范
争 做 有 为 青 年

邵阳市五中 503 班 周权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

的这句诗，道尽了多少中华儿女

对祖国的深情眷恋。其中，邵阳籍

院士用自己的热血，书写了一曲

曲壮丽的爱国华章。

“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

秋叶丹。”从“毕生报国，军医强盾

立功勋”的蒋建新院士，到“志存

高远，科研潮头敢攀登”的戴永久

院士，再到“敢想敢干，登云步月

敢问天”的于登云院士等，为了国

家尊严和荣誉，他们扎根科研几

十年，用生命撑起社会进步的“天

梯”。他们是国家的脊梁，人民的

希望。他们的事迹，如同一颗颗璀

璨的星辰，照亮了中华民族的历

史天空；他们的精神，如同一股股

强大的力量，推动着中华民族不

断向前发展。

从互联网经济的蓬勃兴起，

到智能创造的不断突破；从美丽

乡村的建设，到城市智慧治理的

探索，邵阳人始终勇立潮头，敢为

人先。在国家大义面前，邵阳籍院

士躬身大地，苦心磨剑。他们的壮

举，激励着无数后人前赴后继，为

了国家的尊严和荣誉而奋斗。

“于高山之巅，方见大河奔涌；

于群峰之上，更觉长风浩荡。”我们

要以他们为榜样，胸怀祖国，热爱

人民，努力学习，为实现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指导老师：肖波）

榜 样 的 力 量
邵阳县塘田市镇中学 周芷涵

2016 年，时年 86 岁的涂玉书老

先生赠我一本《涂玉书自选集》。此

书由蒋建国题词、傅治同作序，收

录散文、随笔 183 篇，内容涵盖邵阳

的地理典故、名人轶事、文物考证、

街巷变迁、民俗风情等，堪称介绍

邵阳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涂玉

书先生的一生，正如傅治同老教授

所言：“他像一颗生命力极强的种

子，撒在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

开花结果。”

涂玉书先生生于邵阳，长于洪

江，18 岁时在《西南日报》发表题为

《一塔湖图》的漫画，暗讽国民党统

治“一塌糊涂”。土匪打进洪江时，

他辍学带着弟弟到靖县开了文具

店维持生计。1950 年，朝鲜战争爆

发，20 岁的他参加中国人民志愿

军，干上了文化宣传工作。期间，他

发表的木刻作品《驻地傍晚》还获

了奖。转业后，他到国营芦台农场

当了工人，期间他写的稿子发表在

《河北日报》《光明日报》等刊物。后

来，一南下干部要求同他对调，涂

玉书先生便回到了家乡邵阳群众

文化艺术馆。接着，他来到市松坡

图书馆，干起了整理古籍的工作。

涂先生每转换一个角色，都干

得有声有色。他的画家、篆刻家梦

想实现了，郭沫若还亲自为他的篆

刻题签；他的书法家梦想实现了，

他的作品入选《中国书法选集》等

多种刊物……他的梦外之梦想实

现了，他成了图书管理学研究员和

考据学家。二十余年间，他把松坡

图书馆 4 万多册古籍整理得井井有

条，编写了 16 万余字的《馆藏中国

古籍书目及索引》，发现并考证大

量古籍善本、孤本。著名的《明拓本

泰山金刚经》，便是他在堆积如山

的古籍中发现、整理、修补的孤本

之一。

学林漫录

涂玉书先生其人其文
伍想德

讴歌真善美

有一种漫画叫歌颂漫画，简言之，

就是讴歌真善美，颂扬社会上先进的人

与事的一种漫画。

于化鲤的漫画《新大合唱》，画的是

一幅十分壮美的中国地图。在这幅地图

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泱

泱中华的 56 个民族在这里引吭高歌，

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振兴中华！

月夜，一栋大楼灯火辉煌。细细一

看，大楼亮着的那些窗格子，是由“科

研”二字组成。这是李时民的一幅漫画

所描述的场景。我在一幅漫画中，画了

一位妻子去探望许久未见的丈夫。她见

到丈夫那张瘦削的脸时，心疼地说：“你

整天忙的，至少掉了十多斤肉。”丈夫指

着那一大堆科研资料说：“没有掉，都在

这里。”以上两幅漫画描述了科研人员

对科研事业的敬业与献身精神。

王景峰有一幅著名的歌颂漫画《未

婚妻的家》。画中，山岗上有几栋草房，仅

有一栋瓦房。瓦房上架有电视天线。山脚

下，一对农村未婚男女正在细语话别。未

婚妻说：“你下次来记住了，带天线的瓦

房就是我的家。”等小伙子再来，只见山

岗上的草房全部变成了瓦房，带天线的

也有好几家。哪一栋才是未婚妻的家呢？

小伙子一时傻了眼。此作创作于改革开

放初期，当时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

承包，很多农民开始致富，就连穷乡僻壤

的山村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此作就是

歌颂改革开放的一幅漫画。

我在漫画《胜似亲人》中，画了两个

不同却又相似的场景。一个是在战火纷

飞的年代，一位民妇冒着枪林弹雨，将

一位人民子弟兵伤员从前线背到后方

来养伤。另一个是在和平年代洪水袭来

的时刻，一位人民子弟兵不顾个人安

危，将一位老大娘从即将坍塌的危房中

背了出来。同样是背，同样是救，彰显了

军民之间的鱼水情。

人贵有自知之明

常言道：“人贵有自知之明。”然而，

缺乏自知之明者还是大有人在。

首先，我想举出的是叶春旸的一幅

著名漫画《一对小花狗》。在这幅漫画

中，我们看到的是一对在外形与神态上

没有什么差异的小花狗，在两面不同的

哈哈镜前，照见了它们各自被扭曲的外

形，于是便产生了不同的反应。在凹镜

面前的那只小花狗，看到自己被放大了

的形象，以为自己本来就有这么高大，

因而目空一切，翘起尾巴，神气十足。而

在凸镜面前的另一只小花狗，看到自己

被缩小了的形象，便以为自己多么渺

小，于是耷拉着耳朵，夹着尾巴，缩着身

子，自卑感油然而生。

我在漫画《两面镜子》中，描述了某

公先站在一面平面镜子前，照见了自己

的本来面目。尔后，他又来到一面哈哈镜

前，看到了自己变了形的高大魁梧的形

象。结果，那面平面镜子被他砸得粉碎。

清晨，一只公鸡来到林中散步，它

头上沾了树叶上滴落的三滴露水，便将

自己的鸡冠当成了皇冠，于是趾高气

扬，得意忘形，尾巴翘得天高，并狂妄地

称呼自己为“朕”。这是我的漫画《头上

沾了三滴露水》所描述的场景。

我的另一幅漫画《自我感觉》，描述

了某公对待批评与表扬的不同态度。他

将批评的话当作压在背上的沉重包袱，

因而垂头丧气，裹步不前，而将表扬的

话当作助他扶摇直上的热气球，于是便

忘乎所以，飘飘然起来。

以上几幅漫画描述了一些人在某

些外在因素的影响下，不能清醒地审视

和认清真实的自我。还有一些漫画描述

了一些人采取装、吹、偷等伎俩以美化

自我，这是一种愚蠢、卑劣之举。

母鸡在下蛋以后，总要叫一会儿，

其目的或许一是向主人报告，二是向主

人邀功。王者琦在漫画《某公下蛋》中，

画了象征某公的母鸡在下了一个小小

的蛋（比喻为成绩）以后，便“个大，个个

大”（咯哒的谐音）地叫个不停……

刘庆涛有一幅漫画，叫作《文丑》。画

中，一位文人正在窃取他人作品作为脂

粉，往自己脸上涂抹，以美化自己。当然此

作中的文丑，并非东汉末年那个叫文丑的

猛将，也不是戏曲中叫文丑的角色行当，

而是指文化界的丑事或文人中的丑类。

南郭先生在闻听齐湣王要求每个

人单独吹竽以后，便逃之夭夭。然而，时

至今日，他还是心有不甘。我们在纪顺

安的漫画《南郭新传》里，看到了南郭先

生在旁无一人的舞台上，举办了他的独

奏音乐会。观众看到了他在用嘴吹竽，

同时也听到了美妙的音乐。难道是南郭

先生今非昔比，学有所成了吗？不！原来

是他还在故伎重演，他利用幕后那台收

录机，与他合演了一出“双簧”。南郭先

生还通过交“入典”费，其“大名”入了

《音乐家人名辞典》，从而如愿以偿地成

了一位所谓的“知名”音乐家。

（李化球，邵阳人，湖南省美术家协
会会员）

书坛画苑

漫 画 琐 谈 （四）

李化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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