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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习近平总书记历次重要讲话，不难发现他曾数次引经据典阐述思想，或用诗文俗语释疑解惑，或用打比方、讲故事的方式阐述道理，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渗透其中，提纲挈领、纵横捭阖，
展现出独特的语言风格和人格魅力，平实中蕴含着大智慧。《中国书法报》自创刊以来，始终以“传承中华文明，弘扬时代精神”为使命，立足服务于人民群众，并积极响应、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讲话的精神实质，充分发挥传播导向的主观能动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为了让广大读者朋友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领略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
政的内涵和思想，我们特别策划“书写新时代——名家书写习近平经典用语”栏目，让大家在欣赏书法作品的同时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

1963年生，中国书协理事，中国书协刻字委员会委
员，黑龙江省书协副主席，黑龙江省“六个一批”优秀中青
年专家，黑龙江省高校本科书法专业学科带头人，哈尔滨
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作品荣获全国第五、六、七、八届刻字艺术作品展“全
国奖”，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教育奖三等奖，全国首
届篆书作品展一等奖，全国第十届书法篆刻作品展优秀
奖，第七届“黑龙江省文艺奖”一等奖。

被评为中国首届敦煌国际书法艺术节“敦煌书法百
家”，中国书协“书法进万家”先进个人，中国书协“万名书
法家送万福进万家”优秀书法工作者，中国现代刻字艺术
优秀工作者，当代书坛中青年60名家，首届全国中青年文
艺人才高级研修班优秀学员。

讲话情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

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
主旨讲话。

讲话原文：
第三，一如既往为世界文明

交流互鉴作贡献。他山之石，可
以攻玉。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
树立世界眼光，积极学习借鉴世
界各国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并
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运用。马克
思主义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从国

外学来的科学真理。我们结合
中国实际，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使之成为
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
不断前进的科学理论。中国共
产党将以开放的眼光、开阔的胸
怀对待世界各国人民的文明创
造，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各国
政党开展对话和交流合作，支持
各国人民加强人文往来和民间
友好。未来5年，中国共产党将
向世界各国政党提供1.5万名人

员来华交流的机会。我们倡议
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
对话会机制化，使之成为具有广
泛代表性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
政治对话平台。

出处：
《诗经·小雅·鹤鸣》
原典：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鱼

潜在渊，或在于渚。乐彼之园，
爰有树檀，其下维萚。他山之
石，可以为错。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鱼
在于渚，或潜在渊。乐彼之园，
爰有树檀，其下维谷。他山之
石，可以攻玉。

释义：
此诗共两章，每章九句。前

后两章共用了四个比喻，语言也
相似，只是押韵不同。

朱熹在分析第一章时，将
诗中的四个比喻，概括为四种
思想：诚、理、爱、憎。并认为从
这四者引申出去，可以作为“天
下之理”，即普遍真理。在解释
第二章时引程颐句曰：“玉之温
润，天下之至美也。石之粗粝，
天下之至恶也。然两玉相磨，
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后玉
之为器，得以成焉。犹君子之
与小人处也，横逆侵加，然后修
省畏避，动心忍性，增益预防，
而义理生焉，道理成焉。”程颐
说诗与朱熹说诗，如出一辙，皆
为引申之词。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就字
面而言，就是另一座山上的石头
可以作为砺石，用来磨制玉器，
今人也常常引以为喻。

今人程俊英在《诗经译注》
中云：“诗中以鹤比隐居的贤
人。”“诗人以鱼在渊在渚，比贤
人隐居或出仕。”“园，花园。隐
喻国家。”“树檀，檀树，比贤人。”

“萚，枯落的枝叶，比小人。”“他
山之石，指别国的贤人。”“《毛
传》：‘榖，恶木也。’喻小人。”她
从“招隐诗”这一主题出发，将诗
中所有比喻都一一与人事挂钩，
虽不无牵强附会，倒也自成一
说。其实，就诗论诗，不妨认为
这是一首即景抒情小诗。陈子
展《诗经直解》：“《鹤鸣》，似是一
篇《小园赋》，为后世田园山水一
派诗之滥觞。”

李文宝

李月贵书“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争担敢息肩”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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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健康保
险公司是中国人保集
团旗下重要的专业子
公司，秉承“人民保险，
服务人民”的光荣传
统，以“让每一位中国
人的健康更有保障、生
活更加美好、生命更有
尊严”为使命，坚持走
专业化发展道路。

讲话情景：
3 月 1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周恩来同
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习近平
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

讲话原文：
周恩来同志出生于1898年，

在他青少年时期，由于西方列强
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中国正处
于内忧外患之中，社会危机空前
深重，人民命运十分悲惨。面对
国家危难和人民困苦，周恩来同

志决心“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
书，誓言“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
争担敢息肩”，立下“面壁十年图
破壁”的远大志向。周恩来同志
和他那一代杰出中国共产党人一
样，深入思索，挺起脊梁，苦苦探
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他投
身五四爱国运动，开始接触马克
思列宁主义，随后远赴欧洲勤工
俭学，通过反复比较，确立了共产
主义信仰。1921年，他在巴黎参
与创建旅欧共产党早期组织，成

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出处：
周 恩 来《送 蓬 仙 兄 返 里

有感》
原典：

相逢萍水亦前缘，负笈津门岂偶然。
扪虱倾谈惊四座，持螯下酒话当年。
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争担敢息肩。
待得归农功满日，他年预卜买邻钱。

释义：
相逢萍水：浮萍随水漂泊不

定，常以此比喻人的偶然相遇。
唐代诗人王勃《滕王阁序》：“萍
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

负笈：笈，竹制书箱。负笈，
背着书箱，即求学。

津门：即天津。
扪虱：形容谈话时从容不

迫、毫无顾忌的神态。《晋书·王
猛传》记载：晋代桓温入关，王猛
穿着粗布衣服去拜访他。一见
面，就谈论起时事来。交谈时还
在掏摸着身上的虱子，好像旁边
没有人一样。作者运用这一典
故，指与志同道合的好友一起抨
击腐败的时政，无所顾忌。

螯：螃蟹的大脚。泛指下酒
的菜肴。

险夷：危险和平安。这里作
偏义词用，侧重指环境的险恶。

尝胆：形容刻苦自励。《史
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越王勾
践从吴国回来，把苦胆放在座位
上，随时都能够看到，吃饭时也
要尝一尝，表示不忘亡国之耻，
立志要报仇。

敢息肩：“息肩”同俗语“撂
挑子”。敢，这里是岂敢、怎敢、
不敢的意思。

买邻：择邻而居。《南史·吕僧
珍传》记载：宋季雅罢官以后，买
了一所房子，和吕僧珍为邻。吕
僧珍问房价多少，宋季雅回答说：

“一千一百万。”吕僧珍为宋季雅
出这样的高价而感到奇怪。宋季
雅说：“我拿一百万买房子，拿一
千万买你这样的好邻居。”这里意
思是说等革命胜利时，与好友同
欢共聚。

诗人通过对昔日同窗生活
的回顾，抒发了自己为拯救祖国
而刻苦自励的革命情怀。诗篇
着意于强调期待他日为国立功、
革命胜利的时日，再与好友欢聚
在一起的无畏乐观气概。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争担敢息肩。

木头是书刻艺术的基本
载体，老子说：“五色令人目
盲”，过多的不协调的色彩，会
影响作品的厚重感，而我的作
品特点之一就是使用古木，我
更愿意“为老木造像”。

一块块老木船板横在眼
前。我用手抚摸它们，静心沉
思，解读这些百年老木饱经沧
桑的岁月与世间的冷暖。我
深知，这些百年老木，每一块
船板都承载着主人的美好期
望，承载着亲人的嘱托与牵
挂，也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梦想
与希望。

大道至简，天人合一。

这一块块老木船板似乎
在与我们诉说着一段段感人
肺腑、催人奋进的动人故事。
如今的沧桑朽木，早已远离人
们的眷顾，我却仍能在其中捕
捉先民的生活信息，寻找失去
的记忆，穿越时空与古人先贤
对话，倾听历史老人的家常里
短，共享先贤古训，我用古老
的金石文字还原那一段道不
尽、说不完的历史沧桑。纵横
驰骋在每一块大大小小造型
各异的陈年老木中，搅起沉在
心底的五味，一次次刀凿斧
砍，如同在回放中华民族那绵
延千百年的荡气回肠的历史

画卷，剥落历史的尘封，浸润
其中，流连忘返。刀刀斧砍，
用大刀阔斧还原那浩瀚如繁
星的历史经典；精雕细琢，用
华夏汉字演绎人类文明的片
段。天地乾坤，古往今来，以
木鉴史，刻古铭今，独与天地
精神往来，而徜徉其中。

书刻艺术不仅局限于在书
斋中把玩，它更应该走向社会，
向公共环境介入。我希望可以
创作大件的书刻作品，让它们
走向公共环境。其实中国书法
艺术不仅只在书斋中生存和赏
玩，它也应在更大的环境中得
到空间和语言的突破。

刻古铭今——为老木造像
□李文宝

“沉潜”意识造化功

现任《青少年书法报》社长、总编，佳木斯市书协主
席，中国书协会员，中国书协新闻出版传媒委员会委
员，黑龙江省书协副主席，中国人民大学“当代青少年
书画创作研究中心”副主任。

书法作品获首届全国青年书法篆刻展“全国奖”，
入展全国第六、九届书法篆刻作品展，全国第六、七、八
届中青年书法篆刻作品展，全国第二、三、五、六届楹联
书法大展，首届全国大字书法展，全国第二届草书展，
当代书坛名家系统工程——千人千作书法大展，当代
书坛名家系统工程——五百家书法精品展。

书法作品被中南海、中国文字博物馆、国家体育
场、黑龙江省博物馆等机构收藏。出版有《当代书法名
家作品集·李月贵卷》。

李月贵

我创作的书法作品有很
大的偶然性和随意性。偶然
是在预料之中的意想不到，预
料之中就是意在笔先，想写什
么、怎样写，做到心中有数，然
而在创作的过程中，笔墨的变
化往往会出乎意料，出现意想
不到的效果，这就是偶然的

“神助”。这样的偶然要以深
厚的临古功力做基础，不然就
会落野俗一路。

随意是放开心胸和思想，
所谓的“解衣盘礴”，随意不可
随便，要在法度之中而不被法
所束缚，孔子说的“随心所欲
而不越距”、苏东坡的“我书臆

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
即是。随意也是心手双畅的
自由创作状态。

我将更多的时间用来读
帖，通过读帖细心领会古人用
笔、结体之妙，待心手相合之
际，从容写来，则无不如意。

在平时读帖时，对帖的清
秀隽逸、碑的大气苍茫都很喜
欢，在创作作品时，我尽量地
想把碑和帖融合起来，碑帖结
合是我想达到的目标。但是
要想把二者都融到一幅作品
中是很不容易的，这需要找到
碑帖的契合点，比如字和笔画
的整体特征是什么，怎样将这

些特征吸纳到自己的笔下，形
成自己的风格。我认为于右
任的行书在这方面是成功的
一例。

除了临古以外，我对当代
书家的作品也借鉴很多。“笔墨
当随时代”是古人的经验之谈，
只有做到厚古而不薄今，“古不
乖时，今不同弊”，才能出新。

我非常欣赏马世晓先生
的“沉潜”说，“在沉潜中深入
积累、蜕化。内心深处最自我
的东西是在不经意间隐约出
现的，不断地超越完善，写出
悦己愉人的作品，新的起点将
伴随我终老”。

□ 李月贵

更 正

本报 2018 年 3
月 27 日 8 版“书写
新时代——名家书
写 习 近 平 经 典 用
语”栏目误将李文
宝先生与李月贵先
生所书作品混淆，
故本期重新刊登。

特此更正，并
向广大读者致歉。

采编中心
2018年4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