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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初，雷州市政协有关领导找到我，向我介绍了雷州市政协正在牵头镇村在附
城镇南田村陈瑸故居周围筹建“清端园”的计划，托我找个全国有名的书法家来题写“清端
园”这三个字，用来刻石置于园区。当我了解他们的设想之后，立即很乐意地答应下来。的
确，我当时已忝列中国书协会员、广东书协理事、湛江书协副主席，在书法圈内有着较广的
人脉，想请个有分量的书法家来题写这三个字，应该不难，不妨一试。说来也巧，自从接了
这个“单”，我便成了南田村的常客，更成为早期参与创建清端园的一员。

■莫颂军（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会员、省书协理事）

欧阳中石先生题“清端园”记

受人之托当忠人之事。自古匾额

题字是很讲究的，纵观全国有名的园

林，均赖名人名家题字来增色，以求互

为表里，相得益彰。

陈瑸公位居南粤先贤之列，在康熙

朝官至封疆大吏，更是被雍正朝树为有

清一代居官的楷模，对后世的廉政建设

和台海情谊有着深远的影响。选择题写

“清端园”三个字的必须是当代在书坛享

有声望的一流书家才相匹配！经过一番

筛选，我便锁定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欧阳

中石先生，他既是当代著名书法家、京剧

表演家、教育家，且是在大学里开设书法

学本、硕、博三级学位的先垦者，是书法

学科的重要创建者之一，门生众多，誉满

书坛。如何才能跟老先生取得联系呢？

于是，我想到了当时在湛江师范学

院美术学院从事书法教学工作的杨军

老师。他跟我交情不错，且他之前在首

都师范大学读硕士时的导师就是欧阳

中石先生，如今又考回母校正在随欧阳

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当我打电话联系

上他并表达想通过他穿针引线请欧阳

先生题字的意愿时，他很乐意，并建议

这是政府行为，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以市

政协的名义直接给先生发个邀请函，以

表达我们的诚意。随后我便将此建议

向政协有关领导汇报，领导们欣然同

意，于是我便着手替政协办草拟函件，

定稿后盖好章，第一时间寄往北京。信

件寄出后不久，便收到杨老师的来电，

说先生看到邀请函后很爽快答应题写。

一阵高兴之余，我便建议杨老师，

如先生题好字后，请他按作品原大复印

出来，先把复印件给我们寄来，以便刻

石急用，原件暂且留在先生那里，我们

会尽快择时上北京一趟，专程登门拜访

先生，再顺便把原件取回，以示对先生

的尊重。

大约是当年 5月，我们便收到杨老

师寄过来的作品复印件，随即付之刻

石。杨军老师暑假返湛，一直挂着此

事，便跟我约好专程下雷州一趟，我陪

他到南田村走走，在刚刻好不久的“清

端园”石碑前照了好几张合影，以便他

返京后回复欧阳先生。很巧合的是，当

年 9月份，我有幸公差到清华大学参加

培训。趁此良机，我便约好杨老师，提

前跟欧阳先生预约一下，定妥时间后，

我便向带队领导请了半天假，打车到首

都师范大学，由杨老师引荐，登门拜访

欧阳先生。

当年先生 78岁，精神矍铄，跟我一

见如故，谈笑风生，和蔼可亲。至今我

还依稀记得，当聊及当时书坛不讲传

统、妄求创新的倾向时，他随口一句：

“那是沙尘暴！”先生的睿智和幽默，引

起我们在座的会心一笑。当他老人家

从书房里拿出“清端园”三字原作交给

我时，杨老师便用随身携带的摄影机给

我和先生留下了几幅珍贵的合影。作

品原件取回后，除了参加必要的展览和

入编作品集外，一直由我珍藏至今。

清端园建设从2006年初创至今，已

走过十六个年头。2006至2012年间，为

市政协主持的初创阶段，先后完成了陈

瑸故居修葺、陈瑸纪念馆、陈瑸诗廊、陈

瑸石像、廉池、思贤亭等配套项目建设，

自是规模初具。自2013年至今，乃雷州

市纪委主持建设时期，整个园区的规划

在当地镇村的积极配合下得到进一步

调整和优化。2016年6月，“陈瑸廉政史

迹展览馆”落成开馆，同年市编办落实

了园区管理建制；2018 年，在湛江市纪

委的直接支持和推动下，整个园区又进

行了全面升级改造，并将陈瑸纪念馆打

造成陈瑸在台湾专题展馆。从此，清端

园已成为湛江皆知、省内有名的廉政教

育基地和对台交流基地。

2016年初，我从雷州市财政局换岗

到雷州市纪委

任常委，当时

恰逢纪委正在

紧张筹备清端

园“陈瑸廉政

史迹展览馆”

落 成 开 馆 事

宜，很庆幸自

己来得正是时

候，有机会见证并参与了这一足以载入

史册的盛典。现在的清端园，随着乡村

振兴政策落地力度的不断加强，升级的

空间还很大，规划中还有许多配套项目

尚待推进，可以预见，清端园的未来必

定更加美好！

前年，从报道中惊悉，欧阳中石先

生已于 2020 年 11 月 5 日仙逝，享年 93
岁。噩耗传来，心情一时甚是沉重，那

份情感缘于他老人家对书法学科建立

的历史性贡献，还有他欣然应约题写的

“清端园”三个字，更有我有幸在北京他

家中跟他老人家短暂的一面。斯人已

去，记忆犹新。

最近，当我了解并目睹了陈瑸廉政

史迹博物馆的馆藏设施已臻完善的情

况后，我便决定要把欧阳先生所题的一

直珍藏在身边的“清端园”三字原作无

偿捐赠给馆里珍藏，这应是该作品最好

的归宿！相信欧阳先生在天之灵若有

知，也会对我的这一举动给予点赞的。

这是一段美好的回忆，通过拙笔一

一如实地记录下来，是一份责任，更是

一份慰藉。

观倪宽艺术展随想
■曾星亮（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

第一次见倪宽，是在佛山新石湾美

术馆报告厅。里面已经坐满了前来听

课的人，只见一位国字脸的长者笑容可

掬，穿着一身黑紫色的唐装，去跟认识

的朋友打招呼。就是我与他不相识，他

也点头示意。温文尔雅，文质彬彬，是

他给我的第一印象。

其实在参加活动之前，自己还百

度了一下，关于他的介绍非常少。只

知道他是军人出身，书法师从石开、陈

国斌，书法、绘画、篆刻均有涉猎，而且

功夫不低。

舞台前面，巨大的液晶显示屏上，

显示了当天的演讲主题：以书法为中心

的拓展。这是广东省新石湾美术馆公

益学术讲座系列的第十三场，也是倪宽

艺术展的“开胃小菜”。

也许是展前的布置工作让他费了

不少心思；也许是开幕式召开在即，让

他心神不定；也许是领导坐在下面，让

他一紧张，就有点不知所措，头绪全被

打乱。反正，他的演讲，我觉得还有很

大的提升空间。因为他没有做好准

备。他只能踩着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

里。本来主办方安排了一个半小时的

时间，他只讲了二十分钟不到。然后就

是让听众提问。

憨厚而又不善言辞的倪宽，只好

在那不断发问：“还有谁需要提问的

吗？”把整个演讲环节变成了答记者问

环节。活活把孔子的名言变成了自己

的行动方针。孔子曰：“君子耻其言而

过其行”，抑或“讷于言而敏于行。”都

是说明一个君子，以说得多做得少为

耻辱。君子说话应该谨慎，而行动要

敏捷。

熟悉倪宽的人都知道，倪宽就是那

种不善言辞的人。但是他眼光特别犀

利，手上功夫了得，其书法趣味性足，让

人遐想不断。

他的书法，着重点在于力与气的融
合，用笔较为直接、大胆。多为空中露
锋直书，气韵通达。细观他用笔，纵逸
与沉稳交织，纵逸的一面以势取劲，特
别是他的隶书对联，用笔多为空中露锋
直入，线条干净。结构的错位，上下空
间的拉开，以及漫不经心的落款，让整
幅作品错落有致，姿态各异。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王镛对倪宽的

评价是五个字：“笔厚而势奇”。其实，

这也道出了他书法的精髓，也道出了他

的做人准则。西汉文学家、思想家杨雄

提出：“书，心画也”，道出了中国书法作

为世界最高艺术，其特征跟人的特征是

相辅相成的，如影随形。有什么样的内

心，就会有什么样的书法。而倪宽的书

法就是厚重、趣味，让人对他个性，也一

目了然。倪宽的大字作品，一直在追求

厚重，追求奇特。从很多地方可以看得

出来。他也是一个老顽童。年纪一大

把，内心依然像个婴儿般纯粹。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吴慧平在开幕

式致辞时表示，倪宽是个非常幽默的

人，创造力特别强，精力特别旺盛，“他

熟谙中国传统书画印和当代艺术之间

的内在逻辑，作品风格奇特，让人过目

不忘。”他对于倪宽书法，赞誉有加。

而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执行主

席郑荣明则专门撰文解剖倪宽书法，从

倪宽的简牍到楷书再到行草，都一一分

析。最后点出了他的希望：“要成为一

个真正有成就的书法家，修为之路还很

长。如何把握好奇与怪之间的尺度，如

何区分穆与僵两者的内核，如何使创作

中“作”的成为减少，自然的“创”的成分

增加？这些都是倪宽需要面对的课题

和应该解决的问题。

开幕式现场，社会各界站在他的作

品前，评头论足，指指点点。或赞扬或

批评。他都一一接受。而他也知道，中

国书法的最高境界是思想的境界，只有

让自己的思想不断进步，就可以让自己

不断迈向书法的巅峰。因为历史上名

垂青史的书法家，绝不单单书法厉害。

一定是综合的人文素养，一定是有思

想，有独立人格的人。而且作为一个真

正的书法家，在创作的时候一定是忘掉

规范，忘掉传统，忘掉做作，忘掉自我，

然后心手两畅的。他觉得自己还没有

达到这种高度。

■欧阳中石（左）与莫颂军合影。

■莫颂军（左）与杨军（右）在《清端园》刻
石前合影。

■莫颂军榜书《九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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