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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勇，笔名陈墉、晨咏、成韵，

1947年1月出生，甘肃镇原人。大

学文化，高级政工师，宁夏电力科技

教育工程院纪委书记（退休）。中国

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楹联学

会常务理事、书法艺术委员会委员、

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宁夏民间文艺

家协会副主席，宁夏楹联学会会长，

银川市楹联学会名誉会长。书法、

楹联作品参加全国、省内外展览多次获奖，有千余副作品在《中华诗词精

品集》《中华吟韵荟萃》等多家诗联专刊或报刊发表。荣获中国楹联学会

“弘扬对联文化先进个人”、中国首届梁章钜奖提名奖、“中国对联创作奖”，

宁夏文联“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被聘为“中国百诗百联大赛”评委。著

有《陈墉诗词联集》《陈墉楹联墨迹》。作品及传略入编《当代书法家作品

集》《百年经典·中国书法集》《中国当代楹联艺术家大词典》《中国当代诗词

艺术家大辞典》等。

陈墉(原名陈勇)

CHEN Y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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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历 史 存 正 气
中共银川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王玮

沐浴着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的春风，在市委、市政

府的大力支持下，《银川文学艺术精品工程》系列丛书就要出版了，可

喜可贺。这是银川文艺史上的一件大事、实事，也是银川文艺家艺术

生命中的一件喜事。在此，我代表市委、市政府表示祝贺，也对编委会

的同志们表示慰问。《银川文学艺术精品工程》系列丛书是《文学银军

丛书》的后续。2008年，《文学银军丛书》的成功推出，使银川市颇具实

力的中青年作家首次以文学团队的方式集结亮相，吸引了国内文学界

的关注，被中国作家网等媒体予以报道。丛书集中展示了银川文学创

作队伍的成绩与实力，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和高度好评。在此基础

上，银川市文联又将出版范围扩展至文学、书法、美术、摄影、民间艺术

五个方面，把这些领域正在成长的、优秀的中青年文学艺术家的作品集

结成册，集中展示，以“文艺精品”（5卷47本）的形式集体亮相，既是对我

市文艺队伍的一次检阅，也是一次文艺精品的整体展示，具有很强的集

成意义和激励作用，为打造人文银川、书香银川提供了智力支持。

近年来，银川文艺在市委、市政府的关怀下，在国家、自治区和银

川市有关部门的支持下，通过广大文艺家的辛勤耕耘，取得了很大进

步，为本土甚至全国的读者和观众，提供了独特而丰富的精神食粮，为

银川频频添彩鼓劲，充分显示了文艺的价值与魅力，得到了社会各界

和人民群众的普遍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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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学艺术工作者提出了

新要求。他指出，“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

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文艺创作的方法有

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

活”；作家、艺术家要“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要“自

觉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要“讲品位，重艺德，为

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努力以高尚的职业操守、良好的社会形

象、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赢得人民喜爱和欢迎”；要“彰显信仰之美，崇

高之美”；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让我们的作品，成

为新时代“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

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一直以来，银川市文联正是按照总书记的

这些要求开展工作的，特别是在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由47位文艺家方队的作品组成的

《银川文学艺术精品工程》系列丛书的集中出版，无疑是银川文艺工作

人民性的充分体现。2014年年初就组织编辑出版这套丛书，同时组织

出版草根文学专号，包括在我市第七次文代会上大面积奖励草根文艺

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联工作把握时代脉搏的前瞻性。

希望文联的同志保持这种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的优良作风，

弘扬时代主旋律，传播社会正能量，再接再厉，继续做好其他门类文艺

精品的编辑出版工作，为“实现中国梦”、“建设四个宁夏，银川走在前”

增光添彩，为提高银川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做出贡献。也希望

入选精品集的作者珍惜这份荣誉，成为广大文艺家先觉先行、为人为

文的榜样。同时借此机会，向银川市的所有文学艺术家表示问候和良

好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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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海泛舟晴更好

◎ 王文华

欣赏陈墉之楹联，亦是在欣赏陈墉之为人。与之交如见清水，如

沐春阳，亦师亦友，其联如其人也。

陈墉体貌壮美魁伟，气宇轩昂，疏发宏额，厚重端慈，倜傥俊逸，

淡雅沉稳。胸襟旷达而高阔，心地舒平而坦荡。无戚戚察察之行，有

从从容容之态。行端品正，一以贯之，人前人后，不二言色。他在塞

上戍旅多年，铸就军人品范，雷厉风行，坚毅果敢，守时践诺，言行是

则。既无恃权擅权而凌下谋私之行，亦无畏权媚权而奴颜婢膝之

态。不亢不卑，不踞不傲。可谓荣辱不惊，浮沉自若，定力超常，心

如止水。为事业，鞠躬尽瘁，勤廉奋勉，耐劳吃苦，身在人先，献瓣瓣

心香；为师长，循循善诱，因势利导，因材施教，尽伯乐之责；为朋友，

推心置腹，坦荡率直，输诚践信，成和谐之美；为人子，趋庭鲤对，供

奉晨昏，寸草春晖，得忠孝双全；为人夫，齐眉举案，相敬如宾，厮守

终生，乐白头偕老；为人父，诲育谆谆，宽严适度，循机善诱，望子女

龙凤；为人兄，赡顾唯先，梨让友恭，手足情深，无纷争之虞；为人邻，

和睦虔敬，礼让善施，高下相得，有篱饮之乐。其人智慧性达，尤喜

娱琴唱古品文染翰，且更兼擅诗词楹联创作，诚可谓多才多艺，德艺

双馨者也。余生年逾古稀矣，所阅之人无数，若陈君之人品能力者，

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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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墉君自练书法之时即接触楹联，从写练、学联到做联，乃倾用

平生之力。楹联，历来曾被人误贬为雕虫小技，与诗词相比，自然排

于文学低位，不列重要。然陈墉却喜爱有加，苦习更甚于诗词曲。从

军戎马倥偬，从政日理万机，常以撰联消遣暇时，用以调节精神生

活，增加生活情趣。他的很多佳联趣联，有的因白日思之而梦中得

之；有的系平时思之，旅途中得之。有的是数日或数月无对，因某事

某物触之灵感突来而得嘉构。用心之苦，可见一斑。

综观陈墉所撰之楹联，其特点一曰：联语流畅，明白如话，惜字如

金，叙述生动。如其《题邀月榭》：

亭榭立名园，曲栏幽径，邀月得奇想：

烟霞连碧水，游艇画舫，泛舟舒远怀。

此联前两分句写景，后一结句抒情，情景交融。景在园中立，人

在景中游，自得其乐，快慰怡人。

二曰构思清新，联容简括，技巧娴熟，自然天成。如在《题宁夏会

馆》：

秦渠汉渠唐徕渠，福水喜浇鱼米乡，如天府、胜天府，誉驰中外八千里；

东塔西塔海宝塔，吉星高照朔方土，似江南、赛江南，祥寄古今一万年。

此联连述宁夏六景，上下数千年，繁而不赘，叙事跌宕起伏，句式

整齐，节奏铿锵有致，大气磅礴，雄视万古。

三曰遵循联律，合于法度，内涵丰富，言之有物。如一副赞美改

革开放和赞美总设计师联：

大略宏图，革故鼎新催骏马；

小平理论，承前启后指航程。

此联完全符合六条联律规则，四七句结构，不纹不饰，二十二字

中，充满了对小平及其丰功伟绩的歌颂与赞美之情。

四曰诸类具备，各有所承，见解独到，味永津生。

春度黔山，日丽金猴歌玉宇；

喜临苗岭，风和紫燕舞尧天。

此为春联，极言贵州盛世逢春之妙蒂也。

台南台北台中三台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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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海南海岛四海月明。

此为征对联，上征下对，用“海岛”对“台中”最是精妙，因海岛遍

海中，工稳有趣。除此难有三地名用“四”工对其“三”者。还有如题

赠联、嵌名联、庆贺联、缅怀联、婚联、挽联等等，均可称佳构妙品，兹

不赘述。

五曰寸草春晖，怀恩载德，拳拳赤子，咏意深长。如在《拜尧庙》

一联中写道：

登堂三拜，拜圣拜贤拜祖；

望远久思，思家思国思民。

此联造句庄稳，连用重字，不显累赘。赤子情怀，感恩报德之心，

现于字里行间。

陈墉是宁夏楹联活动倡导者和组织者之一，在任宁夏银川市楹

联学会会长、宁夏楹联学会会长、宁夏老干部诗联学会常务副会长期

间，为宁夏楹联事业的发展殚精竭虑，赢得了会员和楹联爱好者的爱

戴和拥护。陈墉成绩显著，荣任中楹会理事、常务理事等职。2007

年获梁章钜提名奖，多次荣获中国楹联学会“中国对联创作奖”，多

副对联被选登于中国楹联学会中华对联文化研究院年度选编的《佳

联三百副》中。

人生最可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最可宝贵的是时间，时间最可宝贵

的是挤用。不蹉跎岁月，不虚度年华，孜孜追求自己的事业理想和成

就，不离不弃，不骄不馁，自学不辍。他年回首，扪心自问而无愧于

党，无愧于国家，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己心——此陈墉之谓也，吾当与

之共勉。

乙亥菊月于银川伴梅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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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玉壶酒正醇

◎ 岳 森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诗的历史和影响尤为长久。诗在中国上古

即已产生，在唐宋盛兴并随之产生词，而在明清时期，对联的创作和

应用遂为社会各阶层人士共同喜爱。即便到了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今

时代仍然有着众多酷爱于斯的读者群和创制之人。

陈墉先生身材魁梧，性格豪爽，倜傥俊逸，文采焕焕。十数年前

初识时，即知其为塞上军旅书法家，更曾在报刊、展览会上屡屡欣赏

他的龙骧虎跃，云烟满纸的墨宝佳作。稍后又于凤城——银川市的

新春征联大赛颁奖会上喜相逢，进一步得晓其于诗词、楹联诸方面的

造诣亦具冰冻数尺之功力。

文以载道。自古而今，我们看一看数千百年来流传至今的诗作、

联句，莫不是思想性、艺术品位甚高，风格、神采独具的妙品。江泽

民主席在出访美国看望他的昔年老师时曾笑说过一句中国俗语“秀

才人情一张纸”。实际上，一纸题赠，墨迹是一副创意对联，其真实

的价值是力透纸背的功夫和字里行间的智慧，是薄纸所承载的挚情

厚谊。我的斗室中即有陈墉先生书赠的联语挂轴，每睹之常欣然，怡

然……

陈墉先生对于艺术创作是很下工夫的，领导工作之余的时间大

部浸淫在书法习创和诗、联构思之中。甚至会议中的片刻休息、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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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中的船车之上，他都不会浪费，随处随思。正如马克思当年写作

《资本论》时常常演练数学题一样，采用智者的思维取得带有浪漫性

的积极休息。然而就在这分分刻刻的长期累进中，艺术之花得到了

灌溉、催芽、绽放，结出了硕果。

诗、词、联是中国汉字文化的极致提纯之产物。它们来自生活，

源自社会，又高于生活，浓缩世态。统观陈墉先生的诗、词，我感受

到了他那深沉而净彻的内心世界，感觉到了他关注工作、关注人生、

关注时代的脉搏。他曾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周年时连赋四

首，如其三：“海晏河清凝壮景，千山万水画图宏。宏猷正随征途愿，

一曲清平颂邓公。”其四：“国兴特色看今朝，云蒸霞蔚春来早。香港

回归雪国耻，金瓯月朗宇睛高。”铿锵有序，掷地成声。再如《建国五

十周年喜赋》《游西安东书院门》《忆江南·祝贺教师节》《新疆行感

赋》……有文采，有意义，有情感，有思想，赋予古体诗词创作虎虎生

气的时代艺术性，使迅疾凌厉的气势与蕴藉含蓄的韵味得以翥齐飞，

读之令人拍手。

楹联，古人曾称为“诗余”，今人常视为“小技”。殊不知词之格调

更在诗上，联句创新尤为苦心。“言之精者为文，文之精者为诗。”写

文章比普通说话具有艺术性，作诗填词创联则要讲究格律、文采，要

完美，更要具有想象力，这是通过智识驾驭文字精心运用抽象、概

括、修辞、布局完成的美的升华。

我自少年染指诗词、联句，深知其中甘苦滋味，现读陈墉先生的

锦文绣句，看到会意处，每每反复再三，如饮佳酿，品咂许久。我的

个人经历和环境以及禀性脾气和陈君各不相同，但共同的爱好却使

我们结为莫逆之交；他的艺术角度、艺术构思、艺术表现风格也与我

互存差异，但我们却能够对对方的作品产生共识和共鸣。我很欣赏

陈墉先生笔底流露出的阳刚之气和明快豪放，也更歆赞通过巧妙运

化而显现的睿智风趣，如咏世联：“远瞩高瞻，殷期大圣金睛亮；明察

善断，渴望包公铁面青。”不正是中国黎民大众和广大党员反腐倡廉

之意愿心声吗？又如景物联：“秦渠汉渠唐徕渠，福水喜浇鱼米乡，

如天府、胜天府，誉驰中外八千里；东塔西塔海宝塔，吉星高照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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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似江南、赛江南，祥寄古今一万年。”将宁夏川之景致美轮美奂地

托呈给读者，何其匠心独运！更有缅怀友人的对联，无不眼到笔到，

龙睛瞬点。对联艺术是一种美妙的文学形式，虽则普遍字数较少（多

为五言、七言），但在中华大地上广泛流布，深入宫廷民间，我以为其

要素在于它们凝练精辟，雅俗同赏。可是寥寥数言中却往往需要作

者调动一切知识储备以“一日三吟咏，数茎须捻断”的精神投入创

作。陈墉先生的诗词联集中有一副趣联：“海上明珠明上海；华中富

水富中华。”这是为“天柱杯”征联大赛所作对句，原出句为地名建筑

名回环互嵌，反序读之其字，其义也完全一致，应对难度颇高。起

初，陈君曾信示于我，然而我寻思许久未得良句而放弃。但陈君却为

之一思三月，竟在逆流而上的长江航轮上喜得佳对，由之可见陈墉先

生对艺术创作的执著和热爱！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正是由于各个时代孜孜不

倦的文学艺术创作和科技发明创造使中华文明汇成波澜壮阔的大

河，我们这些经历了翻天覆地时代变化又迈向21世纪的人，怎能不

感触万千，不引吭高歌呢？

当此春天，我们奋力耕耘、播植五谷百花。陈墉先生诗词联作品

合集付梓，正是为社会主义艺苑捧出的一株新葩。愿她馥郁芬芳，香

遍天涯！

甲申年桃月于塞上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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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墉
联
稿

出句征对

《宁夏日报》1992年中秋征联

出句：遍鼓羌笛桑柳绿；

对句：频催春雨杏花红。

出句：伫看宁夏腾飞日；

对句：恰是黄龙驯服时。

出句：沙原秀染诗千里；

对句：夏桂花开画万张。

纪念毛泽东一百周年诞辰征联

出句：井冈翠竹年年翠；

对句：马列红旗代代红。

出句：湘水绿波滋万物；

对句：韶山红日照全球。

“迎春杯”征联

出句：春风荡漾河山秀；

对句：经济腾飞家国强。

出句：财源又伴春风发；

对句：福水常随勤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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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
川
文
学
艺
术
精
品
工
程

出句：万家灯火，祥和共庆新春节；

对句：两岸秧歌，喜悦恭祝幸福年。

“宁电杯”纪念建党八十周年征联

出句：南湖树帜，锤镰焕彩增辉，放歌八秩峥嵘路；

对句：北斗领航，马列扬清激浊，描绘九州灿烂图。

出句：振兴西部，宁夏争先，塞上江南呈异彩；

对句：开发边疆，秦川不后，关中俊杰竞风流。

出句：深化改革跨骏马;

对句：振兴经济借东风。

广西钦州“文明诗社”征联

出句：静坐高楼欣赏月；

对句：闲居陋室乐吟诗。

出句：闻鸡起舞著先鞭；

对句：尝胆卧薪酬壮志。

《岭南诗联》第20期征联

出句：反腐倡廉同建国；

对句：克勤节俭共持家。

出句：齐心同建文明业；

对句：众手共浇幸福花。

出句：国满春风春满国；

对句：门迎喜事喜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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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诗联》第26期征联

出句：改革征帆，恰如旭日腾云起；

对句：科研成果，胜似红花遍地开。

出句：推窗观朗月；

对句：举手摘星辰。

对句：踏雪觅知音。

对句：倚石沐清风。

出句：誓扫妖氛清玉宇；

对句：高歌雅韵颂银川。

江西九江“献爱心”征联

出句：献爱心，希望工程方有望；

对句：助具力，振兴教育定能兴。

出句：扶正压邪，见义勇为人敬仰；

对句：舍生忘死，临危不惧世同钦。

出句：莲出污泥花更艳；

对句：松临寒雪叶尤青。

湖南益阳国际竹文化节咏竹征联

出句：竹山新竹报平安；

对句：梅岭黄梅添锦绣。

对句：花市百花开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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