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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经典语句解读（二十五）

必须多谋民生之利
多解民生之忧

104.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

———《弟子规》

【释义】帽子要戴端正，衣服纽扣要扣好；袜子要穿平整，鞋带应

系紧。

【感悟】衣帽鞋袜，整齐端正。工作中要注意细节，切忌杂乱无

章。

105.置冠服，有定位，勿乱顿，致污秽。

———《弟子规》

【释义】放置衣帽鞋袜时，要有固定的位置，不要乱放，以免造成

脏乱。

【感悟】衣服鞋袜，不要乱放。做事有条理，工作才有效率。

106.衣贵洁，不贵华，上循分，下称家。

———《弟子规》

【释义】衣装贵在整洁，不在华丽；穿着上要遵循自己的身份，并
与自己的家境相称。

【感悟】个人衣装，整洁本分。员工应注意衣着得体。

107.对饮食，勿拣择，食适可，勿过则。

———《弟子规》

【释义】对待饮食，不要挑挑拣拣；饮食要适量，不可过量。
【感悟】日常饮食，适度为好。工作中也忌讳“挑肥拣瘦”不自量

力，切忌“挑食”。

108.年方少，勿饮酒，饮酒醉，最为丑。

———《弟子规》

【释义】年纪还小，不可饮酒；如果喝醉，失态的样子最为丑陋。

【感悟】醉酒失态，最为丑陋。饮酒不自制，不仅失态，还误事、坏
事。

109.步从容，立端正，揖深圆，拜恭敬。

———《弟子规》

【释义】走路时步伐要从容稳重，站立时要端正，作揖时弯腰要

深，双手手臂要伸成圆形，跪拜时要真诚恭敬。

【感悟】站行揖拜，从容稳重，这是有格局的体现。

哈志·优素福·丁来福的炽爱

和壮举，再次把我的心灵震撼。

他的长卷：1600多米的书法

长卷———用篆、隶、楷、草四体，把

《唐诗》、《宋词》、《元曲》、《道德

经》、《正教溯源》（原伊斯兰教协

会秘书长郭承真题头）、《古兰

经》、《朱子家训》、《增广贤文》、

《弟子规》等经典，历时6年多光阴

书就，耗资10万元装裱。痴爱传经

典，翰墨舒长卷。在传承弘扬国学

经典的路上，年逾古稀的书法家、

国学学者哈志·优素福·丁来福，

留下了一串闪光传奇的足印。

2015年孟春，在采写哈志·优素福·丁来

福乡贤推荐材料的过程中，这个儒雅君子悄

然走进了我的心灵。

丁先生1945年生于汝州一个三代阿訇

之家，爷爷、伯父、父亲、叔父均是河南省豫

西地区颇负盛名的阿訇，曾在省内外30余

坊清真寺担任教长，主持清真寺的教务工

作，深受广大穆斯林教胞的爱戴。蒙童期的

丁来福就跟随父亲学习礼拜，在父亲的谆

谆教导下，4岁时便会诵读《古兰经》中的法

提哈，12岁就学会了海提（即十八索嘞）。

苦难励志。1958年，仅仅因为父亲是阿

訇，他被逐出校门，随家人到农村接受劳动

改造，失去了学校教育的机会。父亲说：“虽

然失去了学校，但你一定要坚持学习，不能

做愚昧之人，不学习无异于自我毁灭”。从此

一本字典和父亲留下的工具书成了他探求

知识、走出蒙昧的最好老师。顽强的意志和

超强的求知欲望使他突破一道道难关，用两

年的时间就学完初中的全部课程，继而向着

求知的高峰不停地攀登。在“知识越多越反

动”的那个年代，他从床下翻出父亲的一个

木箱，从里边拿出《古兰经》《圣训珠玑》《四

书》《五经》《颜勤礼碑帖》等一摞摞险些被焚

烧的“老书”。凭着这点仅存的“精神食粮”，

他系统地学习了《唐宋八大家文集》、唐诗、

宋词、元曲、汉赋、四大名著等古典文学。数

十年如一日，丁来福坚持不断地学习颜楷书

法。“磨穿青铁宝砚，遍读国学典籍”。正是在

这种信念的促使下，他从这些经典中获取了

丰厚的学养，也促进了书法技艺的长进。

一勤天下无难事。几十年来，丁来福在

乎点滴光阴，读经典、习书法，学识涵养不

断提高。改革开放后，丁来福致力于民族团

结，献身青少年书法义务教学，受到社会的

赞誉。他曾任原临汝县政协第五届委员会

和汝州市政协第一届、二届、三届常委；汝

州市人大委员会第四届、五届、六届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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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来福院传承经典舒长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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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牵中华，情系故土。近年来，丁来

福先生应邀到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香港、澳门、

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进行文化交流。他在

对外交往中奉行“亲、诚、友、善”的民间

外交宗旨，为增进我国和各国人民的友

谊作出了贡献。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友人

邀请他留下开设书法课堂，但他眷恋着

故土的孩子们，一一婉言谢绝。鉴于他

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所作的突出贡献，

被有关部门授予“中泰文化大使”“辛亥

百年·中国百位艺术大家”等称号。

学无止境，追梦不止。2017年春月

之夜，在洛河岸边的简易旅社里，我与

丁先生彻夜交谈，心与心交融中遵嘱

为他的书法展写了前言。

“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

城。”在2017中国洛阳牡丹艺术节的喜

庆锣鼓声中，“传承经典 翰墨人

生———丁来福书法邀请展”拉开了帷

幕。这是洛阳、汝州两地书法艺术交流

的一件盛事，也是促进民族团结、共建

和谐社会的一件大事。国色天香，翰墨

芬芳———这个鲜花绽放的季节，国花

和艺术之花交相辉映，美不胜收，香飘

悠远。

传承国学经典，重彩翰墨人生。哈

志·优素福·丁来福治学严谨，书风高雅，

风格远追二王，其楷书源于颜、柳，师古

而不泥，终成个人风格。展出作品题材广

泛，内容丰富。自创诗词，歌颂盛世中华；

意临书法经典，如黄庭坚《幽兰赋》十二

屏等。书体涵盖榜书、小楷、行、草、隶、篆

等，功力丰厚，书风飘逸，造诣颇深。

牡丹真天姿，书法乃国粹。朋友，

跟我来———在牡丹城：我们一道谛听

着花开的声音，走进书法艺术的殿

堂。

为期10天的邀请展，4月5日在洛

阳市文化馆开幕。来自省内外的各级

领导和与会嘉宾数百人参加了开展仪

式。期间，近万人参观展览，好评如潮。

河南省书协主席云平高度评价他的艺

德书风和精神。

“桑榆方显夕阳美，盛世更觉翰墨

香。”近6年多来，丁来福先生一直沉浸

在对《唐诗》《宋词》《元曲》等传统经典

的阅读和书法长卷的创作中，每天工

作10个小时以上，乐此不疲。散步休息

的时间里，他跑到学员家里辅导书法。

一个50岁的下岗女工酷爱书法，但一

到丁老师工作室里练字就拘束手颤。

于是，丁老师就每天晚上徒步到她家

里教她临帖习字，来回往返十来里，风

雨不误。

传承经典不等闲，何惧洋洋字千

万。《唐诗》《宋词》《元曲》《道德经》等

千米书法长卷，在他一笔一划虔诚的

辛劳中延伸、延伸……传承经典、翰墨

书香———追梦艺术的路上，既有甘甜

润肺，也有苦涩困扰。长卷的装裱费用

大，这对靠退休工资吃饭的丁先生来

说，的确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好在过惯

了粗茶淡饭的生活，他布衣素食，红薯

小米玉米糁，青菜豆腐萝卜丝，俭省下

来的10来万元，都投到了笔墨纸砚和

装裱费上。好钢用到刀刃上，他觉得

值。

翰墨人生奋登攀，传承经典舒

长卷。现在，丁先生又开始了他最艰

巨、最壮观的《唐宋八大家全集》的

长卷创作。《唐宋八大家全集》共

1131卷，9509页，837万多字。他将用

蝇头小楷将这些国学经典重新书写

一遍，如此恢弘的巨制长卷，对一个

74岁的迟暮老人来说，不得不说是

一个严峻的挑战。青山夕照光阴迫，

长路漫漫长卷长。目前，50卷的《韩

愈文集》才书写10卷，柳宗元、欧阳

修、王安石、苏轼等大家的经典还在

呼唤……

宝刀不老，期颐百年———丁先生

追梦的路上，书香墨香汗香陪伴，好梦

定能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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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进扶贫开发，帮助困难群众特别是革命老区、贫困山区

困难群众早日脱贫致富，到二○二○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

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是中央确定的目标。我们

要加大投入力度，把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作为主战场，把稳定解

决扶贫对象温饱、尽快实现脱贫致富作为首要任务，坚持政府主导，

坚持统筹发展，注重增强扶贫对象和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注重

解决制约发展的突出问题，努力推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加快发展。

———《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的讲话》（2012年12

月29日、30日），《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

版，第16页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如果贫困地区长期贫困，面貌长期得不到

改变，群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提高，那就没有体现我国社会主义

制度的优越性，那也不是社会主义。因此，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组织

领导，在已经取得成绩的基础上，加大对扶贫对象和贫困地区的扶

持力度，充分发挥贫困地区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广

泛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扶贫济困，确保如期实现扶贫开发

“两不愁、三保障”的奋斗目标。

———《在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

年2月28日）

党的十八大以后，我第二次到地方调研，就到了河北阜平县，后

来又去了不少贫困地区。我到这些地方调研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

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不了解农村，不了解贫困地区，不了解农民

尤其是贫困农民，就不会真正了解中国，就不能真正懂得中国，更不

可能治理好中国。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多到农村去，多到贫困地区

去，了解真实情况，带着深厚感情做好扶贫开发工作，把扶贫开发工

作抓紧抓紧再抓紧、做实做实再做实，真正使贫困地区群众不断得

到真实惠。

———《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贵州代表团审议时的讲

话》（2014年3月7日）

中国梦是追求幸福的梦。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

国人的梦。我们的方向就是让每个人获得发展自我和奉献社会的机

会，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保证人民

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

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在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3月27

日），《人民日报》2014年3月29日

全面实现小康，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要以

时不我待的担当精神，创新工作思路，加大扶持力度，因地制宜，精

准发力，确保如期啃下少数民族脱贫这块硬骨头，确保各族群众如

期实现全面小康。

———在国家民委《民族工作简报》第6期《“中国扶贫开发第一

村”福建宁德市赤溪畲族村各族群众全面迈入小康生活》上的批示

（2015年1月29日）

我们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没有老区

的全面小康，特别是没有老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那是不完整的。这

就是我常说的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的涵义。

———《在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上的讲话》（2015年2

月13日） （未完待续）

习近平谈扶贫：

妇好鸮尊是迄今发现最早的鸟形酒

尊，它造型实用，纹饰精巧，具有极高的艺

术欣赏价值。这件妇好鸮尊，英姿飒爽，雄

壮威武，其纹饰主纹高出器物表面，阴线的

刻纹相辅，整件鸮尊的纹饰主次分明，有着

鲜明的层次变化，具有商代铜器的大气肃

穆和独特的神韵。该尊以鸮生活为原型，宽

喙高冠，圆眼竖耳，头部略扬，挺胸直立，双

翅敛羽，两足粗壮有力，同垂地的宽尾构成

一个平面，给人沉稳之感。具有明显的雕塑

特点，实用与美观兼具，备受世人青睐。

妇好为商王武丁之妻，能征善战，文武

双全，是中国历史上文字记载的第一位传

奇的受人尊崇的女性。而鸮尊据考古学家

推测，是贵族或方国奉献给妇好的礼器。鸮

是充满神秘智慧，极富传奇色彩的鸟类。在

中国商代人的心目中，鸮被推崇为克敌制

胜的战神，也为辟邪之物，拥有能驱妖辟

邪，祈求吉祥的庇护力量。

妇好鸮尊因其极具历史、艺术研究价

值而被推荐为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院之宝之

一。

2017年12月17日，妇好鸮尊在中央电

视“国家宝藏”栏目一经推出，便成为当今

人们心中的圣物，一时河南博物院青铜器

陈列厅人流如织，都为一睹鸮尊芳容。

2018年6月，河南博物院文创团队专程

到弘宝汝瓷沟通国宝文创一事，本人一句

“做减法”的设计思路架起了我们之间的桥

梁，做事高效而扎实的河南博物院文创团

队欣然当场拍板，让弘宝汝瓷设计团队承

担这一重任。

做陶瓷设计和其他艺术设计一样，又

苦又累，又折磨人，喜悦与轻松只能是成

功后的短暂体验。

妇好鸮尊的设计也是一个漫长又折

磨人的过程。设计思路做减法，设计工作实

施，那是做加法，甚至是加了又加，加班加

点，一个方案不行推倒重来，继续做，还动

用了许多现代的手段。经设计团队近两个

月的努力，“速写式”富有神韵的妇好鸮尊

茶组终于以图示人，征求意见，个个叫好，

进工作室造型、打磨、成型、烧制、出窑，大

家屏气聚神，期待精彩，但开窑的那一刻，

令众人失落，那气韵、神韵根本没表现出

来，好在还不是差到极致。总结一下，主要

问题出现在造型环节，这个环节因线条力

度感不够，造型比例失调而失去了器物内

在的力度与气韵。

推倒重来！

征询河南博物院文创团队意见。

这次，调整比例，突出了线条力度，强

调了整体气势，增强了历史厚重感。

再次造型、打磨、成型、人工修整、烧

制、施釉、出窑———这次整个环节一一精彩

呈现，一组与妇好鸮尊功能有异（一个酒

器，一个为茶器）但神韵相似，同样精彩，集

功能性与艺术性为一体的现代级文物鸮尊

茶组从此诞生———让国宝再现人间，让中

华文化瑰宝的生命得以延续。（八十五）

作者简介：
王振芳，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非物

质文化遗产（汝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

人，弘宝汝瓷艺术总监。

范随州，工艺美术大师、汝州市陶瓷协

会名誉会长。

妇好鸮尊茶组———让国宝再现人间

创作中的丁来福先生

长卷部分作品

妇好鸮尊茶组

平顶山市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河南

省书法家协会会员，1999年被省政府

授予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自1980

年以来义务从事书法社会教学，先后

担任中国少儿书画协会常务理事、

《书法报》全国少儿书法教学理事会

理事、中国教育学会书法教育专业委

员会优秀指导教师，先后有1600多人

在他的辅导下走上书法艺术道路，为

我市成功创建河南“书法之乡”作出

了自己的贡献。仅近10多年来他婉拒

学费，就让跟他学习书法的学生和家

长节省了300多万元，被公认为德艺

双馨的艺术家。

我在感动中采访，我在敬佩中书

写。步入古稀之年的丁先生，总想用最

美的诗词、最美的书法艺术抒发对祖

国、对民族文化的炽爱。2006年以来，

他在教课之余用篆、隶、楷、草四体书

写《千字文》16条幅，用蝇头小楷抄写

沙特法赫德国王印刷厂出版的《中文

译解古兰经》全文，30卷，25万字。还抄

写有《国学集锦》16米长卷，《古兰经

选·孩提十八章》12米长卷；用草书抄

写长卷《唐诗三百首》等。2015年2月18

日，正是除夕，伴随着喜庆新年的炮竹

声，丁来福为耗时一年的120余米的长

卷《正教溯源》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

2016年，他又开始抄写王静斋译本（含

注释）《古兰经》，50多万字，他以锲而

不舍的韧劲和毅力，青灯伴孤影，甘苦

寸心知，终于如愿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