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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学渊源家学渊源

在海曙区文保所，有一块匾
额，居中的“登科”两个大字，
遒劲方正，落款“光绪八年壬午
科乡试中式第三十名举人张桢泰
立”也保持完好。这块匾额，是
毛燕萍和母亲张雪芹捐献的。

2010 年 1 月，毛燕萍和父母
一起来到古林镇葑里村。一位乡
里 长 辈 把 他 们 带 到 一 户 农 家 门
前。他们的目光齐齐落在一块门
板上。门板其实是一块匾额，岁
月剥蚀，板面已经风化，上款两行
小字因为接近地面已模糊不清。
而落款清晰可见，落款中的“张桢
泰”，就是毛燕萍的曾外祖父。这
个意外发现让他们如获至宝，喜
出望外。带回宁波，进行清理，在
阴处晾干，最后决定捐献。

葑 里 张 氏 被 誉 为 “ 四 明 望
族，代有闻达”。张桢泰，乳名
松寿，字薇州，光绪八年 （1882
年） 中举，曾敕授文林郎、右副
都 御 史 、 巡 抚 浙 江 、 盐 政 使 之
职。他勤奋好学，诗书俱佳，生
性耿介磊落。生前曾开课授徒，
教书育人，门下弟子极盛。

张桢泰的长子张原炜 （字于
相，号悦庭、葑里老人），是毛燕
萍的外祖伯，在宁波的文化史上
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光绪二
十八年（1902 年）他中了举人。“父
子登科”，门楣显赫，在当地传为
美谈 。张原炜熟读经史 ，尤精史
记，曾评点《史记》和《五代史》，

“文章尔雅、书法入欧虞”，与章炳
麟、冯君木并称国学大师，和冯君
木、陈训正并称甬上名儒。

张原炜的弟弟张原燿，即毛
燕萍外祖父，因当时科举已废，
故未得功名。张原燿曾是同盟会
成员，在葑里乡，他第一个剪掉辫
子 ，参加辛亥革命 ，曾任民国版

《鄞县通志》书记。书法有名于时，
题甬上“一元桥”“巽生桥”等匾额
多处，因宁波旧城改造未能妥善
保留。书题《宁波小同行永久会碑
记》,石碑现存宁波钱业会馆，《甬
城 现 存 历 代 碑 碣 志》 中 也 有 记
载。宁波天一阁存有他的行书作
品 《静夜轴》《空山轴》。

当 看 到 这 一 部 辉 煌 的 家 史
时，也许你就能明白，为什么毛
燕萍如此热爱书法又热心社会工
作了。她虽然未见过外祖父，但
母亲说的先祖们的生平事迹让她
深深钦佩。家中有很多碑帖，毛
燕萍“近水楼台先得月”——良
好 的 家 庭 艺 术 底 蕴 ， 使 她 对 文
学、书法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马头黛瓦墙，燕儿飞过旧
时家，空庭有翰香。”毛燕萍在

《过鄞州古林葑里祖上父子登科
府》 中如此写道。

在这次“匠心之美 清境
入扇”书画展中，有一幅作品，
书写的是一首小诗：“秋风带雨
叶催红，朱绛唯应白露中。既赏
一 枝 灵 秀 立 ， 何 须 遍 野 晚 来
枫。”这是她弟弟毛磊探亲时见
路边的一片红叶而作。毛磊，是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培养的第
一位药剂学博士，国际知名的吸
入药研发专家，长期在欧美从事
该领域研究，而毛磊的另一身份
是 诺 贝 尔 奖 获 得 者 屠 呦 呦 的 女
婿。毛磊也喜欢书法诗词，作品
清新隽永。那脉翰墨的馨香、博
深的精神内涵，就传承在他们的
血脉里。

林下之风林下之风

毛燕萍喜欢一切美的东西。
悠扬的乐音、灵动的色彩、流畅
的线条、清丽的文字、婀娜的舞
姿⋯⋯她都是如此迷恋。古人说

“不搏二兔”，她却是多多益善，想
探究、涉足多方艺术领域。

中学时候，有一次，她在北
京总参工作的舅舅回宁波小住。
那天，毛燕萍正在拉小提琴，舅
舅在旁默默地听着。等她拉完小
提琴，舅舅语重心长地对她说：

“每个人都要 做 自 己 擅 长 的 事 。

这样，才会事半功倍 。”接着 ，

舅舅拿起一本先祖留下的法帖，

握笔在阳台的地上写起了榜书。

一支笔在他手中挥洒自如，轻重

徐疾，提按顿挫，变化万端。再

看地上，一气呵成的字是如此流

畅自如，真如游云惊龙、矫健飘

逸。毛燕萍看呆了。也许，舅舅
那段日子就在观察她，暗中把她
的 艺 术 潜 质 做 了 一 个 比 较 。 也
许，舅舅是有意要她继承先祖们
的书艺。从那时起，毛燕萍就专
注地练起了书法。常常是做完作
业 ， 就 在 桌 前 静 静 地 临 摹 或 读
帖。沉浸在书法里的世界是如此
美 妙 。 形 神 的 凝 聚 、 技 法 的 妙

用、情怀的展现通过纤纤羊毫传
递在纸上。那一刻，心灵世界里天
朗气清，惠风和畅。《龙藏寺碑》和

《九成宫醴泉铭》是她最爱的字
帖。前者的瘦劲宽博、方整有致和
后者的精密俊逸、方正浑穆，对
她的小楷产生了很大影响。

毛燕萍曾经的工作与书法艺
术无丝毫关联。一开始，她在卷
烟厂工作，后来，在信托投资公
司。当时，她的同事都很诧异，
在这个诱惑颇多甚至有点浮躁的
社会里，她却能长期埋首于书案
前。在常人眼里，练书法是一件
枯燥、单调的事。毛燕萍却始终
保持心灵的宁静。一方面，她勤
练帖，一方面，她去拜访甬城的
名 家 。 她 得 到 了 周 律 之 、 郑 学
溥、沈元魁等前辈的指点。前辈
们的蔼然、谦逊深深影响了她。

“那些老书法家，有那么大的成
就 ， 对 人 都 彬 彬 有 礼 ， 谦 逊 温
和，俨然君子，可见书法滋养心
灵 ， 濡 染 气 质 。” 她 说 。 1997
年，她的书法作品入选中国书协

“全国第七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家
作品展”，当时，她只是一名业
余的书法爱好者。

天赋加勤奋，毛燕萍很快在

书法界脱颖而出。中国书法家协
会 会 员 、 浙 江 省 书 法 家 协 会 理
事 、 宁 波 市 书 法 家 协 会 副 主 席
⋯⋯她有了众多头衔。1998 年，
她又筹组成立了宁波市女书法家
协会⋯⋯

职务多，事务杂，她经常要
向单位请假，想想自己的兴趣爱
好和工作一点关系也没有，虽然
领导、同事都支持理解，和颜悦
色 ， 但 她 去 请 假 时 心 里 总 是 不
安。2004 年，毛燕萍为了心爱的
书法，辞去收入丰厚的工作，建
起陶然草堂书画社。“二十四桥
连，飞檐重阁通幽处，店家曲径
边。”这是她描写鼓楼步行街的
词，而她那个陶然草堂，就在鼓
楼一隅，闹中取静。陶然，意味
着喜悦、快乐甚至沉醉，草堂，
文 化 人 常 常 以 此 谦 称 自 己 的 书
斋。从此，她拥有了属于自己的
时间和空间，那种心情，就如羁
鸟归林，池鱼入渊。

一踏入陶然草堂，心就静了
下来。这书斋里有一股清香，那
是墨香、茶香和那些书画作品中
蕴含的精神气息交融而成。而这
时，倘若一位眉清目秀、气质高雅
的女士再燃一支清香，弹奏一曲

古琴，或在洁白的宣纸上挥毫，她
心无旁骛，神情散朗，你一定会在
内心称赞：“林下之风。”

社会担当社会担当

“书法家要有社会担当。”毛
燕萍说。书法家书写的内容，不
外乎格律诗词、楹联。和一般人
书写史上遗留诗篇或记录友人间

的唱和应答不同，毛燕萍的书法

作品，大都是自己的原创之作，

关注时事，聚焦当下，有着浓厚

的时代气息。宁波三江口的锦绣

风光、杭州湾大桥周边湿地的人

文景观、院士林的银杏、日常生

活中普通人的善行⋯⋯都从那规
整典雅的诗词和灵动的笔画中呈
现出来。

2009 年，20 名中国书法家、
20 名日本书法家齐聚北京大观
园。中国书协第 20 届中日友好自
作书展最高奖“诗书合璧奖”在
这 里 进 行 激 烈 角 逐 。 短 短 半 小
时，需要创作出立意新颖、格律

规整，形式、内容兼美的诗词书
法作品。初夏的大观园，处处绿
荫匝地，鲜花如锦。面对眼前的
旖旎风光，想起名著 《红楼梦》
中的诗词，怡红院的明媚鲜妍，
潇湘馆的冷翠清幽，稻香村的桑
榆美景，在心中浮动着，再想到
中日书法家济济一堂，为传承书
艺而联袂携手的欢欣，她挥毫而
就：“又见红楼梦不残，清溪修
竹黛朱间。梅韵樱姿共辉映，转
眸看。沧海一衣云问暖，桑田千
带水知寒。诗唱墨歌邻友睦，举
杯干。”典故、实景、现实意义
交融，诗书俱佳，她成为五名最
高奖项获得者之一。

毛燕萍潜心艺术，同时热心
社会事务。她是第十四届、十五
届宁波政协委员、宁波市政协文
史 委 委 员 、 宁 波 诗 社 社 长 。 曾
经，她为了筹建宁波市女书法家
协会而辗转奔波，也曾为了协会
的通联工作而奉献宝贵的时间。

“职务是一种荣誉，享受荣誉的
同时需要付出，接了事情就得做
好。”她说。浙江省书协成立 30
周年，在梳理、总结 30 年工作
时，宁波书协的这一块工作得到
了表扬。为了使资料尽量翔实、

准 确 ， 毛 燕 萍 走 访 书 法 界 的 前
辈，多次校对、补充。有地方出
6000 元钱要她写一块匾，她也推
掉了。那段日子，因为忙碌、紧
张，她常常失眠。在鼓楼步行街
经营，她还曾多年担任鼓楼步行
街联合党支部书记。2006 年，她
建立了党支部 QQ 群，方便党员
间的沟通、交流。鼓楼步行街改
造，她撰写报告，建议改善环境
和交通秩序。“这个问题得到了
上级部门的重视并付诸行动，或
许我的那份报告起了一点推动作
用。”说到这里她会心一笑。由
于她对社会事务的热心和奉献，
她被选为海曙区第八次党代会代
表。平时，一些协会、社区的公
益活动，只要没有会议冲突，她
都积极参加，写春联，送祝福，
作讲座，忙得不亦乐乎。在武汉
疫情期间，她多次慷慨解囊。河
南抗洪，她积极参与慈善拍卖，
获得中华慈善总会荣誉证书。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宁波建城 1200 年。她积极
参加海曙区文联组织的“艺说党
史”活动，在海曙政协的讲堂作

“赏诗书——读党史”讲座，好
评如潮。后来，视频录像还被许
多单位拷贝、播放，“鄞响”咨
询平台曾以专栏形式播出。她还
筹备组织了“诗路甬城”重阳雅
集暨纪念宁波建城 1200 年古典诗
词吟诵会。

书法教育书法教育

小小的陶然草堂，孕育着一
个书画艺术的大天地。毛燕萍一
家 四 人 ， 都 在 这 里 传 播 书 画 艺
术。说起毛燕萍的家庭，是真正
的艺术之家。她先生善画，颇得
其外祖父黄固源衣钵。她先生本
来是一位军人，转业后可以到党
政机关任处级干部，但由于迷恋
书画艺术，便与妻子共同打理陶
然草堂。她的儿子，从小受到家
庭 熏 陶 ， 热 爱 书 画 、 篆 刻 、 诗
词，而且很有自己的艺术眼光和
观点。儿子和媳妇都是双学士，
大学暑假时在陶然草堂进行教育
实习，从此一发不可收，大学毕
业后也加入了这个联盟。一家人
现在都致力于书画教育。

“我出国旅游，看到人们对
中国的书画艺术敬佩有加。中国
人如果对自己的国粹都不了解，
会 被 外 国 人 看 不 起 。” 毛 燕 萍
说，有一次参加在日本举行的诗
书活动，大家在车上一路作诗，
自己吟唱。导游惊诧地说，20 多
年从事导游工作，从来没看到过
这样的情景，如古典电影中放映
的那样，如此高雅、如此美好。
在 座 的 日 本 友 人 发 出 由 衷 的 感
叹：“日本文化源于中国，感谢
中国！”

去美国费城西切斯特大学讲
课，毛燕萍一开始担心“门庭冷
落”，没想到一进教室，就看到
台下黑压压一片。校长、艺术系
的 教 授 都 来 了 。 学 生 们 凝 神 屏
听，气氛异常热烈。后来，许多
外 国 友 人 邀 请 她 做 客 家 中 ， 而
且，请她在空白的墙壁上、素色
的沙发桌布上写下中国书法。

教授书法，毛燕萍将国学与
书法艺术结合起来，如让学生书
写 《弟子规》《三字经》 等。“好
学生是鼓励出来的。”她说。在
高雅的古琴声中，在美丽温婉的
毛老师的鼓励和引导下，一些顽
劣调皮的男孩子渐渐安静了，几
年 过 去 ， 孩 子 们 懂 礼 仪 ， 有 教
养，待人接物彬彬有礼，不少学
生在全国获奖，还有学校慕名而
来，选购供学校书法教程用的样
书。

“ 每 一 天 ， 不 是 正 在 忙 碌
中，就是在准备忙碌中。忙着自
己喜欢做的事，是快乐的；忙着
自己不喜欢做的事，则是一份责
任，也像是修行。渐渐地可以发
现，在各种忙碌中，只要足够认
真，就可以在分分秒秒中获得成
长。就可以学会把时间在碎片中
聚合，串起一条完美的项链 。”
在这次书画作品展的前言中，毛
燕萍这么写道。

“她在古典情怀和现代环境
之间，设置了一层薄薄的垂帘，
亦隔亦透，可舒可卷，思古幽情
与世俗生活的冲突藉此消解，理
想与现实也得以映带勾连。”浙
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浙江省
书协副主席胡小罕曾这样评价毛
燕萍其人其作。

更 有 许 多 学 生 留 下 观 后 感
言 。“ 毛 老 师 是 我 们 学 习 的 榜
样，谦虚、谦和、低调，在她身
边的学生朋友无不被她的谦德柔
美感染，被老师用心细致敬业的
学风感化。”学生徐奕写道。

这就是毛燕萍，几十年如一
日地忙碌着、修行着。她真的串
起了一条完美的项链。

且行且悟 一路风景
——记女书法家毛燕萍

赵淑萍

一把小巧的扇子,蕴藏着多少匠心
和巧思。古代，仕女之宫扇，文士之折
扇，关乎礼仪、审美、象征、文化表征
等多重功能。

近期，由宁波市委宣传部、宁波市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浙江省书法家协会
主办，海曙区委宣传部、海曙区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等承办的“匠心之美 清境
入扇——毛燕萍扇面书画作品展”在浙
江美术馆举行。虽然疫情防控期间，严
格控制人数，但每天还是有北京、江苏
及浙江各地的观众慕名前来。而在网

上，网友们更是通过微信、视频享受了
一场唯美的“云展播”。

88件书画作品，其中宫扇 30件，折
扇58件，展品书中有画、画中有诗，唐风
宋韵，扑面而来。书法清雅秀丽，章法丰
富，咫尺间弥漫着高古气息。画涵盖山
水、人物、花鸟，色彩明丽，极具逸气。观其
书、其画、其诗，不由地让人发出由衷的
赞叹：人和作品皆清新脱俗，娴雅静秀。

不问收获，只管耕耘，毛燕萍一直
以此自勉。在艺术的道路上，她且行且
悟，一路风景。

毛燕萍近影

毛燕萍扇面书画作品（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