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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星版4 夕 阳 红

夏至时节，墨香盈庭。6月 21日，著名书法家王澄先生携其门下 20余位

高徒，专程来汝州市造访汝帖艺术馆，开启了一场融汇古今、启迪心灵的书

法艺术之旅。

朝闻古韵 千年碑帖的无声对话

晨光初绽，王澄先生与弟子们信步于幽静的展厅，目光久久驻留在承载

千年翰墨精神的珍贵碑刻与拓片前。面对《汝帖》珍稀拓本及历代名家遗珍，

众人屏息凝神。

先生驻足细品，结合碑帖源流与笔法精微，向弟子们娓娓道出其中蕴藏

的历史厚度与艺术真谛。这一刻，古老石刻与现代书家的虔诚凝望，无声地

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

澄师论道 解码美的本源与时代之问

上午 9时 30分，汝帖艺术馆二楼学术报告厅座无虚席。王澄先生以《漫

谈“美”》为题，展开了一场既深入传统又直面当下的思想盛宴。讲座以“生

活—艺术—哲学—科技”为脉络，探讨美的本质、演变与突破性发展。

先生从“衣食住行”切入，揭示人类与生俱来的美欲如何驱动文明进步。提

出：“得体之衣、可口之食、安适之居、有度之行，皆是美与生活交融的具象表

达。”美不仅是感官体验，更是人与自然共鸣、社会仿效与创新的核心动力。

先生指出“艺术美与生活美并行不悖”，聚焦艺术与生活的共生关系。通

过《诗经》采风、文字演变、古代乐器（骨笛、陶埙、编钟等）的文明脉络，阐释

“艺术源于生活而升华生活”的规律。又以庄子“天地共生”、张载“天人合一”

的东方哲学思想，引出从感情移入到境界的逸出，剖析“参天化地”对境界高

弢低的熔铸作用。并探讨刘炜 “无难之难”对突破审美认知维度的新思考。

在现场，先生引领大家鉴赏“跨界歌王”于毅以声传情的音乐演绎，与雕

塑家吴为山以形写意的立体创作，在视听与空间艺术的碰撞中，探寻不同艺

术语言交织下迸发的创新启示与美学价值。

最后先生也指出，AI对美学认知的重构———大数据与高维技术拓展创

作边界，但“情感化入”仍是人类艺术的不可替代性。针对 AI伦理争议，提出

“人机共生需建立元规则”的前瞻主张。

这场横跨千年文明与未来科技的思想之旅，王澄先生以东方智慧为锚

点，既回溯美的历史源流，又直面 AI浪潮下的美学挑战。他深刻揭示，无论

技术如何迭代，“情感共鸣”始终是艺术创作不可撼动的灵魂，而“天人合一”

的哲学观，则为人工智能与人类艺术的共生指明方向。讲座不仅是对美的溯

源，更是一次关乎人文精神存续的深度思辨，为当代艺术创作在技术狂飙时

代坚守本心、开拓新境，提供了兼具历史厚度与时代温度的解题思路。

午后笔畅 纸上云烟见真章

午后，汝帖艺术馆化为创作热土。笔会现场，长案铺陈，素纸生辉。王澄

先生率先挥毫，笔走龙蛇间，雄浑磅礴的魏碑风骨跃然纸上，引来阵阵赞叹。

众弟子紧随其后，或展现行草之飘逸连绵，抑或书画交融，以墨色点染

山水意趣。一时墨华飞动，佳作纷呈。师生间切磋指点，同道间交流互鉴，艺

术灵感在笔锋流转与丹青点染中碰撞生发。

这一幅幅凝聚心力的现场创作，不仅是澄门书艺深厚传承的生动展现，

更是对讲座中“人本创作”理念的即时践行，最终成为赠予汝帖艺术馆的珍

贵墨宝。

薪火相传 汝帖之光的当代回响

王澄先生此行，不仅是一次高水平的艺术展示与学术分享，更是一场关

于敬畏传统、启迪未来的生动实践。当暮色轻笼，这场浸润着墨香与智慧的

雅集虽暂告段落，但王澄先生及其弟子们留下的艺术回响，已深深融入汝帖

艺术馆的方寸之间。我们期待，这份对传统的深情与对创新的求索，能如星

火燎原，在更多书法爱好者心中种下美的种子，让汝帖承载的千年文脉，在

新时代的笔端持续奔涌，生生不息！ 转自 7月 4日河南日报农村版

“老马，还天天去上班？80多岁的人了，得注意身体，该歇歇了！”6月 20日

清晨，鬓角霜白的马长平揣着文件包出门，熟人纷纷打招呼。

马长平摆摆手笑道：“闲不住，趁着还能干多干点儿。”

从 18岁入党到 83岁仍坚守岗位，这位老党员用 65年党龄诠释着“初心刻

进骨子里”的信仰。

青春向党铸忠魂
“我是县里第一个高中生党员。”马长平说，县委副书记找他谈话时“为啥入

党”的问话好像仍在耳畔。

马长平说，学习之余，他在煤油灯下看完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

歌》《林海雪原》《红岩》等一大批进步小说，“我觉得共产党员很伟大，我崇拜英

雄，想成为像江姐、杨子荣那样的人。”

1960年 6月 30日，这一天深深刻在了马长平的记忆里，因为这是他正式

入党的日子。

“当时学校正组织师生一块儿帮助群众抗旱，我突然接到通知让去参加入

党仪式，那个高兴啊、自豪啊，没法用言语形容。”马长平说，入党仪式后，他第一

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父母。

“后来，生产队长和书记知道了，在生产队的大会上跟大家说‘大平（马长平

的小名）入党了’，再后来，大队书记也知道了，又在大队的会上郑重通报‘大平

入党了’。你看，入党是多么光荣的事。”马长平说。

作为临汝县高中的第一位学生党员，马长平高中毕业后毅然参军，27年军旅生涯历任战

士、外语学员、武汉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干事，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政委，并被济南军区司令部

直属党委授予“三等功”。

银发破局护青苗
退休后，马长平于 2004年起先后担任汝州市委机关老干部党支部副书记、书记和汝州市

关工委副主任兼秘书长，“这些工作”一干就是 20多年。

“党建带关建”破解基层困局。班子难建、队伍难带、经费难筹是基层关工委组织面临的困境。

马长平通过调研论证后，向汝州市委领导写出“党建带关建”报告。2018年 7月，汝州市委组织部

出台《关于加强全市“党建带关建”暨关工委基层组织建设的意见》。随后，已经 76岁的马长平又率

队跑遍 20个乡（镇、街道），促成全市村级关工委班子全覆盖，并落实了经费保障，解决了长期困扰

基层关工委工作的“三难”问题，这一工作经验在平顶山市关工委系统得以推广。

柔情护佑迷途少年。2018年 2月，骨折未愈的马长平拄着拐杖走进少年法庭，以“临时家

长”身份为 17岁盗窃少年张某出庭。

张某非汝州本地人，父亲瘫痪、母亲聋哑，自幼缺管教辍学，到汝州后因嫌打工累多次盗窃

手机被抓。庭审中，作为“合适成年人”的马长平，针对张某表述不清的问题及时补充意见，就量

刑情节据理力争，维护其诉讼权利。庭审后，他与张某深谈，反复叮嘱其牢记教训、好好改造，做

对社会有用的人。

理论宣讲传承红色基因。“航母梦、改革潮，这些故事得让娃们听见、知道。”马长平结合自

身的部队经历，并主动学习新理论新知识，先后写出了《中国共产党伟大历程》等 5篇长篇讲

稿，带着“五老”宣讲团走进校园，大力开展讲好“中国故事”“汝州故事”“红色故事”活动 310多

场次，15万人次的青少年在“航母梦”“改革潮”等主题课中厚植家国情怀。

桑榆献智续新程

“娃们小小年纪流落到社会上不是事儿，学门技术多好。”2017年，马长平到基层调研时，

发现了寄料镇关工委老同志动员未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到漯河食品职业学院等学校学技

术，毕业即能就业的经验。他立即到漯河实地考察，后迅速在汝州市推广，当年，汝州全市“五

老”就动员 1400多名初中毕业学生到各类技术学校学技术。

为帮助家庭困难的孩子继续学业，马长平和关工委其他成员推动小屯镇、米庙镇等 8个乡

镇成立教育发展基金会，每个基金会每年筹款超 30万元，累计救助困难教师学生、奖励优秀学

生 5000多人，社会反响良好。

马长平说，“在职时谋政是本分，退休后发光是价值。只要还能走，就得往党的需要处走。在

职时在其位谋其政，是本分。退休后，发挥余热，是价值。”

从青丝少年到皓首老者，65载光阴将共产党员四个字熔铸成生命的底色。如今，他依然每

天准时出现在办公室，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共产党员的称号不是时间的累积，而是永恒的奔赴。

张亚萍 姚艺丹

前不久，76岁的张阿姨总会在夜晚听见有人敲门，开门后却空无一人，还“看见”黄鳝、青蛙

涌进家中，幻想有人盗窃，还感觉有人要害她。

张阿姨寝食难安，整个人日渐憔悴，家人将她带到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杭州市红十字

会医院）。

“这是出现了幻听、幻视。”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赵晶很快给出判断。经过进一步询问、检查，

赵晶发现病因是由于用药不当引起。张阿姨因咳嗽、咽痛等感冒症状，曾自行连续服用复方氨

酚烷胺胶囊、莫西沙星数日，感冒未见好转，幻觉却越来越严重。

赵晶表示，张阿姨患有糖尿病，药物代谢能力弱，合并服用两种药物，造成药物蓄积，最终

引发药物源性精神障碍。经过对症治疗，2天后，张阿姨的幻觉便消失了。

感冒药的部分成分（如金刚烷胺、氯苯那敏）可能影响中枢神经系统，敏感人群服用后可能

出现幻觉、焦虑、谵妄等症状。65岁以上老年人，肝脏代谢酶活性下降，肾脏排泄功能减退，药物

容易在体内蓄积。老年人血脑屏障通透性增加，药物更容易进入神经系统，增强神经毒性。部分

老年人可能同时服用降压药、镇静剂等，会增加互相作用风险。

除老年人外，儿童、肝肾功能不全患者，有精神疾病或癫痫、帕金森病史的人也是药物源性

精神障碍的高危人群。赵晶提醒，高危人群日常用药时要多咨询医生。服药后如出现嗜睡、烦

躁、幻觉等现象，应立即停药就医。 据 7月 4日浙江老年报

墨韵承古意 名家聚汝州

著名书法家王澄莅临汝帖艺术馆共襄书艺盛事

闲谈趣事

杂 院 闲 谈

“四大名山”

中国自古有“三山五岳”之说，黄山、庐山、峨

眉山（一说雁荡山）为“三山”；东岳泰山、西岳华

山、中岳嵩山、北岳恒山、南岳衡山为“五岳”。然敝

乡河北沧州献县，亦有“四大名山”之说，谓之“万

层山”“九连山”“百草山”“云台山”。细究方知，实

乃四座汉代王陵。两千余年，屡遭盗掠，灌木野草

中蛇鼠出没，荒芜不堪。据周官屯村中耆老称，八

十年前，左近顽童捉迷藏，时常在汉墓中钻进钻

出，足见其千疮百孔之状何其甚也。

中有西汉献王刘德之陵，今已斥资修葺整饬，

并辟为献王纪念园，供人游历。刘德，景帝二年册

封为“河间王”，乃汉武帝刘彻之胞兄，雅好儒术，

修学好古。一生网罗民间旧书，整理集纳，又延请

毛苌、贯长卿诸贤，讲授先秦古籍，使毛氏《诗经》、

左氏《春秋》传于后世。因谥曰“献”，故又称“献

王”，都邑乐城今称“献县”。东汉班固修《汉书》，谓

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此“实事求是”成语之

由来。

窝头元宝

曩昔，滹沱河六百年间，大小洪灾近四百次，

沿岸百姓苦不堪言，或葬身鱼腹，或流离失所。其

中传说、故事颇多。曾听故乡老人闲谈，洪水突发

时，欲保全性命，带窝头抑或带元宝？闻者都道，此

时金钱何用？必带窝头。老人复言，一次大水，村中

某甲怀揣窝头两个，某乙带元宝两枚。二人攀相邻

两树求生。久之，某乙取出元宝，欲买某甲窝头充

饥。某甲断然不允。某乙饿极生恶，以元宝掷击某

甲。某甲躲闪不及应声落树，旋即为洪水卷走。窝

头则浮于水面，为某乙捞起果腹得活。两日后，洪

水退去，某乙下树，自淤泥中取出两枚元宝。众人

闻之，无不喟叹世事人心皆难料。

死鸡臭雁

家中老人常讲一前朝旧事，颇可玩味。一地主

雇三长工，善耕种而时有懈怠。一日，东家厨下炖

只死鸡，单唤长工甲，轻声谓之曰：“此美味专供汝

用，莫语他人。”长工甲拜谢，寻无人处独食之。改

日，东家又烹臭雁一只，单唤长工乙，私语之：“此

美味专供汝享，莫语他人。”长工乙感其恩，寻无人

处狂啖之。又一日，东家蒸黄米团子一屉，单唤长

工丙：“此美味专供汝餐，莫语他人。”长工丙谢其

赐，亦私进食毕。及至麦熟，三长工各握镰刀，争相

急进，一垄收割不稍起身。地主拄杖立于田边荫

下，自思自叹：“死鸡拉臭雁，黄米团子也不善。”

据 7月 6日北京晚报

健康小课堂

吃了感冒药 七旬老人出现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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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澄先生从“衣食住行”切入，揭示人类与生俱来的美欲如何驱动文明进步 王澄先生（左）与其弟子、汝帖研究院院长李志军博士交流参观感悟

王澄先生《漫谈“美”》讲座现场

马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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