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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祥泉，字松池，斋号正德堂。1956年生于甘肃皋兰。国家一级

书法家。精翰墨、善丹青、通篆刻、工诗词联赋、兼及艺评鉴赏。 

书法五体具精，其集隶书阴柔之美丽，楷书刚健之雄劲揉为一

体，笔意精道、稳健豪放、字字玑珠的“楷隶”即“俞隶”，更是

独具一格，形、相、体、神、韵、势处处精妙极致，无与伦比。赞

为“古今独帜，当代国手第一”。

松池善竹，用楷、隶、行、草、篆的笔法写意“墨竹”即“松

池竹”；“刚健挺拔，气韵生动”，故有“竹魂”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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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上俞祥泉先生是一位全方位进击的艺术家。他深谙绘画，

又潜心诗词书法，同时对楹联又产生浓厚的兴趣。

初读他的联作给人一种高古清新之感。他立意高跋，具有很

强的思想性，吟读之余令人感奋。他的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性，

让人感到余韵悠长，沁人肺腑。

楹联是诗中之诗。创作一副好的作品，要求作者有多方面的

基本功，像俞先生这样的才华。

盛世兴联。在当今奔涌的联潮中，有一批像俞先生这样的痴

迷者。这是一件好事。

借祥泉先生楹联选集出版之际，写此短信，表示祝贺！

                                        孟繁锦 

                                 八月二十一日于京西

                             （作者系中国楹联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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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边话对子

俞松池

我喜欢对子，是因了从小爱写毛笔字的缘故。逢年过节，婚

丧嫁娶，门上少不了贴对子。但是，对子要写的得体，往往要翻

书查典，一有临时需要，书本却没有随带身边。为了勉遭尴尬，

久而久之，倒是逼出了自套对子的本事。再后来，字写得能叫人

说“好”了，似乎也沾着所谓书法家的边儿了，有人给上写字的

面子，便望名生义，随口套出一副对子来，书写在两条素纸上，

就成了一副对联了。这样，即满足了乞者的墨愿，又惹笑了“博

口彩”的欢心，一举成两得。再说，对子这种形式，简短易来，

便于书写；又风趣幽默，众人喜爱；是文与墨结合的最好最方便

的形式之一。而且，又容易做到雅俗共赏。虽然达到工稳合律是

很难的，但是起码能做得大意宽对，上口好读。又说，写字人要

有文化修养，字才能写得漂亮，我也就听着做，拿对对子作为提

高自己书法的一种方式，向古今的行家学习，坚持练对。

对子的雅名叫“楹联”，书贴或是镌刻在门柱旺堂的两边，

供众人赏读。大学问家的妙对，大书家的翰墨，珠联璧合，或镶

嵌在名游胜迹，或悬挂在云楼禅院，能为山川增辉，能为自然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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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甚至，上千年成为人们赏心悦目，口舌品嚼的颗颗珍珠。这

样的名人对子，才能雅称为楹联。我的对子，就叫对子，因为它

没有上述那种受宠的资格，上不了“楹联”的大雅之堂。所以，

还是叫对子。

二零零五年十月寒露后三日，初稿于陇上印月轩

癸巳孟春修订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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