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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传神了，兰花素描功力相当了得。”
“字体法则森严，笔墨苍劲庄重，给人以强烈的冲击力。”
……
1日，《空谷生香——松石山民书画展》在春及草庐美术馆开幕。一张张圆

润饱满的书法条幅、一幅幅清新雅逸的画作挂满整个大厅。前来参观的书画爱
好者纷纷驻足欣赏，不时用手机拍摄。

本次展览，由中共义乌市委宣传部主办，市北苑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与春
及草庐美术馆承办，共展出应均先生精品力作《素心图》《草书谢灵运诗四条
屏》《浓墨兰花图》等60余幅作品。作品大多都是第一次与观众见面，不仅有其
代表性的碑帖融合的书法和独具韵味的兰花作品，还有难得一见的山水和梅
花作品，同时还展出应均先生的篆刻作品及其所刻的文房用品等物件。

应均（1874—1941），永康市应店村人，名万春，字敷华，又字仲华，晚年以
“松石山民”为号，一生淡泊无争，磊落洒脱，诗文书画修养全凭自学不倦而致。
他十分重视临碑习帖，坚持“我字写自己的，画画自己的，图章也刻自己的”，从
而形成了积淀深厚、个性独特的艺术风格。其书以魏碑笔法融入行草，用笔遒
劲，纵横奇崛中寓二王风骨、苏黄神韵，被世人誉为“应均体”。

他不但以其书法郁勃古朴、兼容众美而独树一帜，独步民国书坛，且诗画
篆刻也无一不精。他以草隶笔法入画写兰，挥洒自如，葳蕤苍润，清新脱俗，堪
称一绝。金石篆刻虽非专攻，但正刀直入，拙中寓巧，自有独到精妙之处。

从民间来，到民间去，乃布衣艺术家的本色。应均醉心翰墨，不慕浮华，以
书画得到大众喜爱为荣，所以请他写字作画者众。无论亲戚朋友，还是村姑农
妇，无论写在宣纸上，还是号在农具家什上，他有求必应，乐此不疲。

真正的艺术，总会得到历史、社会和后辈的认可、赞赏与尊崇。1990年金鉴
才先生在《西泠艺丛》第二期推出应均专辑，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应均书画艺
术为国人所知，此后便成了爱好者关注的热点。

本次展览在不断收集挖掘的基础上，首次较系统全面地集中展示应均的
诗、书、画、印，以让广大书画家和书画爱好者更加了解应均、认识应均，并汲取
其艺术营养。巧合的是，2021年是应均先生逝世80周年，能如此近距离欣赏这
位民国时期书画家的作品，对许多书画爱好者来说是一大幸事。

走进展区，一幅49×81cm的《素心图》引起不少参观者的兴趣。在题跋中，
应均先生写道：“仆近三十载未到武林，今春访友吴山，旋打桨于西子湖上。登
西泠印社，闻有贫而乐者善画磁，即往访陈列馆，果擅一艺之精。”款识为：“庚
午榖雨日，松石山民应均作于桃花谿上并题。”庚午年正是1930年，应均访友吴
山所作。

此次书画展受到不少书画爱好者的追捧，马健就是其中之一。
“听说今天有应均的书画展，特地约上几个好朋友来参观学习，今天来看

展览，收获真是不少，希望以后多举办此类活动。”马健说，他从永康特意赶过
来，参加画展，细细品读应均的诗、书、画、印作品。

记者在现场还看到,部分从事美术培训的老师也趁着开幕当天赶来“取
经”。在展厅一角,来自浦江的张丽和朋友正在看画。“每次展览都会过来学习,
这次也不例外。”张丽说,在这里可以学到很多绘画技巧,对他们的美术教学非
常有帮助。

“这次看了应均书画展，感到他的书法和兰花都相当高妙。他掐线条掐得
到位，所以他的线条与空白，起伏的节奏感非常明显而微妙。他的用笔，借用一
个流行句式，是且走且守、且断且连、且收且放。方与圆、刚与柔、入与出、刚健
与妙曼，在他的书画作品中相反相成，相得而益彰。”

前来参观的画家纷纷表示，应均
或他的作品得以在今日被重新发掘
出来，真好比是出土文物一般。举办
这样的展览,让大家有机会对应均及
其艺术进行一番历史审视与审美观
照，意义重大。

举办此次展览，旨在让观众学习
应均先生精湛的笔墨技法，碑帖融合
的创作精神，感受纯粹的中国文人书
画魅力，这对当下书画艺术探索之路
或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12月30日。
全媒体记者 卢丽珍 文/图

▢ 全媒体记者 卢丽珍

2021 年“蒲公英”群文课堂
冬季培训班报名于12月1日开始
启动，截止时间是6日。

本期培训将免费向公众开
放，开设书画、茶艺、舞蹈、器乐等
4大门类9个课程，市民可登录义
乌市文化馆微信公众号点击小程
序报名：“艺”报名—培训报名—
选择课程—线上报名。

值得注意的是，为让更多人

享受文化艺术培训，每人限报一
门课程。预报名成功学员于上课
第一天持二维码或者身份证原件
及复印件，进行现场确认报名，仅
网上报名成功但未进行现场确认
的学员，视报名无效。

市文化馆“蒲公英”群文公益
课堂从2019年开始，每年服务人
数近万人。在市文旅局的指导下致
力于全民艺术普及，让更多的老百
姓有机会免费参加各种艺术课程
的学习，陶冶情操、丰富文化生活。

“蒲公英”冬季培训班报名开始

▢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近日，义乌市环境资源分拣
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资公
司）与廿三里初级中学开展校企
合作，共建中学生社会实践活动
基地，举行签约授牌仪式。

活动当天，在工作人员的带领
下，廿三里初级中学的师生代表实
地参观了环境资源分拣中心，详细

了解工业垃圾分类及分拣外运工
作。这期间，广大师生被现场安全化
管理、数字化运营的工业垃圾分类、
收运、分拣模式和过程深深吸引。

开展校企合作后，双方将充
分利用各自优势和现有资源，进
行多层次、多形式、多领域的紧密
合作，通过开展一系列寓教于乐
的环境保护实践活动，进一步增
强青少年环保意识。

校企合作
共建环保宣传平台

▢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11月27日，北苑街道稠山社
区联合相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共同举办“放下烦恼，快乐成长”
国学研修第一期活动。

朗朗上口的《弟子规》拉开了
活动序幕。现场，孩子们跟着老师
齐声朗读国学经典《弟子规》，学
习传统文化经典。随后，孩子们端
坐在椅子上，聆听着老师对国学

文化的介绍和对经典典籍的解
释。据悉，这群“听众”年龄不一，
既有小学生，也有幼儿园小朋友，
大家都听得认真、学得带劲。

“国学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精髓。”稠山社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此后还将组织更多的孩子一
起共读经典，在潜移默化中陶冶
性情，开发潜能，培养孩子们良好
的品格，通过落实文化扎根教育
塑造祥和书香社区。

稠山社区举办国学研修活动

▢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近日，毛店战斗遗址揭碑仪式
在赤岸镇水岸社区大门里举行。这
处遗址的落成，不仅完善了赤岸镇
红色示范基地阵地建设，也丰富了
赤岸镇的红色旅游资源。

三角毛店村老书记陈新来回
忆道，在解放初期至 1957 年期
间，武装土匪活动猖獗，给政权的
巩固和经济的建设带来严重的威
胁。1957 年 7 月 15 日，以冯正彩
和冯均潭为首领的匪徒打着“中
国人民反共救国军”的旗号，潜入
金华县澧浦区，打死打伤数人，抢
去步枪3支，木壳枪1支，子弹12
发。匪徒行凶后，又冲进了人民银
行营业所，将会计击伤，抢去人民
币3620余元，后仓皇窜逃至义乌
毛店。

当时，义乌中队按上级指示迅
速出动，中队干部陈阳福、朱彰富

夜以继日，翻山越岭，奋不顾身，通
过28天艰苦清剿，击毙30余名顽
匪，缴获驳壳枪1支、子弹4发、人
民币1659余元，这一战果振奋人
心，也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有效
保卫了革命的胜利成果，陈阳福因
此获二等功。

据统计，赤岸镇有16个革命
老区村，红色旅游资源众多。神坛
村雪峰故居有中国著名作家、文艺
理论家冯雪峰，鱼曹头村建立了义
乌境内第一支红军，官余村留下了
海军东海舰队飞行员的壮烈事
迹……今年以来，赤岸镇结合红色
资源价值转化，以“守好红色根脉
赓续红色基因”为主线，深入推进
红色美丽村庄、红色示范阵地建
设，启动了雪峰文学院、雪峰邮局、
冯志祥一生戎马展馆、鱼曹头义南
红军指挥部旧址等工程建设，也为
赤岸镇加快义南革命阵地振兴发
展增添了一份红色力量。

毛店战斗遗址举行揭碑仪式
赤岸又多了一处“红色”景点

▢ 全媒体记者 骆红婷 文/摄

11 月30日，虞绍唐之子虞至
正代表家人将虞绍唐生前用过的
物品、手写真迹、历史资料等42件
遗物，无偿捐赠给了义乌市博物馆。

虞 绍 唐 (1896—1961)，义 乌
市廿三里街道张思村人。1917年
东渡日本留学 8 年。归国后历任
大学教授，宁、沪、渝等地兵工部
门主任、处长、厂长、副司长，少将
军衔；新中国成立后，任军工部沈
阳五三工厂总工程师。虞绍唐一
生为发展兵器工业殚精竭虑，是
中国现代著名兵工技术专家。

虞绍唐有三个儿子和两个女
儿，捐赠者虞至正排名老二。“我
虽然从小在外地成长，但时常听
父亲提起家乡义乌，他非常热爱
家乡。”虞至正告诉记者，自从父
亲去世后，他将父亲的遗物小心
地保存了起来。

虞至正指着桌上的毛绒大衣
介绍，新中国成立后，虞绍唐主动
要求去重工业基地东北工作。为
防寒，他都是穿着这件毛绒大衣
上下班。虞绍唐是个非常艰苦朴
素的人，上下班本来有专车接送，
他却执意步行，从家到单位要走
半个多小时。

捐赠的遗物中，还有两只公
文包。两只公文包款式类似，颜色
不同。虞至正介绍，黑色这只是虞

绍唐在抗战时期买的，棕色的是
抗战胜利后买的。这两只公文包
都是用来装重要文件的。为挽民
族危亡，虞绍唐全身心投入兵器
制造技术的研究和改进，晨宵计
虑于提高兵器的精度和质量；肩
负全厂产品设计、制造技术和生
产管理重责，亲自主抓中正式步
枪的改进试制和标准化。1945年
10月至1946年5月，虞绍唐以兵
工专家的身份和精通日语的特
长，被派往南京、上海两地，对原
被日军占领的兵工厂执行接收任
务。虞绍唐秉公办事、不谋私利，
以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为重的高
风亮节，在兵工厂广为传颂。

虞绍唐后人
向博物馆捐赠珍贵遗物

虞至正拿着父亲虞绍唐在日
本的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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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城文艺大观园

《写兰中堂》

《墨痕香图》

《江南无所有 聊寄一枝春》

《草书陶渊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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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心图素心图》》

《楷书董其昌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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