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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 忆碌翁琐忆碌翁
——缅怀曹厚德先生

王介堂

受新冠疫情影响，设置在鄞东五乡镇同泰嘉陵内的“曹

厚德纪念馆”开馆仪式不得不一再延迟。今年3月初，曹老

的小女儿曹巧飞告诉我，开馆仪式确定于3月18日举

行。曹老是我尊敬的长辈和老师，为此我推掉了另

外两项活动的邀请，赶去参加。

那天，开馆仪式如期举行，曹老生前友

好、徒弟学生、子女小辈等80余人如约而

至。绿地边的大幅会标上书有“八艺碌

翁，厚德载物”八个大字，纪念馆前曹

老的衣冠冢上覆盖着大幅红绸，

庄严隆重。旁边一长排展板上

悬挂着曹老众多好友、诗人墨客撰写、创作的诗词、对联和

水墨丹青。一张长桌上放置着文房四宝，供凭吊者泼墨挥

毫。说来也奇，是日一扫前几天的阴雨天气，大家说是因曹

老一生做了太多的好事，天公也作美。

在致辞、献花、揭幕、剪彩后，两扇镶嵌有朱金木雕花

饰的木门缓缓打开，瞻仰者排队进入。馆内陈列着曹老手

书的“艺无涯”扇形小匾额，地上放置着一方他 70多岁后

书写并精雕的“兰亭集序”石碑，他早年绘就的多幅宁波城

区风光小油画，他出版的书籍、诗集、楹联集，刻制的印章，

精雕的小像和各种书体的书法作品，以及曹老生前用过的

毛笔、刻刀，等等。睹物思人，分外真切，曹老犹在眼前，

作为后学，我为此生能遇见曹厚德这样的老师而深感

幸运。

我小曹老 18 岁，自“文革”后期相识以来，

我遇疑难事情常上门请教，聆听教诲，曹老

总是不厌其烦，释疑解难。我有幸多次与

曹老一起参加文化活动，有时他还会谈

起很多轶闻趣事，给我留下深刻印

象。今择胜琐记数则，以志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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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 的 宋 代 名
刹 宝 庆 讲 寺 自

1993 年恢复开放以
来，百废待举，我 常

去 那 里 帮 忙 ， 遇 有 疑 难
之 事 ， 我 总 会 向 曹 老 请

教 。 1996 年 11 月 ， 我 在 整 理
宝 庆 寺 史 料 时 查 到 宋 代 大
儒 、《三 字 经》 作 者 、 宁 波
人 王 应 麟 曾 为 该 寺 撰 写 过

《宝 庆 讲 寺 记》 碑 文 。 1996
年 恰 逢 王 应 麟 逝 世 700 周
年 ，《三 字 经》 在 数 年 前 已
被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确 定 为
世 界 性 启 蒙 教 材 。 我 就 萌 生
了 为 先 贤 王 应 麟 开 个 纪 念 会

的想法，得到我市文化界前辈
们的大力支持，一时大家撰文
吟诗、题联绘画，掀起了一个
民间自发纪念先贤的热潮。

这 中 间 还 有 一 件 重 要 的
事 ， 就 是 要 为 王 应 麟 撰 文 的

《宝 庆 讲 寺 记》 重 新 刻 制 立
碑 ， 确 定 碑 文 请 天 童 寺 张 性
初 先 生 书 写 ， 但 碑 额 的 图 案
花 纹 大 家 都 没 搞 过 ， 一 时 束
手 无 策 。 我 向 曹 老 求 助 ， 曹
老 欣 然 答 应 由 他 负 责 。 两 天
后，他就绘就 1:1 的双龙戏珠
碑 额 线 描 图 案 ， 电 话 告 我 去
取 。 我 匆 匆 赶 去 ， 曹 老 打 开
图 案 ， 叮 嘱 我 要 对 石 匠 师 傅
说 清 楚 哪 些 细 节 必 须 特 别 注
意 。 待 到 梅 园 石 宕 的 师 傅 把

碑 额 刻 好 后 ，
大 家 都 非 常 喜

欢 。 曹 老 在 图 案 右
上 角 空 白 处 盖 了 一 枚

“ 五 明 楼 ” 椭 圆 形 朱 文 印
章 。“ 五 明 楼 ” 是 曹 老 的 书
斋 名 ， 他 解 释 说 ， 灵 感 来 自
家 里 的 五 处 窗 户 ， 其 实 是 指
他 对 诗 、 书 、 画 、 印 、 雕 塑
等 艺 术 均 有 所 涉 猎 。 印 章 不
显 眼 ， 无 人 介 绍 根 本 看 不 出
来 ， 我 想 这 就 是 曹 老 的 为 人
风 格 。 在 “ 纪 念 王 应 麟 逝 世
700 周 年 暨 《 宝 庆 讲 寺 记 》
碑 重 建 仪 式 ” 前 夕 ， 曹 老 又
叫 我 去 取 他 精 心 撰 书 的 中 堂
巨 幅 《沁 园 春 · 纪 念 王 公 应
麟逝世七百周年》，为此次纪
念活动增光添彩。

2002 年 端 午 节 ， 宝 庆 寺
邀 请 到 80 多 位 诗 社 老 先 生 莅
寺 雅 集 ， 曹 老 即 席 赋 七 绝 一
首 并 当 场 挥 毫 ， 笔 走 龙 蛇 ，
墨 韵 酣 畅 ， 赢 得 大 家 拍 手 叫
好。曹老写道：“岁岁端阳今
不同，文人咸集佛门中。素斋
清 供 茶 当 酒 ， 钟 磬 悠 悠 唱 大

雄。”
我在清理宝庆寺劫后遗存

的文化遗迹时，发现有清乾隆
丙辰年所制的半副木刻残联，
上 有 “ 室 千 灯 光 明 炎 赫 ” 七
字，室字以上有锯过痕迹。根
据我学过的对联知识，认定此
应为八字上联，上缺一字。我
请曹老等老师为之补字续联。
鉴于历史上宝庆寺的房屋间数
有“九十九间半”的说法，曹
老建议补“百”字，又根据上
联最后二字一为上下结构，一
为 左 右 结 构 的 特 点 ， 补 拟 下
联 ， 合 为 “ 百 室 千 灯 光 明 炎
赫，一花五叶馥郁昌斦”（斦
读“银”）。此事在僧俗中传
为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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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个故事是我一次去看
望曹老，两人谈兴正浓时他讲的。

那是宁波刚解放第二年寒冬
的一天，一只老虎不知从何而
来，可能因饥饿窜入鄞西横街一
个山村，被村民持械逼入一老屋
内，后被村民自上而下用乱石、
刀棍击打而死，剥皮后，运到市
内体育场摆摊公开割肉出售。此
消息一经传出，市民争相观看。

曹老当年才二十几岁，出于
好奇，也赶去观看。只见这只死
老虎有黄牛般大小，已被开膛劈
成两半，围观的人很多，但买虎
肉的并不多。年轻的曹老很想尝
尝“老虎的滋味”，于是他匆匆
返回家中，向母亲要了 2 元钱再

赶到体育场，买了半斤老虎肉，
回家切成小块煮成一小碗红烧虎
肉。曹老说虎肉也说不上有什么
特别滋味，当与牛肉相似，但比
牛肉更精，纯粹是结实的精肉，
没有一丝肥膘。当时曹老的大女
儿出生才几个月，曹老也喂她吃
了一小块虎肉，还喝了一点肉
汤。看她咂着小嘴有滋有味的模
样，大人们一阵欢笑。

此事在过了半个世纪后，大
家庭里还时常回忆起。那个时候
还没有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法
规，人们动物保护意识比较淡
薄，所以才会发生这种情况。但
说实话，一个人一生中能遇到这
种事情，确实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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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宁波八百里四明
山的名字是因山中有一个叫“四
窗岩”的天然岩洞而来。其洞可
通日月星辰之光，历代文人墨客
都以一登为快。但由于山道崎岖
难行，许多人兴冲冲而去，结果
却因找不到入山之路而无功而

返。
曹老也以平生未登四窗岩为

憾。为了却大家共同的心愿，经
几位老师努力，联系好了当地人
作向导。2000 年 6 月的一天，8
人的登山小分队组成，曹老时年
71 岁，还有杨古城、王重光夫
妇以及我、余君方、龚国荣和曹
老外孙女小波——当时她还在宁
波大学就读，为照顾外公而全程
陪伴。

出发前一天，我请曹老书写
了“四窗岩”一额，带上以备拍
照和刻石之用。我们在向导的带
领下，从大俞村山间插入开始登
山。说实在的，根本就没有什么
路，我们攀着树枝、竹竿，不断

向上。约莫
走了半个多

小时，爬到一座山
头上，四周豁然开

朗。大家一下子兴奋起来，
这里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建造的一条废水渠。记不得是谁
提议在此拍一张合照，大家就围
着曹老站立，十分自然，由摄影
记者龚国荣拍下这难忘的一刻。

我们沿着水渠继续前行，又
绕过一个山头，前面有一个山间
水库，我们须爬过一人多高的石
墈才能向前。大家劝曹老就此止
步休息，曹老执意不肯。在大家

的推助下，年逾古稀的曹老顺利
翻过石墈，继续前行。走完环绕
水库的小路，缘溪而上，终于到
达四窗岩山峰的脚下，此山高
约 百 米 ， 四 窗 岩 就 在 半 山 腰 。
稍事歇息，我们继续登攀。这
里也根本没有路，大家只能艰
难地行走在竹林杂树间，终于
到达四窗岩下，又是靠你推我
拉的办法爬上这座“大窗沿”，
然后到达岩洞中。我拿出曹老
写的“四窗岩”条幅放在洞口
前 ， 大 家 分 坐 在 “ 大 窗 沿 ”
上，龚国荣用三脚架自拍，摄
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曹老事
后 对 此 次 考 察 活 动 十 分 满 意 ，
说是圆了他的一个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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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00年 6月，时年71岁的曹
厚德先生 （左三） 与朋友一起踏访
四窗岩途中合影。（龚国荣 摄）

②四窗岩洞口前留影。
（龚国荣 摄）

③2012年 7月，曹老为江北慈
城千年古刹赭山寺题写“赭山古
迹”匾额。

④1999年 6月，曹老为本文作
者书斋“牧馀斋”书写匾额。

⑤2002年 7月，曹老为“《张
苍水全集》首发式纪念”刻制篆印。

（王介堂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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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老
是我市著名
书 法 家 ，篆 、
隶 、楷 、行 、草诸
体无一不精。我因爱
好和工作之需，常去麻
烦曹老，曹老总是有求必
应。其间，曹老还给我讲过
许多与文字有关的趣事。

有一次，曹老问我，天童寺
天王殿大门框上的一块石青色小
直匾看到过吗？我说看到过，是清道人
用隶书写的“天童寺”三字。他说三字中
有一个是他写的，你能看出是哪一字吗？我反复回忆
这三个字，以为十分协调，实在猜不出哪个字是补写
的。曹老告诉我，“文革”后他在天童寺参与大修，当时
发现一块清道人落款上有“天童”二字的残匾，为制作

“天童寺”小匾，曹老根据“天童”二字的风格和笔意，
补书了一个“寺”字。曹老的书法功底，令人钦佩。

一些老宁波至今还记得，在原药行街与大来
街转角处的一家酱品店外墙上，有巨大的“酱
园”二字榜书，每字足有 3 米见方，铁画银钩，

圆 润 苍 劲 ， 白 墙 黑 字 ， 十 分 醒
目。每次经过此处，我都要驻足
观看一番。一次我向曹老请教这种
墙头特大榜书的写法，曹老告诉
我，大来街转角处的“酱园”二字是
他30多岁时所写。他说，写这种墙头
特大字，先可准备一根柴爿，一头烧
成焦炭状后，入水熄灭，再与一根竹
竿绑定，犹如手握一支超长笔，站在
墙面前用竹竿目测并点出主要笔画
的外端位置，再搭架或用梯子登高靠
近书写，每一笔画的起笔收笔，说到
底要靠平时书法的功底，做到胸有
成竹。曹老不吝赐教，使我学了一
招。“文革”期间，我去慈城赭山虹星
大队参加三秋劳动时，就用曹老教我
的办法在墙上书写过近 3米见方的

“农业学大寨”5个大字。当时这种宣
传方式叫“墙头开花”，十分流行。

听曹老讲，他在父亲的指导
下，4 岁起就在 2 尺见方的大砖上用笔蘸水练字，
日积月累，练就了一手过硬的书法功夫，十几岁时
就能挑起大梁，独立胜任书写任务。西门外航船埠
头，有新船急需在船头题写榜书大字，店里成年人
都已外出，父亲就叫邻居带着小曹前往，对方一看派
来个小孩子，十分生气，不肯让他题写。那个邻居就
叫他在纸上试写几个字，对方一看大喜，十分满意，
就请他在船头上直接书写。其后一有写字需要，还指
定要这个小曹去书写。一次，天童寺方丈圆瑛法师路
过咸塘街，看到小小年纪的他正在题写匾额，就站在
旁边一直看着，他对小曹的书法十分赞赏，还走进他
家里，和他父亲愉快交谈，认为他日后必成大器。

一次，曹老与同事游普陀山，游过西天二龟听
法、磐陀石和心字石诸景点，又来到千步沙，眼前
金沙一片，海波起伏，大家提议曹老在沙滩上
写一个比那个心字石更大的心字。面对山
海胜景，曹老欣然应允。有人找来一根
树枝，曹老胸有成竹，边走边用树枝
在平整的沙滩上勾画出一个五六
十平方米大小的双钩“心”字
来 ，比 有 17 平 方 米 大 小 的
西天摩崖石刻心字石大
了三四倍，围观的众
多游客齐声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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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
这 是 20 年

前 曹 老 乔 迁
“生活新境”小

区不久的事情。一
天 ， 我 登 门 拜 访 曹

老，闲聊中谈及城市标
志 （城徽） 的设置。我说

广东广州城中有五羊雕塑，
河南郑州紫荆山有“司母戊大

方鼎”雕塑，福建泉州清源山有
老君岩雕塑等，而同样作为历史文

化名城的宁波，二十世纪末在现在的中山广场
内搞了一个以三大片不锈钢作主体造型的城市
标志，据说是体现宁波三江的
意思。这个现代雕塑曾被一些
工 艺 美 术 大 师 和 市 民 戏 称 为

“西瓜皮与棒冰棒的组合”，不
被多数市民看好。

城徽是一个城市的象征，
十 分 重 要 。 我 与 曹 老 谈 起 一
个 想 法 ， 宁 波 简 称 甬 ， 得 名
于 江 口 甬 山 ， 而 “ 甬 ” 的 古
意 即 是 一 口 钟 ， 我 以 为 可 用
现 代 铸 铜 工 艺 铸 造 一 口 举 世
无双的巨铜钟，在钟身上铸上
一 篇 精 彩 的 铭 文 ， 再 设 计 10
至 12 幅 的 浮 雕 ， 浓 缩 从 河 姆
渡 至 今 7000 年 漫 长 的 历 史 文
化，精制钟架安放在三江口适
当位置，逢重大节庆活动时还
可聚会敲钟庆贺。曹老对我的
提议十分赞赏，要我立即向市
规划部门写信建议。送上建议
后 ， 如 泥 牛 入 海 一 直 没 有 回
复，我也心灰意冷了。

约半年后，曹老又提起此事，我以实情告
之，曹老说：“这是一个好建议，他们没兴趣，我
们社区可以先用。”一个星期后，曹老打来电话要
我过去一下。一到他家，他就给我看了他为澄浪
社区设计的一个“区徽”小样，造型正是一口古铜
钟，历史文化味十足，我连声称好。曹老说，这个
方案我们这里先用着，等到市里觉悟了，我们可
以让给他们。后来澄浪社区就以这个小样去定
做了一个玻璃钢仿古铜钟作为社区的“区
徽”，安置在社区入口处，显得雅致而
有文化底蕴，令社区居民引以
为豪。每次经过这里，当
年曹老的话语就会萦
回耳边。

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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