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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城文艺大观园

揽笔墨风华 忆乌伤先贤
《踪迹三老——熊国和/朱钜校/朱成宪书法展》即将开展

熊国和老先生祖居于义乌风景
秀丽的巧溪里西岗，出生于荷叶塘
溪前，晚年定居于苏溪镇胡宅。与一
般文墨书香的书法家不同，他一生
不解戎装，兵戈铁马，是一名铁血军
人。其书法作品更是笔力苍劲，雄浑有
力，气势恢宏。

年少时，熊国和四处求学，以
身报国。先是毕业于金华省立第七
中学，1928 年进入国民党第二十六
军军官团受训，后又入黄埔军校深
造，是该校第六期学生；军校毕业
后，任职国民党第九十八军中校团
副 ；后 任 太 岳 区 保 安 司 令 部 参 谋

长，参加了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
先后与北洋军阀和日军敌寇进行
了激烈的斗争。

岁月如梭，1942 年，久居军旅的
熊国和毅然回乡，就任义乌县抗日自
卫总队第四大队大队长，组织义乌地
方武装积极抗日；1943 年担任忠义
救国军第四总队参谋长，温岭县县
长等职；1949 年，任陆军第四十三师
副师长，少将军衔。1986年，退休后的
熊国和再次回到义乌并定居苏溪，筑

“退思轩”，与“烟雨书画社”“澄心书
社”等众多书画友人交游，泼墨挥毫，
寄情山水。

熊国和：铁血峥嵘

朱钜校字学成，号来蝶堂、稀云
阁，义乌后宅苏街村人。1982年，义乌
县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
开，他当选义乌县美术书法工作者协
会副主席，而后又担任义乌县(市）书
法家协会首任主席。

朱钜校幼年曾为富家子弟朱玉
林伴读，入同乡前清秀才何政念先
生私塾三年，得以启蒙。书法初学柳
公权《玄秘塔碑》、黄自元《间架结构
九十二法》及《曹全碑》等，画临《芥
子园画谱》。朱钜校曾以刻字为业，
先后与同行成立“文力联合刻字社”

“稠城镇刻字生产小组”；刻字之余，
精研书法，特色创新，擅鸡毫书、指

墨书等，在隶书上更是狠下苦心，用
功尤甚。

1981年，朱钜校的行草书法作品
参加金华地区书法展；1982 年，隶书
书法作品参加浙江省群艺馆书法展；
1984 年，行草鸡毫书书法作品参加
义乌、浦江书画联展等，多次在北
京、上海、长沙、宁夏、乌鲁木齐等城
市展出，在浙江《群众艺术》等刊物
刊出，并为金华市工人文化馆和义
乌书画院等单位收藏；1987 年，隶书
刻字作品参加中日刻字交流展；1991
年，隶书木刻作品参加浙江省刻字展，
传略作品辑入《中国印学年鉴》《中国
当代艺术界名人录》等。

朱钜校：刻字成家

朱成宪是义乌赤岸雅治街人，自
幼喜好书法，曾为浙江省书法家协会
会员，义乌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1944年，朱成宪毕业于杭州师范
学校，分别在杭州天竺小学和温岭师
范学校任教。1949 年后，从事教育工
作的他，分别在义乌佛堂留轩小学、大
成中学、赤岸中学任教，将毕生精力献
给了人民的教育事业。

朱成宪取法何绍基、颜真卿、于右
任等书法大家，潜心研究，汲各家神

韵，加以通会，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作
为一名老师，他更是毫无保留地将自
己的经验传授给学生。

朱成宪的学生卢凤贤，现为中国
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据卢凤贤回忆，
在自己的成长道路上，曾有良师数位，
其中朱老师功不可没。朱老师的字，笔
力端正，自有风骨，为了提高自己的书
法水平，他时常临摹朱老师的字帖；更
学习朱老师的修行之道，静心静气，实
学实练。

朱成宪：师者传道

▢ 全媒体记者 王月 文/图

浙中人文，书墨隽永。“商

城文艺大观园”《踪迹三老——

熊国和/朱钜校/朱成宪书法

展》将于9月22日在义乌春及

草庐美术馆举行，义乌书法界

三位已逝老前辈的80余幅作

品将展现在大家眼前。

自魏晋以来，位居浙中的

义乌，受王谢两大家族的影响，

书法之风翕然：赤岸松瀑山下，

南宋大字摩崖，锦字满壁，铁画

银钩；南宋理学家徐侨，手书墓

志铭，巍峨劲拔，丰神如玉；元

代大儒黄溍，入松雪斋，与赵孟

頫亦师亦友，所书《与德懋札》，

至今藏于故宫博物院；宋濂擅

作细微小楷，善行草，清古有

法，享有时誉，其子宋璲，与宋

克、宋广并称明初书法三大家；

晚明才女倪仁吉，能诗文，擅书

画，传世为其所作《先德像》对

题之小楷，清雅淳厚，古意盎

然；清代大儒朱一新，其书端庄

劲健，一如其人。

及至现代，义乌以书法名

世的，也有三位——熊国和、朱

钜校、朱成宪。熊国和先生，毕

业于黄埔六期，参加过北伐及

抗日战争，戎马生涯，波澜壮

阔，晚年渡海归里，以诗书自

遣，其楷书古质绵厚，金声玉

振，深得王羲之《黄庭经》之旨

趣；朱钜校先生，初以写字刻章

为生，经数十年磨砺，终破茧成

蝶，晚年所作隶书，质朴茂密，

骨力洞达；朱成宪先生，毕业于

杭州师范学校，一生从事教育

事业，桃李满天下，其书取法颜

真卿、何绍基、于右任诸家，融

会贯通，其草书珠圆玉润，如龙

驭凤，自具风度。

▢ 全媒体记者 何欣

9月18日下午，我市社科界、文艺
界、商界、媒体界人士齐聚一堂，在后
宅街道李祖村召开了报告文学作品

《村之上 城之下》及其背后社会发展
的分享座谈会。

此次分享会的举办地点，离该书
主编方星梁的老家后宅街道三川塘
村不过几百米的距离。在书的封面，
他为小城镇下了定义：“一头连着城
市、一头接续村庄”，既是城市的尾
巴，又是农村的龙头。作为一名当过
村支书、乡干部的记者，方星梁对城
镇的理解，既有如大数据般的全面透
彻，又饱含对家乡一草一木的深情眷
恋。这让这部报告文学作品既有深度
也有温度。

分享会开始前，与会人员沿着德
胜古韵精品线，参观走访了后宅街道
主干道、花间乐园、李祖国际创客村、
曹村老街、点道乡吧等地，感受城乡融
合发展的蝶变。

“看《村之上 城之下》这本书，让
亲身经历了后宅艰难巨变的我感动得
热泪盈眶。”后宅街道办事处主任金旭
东谈起后宅近年来美丽城镇建设的
历程，颇为感慨。作为义乌的北大门，
如今，后宅街道是高铁进出站的缓速
区，高速公路车流的集聚区，民航低
空飞行的可视区。然而，以前的后宅
还只是美丽城镇建设的薄弱区。后宅
的蜕变是一批批建设者用脚步丈量出来的，是无数汗水挥
洒浇灌起来的，更是靠管理智慧艰难破壳而来的。

义乌市作协原主席骆有云说，本书的撰写人个个深谙
文字，书中的照片也都拍摄得非常专业精美。不同的人看

《村之上 城之下》，可以看到不同的义乌。文艺界人士看到
的是书中字句优美，引经据典；商界人士看到的是商城风
云，产业兴替；社科界人士看到的社会变迁，人群聚散；政界
人士看到的是智慧管理，战略部署……通过这本书，读者可
以领略义乌的不同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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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成宪 行书兴发诗成七言联 朱钜校 行书苏轼词《水调歌头·中秋》

熊国和 楷书于右任诗

朱成宪 草书《尚书·太甲上》句

（上接第一版）
这么看来是利大于弊，

村里种植的当归、莴笋、玉
米，养殖的蜂蜜、牦牛也不用
担心卖出去。沙排村村委主
任刘文秋看着协议说，协议
第二条，要求沙排村年供应
蔬菜4500斤，沙排一个村有
点吃力，但是原草坡乡其他
村可以联合起来供给，这样
就不存在供应不足的问题。

“这个协议非常好，我们
肯定支持。接下来，就是要把
好产品质量关，让消费者买
得放心、吃得安心。”藏族群
众王国平跟老婆屈平秀说，
明年准备再养几头山猪，要
把好政策用好。

这是共同的牵挂——
牢记嘱托决胜脱贫

义乌与汶川关系之紧
密、联系之频繁、合作之深
入，前所未有！

原因何在？答案是：中央
有决策，两地有行动！

“去当地走一走，看一
看，身临其境，很多人的心
灵都会有触动。深入实地的
调研，也有助于下一步工作
的开展。”7 月下旬，市国资
办牵头组织国有企业相关
负责人赴汶川县绵虒镇进
行考察，并与各结对帮扶村
进行签约。

“要想富，先修路。”这句
话精辟道出了基础设施建设
对脱贫致富的重要意义。陆
港集团国内公路港有限公
司（下称公路港）与绵虒镇
克约村签订了《东西扶贫结
对帮扶框架协议》。公路港
将依托自身发达的干线物
流资源、资金和供应链基地
优势，实施精准扶贫，为汶
川县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注
入强劲动力。

其实，克约村有清新的
空气、肥沃的土壤、优质的
农产品和旅游资源，但基础
设施建设落后，“销路”打不
开始终是克约村脱贫致富
路上的“拦路虎”。“结缘”
后，公路港将投入帮扶资金
开展交通扶贫，加快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交通
条件，支持克约村旅游路、
资源路、产业路建设，努力
为乡村振兴、农民增收提供
有力的支持。

公路港作为国内干线物
流集疏运中心，园区内共有
235 家物流企业，线路基本
覆盖全国主要城市，其中四
川专线物流企业 5 家。公路
港相关负责人表示，公路港
将充分发挥物流资源优势，
对接园区内综合实力较强的
区域干线物流公司，打通汶
川县绵虒镇等地的物流瓶
颈，开辟农副产品、来料加工
等运输专线通道和运输渠
道，让产品“出得去、走得

畅”，让资源“进得来、行得
通”，做大做强来料加工产
业，推进汶川由脱贫攻坚向
乡村振兴事业迈进。

“‘义乌亲人’不仅给我
们带来了好项目,带来致富
希望，还送来温暖，我们非常
感谢。”去年以来，我市八大
国企根据联系村现状和资
源，拟定帮扶短期和中长期
计划，前期提供资金，加大基
础硬件投入帮扶，根据村内
实际情况，改造完善村内基
础设施和运输道路建设，中
期充分挖掘结对村土地、特
产、劳动力、旅游等资源优
势，帮助搭建当地特色经济
产业链，开展旅游资源和配
套服务建设，招商引资，以旅
游为载体，打造旅游基地。其
中，城投集团出资 3 万元用
于耕地亮化项目；建投集团
出资 12 万元推进光伏灯和
饮水管道改造项目；恒风集
团采购安装太阳能路灯；交
旅集团开展硬化道路挡墙、
加宽停车坝等工程；陆港集
团实施农田灌溉管道安装、
改造运输道路；商城集团投
资 15 万元用于村庄路面改
造、基础设施修建；市场集团
出资 10 万元用于产业致富
项目或基础类公益项目等。

鉴于绵虒镇以甜樱桃、
李子为主体经济的特点，我
市国企发挥市场、推广、展
会、网络平台优势，举办农副
产品推介会，打通线上线下
销售渠道，在义乌市场寻求
有意向的合作商户，尽可能
减少销售中间商，带动地区
特色农产品销售，帮助解决
农副产品销路问题，最大限
度提高村集体收入。据统计，
今年截至 6 月份，通过线上
线下销售渠道，累计帮扶销
售汶川樱桃等对口地区农副
产品700余万元。

扶贫不仅是捐钱捐物，
更重要的是产业扶贫，这是
更高水平上推动东西部扶贫
的重点和难点。国资国企立
足当地资源禀赋和优势，精
心谋划产业协作项目，注重
提升“造血功能”，让当地形
成长远、可持续的发展动力
和活力。市国资办有关负责
人表示，义乌国企有好的传
统，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
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

“今年是脱贫攻坚的收
官之年，接下来就是要进入
乡村振兴发展新的阶段，我
们希望义乌国企以村企结对
帮扶为新契机，在产业发展、
劳务协作、消费扶贫、村庄整
治等方面加大帮扶力度。同
时，结合汶川联系村的实际，
更好地发挥国企的市场优
势、人才优势、资金优势，来
推进整个汶川乡村振兴事业
的发展。”汶川县委常委、副
县长陈小建说。

朱钜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