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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初心永不忘，社会责任勇担当。薛
老将他的多才多艺与一技之长并没有作为自
己升官发财的资本，而是全心全意地发挥在
公益事业上，为党为国为人民为家乡不断地
做好事做实事做善事。正如郭镇俊郭老撰写
的本书序言中所说：“振华看得见山，望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这是一种至深的根，扎于精
神的沃土。”郭老将薛振华先生浓浓的家国情
怀，表达得异常清晰准确，让我们了解了薛老
之所以有如此超乎常人的努力、智力、才力、
想象力、创造力、影响力，其根源就在于此。

综观这本《情满胜溪》第六集全书，充满
着薛老对公益事业的执着热爱与尽职尽责，
书的开篇第一辑就是“传承非遗”，其中的“传
承‘非遗’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一文，是他
为庆祝国家“非遗”项目孝义碗碗腔戏迷协会
成立三周年而写的专稿，文章开宗明义地表
明了对国宝“非遗”的爱心与关注，尤其对于入
选国家第一批“非遗”代表性项目保护名录的
家乡地方戏孝义碗碗腔，更是倾注了他全部
的心血，从开发挖掘到申遗成功到进一步的
传承发展，扩大影响，薛老都是积极参与亲力
亲为，为家乡的古老戏种能重焕青春光彩作
出自己卓越的贡献。比如另一篇“礼赞孝义
市碗碗腔”，通篇不仅资料翔实文字优美，而且
将碗碗腔的历史渊源来龙去脉，发展脉络风
格特点，重点剧目名角名家等等，都描绘叙述
得根稍细致井井有条活灵活现异彩纷呈。

薛老浓浓的家乡情结在书中也展现得丰
富多彩淋漓尽致，冥冥中他总有为家乡做点
什么的沉重感责任感。当然，这里的家乡并
非泛指，而是专指生他养他的老家 镇南营
村，我粗略地统计一下，书中他直接落笔南营
村的文章就有近 20 篇，如“孝义南营村赋”

“沧桑岁月话变迁——孝义市南营村改革开
放纪实”，“先锋人物”整辑的十余篇文章几乎
全都是南营村的英模，由此可见薛老对家乡
故园痴情热恋得之深之切之刻骨铭心，同时
也是在用行动实现着他的心愿。

热心公益勇于担当还表现在对一些自己
完全不知情且关系重大的事项上，他认为凡
是家国的大事，就毫不含糊地挺身而出主动
请缨，纵有千难万苦也要践诺初心，非做好做
细圆满完成不可。如“华灵中学背后的故事”
一文的写成，就很具有代表性。当薛老听说
1942 年成立的华灵中学，是为了纪念 24 位
抗日烈士的英雄壮举而将校址选在了孝义
的文庙。很显然，这既是抗日的丰功伟绩，
也是咱们孝义的青史流芳啊，可在已有的
资料中，却残缺不全，难以查找，特别是那
些发生在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惨烈，没
有文字记载将是何等的遗憾啊。薛老为了
弥补这一历史的空白，连日冒严寒披霜雪，

穿背巷进社区，上台阶
登高楼，寻觅采访与华
灵中学有关的老人、知
情者以及他们的后人，
历经旷日持久，广泛搜
集资料，终于如愿以偿
地完成了这篇长文，为
孝义的抗日历史增添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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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孝义文化界，薛振华的大名响当当。我是个外乡人，但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进
入孝义铝矿，对孝义的山水人文有些接触与感受之后，就对这个名字刮目相看钦羡有
加。这种印象的来源除了人们的口口相传之外，更多的则是通过阅读各种报刊书籍
而得来的。遗憾的是在孝义这块土地上工作生活了三十多年，却与薛先生只是神交、
文字之交而已，并没有机会一见与交谈。

所幸的是，去年冬天，薛老不顾 87岁高龄与数九寒天，带着他即将付梓的厚厚一
摞《情满胜溪》第六集书稿，从几公里之外的城东来到我在城西的寒舍，我终于近距离
的目睹了，这位神仰已久孝义文坛老资格的泰斗级人物的风采。

他，虽然耄耋高龄，而且不久就要步入米寿，但身子骨硬朗，精神矍铄，头脑清晰，
谈笑风生，让我对他除了仰慕，更有一种亲近感油然而生。谈笑间，薛老将书稿递与
我，一再嘱我读过之后写点感想之类。我被他这种谦虚与大度所感动，便没有推辞，
硬着头皮应承下来。毕竟，作为一名后来者与学生，研读一下老师的大作，也是一次
千载难逢的学习、求索的大好机会啊。

薛老当初的学历，只是汾阳师范（初
师）运城师范（中师），没有令人艳羡的大学
乃至研究生的光环，但历经不间断地自学，
苦心钻研学问，呕心沥血求索，几十年不
辍，竟然达到了博学多才学富五车的高度，
为很多的高学历者所不及。

翻开这本《情满胜溪》第六集，首先给
人的印象便是洋洋大观琳琅满目，好似一
下子把我们引到了一个万紫千红繁花似锦
的世界。

从内容上，过去现在、山水人文、经济
建设、人物风俗无所不包；从体裁上，散文
随笔、议论评说、诗词歌赋、书法摄影应有
尽有；从风格上，大作小品、说理聊天、庄重
严肃、诙谐幽默多种多样。试想，在文字的
海洋里，如果没有海纳百川的学识，没有有
容乃大的胸怀，谁能将文章做得如此的云

淡风轻游刃有余？薛老做得到，怎能不赢
得广泛的认可与点赞？

论美文，可以说这本书里字字珠玑篇
篇精粹，就随意的看一看“孝义赋”吧，这是
一篇仿古散文，形式虽古，却抑扬顿挫自然
流畅；文虽短小，含括的知识却谈古论今海
阔天空。例如“文明孝义”这一章，不足百
字，却将孝义有史以来八个关于“孝”与

“义”的故事尽其囊括，这是孝义的文明史
光荣史，却不是每个孝义人所能了解的，薛
老既能精通孝义的文明过去，又能用文字
记述出来进行传播，大力宣扬，堪称是“孝
义好人”写出的“孝义美文”，最佳的结合，
值得称道。

要说薛老的博学多才，翻遍此书，比比
皆是，无论哪一篇，如果没有足够的知识储
备，那也是无法水到渠成的。当然，薛老知
识的丰富渊博，既不是天生就有的，也不是
轻而易举就能获取的，而是通过孜孜不倦
地刻苦学习积累起来的。比如，“我爱马烽
文章的大众化和通俗化”一文，他就将马烽
的大量文章进行研读，下苦功夫，边学习边
记录边消化，从而为我所用，变成自己的语
言文字，才能写出如此的精彩文章，不然，
怎么能搜寻摘录出马烽众多文章中的四字
俗语 34 句、哲学俗语 16 句、惯用俗语 28
句、歇后语 13 句呢？因此，可以说这篇文
章字字都是薛老的心血结晶啊。

博学多才文精美

翰墨飘香笔力健
在薛老的才艺中，当属书法造诣深厚，

所取得的成就最大。但他并不是什么天
才，也没有什么童子功，全靠后天的孜孜努
力，历经多年的刻苦修炼，才达到今天如此
高的境界，可以说是典型的大器晚成。

据薛老介绍，他读小学的时候，是上过
断断续续的书法课，那也不过是入门启蒙
而已。后来由于工作繁忙，毛笔字又派不
上什么用场，所以基本上就半途而废了。
后来，一段时间整天无所事事，就想起了写
写毛笔字吧，不过是用来打发时间，并没有
什么规划目标。

真正开始有意识的习书练字，那是上
个世纪八十年代出任县总工会副主席、主
席以后的事情。这时的薛老已然是年近半
百的岁数了，由于工会工作的需要，书法这
门艺术就自然而然地走上了薛老的日程，
促使他重新拿起了毛笔，而且兴趣越来越

浓，一发而不可收。
他利用工作之余，遍临碑帖，博采众

长，在书法的大世界里，流连忘返纵横捭
阖，日益进步，成效显著。他从最初的专攻
隶书，到后来的行草兼顾，不计寒暑废寝忘
食，功夫不负苦心人，薛老的书法终成大
器，就从搜集在本书中的一些作品来看，其
煌煌成就足可窥斑见豹了。

比如他 2021年为“北京国际会展中心
建党 100周年全国大型书画展”所写的“翰
墨飘香歌盛世，丹青溢彩颂党恩”十四个字
的行书条幅，不但整体布局规整严谨收放
自如，丰满耐看美轮美奂，而且单独审视，
每个字都经得起推敲琢磨。正因为如此，
才感动了大赛评委，将最高规格的金奖授
予他，并同时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光荣
称号，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也是孝义市
的光荣啊。

这次的获奖，只不过是薛老在书法领
域里达到的一个里程碑式的高度，远不能
涵盖他成就的全部，实际上他早在 2011年
就荣获了“共和国功勋书画家”的命名，还
先后编辑出版了《书画集》与《书法专集》十
余部，至于获得的国家、省市级的奖项更是
不计其数，其艺术简历和书法作品，载入

《世界名人录》等 80余部典籍中，还被聘为
四川省书法教育学院名誉校长兼教授，东
方书画院副院长兼教授，香港少儿视觉艺
术指导委员会顾问等，因而薛老的名声响
亮省内外，影响甚广。

热心公益勇担当

文化，是两个笔画简单而内涵深邃的字
眼儿，是人们司空见惯、心向神往，而又难以
捉摸、难尽其妙的神灵。

文化，像茫茫黑夜的万盏明灯，给漆黑
的旷野遍洒清辉和光明；像严冬过后的浩荡
春风，给浩瀚宇宙、万事万物带来和煦与温
馨；像春天的翠绿，遍染无边大地的百禾千
草、万木千森；像一个魔力无边的精灵，充溢
于天地之间，涵盖了物质精神，盈育着大千
世界，滋润着芸芸众生……

当你身不由己地踏进文化的门槛；当你
有意无意地跳入文化的汪洋，你便会流连忘
返、痴迷不已，由衷地倍感三生有幸，确也不
虚此行。在这绝妙神奇的殿堂里，在这琳琅
满目的宝库中，你不仅能眺望和聆听到远古
先祖的创造和发明，也会领略和感受到历代
圣贤的智慧和聪明。五千年洋洋洒洒的汉
魏风骨、盛唐情韵、宋元技艺、明清风情；还
有那美不胜收的文章意韵、诗情激荡、戏文
情趣、旋律悠扬、舞步飘逸、线墨飞动，等等
等等，无不使你陶醉，让你振奋！

当你在摇篮里嗷嗷待哺，当你在课堂上
凝神静听，当你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当
你在痛苦的幽谷中郁闷，当你在胜利的酒宴

上狂饮，当你在奢华的醉乡里沉沦，文化，像
温蓄于母体的乳汁，久储于窖库的甘醇，开
启锈锁的钥匙，迷茫大海的航灯，干涸沙漠
的清泉，久旱土地的甘霖，哺育你成长，滋养
你成人，催你奋进，促你猛醒，诫你骄躁，助
你前行，一步一步，跋涉攀登，以至人生最后
一程。

纵览古今，无论向纵深追寻，还是往横
广拓展，文化无处不在，无时不存。人类从
野蛮到文明，靠文化进步；从生物人到社会
人，靠文化教化，人们千差万 的个性、气
质、情操，靠文化修养；每一个人的欢乐与痛
苦、幸福与悲伤、崇高与卑俗，以及人生观、
世界观的确立，靠文化赋予。江山社稷、士

农工商、衣食住行等，文化如影随形地浸润
其中。就连原本无情的河海山川、日月星
辰、花草树木、亭台楼阁，也因文化而仪态万
方，充满画意诗情。

文化如此多情地眷恋着你，如此执着地
钟情于你，像一个滔滔不绝的老人，为你讲
述着动人的故事；像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
与你共同编织爱情的花环；像功德无量的上
帝，为你排除千难万险，解除百虑千忧。出
于生存的需要，出于良心的本能，你、我、他，
难道不应该如恋似爱地拥抱文化，如金似玉
地珍惜文化，如饥似渴地餐饮文化吗？难道
不应该因拥有她而自信，因富有她而自豪
吗？

文化情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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