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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义
生
情
，
公
一
贯
之
要
旨
也
！
由
情
赋
形
，
公
创
作
之
经
验
也
！
内
容
取
义
，
形
式
出
形
；
心
中
浩
然
，
意
外
空
灵
。

敢
理
论
上
探
索
，
实
现
征
梦
；
诚
实
践
中
超
拔
，
付
诸
行
动
。
冷
观
神
州
书
匠
，
时
浮
飘
萍
；
笑
谈
华
夏
书
艺
，
常
臻
化

境
。
况
先
生
之
大
成
，
渊
于
志
功
；
既
先
生
之
微
言
，
志
乎
云
峰
。
虽
综
约
于
千
家
，
博
采
之
精
已
荣
；
而
广
纳
于
一
己
，

集
萃
之
华
方
升
。
远
避
骄
傲
自
满
，
潜
心
笃
行
；
一
旦
横
槊
赋
诗
，
神
智
清
醒
。
方
其
幼
年
临
帖
，
少
年
从
戎
，
军
伍
气
质
，

凛
然
禀
正
。
于
焉
，
令
余
仰
如
斯
人
也
，
虚
怀
若
谷
，
慈
航
风
景
；
羡
如
斯
为
也
，
襟
带
五
湖
，
天
朗
气
清
。　
　
　

 
 
 

于
是
天
行
健
，
中
华
宏
，
地
势
坤
，
炎
黄
崇
。
而
其
挥
毫
墨
迹
醇
厚
，
收
笔
字
形
遒
劲
：
远
而
观
之
，
虎
威
龙
腾
；

近
而
瞻
之
，
凤
舞
凰
鸣
。
刀
劈
斧
凿
之
威
，
剑
削
枪
挑
之
猛
。
粗
则
浓
墨
凝
重
，
细
则
淡
痕
俏
轻
，
时
而
高
山
流
水
，
时

而
飞
瀑
烟
虹
，
时
而
春
花
秋
月
，
时
而
峭
壁
霞
耸
；
藏
则
内
含
雄
健
，
露
则
外
显
神
锋
，
时
而
黄
河
金
水
，
时
而
泰
山
青

松
，
时
而
水
底
游
鱼
，
时
而
长
天
雄
鹰
。
遂
夫
令
人
拍
案
叫
绝
，
使
人
赞
叹
震
惊
，
挥
手
起
舞
，
回
身
落
定
。
尔
乃
快
马

加
鞭
，
任
侠
驰
骋
！
长
河
落
日
，
岂
非
凄
泠
？
辞
暮
春
之
落
英
，
迎
接
盛
夏
；
奏
黄
钟
之
金
声
，
作
别
隆
冬
。
堪
喜
报
国

有
寄
，
追
灵
夔
于
军
旅
；
犹
慰
盛
世
不
衰
，
乘
宇
航
于
苍
穹
。
于
是
法
中
求
变
，
诸
体
兼
工
，
变
中
求
化
，
独
体
尊
名
。

—
—

◎
 

金
学
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张
济
海
书
法
品
赏

篆
楷
糅
进
汉
隶
之
内
，
魏
隶
融
入
行
草
之
中
，
大
处
苍
健
，
小
处
灵
动
，
质
朴
潇
洒
，
细
腻
豪
纵
，
劲
而
韵
溢
，
气
而
神

冲
。
唯
观
夫
风
雷
疾
电
，
独
成
一
景
，
云
雨
虹
霓
，
绝
无
雷
同
。
淅
大
地
之
时
雨
，
振
九
天
之
长
风
；
献
大
爱
于
危
难
，

尽
丹
心
于
赤
诚
。　
　

 
 
 

于
是
手
中
有
笔
如
神
龙
，
心
中
有
象
若
紫
凤
；
心
手
相
忘
随
所
欲
，
大
象
无
形
自
成
形
。
余
邀
众
友
，
赞
赏
不
停
，

赏
之
再
赏
，
敬
而
又
敬
。
有
玉
如
意
在
侧
，
无
人
把
弄
；
有
金
罗
汉
林
立
，
无
意
垂
青
。
皇
猷
之
墨
，
陈
迹
之
呈
，
展
卷

围
观
，
遄
飞
激
情
：
噫
吁
嘘
，
嗟
尔
乎
！
一
百
年
残
墨
剩
彩
，
谁
来
比
旌
？
六
十
岁
早
春
暮
秋
，
孰
敢
媲
竞
？
茫
茫
乎
举

首
问
天
天
不
答
，
垂
目
问
地
地
不
应
；
焯
焯
乎
踏
遍
青
山
山
兰
馨
，
泛
舟
绿
水
水
莲
生
。
试
登
高
以
远
望
兮
，
正
扬
帆
而

御
乘
；
驰
战
马
以
奋
蹄
兮
，
将
军
旗
而
高
擎
。
况
乎
莽
莽
大
野
，
汉
有
去
病
；
浩
浩
大
漠
，
继
而
卫
青
。
煌
煌
墨
舟
今
何

在
，
钱
塘
弄
潮
数
张
公
！
炜
炜
书
丹
谁
碑
石
，
长
城
关
隘
勒
石
铭
！

（
金
学
孟
，
著
名
学
者
，
中
国
辞
赋
家
协
会
常
务
副
会
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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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能
量
书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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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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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法
有
能
量
吗
？
很
多
人
可
能
会
怀
疑
。
从
科
学
角
度
讲
，
世
界
上
万
物

都
是
有
能
量
的
，
书
法
莫
能
例
外
。 

 
 
 

能
量
书
法
，
就
是
书
法
家
经
过
修
炼
，
运
用
潜
意
识
主
动
将
宇
宙
能
量
注

入
书
法
作
品
之
中
，
使
书
法
作
品
充
满
神
奇
而
有
益
宇
宙
的
能
量
。

    

看
似
有
点
玄
妙
，
但
确
实
是
具
有
科
学
依
据
的
客
观
存
在
。

 
 
 

现
代
科
学
认
为
，
能
量
是
一
切
物
质
运
动
的
共
同
属
性
。
爱
因
斯
坦
狭
义

相
对
论
建
立
了
能
量
公
式E=

m
c²

，
即
能
量
等
于
质
量
与
速
度
二
次
方
之
积
。

这
个
公
式
说
明
，
质
量
和
能
量
是
对
物
质
存
在
的
两
种
表
述
，
对
物
质
的
度
量

称
作
质
量
，
对
物
质
运
动
的
度
量
则
称
之
为
能
量
，
而
物
质
每
时
每
刻
都
处
于

运
动
之
中
，
因
此
，
能
量
无
处
不
在
，
无
时
不
在
。
我
们
就
生
活
在
一
个
充
满

能
量
的
世
界
中
。

 
 
 
 

能
量
转
换
与
能
量
守
恒
定
律
证
明
，
能
量
对
应
于
不
同
的
物
质
运
动
有
各

种
形
式
，
彼
此
可
以
相
互
转
换
，
但
总
量
不
变
。
能
量
不
会
被
消
灭
，
也
不
能

创
生
，
它
只
会
从
一
种
形
式
转
化
为
另
一
种
形
式
，
或
从
一
个
物
体
转
移
到
另

一
个
物
体
。
量
子
生
物
学
认
为
，
宇
宙
万
物
之
间
包
括
物
质
与
精
神
之
间
，
每

时
每
刻
都
以
量
子
引
力
的
方
式
进
行
着
能
量
交
换
，
一
事
物
的
运
动
及
运
动
方

式
在
另
一
事
物
运
动
及
运
动
方
式
上
产
生
的
结
果
就
是
信
息
，
因
此
宇
宙
万
物

皆
有
全
息
性
。
量
子
尽
管
无
比
小
，
但
却
包
含
了
宇
宙
的
信
息
。
我
们
常
说
的

“
一
叶
知
秋
”
“
滴
水
见
海
”
就
是
这
个
道
理
。
书
法
是
用
心
灵
打
造
的
艺
术
品
，

必
然
带
有
人
的
能
量
信
息
。
如
此
说
来
，
普
通
书
法
作
品
也
会
带
有
一
定
的
能

量
，
但
是
，
能
量
书
法
却
不
同
于
普
通
书
法
。
普
通
书
法
呈
现
出
的
能
量
是
不

自
觉
的
、
无
选
择
的
且
较
弱
，
而
能
量
书
法
是
书
法
家
在
能
量
书
法
理
论
指
导

下
，
充
分
调
动
人
的
主
观
能
动
性
，
主
动
将
宇
宙
有
益
信
息
注
入
书
法
作
品
之

中
，
使
作
品
呈
现
出
自
觉
、
正
面
、
强
大
的
宇
宙
能
量
，
是
天
、
人
、
书
的
合
一
。

也
就
是
说
，
能
量
书
法
作
品
呈
现
的
是
积
极
向
上
而
不
是
颓
废
、
向
善
而
不
是

丑
恶
、
和
谐
而
不
是
混
乱
的
宇
宙
能
量
，
是
与
外
部
世
界
高
度
和
谐
统
一
的
艺

术
精
品
。

 
 
 

现
代
心
理
学
认
为
，
人
们
的
意
识
由
显
意
识
与
潜
意
识
两
部
分
构
成
，
分
别

负
责
逻
辑
思
维
与
形
象
思
维
。
人
们
对
事
物
的
认
知
，
就
是
通
过
显
意
识
与
潜

意
识
两
种
思
维
形
式
进
行
的
，
不
过
，
显
意
识
只
能
占
到5%

，
而
潜
意
识
却

占
了95%

。
可
惜
的
是
，
大
多
数
人
对
事
物
的
认
知
仅
依
赖
于
显
意
识
，
而
聪

慧
的
先
哲
们
则
主
要
是
靠
潜
意
识
。
他
们
用
心
灵
的
智
库
与
大
自
然
和
谐
沟
通
，

揭
示
了
宇
宙
的
奥
妙
。
例
如
释
迦
牟
尼
佛
，
早
在
两
千
五
百
多
年
前
就
见
到
世

界
的
真
相
是
空
的
，
尽
是
一
片
光
而
已
。
时
至
今
日
，
量
子
力
学
已
经
把
物
质

分
解
到
“
夸
克
”
，
用
科
学
从
微
观
上
证
明
了
佛
祖
的
智
慧
是
正
确
的
。
再
如
，

早
在
几
千
年
前
的
《
黄
帝
内
经
》
，
对
脏
腑
经
络
等
问
题
的
精
辟
阐
述
，
揭
示

了
许
多
现
代
科
学
尚
不
能
确
切
解
释
的
客
观
存
在
。

 
 
 

潜
意
识
又
称
“
右
脑
意
识
”
“
宇
宙
意
识
”
，
是
超
越
三
度
空
间
的
第
四
度

空
间
世
界
。
爱
因
斯
坦
把
它
定
位
为
“
时
间
和
空
间
合
二
为
一
的
世
界
”
。
潜

意
识
聚
集
了
人
类
数
百
万
年
来
的
遗
传
基
因
信
息
，
是
潜
藏
的
一
股
神
秘
力
量
。

《
脑
内
革
命
》
的
作
者
、
著
名
医
学
博
士
春
山
茂
雄
则
称
它
为
“
祖
先
脑
”
，

是
人
类
原
本
具
备
却
忘
了
使
用
的
能
力
，
这
种
能
力
我
们
称
为
“
潜
力
”
。
潜

意
识
中
聚
集
着
人
的
许
多
心
理
能
量
，
包
括
喜
、
怒
、
忧
、
思
、
悲
、
恐
、
惊
。

平
时
，
潜
意
识
由
显
意
识
指
挥
着
，
一
旦
失
控
，
潜
意
识
就
掌
握
了
支
配
权
，

其
能
量
就
被
释
放
出
来
。
人
们
的
梦
境
与
醉
境
都
是
潜
意
识
支
配
的
结
果
。
如

果
显
意
识
始
终
控
制
压
抑
潜
意
识
，
潜
意
识
的
能
量
就
会
越
聚
越
大
。
一
旦
推

翻
显
意
识
的
“
统
治
”
，
就
会
肆
无
忌
惮
地
泛
滥
。
能
量
书
法
是
创
作
者
通
过

有
控
制
、
有
引
导
地
释
放
与
运
用
潜
意
识
的
能
量
，
用
“
意
念
”
将
“
信
息
符
号
”

注
入
到
书
法
作
品
之
中
，
使
其
成
为
带
有
高
能
量
的
“
能
量
书
法
”
。
欣
赏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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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过
能
量
书
法
作
品
与
创
作
者
达
成
心
灵
共
振
，
使
其
心
理
能
量
得
到
有
效
释

放
，
从
而
取
得
身
心
的
和
谐
，
这
就
是
能
量
书
法
作
品
的
真
正
价
值
所
在
。

 
 
 

“
意
念
”
是
生
命
场
及
生
命
信
息
流
体
的
气
机
系
统
，
是
潜
意
识
的
主
要

功
能
。
因
为
“
意
念
”
和
构
成
万
物
的
形
而
上
的
“
气
”
，
在
编
码
、
程
序
和

气
机
信
息
上
相
通
，
所
以
只
有
“
意
念
”
才
可
能
与
“
气
”
相
互
感
应
沟
通
。
“
意

念
”
具
有
“
波—

—

粒
”
两
重
性
，
在
光
速
以
内
是
可
见
物
质
，
在
超
光
速
之

时
是
不
可
见
物
质
。
因
此
人
们
可
以
通
过
“
意
念
”
对
物
质
的
运
动
赋
予
信
息
量
。

能
量
书
法
创
作
要
求
作
者
熟
练
掌
握
运
用
“
意
念
”
力
的
方
法
。
这
必
须
经
过

长
期
“
修
炼
”
才
能
达
到
。

    

“
修
炼
”
是
对
心
灵
的
净
化
过
程
，
使
自
己
进
入
一
种
更
高
次
元
的
生
活
。

把
执
着
于
人
情
世
故
，
用
修
炼
中
发
现
的
更
深
层
次
的
生
命
奥
妙
和
取
得
的
内

在
力
量
所
替
代
，
重
新
建
立
自
己
与
外
部
世
界
之
间
一
种
崭
新
的
关
系
，
从
而

真
正
认
识
自
我
，
开
发
内
在
潜
能
。
具
体
来
说
，
要
经
历
三
个
层
面
的
修
炼
：

第
一
层
是
“
手
中
有
笔
”
，
这
是
一
名
书
法
家
的
基
本
功
。
只
有
掌
握
了
基
本

技
能
，
才
能
通
过
手
中
之
笔
墨
表
达
思
想
。
第
二
层
是
“
心
中
有
象
”
，
忘
却

手
中
之
笔
，
只
有
心
意
，
如
同
打
太
极
拳
，
气
在
先
，
手
在
后
，
旨
在
把
思
想

生
发
出
来
。
第
三
层
是
“
心
手
两
忘
”
，
这
就
是
“
天
、
人
、
书
”
合
一
的
最

高
境
界
，
也
是
能
量
书
法
创
作
的
基
本
方
法
。
要
求
充
分
发
挥
潜
意
识
的
“
意
念
”

功
能
，
通
过
调
整
呼
吸
、
意
守
穴
位
、
体
感
内
省
、
默
念
口
诀
、
念
师
默
像
等

多
种
方
法
不
断
排
出
各
种
杂
念
，
达
到
一
念
代
万
念
，
混
混
沌
沌
，
恍
恍
惚
惚
。

老
子
《
道
德
经
》
中
的
“
道
之
为
物
，
惟
恍
惟
惚
，
惚
兮
恍
兮
，
其
中
有
象
，

恍
兮
惚
兮
，
其
中
有
物
”
，
就
是
对
这
种
状
态
的
描
述
。
佛
家
称
之
为
“
入
空
”
，

道
家
称
之
为
“
守
一
”
。
随
着
入
静
程
度
加
深
，
身
体
与
心
性
等
都
会
自
动
慢

慢
开
始
转
化
，
超
过
理
智
的
界
限
，
进
入
一
种
非
理
智
境
界
。
此
时
，
一
切
逻

辑
被
中
止
，
人
与
宇
宙
融
合
而
一
，
我
就
是
整
个
宇
宙
，
整
个
宇
宙
就
是
我
，

凡
胎
肉
体
爆
发
出
智
慧
的
光
芒
，
从
而
获
得
强
大
的
意
念
力
，
使
无
穷
的
宇
宙

能
量
源
源
不
断
通
过
创
作
者
进
入
书
法
作
品
之
中
，
人
与
宇
宙
统
一
度
越
高
，

信
息
能
量
就
越
强
，
书
法
作
品
也
就
越
具
美
感
和
传
神
。
能
量
书
法
就
是
这
样

诞
生
的
。   

 
 
 

总
之
，
能
量
书
法
理
论
认
为
宇
宙
是
一
个
带
有
巨
大
能
量
的
生
命
体
，
人
是

宇
宙
的
一
分
子
，
是
宇
宙
演
化
的
产
物
。
书
法
艺
术
是
人
们
心
灵
的
轨
迹
，
带

有
人
的
能
量
信
息
密
码
。
能
量
书
法
不
仅
要
求
书
法
家
有
技
能
、
有
知
识
，
更

要
有
修
为
。

 
 
 

还
应
当
指
出
，
能
量
书
法
不
仅
要
求
创
作
者
，
而
且
还
要
求
欣
赏
者
和
评
价

者
都
应
该
贯
穿
“
天
、
人
、
书
”
合
一
的
原
则
，
这
样
才
能
真
正
体
会
生
命
与

艺
术
和
谐
统
一
的
愉
悦
，
使
身
心
得
到
全
方
位
调
整
，
达
到
身
心
健
康
的
目
的
。

因
为
能
量
书
法
要
求
人
们
树
立
与
外
部
世
界
相
协
调
一
致
的
积
极
、
向
善
与
和

谐
的
世
界
观
，
用
以
规
范
个
人
的
德
行
与
品
质
，
促
进
社
会
和
谐
进
步
，
所
以
，

倡
导
能
量
书
法
，
不
仅
是
书
法
发
展
本
身
的
需
要
，
更
具
有
时
代
社
会
意
义
。

 
 
 

“
技
近
乎
道
”
。
量
子
生
物
学
的
诞
生
，
推
动
了
人
体
科
学
发
展
，
使
古
老

的
东
方
智
慧
焕
发
出
青
春
。
当
代
科
学
泰
斗
钱
学
森
早
在
上
世
纪
八
十
年
代
就

预
言
： 

人
体
科
学
“
本
身
就
打
破
现
代
科
学
体
系
，
最
后
将
引
起
科
学
革
命
”
。

随
着
未
来
科
学
的
发
展
，
我
们
将
会
发
现
，
西
方
的
逻
辑
、
科
学
，
最
终
将
与

东
方
的
神
秘
主
义
的
直
觉
智
慧
相
通
，
形
成
一
门
科
学
与
艺
术
相
统
一
的
、
崭

新
的
思
想
理
论
体
系
，
它
必
将
把
书
法
艺
术
带
入
一
条
天
、
人
、
书
合
一
的
广

阔
大
道
！

                                         

二○
○

九
年
十
二
月
十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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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法是我心灵的国度，精神的家园。字有生命、灵

魂与情感，喜真、修善，应地、顺天。挥毫惊风雨，落

纸满云烟。笔端发出的呐喊 , 展示着生命的尊严 ! 人的

生命有限，生死呼吸间；书法魅力无边，尽随时空漫延。

淡泊名利，不重金钱，善待生命，珍惜情感。以书法为

骐骥，奔腾激越生命的极限；放纵灵魂飞翔，实现人格

信仰的登攀！

                                                                          —— 张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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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龙远飞驾，天马自行空”这副书法联，以活泼明快的

隶书为基，篆书、行书适时导入，巧妙融为一体，随形就势，

健行精进，当行当止，自然天成，率性自在，充分体现出一种

“飞”“行”的动感美。

    这副联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样一句成语：“龙马精神”。 《中

国成语大词典》中把“龙马”解释为“骏马”。说“龙马精神”，

就是像骏马一样的精神。我觉得“龙马”还可以有一解，就是

龙和马。“龙马精神”，也可以喻指人身体好、体质强、魂魄

健，精神得像龙和马一样。那么，为什么龙和马在一起就“精

神”了呢？龙是古人运用多元集合的方式创造出来的一种神物，

马是龙的一个很重要的集合对象。龙头多取材于马头。同时，

在古人心目中，马是具有龙性的，龙和马是可以互变的。《周

礼》言“马八尺以上为龙”；《山海经•图赞》说“马实龙精，

爰出水类”；《吴承恩诗文集》讲“马有三分龙性”；《西游

记》里的白龙马，真实身份是一条龙。甲骨文中的某些龙字，

头部窄长，很像马的头。龙是以多元兼容、综合创新、开拓奋

进、造福众生、与天和谐的精神底蕴，成为中华民族的图徽和

象征的。而其中的“开拓奋进”及“造福众生”，就很适合马，

尤其是骏马、千里马。可以这样说，龙的精神汲取、蕴含着马

的精神，马的精神是龙的精神的一部分。龙马精神就是以强健

的姿态开拓奋进，从而造福众生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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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幅行书作品，内容取自唐代诗人刘兼的《中夏昼卧》：“寂寂无聊九夏中，傍檐依壁待清风。壮图奇策无人问，

不及南阳一卧龙。”意思是说：我胸怀雄才大略，却无人问津，不如诸葛亮能遇到识他用他的明主。

   诗中的“南阳卧龙”，是指诸葛亮在南阳卧龙冈，躬耕陇亩，世人称为卧龙，有雄才大略，刘备三顾茅庐，请其

出山相助，隆中对策，遂有刘备之蜀汉。诗人自叹“怀才不遇”，自愧不如“南阳卧龙”。

    现实生活中 ,总有人感叹怀才不遇。不排除有人自我高估,并非“怀才”却抱怨“不遇”。但也得承认,确有怀

才不遇而被浪费的人才。自古以来 ,怀才而遇者少 ,不遇者多。诸葛亮得到了刘备的赏识、器重 ,成就了大业。但仅

是和诸葛亮同时隐居南阳的贤者就有五位,终生默默无闻，百年之后，才随人去，俱埋于一抔黄土之下。

   自认为“怀才”者，应看到“南阳卧龙”可不是“寂寂无聊”者，他不断积攒正能量，养精蓄锐待时飞。“怀才”

者应坚信：怀真才者之“不遇”只是暂时性的，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怀才”者还应以李白诗来自勉：“大鹏一日同

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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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诗嘉酒”这幅隶书作品，笔势力感苍劲，质朴庄美；结体外壮如骏马，内秀似杏花。“清”

字直中有曲，“诗”“嘉”二字浓淡润枯相间，下边局部呈方圆状，“酒”字右边形似酒瓮，方

中有圆。纵观整幅作品，动感与静美相协调，严肃与活泼相统一，表现出高贵典雅、奔放洒脱的

意趣。

    诗清醇如酒，酒嘉诗更清。“举杯邀明月”，李白酣畅淋漓，尽展其旷世诗才，是真正的“诗

仙”。快意之时，“人生飘忽百年内，且须酣畅万古情”，“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

失意之时，“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羁旅途中，“但使主人能

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而且还堂而皇之地找到理论依据：“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

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这样的陶醉与清醒、酣畅与热情，都在美酒

与性情的交融里。

   美酒入心怀，诗情便勃发，成就了李白“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的千古名句。

无怪乎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盛赞“诗仙”：“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

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

    一个人，一杯酒，撑起半个盛唐气象，赏读这样的“清诗”，怎能不让人心驰神往那醉清

诗的“嘉酒”？又怎能不让人举杯邀月对问：谁能与我同醉，相知年年岁岁的心歆？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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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通人和”这幅隶书作品，其“背景”是释文《岳阳楼

记》368字的全文内容。这就很巧妙地“影射”出“政通人和”

这句成语，出自范仲淹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岳阳楼记》。

   “政通”和“人和”分别为一种状态，“政通”指国家行

政过程通畅、高效，而“人和”指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关系和状

态。一般来说，想达到完美的“政通”“人和”是不可能，我

们只可能不断地去接近“政通”和“人和”。“人和”是“政通”

的必要条件，“人和”可以导致“政通”，“人不和”必然“政

不通”。 “政通”与“人和”构成了“和谐盛世”的鸟之双翼、

车之两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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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谓“和谐”？就是说配合得适当和协调，比喻

感情好，气氛融洽。元代诗人徐琰在《青楼十咏 •言

盟》中有：“结同心尽了今生，琴瑟和谐，鸾凤和鸣。”

明代剧作家沈受先在《三元记 •团圆》中有：“夫妻

和顺从今定，这段姻缘夙世成，琴瑟和谐乐万春。”

琴瑟合奏时声音悦耳动听，比喻夫妻关系两情相悦、

两爱相容、鱼水相欢似琴瑟相调。

    其实，一切和谐都应像夫妇和谐一样：执子之手,

与子共著；执子之手 , 与子同眠；执子之手 , 与子

偕老；执子之手 , 夫复何求 ? 通俗地说就是：夫唱

妇随，相濡以沫，心灵悦动，思想共鸣。

    对于和谐，古人已有很清醒的认识和精辟的论述。

《左传 •襄》中写道“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

和，无所不谐。”这可以看出，从音乐到人世的“和

谐”演化轨迹。《周礼》说的“以和邦国，以统百官，

以谐万民”是讲社会的和谐。

   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孟子》中说：“不违农时，

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

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

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

憾，王道之始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

法自然。”

   关于自身的和谐，《中庸》中说：“喜怒哀乐之未

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

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

   以上所说的和谐之总和，是“和谐盛世”必不可

少的前提条件，也是真正文明进步、知识增长、智慧

升华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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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诗人李商隐《咏史》诗云：“历览前

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奢”，既能

败己败家也可败国。考察历史上前贤们治理国

家的经验和事迹，他们能够保持一个阶段繁荣

兴盛，大都与固守勤俭之德有直接关系，而其

国家走向衰亡者无不出于崇尚奢靡之风。

   崇尚俭朴、力戒奢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早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就有关于“崇

俭”的思想出现。商初大臣伊尹曾对刚继位的

太甲提出建议：“慎乃俭德，唯怀永图。”要

他注意节俭，只有崇俭戒奢，才能永久维持王

业，确保江山永固。

   儒家奠基人孔子主张崇俭戒奢，认为“与

其奢也，宁俭。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

宁固。”孔子的弟子子贡曾由衷赞叹老师有“温、

良、恭、俭、让”五大美德，其中“俭”是重

要一德。道家创始人老子把“俭”作为人生 “吉

祥三宝”之一。我的同乡人墨家鼻祖墨子说：

“俭节则昌，淫佚则亡。”他认为，人的衣食

住行和婚姻都属生活之必需，但五者需有个限

度，不可失度；节俭和奢侈关系到国家存亡、

民族盛衰、个人成败。俭于饮食，可以养脾胃；

俭于嗜欲，可以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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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福全在弘度量，多寿犹凭惜精神”这幅隶书作品，用笔方圆兼备，结体扁密，正中寓欹，平和简静，

字形优美，气韵遒丽，显得力感庄重而又舒展大方。

   这幅作品的章法布局也很精巧。作品右上方的释文更是道出了“多福多寿”的秘诀：“老子乃人之仙者，

何也？其云，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天下先。此乃成仙之道，也为福寿之道。人要想得到福报就需要更多付出，

人要想得到长寿必须清心寡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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