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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曙光：1972年12月生于江苏阜宁，现居常州。幼
受家学，6岁习画。

17岁赴南京求学。在省出版学校期间，得著名画家
周海歌先生指导，学习绘画，后随著名书法家陆衡先生习
书。初学唐楷、魏碑，后习行书，隶书。

追求豪迈中见灵动的风格。
1993年7月来常州，从事绘画工作。后深造于东北

师范大学汉语言专业，南京艺术学院书法本科。1999年
起先后担任常州轻工业学院、江苏城市职业学院客座讲
师，2009年9月起担任常州工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特聘
讲师。2019年随崔胜辉老师学习书法，潜心研究篆隶。

作品曾获中国书法家协会培训中心教学成果展三等
奖，中央电视台第四届中国书法篆刻电视大赛成年组优
秀奖，林散之奖；南京书法传媒三年展佳作奖等多种奖
项；曾入展纪念祝嘉先生诞辰100周年全国书法邀请展，
纪念苏东坡逝世900周年名家邀请展，江苏省第四届书
法新人新作展，江苏省第四届美术作品展，江苏省第六届
水彩画展，米芾杯首届教师书法大展，浙江省首届隶书大
展等多种展览。现为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民进常州开
明书画院常务副院长，民进常州文化支部副主委。省美
术家协会会员，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常州书法院特聘书
法家，常州画院特聘画师。常州培艺堂美术馆馆长。

已经记不清到底是啥时候认
识曙光老师了，好像是十几年前？
反正起码十年。曙光老师给我的
第一印象就是踏实，无论是身形还
是言谈，都感觉这个老兄做事情肯
定很踏实，当时还没看到他的字，
心里想这人肯定写字也是踏踏实
实的。

后来，有一次参观曙光和孙
辉老师的双个展，算是第一次对
曙光老师的作品有了一个全面
的认识，果然不出我所料啊，真
草篆隶，笔笔认真，虽然可能没
有那么多“灵机一动”的出人意
料，但是看着就觉得路子正、用
笔静、气息稳！

不久前，曙光兄和辉哥又个
展了，“光辉玄览”，曙光老师又发
来了部分近作，让我说几句，好，
那我就说两句！

第一句，正大气象。
现在的隶书创作，无论是多

大多小的展览里都充斥着各种各
样的“大头娃娃”，好像一夜之间
隶书的传统只剩下“好大王”或者

“假好大王”了，那憨憨的姿态和
一丢丢大的小短腿虽然也很可
爱，但是看多了自然觉得疲惫。
再加上那毕竟是远离中原核心文
化圈的“老少边穷地区”出来的，
作为一个品种，自然无可厚非，但
是那绝对不应该成为大家追捧的

“主流”。对待这个时风，曙光老
师的做法非常值得学习，就是坚
持“汉碑”，坚持写“正大气象”，给
你点赞。

第二句，兼修五体、一体独
善。

对于学习书法，是“五体并
进”还是“兼修五体、一体独善”，
这个讨论一直存在也一直没有答
案。虽然我自己是走了“五体并
进”的路，但是我在跟大家聊这
个话题时，给很多朋友的建议反
而是“兼修五体、一体独善”，曙光
老师走的也是这条路。人的精力
毕竟有限，尤其是我们现在都是
人到中年，各种杂事牵扯颇多，能
挤出时间来修习自己的爱好已经
不容易了，没必要五体都弄到啥
地步，否则能把自己累半死也没
啥好结果（我就是个反面例子）。
曙光老师的五体学习很明显都是
在为他的隶书创作服务的，这说明
他学习的目标非常笃定，我就缺乏
曙光老师这样笃定的追求和探
索，再点个赞。

两句说完了，该结尾了，希望
曙光老师继续笃定地走在自己选
择的道路上，不断奋勇前行，踏实
的人嘛，做事情咱放心！

——小议曙光老师书法

坚 持 自 己
陈 鹏

岁岁有春节，年年味不同。
小辰光，确实是掰着手指头盼望

过年。过年时，有好的吃，也能吃好
些，还有几毛压岁钱可花。大年初一，
天刚蒙蒙亮，我就嚷嚷着起床，满村子
跑去拜年，遇上小伙伴们便自动会合，
有时呼啦啦一群人，都快要挤爆主人
家的堂前屋。那时，条件好的人家能
给块红纸包着的小方糕，一小把硬糖，
若要有幸得到几粒上海的“大白兔”
奶糖，一定要留藏起来，最后才吃，奶
糖吃完后，糖纸还要夹在书本里回
味。拜完年，抚摸着衣裤里面鼓胀的
口袋，觉得自己就是最幸福的人。

少年时，逢年关，父母便称几斤黄
豆、数斤米细（乡下用竹筛子筛下的细
米或碎米），让我拿到作坊中去加工。
豆腐坊中，作坊主是一手牵磨，一手添
豆，在“吱吱嘎嘎”的石磨声中，白花花
的豆浆便沿着磨盘边汩汩流淌下来，
我也会自告奋勇上前搭把手，时不时
帮助师傅去推下石磨、添把豆子。黄
豆磨成原液，再经过浆、熬、点、压等步
骤，我方能提着一篮豆腐回家，其间最
好的赏赐是喝到一碗热腾腾的豆浆。

在糖坊中，制糖师傅们单衣薄裤，在热气
氤氲中穿梭甩拍。这里师傅的活是帮不
上忙的，我只能紧挨着自家竹篮，坐着呆
等。如中午时分还未轮到取糖的话，肚
子饿得实在受不了，便央求师傅割一小
块麦芽糖给我，既填饱肚子，又解了馋
瘾。因此记忆中的年味是豆浆味和麦芽
糖味。

后离家求学，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
春节在家尽量多待几日也成了我的心
愿。在外工作的、上学的年轻人似候鸟，
都如期回来了，青春年少，大家有聊不完
的话题，讲不完的故事。上世纪80年代
初期，春节联欢晚会刚刚走入寻常百姓
家，大叔家率先盖起了二层楼房，购买了
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大家最开
心的事便是年夜饭后围坐一起，看春节
联欢晚会的现场直播。“冬天里的一把
火”不仅点燃了“我的中国心”，也让我知

道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年夜饭中便
增添了“春晚味”。

走在超市中，望着那些青涩的假期
打工者，我忍不住回首当年。大学的寒
暑假，我基本也是这样过的。尤其是大
二的寒假，我在常州延陵路的一家副食
品公司打工，因年关生意特别好，回家的
时间便被一天天拖延。当年村上还未有
家庭装上电话，我无法告知准确的归
期。当我怀揣打工挣的100元，于小年
夜晚上赶到家中时，母亲哽咽了：“回来
就好，回来就好。”后来婶婶悄悄告诉我，
母亲天天到村口的小桥边等我盼我。那
时的年味多了几分“打工味”。

大学毕业工作4年后，因实行“分税
制”改革，税务系统扩招公务员。我便抱
着试试看的想法去报考，报名后才知道
考试的艰辛——40多天要完成7本备
考书的学习。对于我这个理工男来说，

财务、税收知识，一切要从零学起。于是
那年春节回家，我起早摸黑地复习。春
节清晨，我起床在一楼的八仙桌上学
习。半小时后，父亲蹑手蹑脚地从楼上
走了下来，打开屋内的所有灯盏，悄无声
息地准备着红包、枣茶、糖果、花生等过
年物品。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得偿所
愿。因此，时至今日，年味中始终弥漫着

“赶考味”……
眼下，龙年春节又在眼前。我照例

精心挑选好数副春联的文案，发到家庭
微信群中进行投票，结果一出，儿子便立
即泼墨挥毫，并且负责将其裁剪粘贴
好。电话中与父母商议好要购置的年
货，敲定好兄弟姐妹们相聚的大体时
间。妻子负责扫尘，清洗衣被，蒸煮馒头
馄饨。我给地板打好蜡，对家中的水电
气等设施设备进行例行的维护。热腾的
蒸汽，忙碌的身影，开心的笑语，弥漫在
家的每一处空间。

只有经过年味的熏烤，年才会渐渐
有轮廓。正如季羡林老先生所言：“年，
像淡烟，又像远山的晴岚。我们握不着，
也看不到，但当它走来的时候，只在我们
的心头轻轻一拂，我们就知道，年来了。”

胡雪峰

年 味

景德镇，一城瓷器半城窑，从
五代开始制瓷，在宋元时以青花
瓷闻名天下，明清瓷器更是精美
绝伦。带着对瓷都的景仰，去年
暑假，我们随侄女一家自驾前
往。一路上，车内循环播放着周
杰伦的《青花瓷》，悠扬婉转的曲
调和优美华丽的歌词交相辉映，
而那句“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
你”，恰如我们的心情。

历经9个小时，傍晚时分，我
们来到了景德镇。由于所住的酒
店就在御窑博物馆附近，而博物馆
开放到晚上10点，我们前去打卡。

御窑街区狭窄的小巷曲折密
布，那高高的烟囱，巷口垒起的柴
火堆，矮墙上随意摆放的瓷瓶，鳞
次栉比的瓷器店，都让我们欣喜
异常。辗转于小巷深处，华灯初
上，眺望着龙珠阁上富丽堂皇的
霓虹灯，一转身，御窑博物馆独特
的建筑映入眼帘。

博物馆不愧有建筑界“奥斯
卡”的称号，它的外形酷似传统龙
窑，由绛红色的砖砌成大大小小
的窑形拱体建筑群，内部设计也
别具一格。徜徉在色泽古朴、宽
敞舒适的展厅，看着有些还保留
着碎片修复痕迹的展品，内心涌
动的是对古代匠人和现代文物修
复师的钦佩。御窑厂是我国唯一
的古御窑遗址，更是元、明、清三
代专造宫廷用瓷的皇家瓷厂，近
40年来，出土了数以吨计的明清
御窑瓷器残片，经过不断整理、拼
对和修复，一大批御窑瓷器得以

“活化”。这些修复一新的藏品大
都是比较罕见的孤品和绝品，它
们温润似玉的釉色、独特精致的
造型、典雅明艳的装饰，让人赏心
悦目。

为更好地欣赏瓷器，我们也
做足了功课。通过《百家讲坛》收
看了 23 集“马未都说陶瓷收
藏”。专业系统、生动细致的讲
解，让人受益匪浅。这些鉴赏知
识，助力我们在中国陶瓷博物馆
沉浸式地欣赏到瓷器之美，更感
受到中国瓷文化的博大精深，真
正做到不虚此行。

开馆近70年的景德镇中国
陶瓷博物馆，是陶瓷专题艺术博

物馆，馆内收藏陈列的瓷器达40万
件，真可谓集中国古瓷之精华。我
们先参观了“千秋德化”福建德化窑
瓷器展。“世界白瓷看中国，中国白
瓷看德化”，德化窑陶瓷历史悠久，
釉色莹润，纹饰瑰丽，尤以白瓷雕塑
著称于世，像白釉的“五音和鸣”雕
塑、童子观音雕塑以及妈祖瓷雕等
等，气韵生动，惟妙惟肖。

在博物馆三楼，“丝路瓷典”明清
外销瓷展也精彩纷呈。景德镇作为
明清时外销瓷的主要产地，赢得了经
济繁荣和文化荣誉。偌大的场馆陈
列了600多件外销瓷，色彩绚丽，精
美绝伦，让人惊叹不已。有些外销瓷
镀金戴银，变成了极具欧美风情的酒
罐、台灯或钟表，有些纹章瓷上绘制
着欧美显赫家族的标识，外销瓷像一
扇窗户，让我们在输出中华文化的同
时，又见识了世界的精彩。

接着，我们又马不停蹄参观了
“瓷业高峰是此都”展，这个展览详
尽展现了景德镇两千年治陶史、一
千年官窑史、六百年御窑史的壮丽
画卷。

景德镇以青白瓷工艺异军突
起，元代二元配方法是一座里程碑，
明代官窑民窑并进，永乐时苏麻离
青的加入，使明青花翻开了新篇
章。从万历开始出现了五彩瓷，让
人感受到瓷器色彩的绚烂。清代康
熙朝的庄重大气，雍正朝的典雅高
贵，乾隆朝的多彩绚丽，都如梦境
般，美到不可方物。天青釉、豆青
釉、甜白釉、矾红釉、祭红釉、茶叶末
釉、冬青釉、窑变花釉……这些原来
出现在专家口中或是报刊杂志上的
名词，如今却是实物，真正呈现在眼
前。这些瓷器从泥土中来，在烈火
中淬炼，犹如凤凰涅槃般脱胎换
骨。仿佛打开了一颗颗时间胶囊，
隔着千年或百年的迢迢光阴，那些
古代匠人的深情不断地传递过来，
我似乎读懂了他们的坚韧、孤独和
悲悯。时间如流水，它会无情地荡
涤，将一些永恒的美留下。展厅内
静悄悄的，但看着这些美瓷，我仿佛
听到了无声的喧嚣，如节日一般热
闹。不禁想起作家林清玄的一句
话：对于世间许多精美的事物，只要
过了我们的眼，穿过我们的心，我们
就算拥有了过眼的繁华。

马联平 文/图

在瓷都景德镇，享受过眼繁华

作者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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