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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县⋯记痨过骂蒲⋯政府县长z司是t司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蒲子故国，文人荟萃。是先贤用史志为我们留下了“蒲伊讲道”的千古

传说，用笔墨为我们颂扬了“吕梁英雄”的百年佳话。在这片钟灵毓秀的大地上，岱庙耸峙、柏

山巍峨、昕水长流、山环水绕的热土孕育着绚丽多姿的文明。文星雅士代不乏人，佳文杰作竞相媲

美，争芳斗艳。

近年来，十万蒲子儿女挥动如椽巨笔，在大山吕梁绘就了一幅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创造了

蒲县经济社会发展最好最快的时期。蒲县中老年书画协会的同志们，也不甘落伍、不甘寂寞，组织

完成了《蒲县书画志》的编纂工作。这部散发着墨香的作品，可谓文艺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她的

问世，填补了蒲县方志事业的一大空白，浸透着一批特殊编者的心血汗水。扶书展卷，神会前贤，

仿佛看到一群“不须扬鞭自奋蹄”的孺子牛辛勤耕耘的身影。这种只争朝夕为桑梓，满目青山夕照

明的精神境界，令人感动与敬佩。

志书是乡邦文献的重要内容，是一方水土变迁的发展轨迹，是民族历史传承的宝贵载体。本书

以科学严谨，求真务实的态度，苦心孤诣，遍访穷搜，收录自元代至今数百件书画作品，年代清

晰、门类齐全、艺术上乘。书法作品有石刻、碑碣、条幅等，篆刻，隶、楷、行、草诸体兼备，笔

走龙蛇，形态各异。或凝重古朴、或浑厚大气、或清新秀丽、或雄健挺拔，若人生百态，丰富多

彩。美术作品有国画、油画、烫画、刺绣，别具一格，经典纷呈。如椽大笔，寄情山水，写人状物

言志，可谓布局新颖，线条流畅、情感细腻，形象栩栩如生，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

书中既有县域史实，又显时代脉络，还记载了蒲县书画领域的贤达哲人，可以说是一部鲜活生

动的蒲县文化史册，也是一部记载了七百年蒲县书画艺术发展历程的百科全书。

前人为我们创造了历史，我们也为后人创造着历史。站在历史发展的新起点上，如何去把握历

史，传承文明，继往开来，是我们每一个蒲县人都必须面对和思考的课题。我们相信：踌躇满志、

富有智慧、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蒲县人民，一定会在各个领域续写新的辉煌，为未来的历史增添

绚烂的篇章。

多年来，我们投身党务，忙于行政，但对艺术，一往情深，遂遵编书负责同志之嘱，值此《蒲

县书画志》付梓之际，欣然命笔，语短意长，以致庆贺。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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囹

蒲易粼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原则，求实存真，详今略古，力求科学性、资料性、艺术

性、欣赏性相统一。

二、本志结构层次为编、章、节、目；记述以作品、志、传、记、录、表等体裁并用，以作品

为主。

三、本志序列，前以总述开篇，中设五编九章，后列大事记。以类立志，按书画作品产生时代

顺序，横排纵写。

四、本志大事记，采取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记述。

五、本志人物编，分传、简介、名录三个部分。立传人物坚持生不立传原则，以蒲县籍为主，

兼收客籍；人物简介对象为县内各书画活动有关的协会、社团等组织会长、副会长、社长、副社

长；人物名录为县内书画协会会员、理事、常务理事，获市级以上奖项者。

六、本志收录书、画、篆刻、刺绣作品以本籍为主，兼录和本籍有各种关系的外籍作品。

七、作品章节，采取以作品系人的安排手法；部分书法、篆刻作品配以释文，增加本志的欣赏性、

可读性。

八、本志上限不等高，下限止2010年12月31日；本志纪年：1949年9月28日以前，一律采用历史

纪年，括注公元纪年；民国时期纪年使用阿拉伯数字，括注公元纪年。



(一)

蒲县，古为蒲子国，以上古时期尧王师佐蒲伊子讳姓而立名，史有蒲阳、蒲子、蒲州之称，

北魏太和二十一年(497年)置县至今。

蒲县是个山区县，但历史悠久、自然山水奇特。境内山势雄伟，挺拔隽秀，五鹿山、明山、

太山、柏山、翠屏山、南屏山、梅洞山耸立其间，苍松翠柏、蟠根错节、郁郁葱葱、川溪纵横、

曲流萦洄，昕水河、南川河、北川河交相辉映，绿水清波，潺滠呜咽，如泣如诉，形成了独特的

自然景观，荟萃了秀美的人文画卷。据史书和文物考证，古今五千年，广袤二百里，蒲县历代劳

动人民在这块壮丽的土地上，浇洒汗水，辛勤耕耘，创造出许多可赞可叹的地域文化，涌现出不

少可圈可点的卓才之士，孕育出璀璨绮丽的艺术蓓蕾，书法、绘画艺术正是这座艺术园地中瑰丽

炫彩的花中之花。

(二)

蒲县历代均有书法名家，存留有不少书法名篇名作。可见最早书法作品为元至正二十一年

(1361年)，蒲县尹邢叔亨所书《木兰花慢》五首，现存于东岳庙行宫大殿前廊石柱之上，全文共

500余字，书法豪放自如，笔走龙蛇，顿挫有序，信手拈来，可谓书中精品。尤如名家评说： “恒

星之丽碧虚，水镜之析尘埃谟，令人心怀洒然，愈吮而昧乃加”。书者邢叔亨，霍邑(今霍州市)

人，原为蒲县县尹，后升任晋宁道尹，此书为邢叔亨升任晋宁道尹后，重游东岳庙时所书。

明代，书法名家不乏其人，常见的书法作品多为石刻碑文，多存于庙观寺院，如明洪武

十八年《重修东岳庙记》，成化十三年《建东岳行宫大门记》，正德八年《修东岳庙记》，万

历三十三年《修东岳庙诸神碑记》、《重修东山德风记》，万历三十六年《重修东岳庙行宫

记》，万历三十八年《东山重修聿新记》，万历三十九年《东岳善应锡类记》，万历四十二年

《洛阳里修设清醮碑记》等，书法或隶、或楷、或行、或篆，飞龙走蛇，各见功底。书法名

家，见碑端者有：邑人肖本忠、王宗尧、张国治、曹佳士、曹捷熏、冯景熙，外籍李方升等。

儒学廪膳生员张国治名气尤著，主要活动于明万历年间(1573年一1620年)，曾任广昌教谕



蒲善考亟诺

(现江西省广昌县)，现存书法作品有：明万历三十三年《重修东山诸神碑记》、《重修东山

德风记》，万历三十八年《东山重修聿记》，万历三十九年《东岳善应锡类记》等四块碑记，

书法飘逸隽秀，柔中见骨，刚柔相济，时为蒲邑“书法一俊”。邑学曹佳士，明万历时拔贡，

主要活动于明万历至天启年间(1578年一1627年)，书法以行书见长，现存书法作品有：万历
三十六年《重修东岳行宫记》，天启六年《东岳创立油烛会碑记》等。邑庠生曹捷熏主要活动

于明隆庆至万历年间(1567年一1662年)，书法以行楷见长，现存作品有：万历四十二年《洛

阳里设清醮碑记》等。邑庠生冯景熙，主要活动于明万历至崇祯年间(1573年一1644年)，书
法以行书见长，现存书法作品有：崇祯元年《修设清醮碑记》等。

外籍李方升，陕西咸宁(今陕西省西安市)人，明万历初举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任

蒲县知县，工书法尤擅行书，现存作品有县城南翠屏山坡“天开文运”石刻碑一通。

清代，书法名家各有其人，名气较盛者有：康熙时期曹补天、曹顺天、王文彪、曹近天、冀

嶷、张价、王思深、高振伟等；雍正时期有：曹士锦、曹梦笔等；乾隆时期有：曹士铝、曹稀

器、张审、张绶祖、王浚川、巫慧、王居正、王柩芳、谷希贤、张琉等：嘉庆以后有：张国正、

张守义、贺焰然、曹宗薰、杨懋德、曹肇绪、托克托欢、曹和均、冀万选、曹征源、曹文澜、杨

逢寅、常明纲等。

曹补天，清康熙时蒲县城关人，擅长行草，现存书法作品有：东岳行宫乐楼戏台与化妆间

接合部额楣题匾“神人以和”，字迹0．6米见方，行书体，笔力道劲，潇洒飘逸。王文彪，字虎

变，康熙时贡生，爱好诗词，尤工书法，现存书法作品有康熙六十年撰书东岳行宫大殿木刻挂联

半副，下联为乾隆四年王柩芳补书。冀嶷，字悬光，康熙时蒲县城关人，擅长楷书，现存书法作

品有：康熙七年《献戏碑记·祝贺圣诞碑记》等。王思深，邑廪生，康熙时蒲县城关人，长于楷

书，现存书法作品有：康熙五十年《重修地狱碑记》，雍正三年《创修天堂、城都司并僧房碑

记》等。贺琬，邑庠生，康熙时蒲县城关人。长于楷书，现存书法作品有：康熙三十二年《重修

东山碑记》，三十六年《补修东山碑记》等。曹士锦，字徊章，康熙时拔贡，“为文醇正渊雅，

书艺冠绝一时”。长于楷书，现存作品有：雍正八年《改迁华池庙，创建戏楼碑记》，乾隆元年

《东神山经久神会碑记》等。曹梦笔，字如江，雍正时拔贡，两淮盐课大使，现存书法作品有：

东岳庙行宫大殿木刻挂联三副。曹稀器，字虞璇，乾隆时拔贡，长于行书，现存书法作品有：

清乾隆十三年《捐资买地入神用绵盛举碑记》，乾隆十七年《昭兹来许碑记》，乾隆十八年《东

山置地碑记》等。张审，乾隆时廪生，工行书，现存书法作品有：清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念八

日祝圣诞碑记》。张绶祖，乾隆时廪膳生员，工楷书，现存书法作品有：乾隆四十二年《献戏碑

记》等。王浚川，乾隆时增广生员，工书法，长楷隶，现存书法作品有乾隆五十四年《重修东岳

大帝宝殿开光建醮演乐碑记》等。张琉，乾隆时蒲县城关人，工行书，现存书法作品有：乾隆

五十四年《重修东岳正殿，并各处碑记》等。巫慧，江南和州人(今安徽省和县)，乾隆乙未科

进士，乾隆十四年(1749年)任蒲县知县，工行书，见功底，现存书法作品有乾隆十八年版《蒲

县新志》序等。王居正，字季方，号贞斋，乾隆乙未科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永寿知县等，乾

隆十八年《蒲县新志》主编，工行书，书法造诣很高，时书法名噪京都，现存书法作品有隰县古

楼楷书匾额“三晋雄邦”，乾隆十八年版《蒲县新志》序，东岳行宫大殿前廊柱元代《木兰花

慢》石刻按后序等。王耘芳，乾隆丁卯科进士，蒲县城关人，四川威远县知县，工楷书，现存书

法作品有：东岳庙行宫大殿木刻挂联两副，现悬挂行宫大殿献亭木柱之上。谷希贤，乾隆时直



隶(今河北省)人，工楷书，现存书法作品有：东岳庙大门题匾等。贺焰然，道光时蒲县人，拔

贡，现存书法作品有：道光二十六年《东神山禁伐松柏树碑记》，同治三年《东神山同社募义碑

记》等。杨懋德，山西河津县人，咸丰、同治年间任蒲县儒学训导，工楷书，现存书法作品有：

光绪二年《重修东神山庙记》等。曹肇绪，清光绪时蒲县人，字述斋，号懒人居士，精于诗词楹

联，尤工书法，现存书法作品有：光绪三十年《东神山重修圣母宫、后土词各处碑记》等。托克

托欢，咸丰、同治年间满州镶白旗(今河北省高阳县)人，光绪三年(1877年)任蒲县知县，

工行书，现存书法作品有光绪六年版《蒲县续志》序等。曹和钧，同治、光绪年间蒲县城关人，

蒲县光绪六年版《蒲县续志》主编，工行书，现存书法作品有光绪六年版《蒲县续志》序等。冀

万选，清末民初时蒲县城关人，擅楷书，现存书法作品有光绪三十四年《重修纯阳宫、西楼及弥

补各处碑记》等。曹文澜，清末民初蒲县城关人，廪生，工行书，现存书法作品有光绪二十八年

《重修华池庙、地藏词、献亭及各处碑记》等。

民国时期，书法代表人物有曹文田、孔继张、冀廷献、曹汝鹏、景维新、刘万选、乔向勋等。

曹文田，蒲县城关人，擅长楷书，书法骨肉奇峻，自然飘逸，在民国初、中期是蒲县很有影

响的书法名家，常应邀为商铺字号书写牌匾，题额。由于时湮久远，其所留墨迹皆不知所踪。曹

汝鹏，字向九，蒲县城关人，为民国中、后期蒲县最有影响书法名家，擅长正楷，师承颜柳，临

摹李北海、傅山等楷书名贴，自成一家，其字端庄浑厚，字正笔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名噪

一时，被县人称为蒲县“书坛三杰”之首，其现存书法作品有：蒲县东岳庙大殿题匾“蒲城保

障”，北坡牌楼题额“五岳之尊”、“岱岳分青”及所书部分字帖等。次外，城关孔继张、冀廷

献、景维新、乔家湾乔向勋、公峪刘万宪等书法皆著称一方。

新中国成立后至今，各个时期均有书法名家，五十年代，常秉玺、张礼卿楷书，席生修行楷

为县人称道。值得一提的是黑龙关镇曹凹村人席生修，其书法圆润规整，骨筋刚健，神采秀发，

挺拔有力，被誉为蒲县“书坛三杰”之一。

六十年代后，王德政、王学济、张树人、樊捷如等书法享誉县内。王学济，蒲县城关人，被

誉为蒲县“书坛三杰”之一。其书法以楷书见长，笔力刚正，浑厚劲健，藏锋内蕴，高古圆秀。

张树人，蒲县城关人，山西省书法协会会员，以行楷、小楷著称，名噪县内，其书纤雅清丽，章

法自然，跌宕有致，情致超逸。集书法艺术行、草、篆、隶之大成。名蜚海内外者，首推段云。

段云又名段连荣，蒲县城关人，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曾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老年

书画研究会名誉副会长，其书法造诣深厚，书法不侧倚取媚，不狂怪怒张，不取奇巧，博采众

长，融会贯通，自成一家；笔力雄健，淡泊天成，柔中带刚，神完气足；运腕行笔，抑扬顿挫，

有节奏韵律。其作品多被国家、省、市、县博物馆、文物馆收藏，深受广大群众喜爱，在日本、

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颇有盛名。

改革开放以后，蒲县书法事业引起社会的关注和重视。1981年，召开第一次业余书法爱好者

座谈会，成立蒲县书法学习研究小组，并举办首次迎春书法展。展出作品74件，参加书法创作34

人。这一时期，县内书法名家主要有王德政、张树人、樊捷如、赵子祥、武尚文、陈子明、张登

福、李好云、张平铸、沈杨林、田郁文等。

1990年后，蒲县书法事业得到了弘扬和发展。1993年，成立了蒲县老年书法协会，不少离

退休老干部、老职工积极从事业余书法创作。同时，一批中、青年书法爱好者也成长起来，注

入新的血液，展示出蓬勃发展的活力。1994年，段云书艺馆在蒲县落成，开辟了蒲县书法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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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园地。中老年书画协会，每年都借此举办书画展，进行书画技艺交流。2003年后，蒲县相

继成立书法协会、蒲风书画社等社会组织。同时，部分乡镇、村委，县直部分单位相应成立基

层书画组织，并适时组织书法联展、会展，延聘省、市书法名家，深入厂矿、基层开展书法讲

座、笔会、研讨、送春联等活动，使书法艺术深植群众之中，涌现出许多中青年书法人才，书

法造诣普遍提高。如曹天太行书，池世禄行书，张世贤行草，李林篆书，任金旺行草，许文义

行草，刘涛行书，曹家信隶书，耿育斌行书，冯保昌行书，杨明海草书，孟兰奎行草，郭文杰

小楷，李好云草书，毛洪恩行草，席建忠行楷，郭润林行书，苏星民、刘平安楷书，曹良彬隶

书，王智勇行书，刘吉昌行书，郭翻身行草，都各具特色，自成一体。后起临帖者不乏其人，

殷仲玺、刘对森、邢安岭行楷；乔庆栋、刘建华、毛小玉(女)、曹艳明行书；左根深、贺艳

(女)隶书；刘云山、刘永杰行草等皆各领风骚，精彩纷呈。

外籍县人书法名家也屈指可数，长沙曹杰，蒲县城关人，军旅书法家，擅长行草，名蜚湖

广；太原曹平安，蒲县城关荆坡村人，山西书画家协会会员，擅长行书，有书法《曹平安闲

墨》、《曹平安戏墨》集问世；太原何文章，蒲县克城镇人，擅长行草；李明，蒲县黑龙关镇

人，擅长行草，皆名重一域。

(三)

蒲县绘画久有历史，最早可知者为东岳庙行宫大殿元代壁画，最早的画师为明天启年间县人

张所知、柴国栋、姜渭、姜澄、姜清、姜焕等。清乾隆年间，王居正书画兼长，善画山水，现存

有《蒲县新志》插图数幅。民国时期，蒲县最有名画师为李雨田、张效良二人。李雨田，其籍贯

不详，民国13tlz(1924年)后，和张效良一道为东岳庙作画，其擅长古代人物肖像及故事人物

绘画，现存作品有：东岳庙乐楼左壁画十二幅。张效良，蒲县克城镇人，16岁时拜师学艺，20岁

被聘为东岳庙画师，擅长古代人物肖像及人物故事绘画，现存作品有东岳庙乐楼右壁画十二幅及

《封神演义》、 《三国演义》画集等。1954年，县文化馆张廷芳创作“称心的小会计”参加山西

省干部艺术学习画展，并创作出“努力增产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参加互助合作，走共同

富裕的道路”等大型油画。1981年，县文化馆举办“迎春书画展”，展出绘画作品二十余幅。

1985年，全县有业余画家20余人，其中代表人物有李好云、王耀忠等。

李好云，蒲县城关人，中国书画家协会会员，书画兼工，擅长国画，题材多样，人物、山

水、花、鸟、草、虫尽展笔下，其画仿学齐白石笔意，笔法简洁，生动成趣，论者评其作品，

兼有齐白石之风韵。王耀忠，蒲县城关人，篆刻、绘画兼长，擅长工笔画，题材多为人物、花

鸟等。

1990年以后，蒲县绘画人才不断涌现，绘画题材、作品趋于多样化，丰富多彩。代表人物有

张文澜、王耀全、张纪芳(女)等。张文澜，蒲县城关人，1998年退休后从事绘画创作，擅长国

画，以粉彩牡丹为主，作品多次参加全国、省、市、县画展，作品先后入选《中华老年书画作品

选集》、 《当代书画艺术家珍品藏典》等书册，并多次获得大赛银奖。王耀全，蒲县城关人，退

休后从事绘画创作，擅长国画，以粉彩牡丹为主，作品多次参加全国、省、市、县画展，并被授

予“中国当代书画艺术家”称号。张纪芳，蒲县城关人，擅长国画，多为粉彩花、鸟为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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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参加全国、省、市、县画展。此外，李尊信的牡丹，杨安定的人物画，吕纪奎的竹、虾，刘

云山的山水画，房林贵的墨竹，刘建华的山水画等独树一帜，别具一格，为县人称道。

2005年后，一批专业美术院校大中专毕业生充实了蒲县绘画队伍，他们都是20多岁，以饱

满的热忱、多样的题材、浓郁的笔墨、优美的画卷展示了其精湛的绘画技艺，深厚的绘画功底。

其中，代表人物有：牛云刚(油画)、武智丽(国画)、张丽炜(国画)、牛国芹(油画、国

画)、宁晓琴(国画)、毛雨(国画)、王芳(油画)、贺鹏狮(国画)、袁文丽(国画)、许

丽(国画)、梁惠芳(国画)、张丽琴(国画)、秦芙蓉(国画)、冯惠芳(国画)、高桂花

(国画)、杨美娟(国画)、李晨(国画)等。

外籍县人知名家也屡见不鲜，太原冀雅翘、冀震洋姐弟，蒲县城关人，皆擅长国画，在山西

省画坛有一定的影响；北京曹娜，蒲县城关人，擅长写意工笔画，是七零年后青年画家，在京津

画坛小有名气。

书画是一门形象艺术。它和文学作品及其他艺术形式一样，也是一面精神旗帜，是人们综合

素质的体现和展示。蒲县书画事业经数代人不断传承发展，时至今日有国家级会员2人，省级会

员5人，市级会员35人，更可喜的是一批年轻的书画新秀在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充分体现出蒲

县人民全新的精神面貌和高雅的艺术追求。同时，看到了书画事业在蒲县广泛的社会性和深厚的

群众基础；看到了蒲县的明天和希望。我们相信，富有聪明才智务实求真不懈追求敢于为先的蒲

县人，将会在不远的未来，涌现出更多、更优秀的书画艺术人才，创造出更好、更丰富的书画作

品，为蒲县文化艺术事业拓开一片艳阳天，走进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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