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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塘下文艺圈里，书法“玩”家张金国在圈内小有名气。
说到与书法的情缘，他并不像其他的书法家一样，科班出身、
专业所致，而是因为坚持了儿时的爱好，将书法写入自己的人
生，成就了一段书法情缘的佳话。

儿时的爱好成为终身的“伴侣”

张金国与书法的不解情缘

“说起与书法的渊源，那得

追溯到小学时期。”记忆的匣子

打开之后，张金国清晰地回忆

起，从上小学起，他便是个兴趣

广泛的学生，喜欢绘画，照着小

人书里的图案白描；喜欢书法，

买字帖照样临写；也爱好打乒

乓等球类运动。上了初中，爱

上钓鱼，喜欢健美，热衷台球

……兴趣爱好随着年龄增长不

断发生改变，唯有书法却始终

如一地坚持下来。

“小时候练习书法，仅是

临帖自学，尚无老师教导，纯

粹是课余兴趣。”张金国告诉

记者，读高中时，学校里开设

了书法课程，练书法的兴趣便

更加浓郁了。当时，他的书法

作品在学校里还小有名气，也

参加了一些学校乃至社会上

的书法比赛，亦有获奖。塘下

区书法比赛“一等奖”令他记

忆犹新，虽然这已是近三十年

前的事了。

本报讯（记者 黄国夫）“大

家喝慢一点，不用急，粥还有很

多。”“小心烫，吃不饱可以再来

盛。”3月8日凌晨6时许，天还

在下着雨，龟山村村口的阳光茶

亭内已经亮堂堂的，爱心粥铺的

志愿者们不畏风雨，在雨棚下整

理桌子、摆碗、分小菜……

“元宵节过后，回家过年

的新居民大多回塘下了，我们

的爱心粥铺也重新开张，为大

家提供早饭。”志愿者王娟娣

一边整理着桌子一边说。

早在前一天，爱心粥铺的

志愿者就已经忙开了。“因为

下粥的小菜差不多用完了，我

们就到东山那边买了些。”

“考虑到这是新年第一次

施粥，有些人还不知道，再加

上这几天的阴雨天气，所以我

们只煮了 5 个高压锅的粥。”

王娟娣说，原本打算在第一天

为大家免费配送面包，但是考

虑到人数无法预测，准备等以

后人数相对固定时再配送。

“呲”的一声，随着高压

锅盖被揭开，热气便腾腾地往

上冒，弥漫住了整个茶亭。虽

然下着雨，但是一些早起的人

已经在茶亭前等候。

来自安徽的环卫工人李老

伯是爱心粥铺的常客，每天这

个时间点都会准时过来，喝上

两大碗白米粥，再继续工作。

“春节期间爱心粥铺没有

开放，我基本都是空着肚子工

作。”李老伯笑着说。

一碗白米粥下肚，李老伯

又去盛了一碗。

“你们年龄也都60多了，还

这么辛苦地为我们做善事。我

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祝愿你

们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李老伯感激地说。

龟山村爱心粥铺
前日重新开张
喝粥老人新春祝福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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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是儿时始唯一坚持下来的爱好

高中毕业参加工作后，对

于书法的热衷并没有减弱，但

因为一直以自学为主，张金国

感受到书法之路遇到瓶颈，书

写之道不得法而难以突破。直

到有一天，他去市区虹桥路买

衣服，路上偶然看到一张红纸

张贴的“招生广告”，那是他书

法生涯中的首位良师林进鹏开

设书法班的广告。当时，张金

国被红纸上的毛笔字深深吸

引，这些字与他平日里所临写

的“颜柳体”截然不同，却那

样遒劲生动。求知欲促使他拨

通红纸上的电话。电话里，林

进鹏告知他招生仅针对小孩，

不招成人。在张金国的诚恳坚

持下，林进鹏说：“那你把你的

书法作品带给我看看。”

当看了张金国的书法作品

之后，林进鹏给予了肯定，并

称赞他“有眼力”，他招生广告

上写的毛笔字是魏碑体，是他

刚刚从杭州中国美院跟教授进

修学来的。为此，他破格让张

金国与小孩子一起坐在书法班

里，从一笔一划开始，每周一

二节课重新正统地练习书法。

断断续续地学了一两年

后，林进鹏又将张金国介绍给

他自己的老师——中国美院的

书法教授祝遂之先生。

1999年，当时，刚刚当上

父亲的张金国在妻子的支持

下，远赴杭州跟随祝遂之教授

学习了整整一年的书法。直到

今天，他依然非常感恩那一年

的系统学习，他说，“那一年是

书法生涯中获益最大的一年。”

机缘巧合走上学习书法的“正道”

学习归来之后，尽管期间

也有过创业、经商的经历，但

张金国时常会花上大量的时

间钻研、练习书法。2006 年至

2013 年期间，他经常参加全国

性的比赛，书法作品十余次入

展。2008 年，他如愿加入了中

国书法家协会。如今，他还担

任了瑞安市书协副主席、温州

市书协理事等职。

多年来，张金国养成了每

天早上练字的习惯，经常一坐

就是三四个小时。因为长期

久坐低头，他的颈椎、腰椎深

受影响，但这些丝毫没有削弱

他对于书法的热忱。他笑言：

“书法已经成为生命中的第二

个老婆。”

除此之外，凭借对于书法

的热衷，并秉承“独乐乐不如

众乐乐”的思想，张金国连续 5

年开办成人书法公益班，免费

教授书法爱好者 400 余人次；

每年春节，他还会与一群志同

道合的“书”友开展送春联活

动；受聘到塘下镇实验小学的

书法社团给孩子们义务执教；

受邀为瑞安市公用集团的中

层干部授课；2014 年元旦至今

年元旦期间，他连续两次分别

以“论语”、“孟子”为主题，在

岑岐村宝坛寺开办个人书法

作品展。

书法成为生命中的“第二个老婆”

本报讯（见习记者 林翔翔）

3月8日，鲍五村叶氏宗祠门口

鼓乐齐鸣，该族氏10年一次的

族谱修缮工作圆满成功，圆谱庆

典吸引了各方同族后裔前来参

加。此次修谱于2014年农历2

月13日（公历3月13日）开始，

农历 12 月份圆谱，历时 10 个

月，投入资金100多万元。

当天上午 7 时，鲍五村叶

氏宗祠门口吹鼓奏乐，热闹非

凡。宗祠所在的小道两旁，每

家每户的大门口挂上了红绸

带，女性身着统一旗袍，手持

印有“世界叶氏联谊总会”标

志的红旗子，整装待发。

9时30分，迎谱祭祖的队

伍在巡游后回到了叶氏宗祠，

各房房长身着彩绸，在祠堂里

向祖像鞠躬，之后便领走各房

宗谱。当天中午，祠堂设宴97

桌，族人共聚一堂。

据了解，鲍田叶氏始迁祖

日隆公1328年生于福建福清，

元顺帝至正十三年（1353年），

福建遭遇兵变，日隆公到台州

玉环避难，后在明太祖洪武初

期转迁到鲍田，繁衍子嗣，从

业农耕、渔业和制盐等。

该祠五房是第九世分派，

族人以鲍五村为居住集中地，

向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迁

移，目前七世同堂，人口已发

展到4000多人。在世辈分最

大的为“祥”字辈，有6人，接下

去依次为“乃”、“笃”、“挺”、

“得”、“颖”、“长”字辈。年纪

最大的为“乃”字辈叶乃火老

人，今年92岁。

“宗谱是中华民族民间血

缘关系的证明，有了宗谱，子孙

后代寻根问祖就有了依据。”该

族修谱委员会总负责人叶岩松

老人说，为了做好修谱工作，该

委员会 26 位成员挨家挨户进

行人口采访登记，不远万里到

全国各地寻找宗亲。虽然辛

苦，但是看到叶氏枝繁叶茂、兴

旺发达，他们由衷开心。

[相关链接]
圆 谱 是 编 修 宗 谱 的 重

要环节。宗谱是一种以表谱

形式，记载一个家族的世系繁

衍及重要人物事迹的书，对于

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

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

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

塘下鲍五村叶氏再圆谱
七世同堂，4000 多口人，“祥”字辈居长

[编者按] 塘下历来崇文尚艺，文艺人才辈出，文化事业繁荣。不少民间高手在书法、绘画、收藏等领域，将爱

好与特长“玩”出了名。今起，《今日塘下》特推出“塘下‘玩’家”栏目，向读者展示塘下的各类草根精英，同时，也欢

迎您提供报道线索。

送宗谱送宗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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