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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同春是辽阳的文化名宿，是誉满全国
的书法名家。他坚持传统书风和笔法，以中
正、遒劲大气的颜楷书体为根本，继而研习行
楷、行草以及隶篆等传统书体，皆得心应手。

温同春学书体会精深，其做学问以“致广大而尽精微”为
准则，在数十年坎坷经历中，积学日富。其主张“入而后
出，淳而后肆”“字之审美，须具备力遒、形美、韵胜。达
此三者，需精研笔法，深通理论。”其所著《中学生字帖》
培养了成千上万的颜书学子，为中国传统书法的传承与
发展贡献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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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同春：颜骨今风传后世
本报记者 凌 鹤

出辽阳火车站，城市地标性历
史 建 筑 白 塔 即 会 映 入 眼 帘 。 白 塔
修缮后温同春所书题记典雅稳健，
受到各界称赞。辽阳市书协主席、
著名书法家苏德永说：“不只有白

塔，千山、汤河水库、辽阳市内很多
牌匾，都是温同春所题。不少人都
是从牌匾开始认识这位书法大家。
而且我们小时候习字的字帖均为温
老书写，影响广泛。”

为了更多了解温同春的艺术人
生，记者来到了温老生前友好、辽阳市
书法家协会第四任主席、老书法家赵
大超的家中，在叙谈中，温同春酷爱读
书、热爱书法艺术、谦和为人的形象再
次鲜活起来。

温同春幼承家学，5岁学书，临摹
一次，便能形似。6 岁后，经白永贞

（张学良老师）、张济民（清末举人）两
位辽阳名宿指导，在文学、书法方面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8 岁时被称为神
童。9 岁获得辽宁省书法展览特别
奖。19 岁时，日本举办书道比赛，其
以楷书、草书两幅作品入选，获青年组
一等奖。书画声名日隆，求者盈门。

苏德永介绍，温老幼时研习颜楷，

于东方朔画赞、大字麻姑仙壇记用功
最勤，后博涉颜氏一脉书风，对近代颜
书名家钱沣、何绍基、谭延闿、华世奎
等墨迹，亦多深入；行书由王羲之圣教
序入，兼临鲁公《争座位帖》《祭侄文
稿》；草书以张旭、怀素、孙过庭为宗；
篆隶亦常临习。楷、行、草笔力沉雄，
结体端严，笔势开阔，气韵生动，亦不
乏儒雅。

赵大超印象深刻的是，温同春生
活简朴，不讲究穿用。他一生未用砚
台，小碗装上两毫米焦墨，上面放一点
水，枕腕而写，款款而行。

温家藏书丰富，温同春自幼遨游
书海，终生沉浸其中，积淀沉厚，学问
宽博。

师从名家 博览群书 获誉神童

沈延毅书赞温同春“衍水书风”，
杨仁恺评其“颜柳风骨”，聂成文称其

“颜骨今风”。
赵大超和苏德永更为熟悉了解温

老的艺术，认为其尊崇传统，取法古
人，书风典雅，行草灵动。因为修养深
厚，宠辱不惊，书法格调清新，形成了
可贵的自我面貌。并幽默地说：“他
18 岁时已写得比有些人写一辈子的
作品都要好”，天赋与领悟力极高，与
古人、与民国学人之风气脉相接，书卷
气浓郁。

温同春80多年的习书生涯，几乎
把汉字每个偏旁部首，各种笔画，5000
多个常用字及特殊字体都临习几百次
甚至千次，字字有条不紊，笔笔精到，
炉火纯青。摹古不泥古，求新求变不
求怪，章法合理、用笔有度，具审美愉
悦，又便于阅读，雅俗共赏。

诗人、教授徐放对温同春知之甚
深，他对他的学术主张印象深刻：“我
国之书法艺术源远流长、包罗万象，后
学者切不可偏囿于一隅。”“学习书法，
当有继往开来之胸襟，必须精心观察,
广泛吸取，融会贯通，然后推陈出新，

为后人开辟广阔新路。”“字欲求工，须
循序恳习，先选定一家，精研用笔方
法，力求形似，然后再领会丰神，始能
形神兼备。”他强调学书“入而后出、醇
而后肆。不醇便肆、故作奇巧、则纰缪
百出。”

辽宁省文联副主席、省书协主席、
著名书法家胡崇炜谈起，温同春作为
辽宁书法界的老一辈，其书法艺术风
格极独特。“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
参加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的那件横
幅颜体字，雄浑大气，稳健遒丽，让人
观之心动，观后常常萦绕于心头。我
走进书法界 30 余年，所阅作品无数，
真正给我如此印象的真不多。由此使
我对温老作品产生了好奇，每每拜读
他的作品总是与他的那幅颜书作对
比，发现其晚岁作品每个年份都有变
化，或清丽些或浑穆些，主线始终没有
离开颜字的宽博与峻屹，但越接近晚
年越有一种旷达与散逸。虽然他生活
在辽阳，但其书名却享誉全省和全国，
作为艺术家的温老先生不在了，但他
的艺术还在并将永远让人为之动心，
这就是他生命的意义。”

颜体筑基 诸体兼擅 自成风貌

温同春最喜欢的一副对联是：
“天道健行终至善，人生真谛是长
征。”他一生书耕不辍，墨迹无法统
计。其墨宝是艺术珍品，几无败
笔。他早年所著《中学生字帖》培
养了成千上万的颜书学子，受其指
导，成名者众多。温同春对中国传
统书法的传承与发展贡献巨大。

他的水墨丹青画清新雅致，
且精通诗文，以文润墨。“翰墨春
潮方盛日，海内书家蔚起时，上溯
兰亭承正脉，更循双楫觅新支，肆
外闳中开巨眼，穹微测妙在深思，
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吾

师”。即为温同春在1982年，辽宁
书法赴北京展览时所作之诗，巧妙
引用了杜甫的一句经典。

辽阳市书协副主席、著名书
法家许彪说：“温同春是辽阳名
宿，胸藏锦绣，下笔有神。记忆
中，初识温老他已满头鹤发，为人
中和谦逊，特别可亲。字如其人，
他用笔志气平和，不激不厉，饱满
厚重，浑穆沉雄，字势开张挺拔。”

辽宁省书协副主席、著名书
法家王荐以诗感赋温同春书法：

“幸睹温公旧墨痕，‘二王’遗韵得
来真。髫龄即有神童誉，壮岁叩

开颜氏门。善化古风由我性，欣
将佛法净俗氛。如今书界风骚
客，鲜见几人能望尘？”

温同春曾自述：“回溯前尘我
在书法方面是获虚誉于幼时，遭
坎坷于中岁，幸逢时于晚年。中
年在处境极端困苦的情况下，未
敢荒废积学之心。不因顿挫而自
弃，不因风雨而不前。不懈研习
书法艺术，小有裨益于社会。”

他对培育人才、奖掖后进不
遗余力。常言：“愿为我国书法艺
术前进洪流中增添一派继起的新
源泉。”

诗文同妙 作品传世 育人无数

温同春（1922—2014年）
字六如，又字孝钧，辽阳人。曾为中国

书协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中国书画函授
大学教授、辽宁省书协理事兼评审委员，辽宁
省楹联学会理事、辽宁大学名誉教授、辽阳市
书协名誉主席。政协辽阳市委员会常委。

作品入选1981年第一届全国书法篆刻
作品展、东北三省书法展、辽宁省书法展。
先后出版《小学大楷习字本》《中学钢笔行楷
字帖》《大楷字帖》《新编间架结构》《温同春
书法集》《论我国书法的继承与创新》。1983
年与 1988年先后在北京举办个人书法展，
作品发表于《人民日报》《辽宁日报》等报刊，
被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博物馆收藏。个人传
被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书法卷》《中国
当代书法家辞典》《中国美术书法界名人名
作博览》。

2011年温同春被授予纪念中国书协成立
三十周年荣誉奖。题写大量书名、楹联、碑文。

技艺与学养双修是中华艺术的美好
追求，也是中华艺术的独特魅力。历史
不断验证长存史册的艺术创作都是形式
优美、内涵丰富的精品，折射出艺术家深
厚的修为。

人们总是感叹，越是艺术大家，越谦
和、低调、亲善。那是因为他们注重“道”
的培育养成，对浩瀚无垠的宇宙天地、历
史文化深存敬畏，在不断学习、认知的过
程中越发感受到个体的渺小，也即艺术
表现的局限与艺术本身的无止境。即使
技艺锤炼得炉火纯青，脑中学识、胸中之
怀、眼中天地不够广阔，不够独特，其艺
术之格、艺术之境仍不能称为上品。

业界流传着关于吴昌硕与齐白石恩
怨的一些故事。吴昌硕晚年曾说：“北方
有人学我皮毛，竟成大名。”齐白石听后认
为“北方人”暗指自己，在 1924 年刻了一
方印：“老夫也在皮毛类”。齐白石如此受
伤可以理解，因为他十分崇敬吴昌硕，曾
作诗曰：“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衰年别
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
来。”可见其对吴昌硕佩服程度之深。

吴昌硕是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大师，文
人风骨，大儒之气，被誉为“石鼓篆书第一
人”“中国文人画最后的高峰”。其绘画、书
法、篆刻都是业界标杆，并在诗文、金石等
方面造诣极高。吴昌硕还热心提携后进，
是技道双修的典范，令人高山仰止。后来，
齐白石继古开新，不断修为，再无谁的皮
毛，只是齐白石，成为一代大家。

艺术长河中遵循“技道双修”的艺术家
非常多，但能够坚持终生并有所成就的却
可以计数，像温同春的一生就是艺术创作
与知识学习及人格修炼并行的过程，淡泊
功名，勤于实践与理论总结，作品传世，培
育后辈无数，获得交口称赞。

生动的事例启示当代人莫空谈“技道
双修”，应力戒浮躁，于喧嚣中保持定力，勤
于修心、勤于思考、勤于练技，水到自然渠
成。

莫空谈“技道双修”
本报记者 凌 鹤

草书 自作联句
天道健行终至善
人生真谛是长征

隶书《观沧海》 楷书 自作诗

行书 自作诗

篆书：
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扇面 水墨画《竹》

行书 苏子瞻《赤壁赋》

行书 难得糊涂

（上接第三版）

（七）严格赛风赛纪要求。强化
政治担当，以最大决心，用最严措施，
坚决落实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
责任制，坚持对兴奋剂问题零容忍，
把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办得像冰雪
一样纯洁无瑕。

三、大力普及群众性冰雪运动

（八）健全群众冰雪组织。充分
发挥各级体育总会、冰雪运动协会和
其他社会组织作用，组织和引导群众
广泛参与冰雪运动。扩大冰雪运动
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支持社会力量
兴办冰雪运动培训机构。

（九）建设群众冰雪设施。支持
各地结合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社会
需求等因素，加强公共滑冰馆、室外
滑冰场、滑雪场、综合性冰雪运动中
心等场地场所建设，并配建无障碍设

施。鼓励在有条件的城市公园或利
用其他现有设施、场地，建设冬季临
时性户外群众冰雪设施，同步做好安
全保障。支持社会力量按照有关标
准和要求建设各具特色的冰雪运动
场馆。

（十）丰富群众冰雪活动。大力
开展冰雪运动进机关、进校园、进部
队、进厂矿、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
等活动，鼓励各地依托当地自然和人
文资源，发展形式多样、群众喜闻乐
见的冰雪健身项目，推广民族民俗冰
雪项目。积极引导社会力量举办业
余冰雪赛事，着力打造群众性冰雪精
品赛事。深入实施冰雪运动“南展西
扩东进”战略，推动冰雪运动向四季
拓展，努力实现带动 3 亿人参与冰雪
运动的目标。

（十一）加强冰雪运动宣传。积
极开展冰雪运动宣传报道，充分发挥
各级各类新闻媒体特别是新媒体作

用，办好冰雪运动节目和专栏，组织
创作一批冰雪题材影视作品，加强对
冰雪运动知识、冰雪赛事活动的宣
传，传播冰雪运动正能量。

四、广泛开展青少年冰雪运动

（十二）举办青少年冰雪赛事。
鼓励开展以冰雪运动为主题的冬令
营活动，建立健全冰雪项目U系列赛
事体系，组织全国青少年冰雪赛事。
加强青少年冰雪运动相关组织建设，
为青少年参与冰雪运动提供更好的
培训和指导。

（十三）发展校园冰雪运动。推
动全国中小学校将冰雪运动知识教
育纳入学校体育课教学内容，制定
并实施冰雪运动教学计划。鼓励中
小学校采购使用安全系数高、训练
效果好的普及型冰雪装备，与冰雪
场馆或冰雪俱乐部合作，促进青少

年冰雪运动普及发展。鼓励高等学
校组建高水平冰雪运动队，构建“冰
雪运动特色学校+冬季奥林匹克教
育示范学校+高等学校高水平冰雪
运动队+冰雪运动试点县（区）”协同
推进的校园冰雪运动新格局。制定
冰雪运动后备人才培养计划，积极
引导学校、企业、社会组织共同参与
冰雪运动后备人才队伍建设，形成
多元化培养模式。

五、加快发展冰雪产业

（十四）积极培育市场主体。实
施品牌战略，推动建立一批产业规模
较大的冰雪产业集聚区，发展一批具
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市场竞争力
较强的冰雪产业企业，兴建一批复合
型冰雪旅游基地和冰雪运动中心。

（十五）优化冰雪产业结构。加
快发展冰雪健身休闲产业，推动冰雪

旅游产业发展，促进冰雪产业与相关
产业深度融合，提供多样化产品和服
务。创新发展冰雪装备制造业，制定
冰雪装备器材产业发展行动计划，建
立冰雪装备器材产业发展平台，推动
产业链上下游需求对接、资源整合。
支持企业开发科技含量高、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冰雪运动产品。

（十六）拓展冰雪竞赛表演市
场。有序申办和举办冰雪运动国际
高水平专业赛事。围绕花样滑冰、冰
球、冰壶、单板滑雪和短道速滑等观
赏性强的冰雪运动，支持社会力量打
造精品赛事和活动。支持超高清视
频、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手段在冰雪赛
事直播和转播中的应用，带动相关产
业发展壮大。

六、加强组织实施

（十七）加强组织领导。各 级

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北京冬奥
会、冬残奥会备战工作，主动融入
备战体系，坚持举国体制与市场机
制相结合，形成工作合力。备战任
务重的地方要成立专门的临时性
备 战 工 作 机 构 ，配 备 专 职 工 作 人
员。有条件的地方要把冰雪运动
发展纳入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议事日程，在冰雪运动人才培
养、场地设施建设、物资保障、科技
助力、外训参赛、法律服务等方面，
为体育部门、残联开展工作创造有
利条件。

（十八）强化部门联动。各 有
关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及时沟通
情况，密切协作配合。体育总局要
会同有关部门对落实本意见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和跟踪分析，研究持
续推进冰雪运动发展的各项政策
措施，重大事项及时向党中央、国
务院报告。

以2022年北京冬奥会为契机大力发展冰雪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