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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王月 文/摄

9 月 12 日晚，经典话剧《蒋公的面子》全国第 400
场巡演在义乌文化广场剧院上演。南京大学艺术硕士
剧团演员的精彩演绎，将中国知识分子的面子，以及他
们的骨气、傲气、酸气、迂腐、耿直，还有他们作为学者
的思想品格刻画得入木三分。剧中人的纠结情绪感染
到了观众，并引发深思。

剧目基于1943年蒋介石担任中央大学校长的历
史背景，撷取了一段流传甚广但无史可考的传说展开：
蒋介石当中大校长并不招教授们“待见”，因此他想请
三位教授吃年夜饭。三位教授为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全剧貌似围绕“蒋公的面子”展开，实则剖析了知识分
子的面子和里子。

迄今，《蒋公的面子》已经演出400场，场场满座。
观众逐渐从青年学子扩展到中老年人；逐渐由校内师
生，扩展到校外知识分子和普通市民，甚至走出国门远
赴美国上演，所到之处，观众热捧，一票难求。

义乌观众陈杨表示，虽然该剧舞台简单，场景单
一，但是所体现的人物、故事、妙语在眼下也相当触动
人心。剧中所展现出的观点仿佛将观众的灵魂拿在火
上的炙烤，激发了无数的联想，使得剧目更加深刻、更
有能量。

▢ 通讯员 朱姣俊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9月15日，稠城街道江滨社区联合江滨小学开展
以“廉洁文化进校园”为主题的班会活动，以课堂为载
体，强化师生廉洁意识为目的，共同营造清风正气的校
园文化氛围。

本次主题班会将廉洁文化融入课堂，内容丰富，形
式新颖。活动现场以学生为主导，通过名言警句分享、
儿歌朗诵、是非题辩论、小品演绎等，帮助孩子们从小
树立积极、健康的理想信念和荣辱观。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静以修身，俭以养
德”……班会上，学生们分享名言警句，声情并茂地上
台讲述了“狄仁杰勇劝武则天”“包青天的大公无私”

“西门豹一心为国”等故事。其中，比较贴近生活的廉洁
小品在现场掀起了一阵小热潮，学生们在欢声笑语中
明白了廉洁需要从自身做起，从小做起。“今天学到了
很多知识，以后将牢记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的使命，做
一名廉洁小卫士！”今年12岁的楼菡琳同学在参加完
班会后说道。

“除江滨小学的班会活动外，保联小学设置了教师
师德承诺签名墙，商城幼儿园的师生们用剪纸丰富廉
洁文化。”据江滨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江滨社区辖内
共有9所中小学幼儿园。一直以来，社区都十分重视校
园廉洁教育建设，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系列实践活动，
将廉洁教育与德育教学工作相结合。同时，不断完善校
园廉洁文化建设，通过合理布局，装扮校园角角落落，
发挥文化育廉功能。

习习清风浸人心
江滨社区开展“廉洁文化进校园”活动

“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
手烦推求。”这是北宋书坛革新
派的一种理念。在长期书画艺
术的实践中，楼日青对此有了
更深刻的理解与认识。他重法
效古，师古又不泥古，追求于法
度之中的嬗变与创新，并身体
力行，力求在融会贯通中推陈
出新，并不断跟随名师学习。

他的指导老师于文德先生
曾评价他一幅作品里的山水构
思精巧，笔墨浓淡相宜，疏朗有
致，特别是线条的运用颇见功
力。这得益于他几十年来扎实
的书法功底。

楼日青还曾在中国美院进
修。期间，他勤奋学习，苦练基
本功，每天坚持“四个一”：即每
天至少读一个小时的书，临帖
一张大字，练习一张小楷，临摹
一幅画。此外，他还临摹古画，
不厌其烦地训练线条技法。

楼日青主攻山水，亦擅花
鸟，善书法，尤精小楷。他认为，书
画同源。由此，他的作品无论是
书法还是绘画，无不用笔雄劲、
跳宕，线条清劲，富有弹性，用

墨浓淡相济，对比强烈。行书笔
法精纯，结体俊美，气息典雅。

他的花鸟画，走的是浙派
的路子，却又有鲜明的艺术特
点。其孤傲劲挺的花朵，无论单
枝、多枝，皆疏落有致，枝朵分
明，淡雅而清新。他的小楷，结体
匀称俊美，笔力为人称道，他创
作的《金刚经》《心经》《兰亭序》

《桃花源记》《陋室铭》等作品典
雅洒脱，有的甚至走出国门，且
广为收藏。近年来，楼日青佳作
迭出，达到“写物抒意”的境界。

《杭州日报》《金华日报》《义乌
商报》及多家美术书刊都介绍
过他书画作品和相关事迹。

天地容人静，书画乾坤大。
楼日青感悟到：艺术在于一种
大道至简的探索领悟，在于一种
精神与艺术的跨界融合，在于一
种艺术品位的磨合升华。艺术是
心灵栖息的田园，体验书画中的
美妙与宁静，所有的辛酸劳苦都
在此刻随风而去了。

创新求变，弯道亦可超车

9月13日，廿三里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举办周
末趣味活动课，来自街道辖区的十几位小朋友和家长
共同参与了团扇DIY活动。

课堂上，老师首先简要介绍了中国扇文化，并详细
讲解了画团扇的基本知识。随后，小学员们在家长的带
领下，选好自己喜欢的画作、拿好材料笔，在团扇上一
笔一画描摹了起来。大家一边小心翼翼地描画着心中
的色彩世界，一边体味着中国汉族深厚的“扇”文化。

据悉，廿三里街道周末趣味活动课以街道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和金麟社区邻里服务中心为基地，于每周
末不定期开展普法宣传、“年轮彩绘”等趣味活动。

全媒体记者 谭祉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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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骆有云 文/图

有人说，韶光流逝，转眼间，扑蝶的旧梦都过去，只剩

看山的岁月了。书画家楼日青先生却不以为然。虽然已步

入花甲之期，但他在书画领域却如鱼得水，一如既往地在

这方艺术天地里辛勤耕耘，坚守着他的执着、坚韧和追

求。他说：“在挥洒笔墨时，心里会感到十分宁静和满足，

这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

楼日青，号“江南渔
翁”，1957年 4月出生
于江西抚州，祖籍浙江
义乌，现任义乌商城画
院院长、淮河书画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江西航
天学院特聘教授。

1957 年 4 月，楼日青出生
于一个书香之家。也许是天性
使然，楼日青从小就对书画充
满了好奇和神往。孩提时，父亲
便开始手把手地教他练习书
法，每天坚持临帖两小时，十几
年雷打不动。久久为功，滴水穿
石。正是这种坚持，使他打下了
坚实的“童子功”。

初中、高中阶段，楼日青更
加痴迷于书画，乐此而不疲。当
时学校写标语、出黑板报、墙报
等，都成了他施展才华的好机

会。1975年7月，楼日青高中毕
业，第一份工作是在江西东乡
县城拉车当装卸工。接着，他又
干过车工、刨工、钳工等技术工
种。生活艰难，但在业余时间，
他依然与书画为伴，感受到精
神世界的自由、充盈与快乐。

1984年秋，楼日青因工作
调动回到义乌老家，尽管领导
多次诚恳挽留，并推荐他去深
造，但最后，楼日青还是坚定地
选择回到义乌。

迷惘时，让生活拐个弯

回义乌工作不久，有件小
事让楼日青“火”了一把。一天，
他在厂区丢了一把钥匙，再三
寻找未果，便在传达室的小黑
板上写了一个“遗失启事”。

娟秀的字体，言简意赅的
语句，让大家争相观赏。他虽然
无心“插柳”，却意外地做了一
次自我推销。时隔不久，他被调
到厂部办公室工作。

1988 年 5 月，义乌撤县建
市，许多厂家、店铺急需更换招
牌，更是纷纷找上楼日青。他利
用业余时间精心书写制作，尽
管招牌每字的酬劳只有 3 元，
但还是让楼日青发了一笔小
财。后来，这还成了他的一项

“发家致富”的副业。
在故乡这片美丽的土地

上，书画艺术的天地广阔，楼日
青结交了许多书画界的朋友。
大家相互切磋，相互学习，相互

交流，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学习
氛围。楼日青在工作之余，临池
不懈，从收藏的古人作品中汲
取精华，领悟用笔精髓。

1992 年 3 月，楼日青应邀
到北京工作，并开设了一家画
廊，有了一方书画展示和切磋
交流的平台。1995 年，因朋友
引荐，楼日青应聘到《小商品世
界报》担任美术编辑，这让楼日
青拓宽了眼界，增长了知识。

在坚持书画创作的基础同
时，楼日青还迷上了收藏。他用
自己早年收集的藏品与人调换
书画作品。期间，他曾捡漏收藏
过郑板桥、康有为、郭沫若、任
伯年、张书旗等名家的书画作
品，从中增长了许多见识。他还
与中国美院高材生吴伟山先生
成为挚友，在相互交流切磋中，
书画艺术和鉴赏能力有了很大
提高。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义乌草根文化达人

话剧《蒋公的面子》
在义乌上演

创意团扇自己画
廿三里街道开展趣味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