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淑萍

翻开《情田无垢花生笔——郑学溥先生
百岁诞辰纪念文集》，看那一篇篇纪念文
章，先生的音容笑貌，似在眼前。观先生书
法作品，读先生诗文，顿觉书香盈怀，清芬
可挹。

去年 10 月，郑学溥先生百年诞辰书法
展在月湖美术馆开展。开幕式上，先生生前好
友、同事、学生相聚一堂，共同缅怀先生，有的
还专程从外地赶来。一个人，百年之后，仍有
这么多人记得，他的作品仍经得起观赏和评
论，那是对他完美人生最好的注释。

拨开岁月的烟尘，这位风趣、豁达、满
腹诗书的老人，再次从人们的记忆中走来。

■童年负笈侍名师

郑学溥有多重身份：书法家、诗人、高
校教授、资深京剧票友。

1998年，《郑玉浦书影》 首发。首发式
上，老先生戏言：“我这一生，论书法比我
好的人很多；论作诗做文章，也有许多比我
好的人。但是像我这样既会作诗、写文章又
会书法的人却不多了。”

他的弟子，沙孟海书学院副院长、甬上
著名书法家张忠良提到老师，想到的第一个
词就是“传统”。先生秉承中国人文传统，
兼具国学修养、书法功底、旧诗造诣。这跟
他的家教和童年学习经历有关。

郑学溥幼年失怙，和母亲相依为命。母
亲陈瑞莲节衣缩食，希望儿子长大后知书达
理。于是，郑学溥 12 岁时被送到瞻岐杨霁
园先生处学习。

杨霁园是浙东著名国学大师，20 岁时
考试名列鄞县诸生第一。清光绪中叶，他考
中公派留学，却未前行，只因为“侍母至
孝，绝意仕进”。他隐居乡野，一边致力于
研究学问书艺，一边致力于教授弟子。当时
一些著名文人，如陈宝琛、郑孝胥等与他结
成文字之交，康有为也通过杨门弟子对他多
有了解，并称其为“杨隐君”。

少年郑学溥在杨霁园先生处研读经史典
籍、诗词曲赋，同时学习书法。在同辈弟子
中，郑学溥年龄最小。与他同学的还有何仲
刚、桑文磁、卢石臣、陈道生等人。霁园先
生严谨、端方，但并不刻板。一边督促他们
苦练“童子功”，一边呵护他们的童真稚
趣。卢石臣 70 岁时，郑学溥曾写过一首祝
寿诗：“君我童年日，偷闲算有才。提篓捉
青蟹，上树摘杨梅。白石磨钉刻，黄花掘地
栽。难忘同夏楚，看戏夜归来。”童年的友
情和欢乐跃然纸上。

对郑学溥影响至深的还是老师至诚至孝
的品德和淡泊坚毅的精神气度。郑学溥在

《先妣事略》 中提到，假日回来，母亲必定
问他的学业。晚间，一灯之下，母亲做针
线活，他读书，每至更深。几年后，他能够
作诗了，把自己的诗读给母亲听。母亲虽不
识字，但能明白大意。看儿子有些自得之
色，即训诫道：“多学杨师知礼明义之行，
诗文其次也。”

青年时，郑学溥本可以到上海、汉口等
地谋得更好的发展，但是，母亲在，不远
游。有一次，有三位好友去香港，向他借路
资。郑学溥把钱借给他们，但拒绝了同去香
港的邀请。退休后，他也不去游山玩水，而
是侍奉在老母亲左右。母亲年纪大了心脏不
好，郑学溥每晚给她泡脚活血，亲力亲为。

“襄阳孟老擅风流，太白仙才叹不休；
吾亦清芬心愿挹，便将佳句影追留。情田无
垢花生笔，气岸摩云月写秋；何必桃源作虚
想，绕墙看竹自忘忧。”17岁那年，郑学溥
写下这首诗，并将自己的一方书斋命名为

“挹芬庐。”这首诗，又何尝不是他一生的写
照：不苟慕时荣，沉浸诗书，追求懿行美
德。

郑学溥曾作《八十述怀》：“童年负笈侍
名师，一卷经书念在兹。孝悌持家务根本，
劳谦处世守常规。刀兵水火身经劫，诗画琴
棋志不移。功业未成心坦荡，墨池云雨伴清
卮。”

正如诗中写的“刀兵水火身经劫”，世
事沧桑，不少杨门弟子的人生起起落落，郑
学溥自己也曾遭遇坎坷。但是，他们一生都
在践行中国读书人的优良传统：爱国爱家，
恭谨勤勉，自我规范。当云烟散尽，他们诗
词唱和，共享晚晴。或为古刹名寺修志，或
为人文史迹作诗撰联，为宁波留下了许多墨
宝、诗篇。

■情田无垢花生笔

宁波的许多人文胜地，有郑学溥的墨
宝。匾额、楹联、碑记、塔记不计其数。不
仅如此，山东孔庙、云南燕子洞碑林、黄河
碑林、林则徐纪念馆等，也留有他的墨迹碑
刻。郑学溥的书法，大至擘窠巨幅，小至蝇
头手卷，隶、魏、正、草，严谨潇洒，俱见
功力。

张忠良记得，读大学时，郑老师教他们
古典文学。郑老师声如洪钟，课堂上总是引
经据典，纵横开阖，语言幽默、激情飞扬。
讲古典诗词，讲到妙处，常常摇头晃脑击节
吟唱。当然，吸引学生的还有那漂亮的板
书，简直是活字帖。正是郑老师，让张忠良
真正明白了“书法”这个概念。那时候，他
常跑到老师处求教。老师谆谆告诫道：要从
魏碑入手，再专攻“二王”。老师特意推荐

《郑文公碑》，还拿出珍藏的碑帖供他学习。
“字帖大多是民国年间的，有些是老师用薄
薄的纸自己勾画下来的。因为那时碑帖很
少。但少有少的好处，就是精。”张忠良说
老师非常好学，直至 90 岁时，还说，要把
碑帖一本本重新研究一遍。在宁波的书法家
中，郑学溥是较早重视书法理论研究的一
位，著有 《丰坊及其“书诀”》《论梅调鼎

及其书法》《姜宸英书法初探》《论鄞县书家
杨霁园》等文章。

除了书法，郑学溥让人称道的还有他的
诗歌、楹联。他作的诗和楹联，格律规范，
文采斐然。1957 年，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
应邀到宁波师专讲学。那天，夏先生游玩东
钱湖，出生于东钱湖边、喜欢诗词的郑学溥
给他当导游。一路上，他为夏先生介绍东钱
湖的人文历史及家乡风物，一些诗词、掌故
信手拈来，令夏先生刮目相看。别后，郑学
溥寄去一首小诗：瞿翁词客爱钱塘，收贮西
泠满锦囊，莫笑东湖山色淡，懒施脂粉学红
妆 （《陪瞿髯先生游东钱湖》；瞿髯，夏先
生号）。夏先生很快回信，并附上了四首
诗。其中一首为：携酒髯翁兴最豪，东湖诗
思满烟涛。谢山墓下梦中路，海气沉沉黄月
高 （《别鄼卿翁郑博泉》）。

王介堂是郑学溥先生的忘年交。老先生
生前，王介堂几乎每星期要去看他一次，如
果不去，先生就会打电话来问。想到先生，
王介堂脑海里立刻就会浮现出一个画面：秋
阳温和，先生坐在藤椅上，宁静安详，而室
内挂的对联又换新的了。有一次，先生兴致
勃勃地让王介堂看刚撰写的一副对联：“吟
诗怀二陆，把酒对三江”，并问王介堂知不
知道“二陆”（陆机和陆云） 是谁。“他太喜
欢这副对联了。以前别人向他讨对联，他都
很大方，可这次，一位茶室老板说要借去挂

几天，他说必须还回来。因为，这对联里包
含了他的两大爱好——诗和酒。”王介堂
说，“先生时常和朋友一边饮酒一边谈天说
地，喝到酣处就引吭高歌，来一段京剧，或
即兴赋诗，直抒胸臆。”

老先生才思敏捷是圈内公认的。有一
次，书法家聚会，陆爱国也在，于是，有人
戏出上联“爱国不分先后”，老先生马上对
出“教书确有高低”。当时，陆爱国搞书法
培训，在市内颇有名气。先生的对联隐含了
褒赞之意。还有一次，郑学溥等一些老先生
游育王寺。行至半山腰的佛迹亭，诗人叶元
章刚吟出上联“半山留佛迹”，郑学溥脱口
而出“一步到天童”。此联隐含着一个传
说，说是有一次育王寺僧众去天童寺参加法
会，就剩下个烧火僧。远处传来梵音，烧火
僧一急之下，一步跨到了天童寺。上下联暗
含典故，珠联璧合，一时传为美谈。后来，
就成了佛迹亭的亭联。

王介堂还记得，2007 年，他要随市佛
教代表团去西藏访问，临行前跟先生请假。
老先生连声说好并说起了藏药。第二天王介
堂就要出发了，先生打来电话，说是写了一
首诗为他送行。诗曰：莫为此躯求永生，不
图富贵得虚名。西方如有回春药，火热水深
苏万民。这首诗表达了诗人的一颗悲悯之
心。同时也让人感到，文人之间的交往，重
在精神的契合，和世俗的名利无关。

老先生退休后为许多寺院写过楹联、匾
额，而伏龙禅寺的那副对联被誉为古刹第一
联：普度众生，鹤舞鹫翔，岂独伏龙知听
法；愿闻一喝，山鸣谷应，长教东海不扬
波。此联高度概括了伏龙寺的历史和地理状
况，楹联上的字遒劲而不失雅致，充分体现
了先生“严谨法度，宁拙勿巧，率真自然，
宁丑不媚”的书学理论。

其实，老先生认为自己写得最好的是挽
联。因为，他待人诚恳，对每个人都能看到
长处，评价客观。不少人为学书而来，最后
都和他成了朋友。像写贺诗、作挽联等“命
题作文”，他都用心对待，情真意切，给人
以知己之感。

■扶花育果意拳拳

“桃李园中四十年，扶花育果意拳拳。
深惭经业非通德，徒挹清芬仰浩然。贫未箪
瓢差自幸，愚无口舌待谁怜；白头留得幽情
在，故里钱湖钓夕烟。”这是郑学溥退休以
后吟的一首诗。他 24 岁开始踏入教坛，悠
悠四十余载，扶花育果，桃李芬芳。他先后
执教于效实中学、宁波师范学校、宁波师范
学院 （后并入宁波大学），无论在哪里，都
秉持着一颗善良、正直之心，热爱学生，钟
情教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效实中学有
部分学生交不起学费，郑学溥和一些擅长京
剧表演的师生参加义演，把票房收入全部捐
出来资助学生。纪念文集中有一张照片，记
录了郑学溥和庄亦周义演《投军别窑》的场
景。剧中，他演薛平贵，庄亦周饰王宝钏，
真正是英姿飒爽、神采飞扬。效实中学 55
届学生陈馨，称郑学溥为“阿爸”，她铭记
着，当她交不起伙食费时，是班主任郑老师
伸出援手；当她因经济拮据要转学时，又是
郑老师上门说服她重回效实……一件件、一
桩桩，师生情升华为父女情。不仅是陈馨，
许多学生心里把他当成了父亲。有些人做了
外公外婆后，仍和郑老师保持着联系。住得
近的，还不时上门帮老先生做些家务，陪他
聊聊天。学生们喜欢这位老师，不仅因为他
课上得好，还因为他是值得信赖的朋友。不
少学生遇到情感困惑或生活挫折时，乐意找
郑老师倾吐心曲。郑老师从不明言，只是跟
他们散步、聊天。在老师不露声色的引导
下，学生茅塞顿开，一切云淡风轻。

在“宁大”教师张沂南眼中，郑学溥是
一个风趣、和蔼的“大老头”。“大老头”有
洞明世事的智慧，但从来不世故，方且圆、
坚而韧。他的书法，当时已有市场价值，但
同事、学生、友人向他求字，他总是慷慨赠
送。他怜贫恤苦，经常周济一些境况不好的
同事。

郑家子女中有不少从事教师职业，而且
在业界颇有声望，这也许是受了父亲的影
响。父亲授课，语言幽默、激情飞扬，他们
都继承了这一点。当然，最要紧的是踏实做
人，爱岗敬业。郑学溥有不少备课笔记、文
稿还保留在子女家中。有一叠讲课稿，50
多页，那是专为一次诗词讲座备的，字迹工
整，条理清晰。

10 多年前，慈城寻芳景区还没有取
名。慈城那边，经宁大中文系原主任贺圣谟
牵头，请郑学溥、沈元魁、曹厚德等老先生
一起过去策划。我家先生帮着接送，我由此
与郑先生有了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郑先生年
龄最大，喉咙最响，路上，他大谈梅调鼎的
书法，然后又讲慈城妙音庵的腐乳如何好
吃。如今，三老均已作古，但宁波到处可见
他们留下的印迹。

每次到了东钱湖边，总会想起郑学溥先
生。“万顷湖波凭君研墨，一弯渔火伴我读
书”。沙孟海书学院成立时，先生曾专门撰
联祝贺，这联中的意境，是他毕生的追求，
同时也包含着对浙东书学的殷殷期望。

万顷湖波忆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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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郑学溥 （1919—2009），字玉浦，号老圃，又号挹芬，

东钱湖殷家湾人。退休前为宁波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

会员，曾任宁波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宁波诗社副社长、宁波市书法

教育研究会顾问。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发表、收入专集或被收

藏。有 《郑玉浦书影》 行世，并有 《对联集句精华》《中国古代文学》

《宁波史话》《黄宗羲诗选》等编著或合著出版。

编者按：
这个春天，浙江等地出现持

续阴雨天气。有媒体甚至以《问
世间晴为何物》为题，一口气推
出8个整版，来报道这个“浙江
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漫长的持续阴
雨天”对人们日常生活和心理的
影响。

近日，宁波诗社社员、我市
著名民间文保人士王介堂先生在
自媒体上发表一首七言绝句《己
亥新岁淫雨连朝感赋》，引得同
好纷纷“接龙”。这些诗歌格律
或规范或“打油”，内容或“吐
槽”或鼓劲，煞是热闹、有趣。

诗词唱和是中华文化的一道
独特“景观”，从中可以窥见中
国文人特有的风雅。今摘录部
分，以飨读者。

己亥新岁淫雨连朝感赋

西蜀漏天移浙东？
女娲欲补愧无功。
古城耄耋评章出：
岁岁黄梅拜下风！

（王介堂）

和诗接龙
（一）

昼无天日浙江东，
造化如何竞失功。
烟雨霏霏愁似海，
放晴还拜北来风。

（林佩茂）

（二）
淫雨绵绵来海东，
兆民翘首补天功。
莫言润础足珍贵，
春丽还祈解愠风。

（洪火庚）

（三）
昨宵雨又至江东，
不怪龙王太用功。
难得连朝佳节聚，
开心恰似沐春风。

（黄 岚）

（四）
霏霏淫雨笼西东，
世上谁人有策功。
欲赏梅花诗意远，
新庐静好待春风。

（王东飞）

（五）
凄惶寒雨挂檐东，
怯怯娇阳懒用功。
独坐书斋心海静，
时来必定有春风。

（刘芝春）

（六）
乱云飞渡各西东，
春雨错争春日功。
试问尘寰诸上座，
胜天可否展雄风。

（裘勇奇）

（七）
后羿弯弓射日东，
春阳何在失其功。
扶桑安得乌云散，
雨霁天开待劲风！

（桂维诚）

（八）
日月偏心弃浙东，
连绵雨水误农功。
老天若有怜民意，
还我阳光与暖风。

（黄文国）

（九）
片帆飞过浙江东，（宋 释道济）
春雨如膏有大功。（宋 赵光义）
落粉筛云晴未定，（宋 王安中）
珠帘十里卷香风。（宋 苏轼）

（胡逆风/集句）

（十）
终见金乌现海东，
驱寒除湿立头功。
江南春景迷人眼，
竹翠梅红荡逸风。
（李美娣/久雨初晴）

（十一）
唱和如潮涌海东，
手机微信数头功。
霎间万里天涯近，
多少炎黄效古风。

（王介堂）

淫雨霏霏似无期
吟诗唱和乐消遣

◀郑学溥先生。（孙建华 摄）

上图为郑学溥先生撰写的匾额、对联及其他书法作品。 （赵淑萍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