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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 工 之 家

“一手好字，愣让键盘给毁啦！”这是时下
人们对自己没能写出一手好字的自我吐槽。的
确，在键盘时代，许多人已不习惯动笔，提笔忘
字已属正常，更别说要写出一手好字了。然而，
在铜山矿业公司有这样一位员工，拿着板刷也
能写出一手遒劲刚健，纵逸奔放又显磅礴大气、
雄浑万里的好字，他就是该矿业公司生产部地
质工张荣。

铜山矿业公司地处市郊，职工业余生活单
调。闲暇时间，有人爱好音乐，有人喜欢侍弄花
草，可对张荣来说，没有什么比书法更让人身心
愉悦的了。每个人年少的时候都爱做梦，做的梦
也五花八门，军人梦、武侠梦、作家梦、记者梦、
白衣天使梦等等，年少的张荣自幼酷爱书法，自
然而然，他也就经常做书法梦，梦想自己长大后
当了一名书法家。然而，张荣年少时的梦想，并
没有得到家人的支持，从小就喜爱书法的他，却
被母亲认为：学习写字是“不务正业”，只要学
习好，那才是有出息。可他并没有因为母亲的反
对而放弃了书法。没有毛笔，他用树枝在沙地上
练习；没有字帖，在报纸上找字临摹。直到，上小
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终于开设了书法课，那时
还是描红，但张荣私下里可高兴坏了，这样就可
以让母亲帮他买练习书法的笔墨和纸砚，也可以
名正言顺的练习写字了，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简
单的一只毛笔，一本喜爱的字帖，练习纸数张，正
式开启了他对书法艺术的探索旅程。

时间似白驹过隙，走上工作岗位上的张荣，

即便工作再忙，也不忘自己的书法梦，总要挤
出一定的时间沉浸在墨香中,学习书法、探讨
书法。刚上班那会儿，单位定期要出一些板报
做展出，这也让他的特长得到了有效的发挥，
像单位的安全警示牌板、劳动竞赛宣传栏、矿
区的企业文化宣传栏上……都留下他刚劲的

笔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该公司邀请铜陵市书
法协会会员孔德满来矿，对矿区有书法爱好的
职工进行为期三天的集中授课，这三天的课程，
让张荣受益匪浅，也让他逐步领略到书法的妙
境和独特魅力。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矿区里
知道他会写一手好字的人越来越多，有人还慕

名前来，想让他帮忙指导自己孩子学习书法，尤
其是在春节期间，也是他最忙的时节，别的人家
都在忙着置办年货，但张荣却在为很多向他求春
联的人忙碌，近年来，他每年都义务为矿区居民
写出好几百幅春联。

数十年来，张荣从未间断练习书法，从蚕头
燕尾的隶书，到肆意烂漫的草书，再到风流潇洒
的行书和气魄雄伟的楷书，他都细心揣摩和大量
临写，并较好地运用到实际创作中，渐渐地，掌握
了书法创作的门道，时间久了，对于书法艺术显
示出来的天赋和机敏也被充分的挖掘出来，他将
自己的创意融入书法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书法
风格。如今，他已经是铜陵市书法协会会员，书法
作品也多次在铜陵市、集团公司各类书画大赛中
入选并获奖。他的作品曾在集团公司举办的庆祝
国庆五十五周年职工美术书法摄影和第四届集
邮展中，获书法三等奖；在集团公司举办的迎国
庆、庆祝集团公司成立六十五周年，职工书法比
赛中获得过三等奖；在 2012 年，铜陵市司法行
政系统“公证杯”书画比赛中,获书法优秀奖和
铜陵市郊区“文化崛起、幸福郊区”书画摄影展
比赛中，获得书法优秀奖。

“书法是中华文化的灿烂之花，书法带给我
的乐趣是无以言喻的，一支笔、一砚墨、一方纸、
一帧碑帖，墨香始终伴我快乐前行，我将永远在
墨香里陶醉、徜徉……”采访间隙，张荣对笔者
娓娓道出了他数十年来练习书法的感悟和不舍
情怀。 张 霞 陈志飞

墨华方寸间书写人生快乐
又到了阳春三月，万物复苏的时节，铜山矿业公司

矿区处处呈现出生机勃勃、花红柳绿的美丽景色。天刚
蒙蒙亮，在矿职工文体馆门前街沿边，早已摆放着各式
各样新挖的树桩和花卉，吸引了许多酷爱盆景艺术的职
工在精心挑选各自喜爱的树桩根木，阮奎也在其中。

阮奎是铜山矿业公司资源回收区推土车司机，他已
迷恋盆景艺术近30年了。铜山矿业公司地处皖南山区，
有着极为丰富的植被资源，为爱好盆景根雕艺术的职工
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矿区职
工生活条件逐年改善，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也日益丰
富，花卉草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不管是男女老少，
在职的还是退休的职工，每家都少不得摆弄一、二盆盆
景玩玩，阮奎也就是哪个时候与盆景艺术结缘的。

赏花容易养花难。阮奎刚开始接触盆景花卉时，
由于当时只凭着激情兴趣而缺乏专业的养植知识，一
些名贵的花卉苗木品种经他“精心侍候”，不但没有
生机盎然，反而日益枝瘦叶黄，最终根枯叶萎，让阮奎
为此难过了好长时间。为尽快掌握花卉栽培技术，他
只好虚心向单位同样爱好盆景艺术的老师傅们请教。
同事告诉他，盆景摆弄要有四季阳光的湿润、松土营
养的调配，树桩修枝加接和花盆造型选用等也都有一
定的讲究。为了熟悉各种花卉树桩的习性，阮奎自费
购买了专业花卉书籍，潜心研究各类树木花草气候、
土壤、湿度等知识，还经常与“发烧友”们一起去走访
周边盆景根雕“专业”养植户，向他们“取经”养植栽
培技巧。随着时间的积累，他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渐渐
地熟悉了解各种花卉与树桩培植方法，盆景成活率也
有了很大的提高。从此，阮奎对盆景的爱好就更加一
发不可收拾了，成为他不可或缺的精神文化生活，他
时常为了摆弄盆景忘记了吃饭，就连挑选电视频道也
只选看他最钟爱的讲解盆景栽培的科教频道，甚至做
梦时都时常与盆景有关。为求得盆景根雕中的精品，
阮奎每年都要挤出点时间与矿区盆景“发烧友”们一
同深入茂密的山区购买还没有剪枝造型的原桩。

阮奎几十年对盆景的迷恋，还有一个原因是母亲
对他的鼓励。现实生活中阮奎是个孝子，83 岁的母
亲已瘫痪卧床十几年一直由他照顾。朴实敦厚的阮
奎，一肩挑起生产工作的重担，另一肩挑起料理家庭
生活的重任，他每天精心呵护、照顾好老母亲的衣食
起居，定期帮助母亲翻身、按摩。为减轻母亲长年卧床
患病的郁闷，阮奎每天上班时将一盆盆枝繁叶茂的花
木搬进室内，让老人享受自然的景色；遇到天气好时，
他总是用轮椅车将母亲推进花院内，欣赏他精心培植
的一盆盆“作品”。母亲也非常体量她这位孝儿的业
余爱好，时常提醒他那些花木该浇浇水了，夜间那些盆
景要吸收甘露了。阮奎发现生活不能自理的母亲对盆
景也十分热爱，并且可以让老人保持清晰的思维时，也
就更激发他对盆景根雕艺术的挚爱。随着院落里的花
卉品种和数量日趋增多，整个庭院四季常青、花团锦
簇，吸引了不少邻居朋友前来观赏，同时也解决了母亲
独处时的无聊和孤独。阮奎几十年真情孝敬母亲的事
迹，也渐渐地成为十里矿区广为传颂的一段佳话，他被
矿业公司评为“友爱之星”，2015 年 4月还被铜陵有
色集团公司授予季度“有色好员工”殊荣。

经过几十年对盆景艺术的浸淫，阮奎精雕细琢培
育的各种各色的杜鹃、云雀、六月雪、五针松、榆树、雀
梅等盆景花草，或青翠欲滴、或红艳夺目、或奇形怪
状、或小巧玲珑，煞是好看，已悄悄占领他屋院中每个
角落，其中君子兰和杜鹃等盆景，多次入选矿业公司
和社区举办的职工文化艺术展，成为职工群众望而止
步、交口称赞的观赏佳品，他自己也成为为人颂誉的
盆景“达人”。 吴 健

迷盆景的矿工阮奎

每当傍晚时分，在铜陵有色铜山矿业公司
职工文体馆的大院内，休闲娱乐的人群常常会
被时而舒缓、时而激昂的优美乐声所吸引，而驻
足聆听。激情的笛子独奏、悠扬的葫芦丝吹奏、
低沉的萨克斯演奏，并非出自专业的演奏家，也
不是专业艺术院校的高材生在表演，而是铜山
矿业公司选矿车间浮选工苏贺杨在练习乐器弹
奏。苏贺杨的学历不高，初学乐器时连五线谱
也不识，但他凭着对音乐的痴迷，自学了笛子、
萨克斯、葫芦丝、快板等多种乐器。现如今，他
可是矿山远近闻名的“音乐达人”。

说起苏贺杨与音乐的结缘，还得益与十多

年前的一次生病住院。当时，在医院，每天打
完点滴，就得在病房躺着，他实在无聊时，就
听听音乐来打发时间。一天，一个不经意的
想法掠过他的脑海，天天听着别人弹的音乐，
还不如挑战下自己，也来弹一曲。于是，他当
即买来一支笛子，自己摸索着瞎吹起来，刚开
始学习吹笛子，一点头绪都没有，全凭一时兴
起，曲子怎么也吹不成调。为此，妻子没少笑
话他，经常打趣说，那是噪音。可岳母支持他，
反而开导说，小苏有这爱好挺好的，总比那些
天天在外赌博的人要有出息。苏贺杨骨子里
有种不服输的劲儿,凭着对音乐的喜爱，在没

有专人指点下，针对不会简谱、不懂笛子吹奏时
气息的控制以及指法等一系列问题，他就去书
店买来一系列教材和光碟，边看书、边练习、边
琢磨，每天只要一有时间，他就到离家不远的山
林里练习，一练就是好几个小时，练得那两腮酸
疼，歇一下，揉揉腮帮子再练，那时他练习吹笛
子几乎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功夫不负有心人，半
年下来，他慢慢熟悉了简谱，先是通过简单的歌
曲练习，再到有难度的曲目，逐渐掌握了吹奏的
技巧,笛子越吹越得心应手了。在 2005 年，铜
山矿业公司举办的春节茶话会上，他和女儿同
台表演，女儿朗诵，他伴奏，当一曲《姑苏行》的
笛声响起，现场观众好似被他的笛声带到姑苏
园林门前，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清秀恬美的江
南水乡风光，尽现于眼前。

第一次的小试身手，博得满堂喝彩，也让苏
贺杨对音乐的热爱一发不可收拾，从那以后，他
开始尝试葫芦丝、萨克斯等乐器，有了自学吹笛
子的经验后，苏贺杨在学习其它乐器时也就自
然触类旁通了。当他满怀希望，打算到琴行再买
一把萨克斯时，可一打听心凉了半截。当时最便
宜的萨克斯，也要 3000 多元！那时，苏贺杨家
庭收入，全靠他一个月仅千元的工资维持，妻子
没有收入，孩子还得上学。小家虽不富裕,但小
日子在妻子的精心操持下也算过得有滋有味，
可是要拿 3000 元买个乐器，别说自己有点舍
不得，妻子更会一万个不同意。无奈之下，他依
依不舍地离开了琴行，可回到家，满脑子还是在
琢磨吹奏萨克斯的要领，思来想去，他决定对妻
子隐瞒了萨克斯的真实价格，把萨克斯买了回

来。有了心爱的萨克斯后，苏贺杨每天把萨克斯
当成宝贝一样，摸索着练习指法、研究乐理，一心
琢磨着要玩转这个洋玩意，遇到难题了他就上网
查询，直到弄明白。通过一年多的坚持和努力,他
就已经能熟练的掌握并吹奏各种曲目，即有传唱
度高的流行歌曲也有经典的民族乐曲。

矿区里会乐器的人不多，会多种乐器的，那
更是寥寥无几。苏贺杨会弹奏各种乐器的绝活在
当地已是家喻户晓，他还经常代表铜山矿业公
司、铜山镇参加各地举办的文艺汇演和才艺表演
大赛，在很多文艺演出活动上,都能见到他的身
影。2009年，铜陵有色集团公司举办的职工才艺
表演赛中，他用葫芦丝表演的《侗乡之夜》荣获
二等奖；2010 年，在铜陵市郊区政府举办的“政
企共建美好郊区”文艺汇演出中，他的一曲《竹
楼情歌》葫芦丝演奏拿下了一等奖。渐渐地，苏
贺杨成为矿区小有名气的“音乐达人”，很多人都
想跟他学习乐器弹奏，他都是爽快地答应并将自己
学习器乐的经验无偿的传授给大家。矿区职工许平
的孩子在2012年报考了播音主持专业，要参加才
艺考试，许平找到苏贺杨，想让他帮孩子辅导下，苏
贺杨当即答应了下来，帮孩子选曲，教授他吹奏时
如何控制好气息，以及在演奏中如何将自己的精神
状态与音乐完美的融合，通过一个暑假的练习，这
孩子当时的才艺分拿到了最高分。

十多年来，苏贺杨在音乐的道路上有着自己
独特理解和执著追寻，不论是平时练习还是参加
各类演出，他都没有因为个人对音乐的喜爱而影
响到自己的工作。每天，他还是准时来到自己熟
悉的岗位，巡视着设备运行情况，聆听着设备在
运转时，为他弹奏出的特殊音符，认真的做好每
一项工作。音乐的道路上，苏贺杨已小有成就，可
在工作上，他也是收获颇多，多次获得过铜山矿
业公司先进个人、优秀员工等荣誉。 张 霞

矿区里的“音乐达人”———苏贺杨

有人说，一个平凡的人，如果把爱好坚持
下去，同样也会成为一生的骄傲。曹以明，现年
54 岁, 铜山矿业公司运转区一名普通的信号
工。2014 年 7 月 4日，生活在皖南山区 50 多
年的有色矿工曹以明，由于在象棋排局研究上
的突出成就，应邀参加由老一辈革命家习仲勋
同志题写刊名的《棋友》杂志创刊 30 周年座
谈会和交流比赛。他是第一次来到首都北京，
并有幸在石毅家中做客，心情是无比的激动，
在这之前他已与石老通讯往来长达 20 多年，
但是一直素未谋面。在石毅的家中，曹以明还
遇到许多神交已久的中国当代象棋界的名家
和前辈。

爱好是最好的老师。1963 年出生的曹以
明，原籍安徽省芜湖市，自幼受家庭影响酷爱
象棋。父亲也是一名矿工，棋瘾很大，常邀同事
来家切磋。10几平方的小家，常常同时要摆上
三、四盘棋，经常一下就到晚上 11 点多，有时
甚至“酣战”到凌晨。长期的耳濡目染和父亲
的有意培养，曹以明很小就对象棋产生超出同
龄人的浓厚兴趣。从 10多岁起，父亲就常让曹
以明代替自己与同事对局，使小曹棋技飞长，
逐渐在 10 里矿区很难找到对手。80 年代初，
曹以明减少与人切磋棋艺，而渐渐转向象棋排
局的自学研究。

爱好是成功的动力。曹以明之所以能成为
全国象棋排局界中的“大腕”，绝不是“忽如
一夜春风来”的偶然，而是源于他长期对排局
艺术孜孜不倦地勤奋和锲而不舍地追求。他自
幼就养成棋不离身的习惯。结婚前，他不但在
床顶蚊帐上贴一张棋盘，而且在被单上也画了
一个大棋盘，达到“睁眼是棋、闭眼也是棋”的
痴迷境界；结婚后，他的排局研究得到妻子的
全力支持。为了让丈夫更好地在纹枰里耕耘，
贤惠的妻子默默将家务活全包了下来，并爱
屋及乌，乐于成为丈夫排局作品的第一个欣
赏者。每当曹以明有新作出炉时，妻子都要
问长问短，了解其立意。曹以明在采访中说，
他的艺术才能是妻子造就的。为了感谢妻子

长期无怨无悔地支持，曹以明特创作 《伴
侣》一局，以寓他们夫妻两心相印。为了研究
排局，曹以明经常是早起晚睡，有时睡梦中
产生了灵感，他就立即爬起来拿笔就写。但
是，曹以明对自己期望甚高，不轻易投稿，要
求作品不模仿、不盲从、不流于俗套；对自己
的艺术手法、艺术意识，不断扬弃、不断充实
和不断更新。正因为长期对创作的严肃，曹
以明的排局艺术造诣、美学旨趣逐渐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

当爱好遇上坚持时，就会结晶成才华。曹
以明从 1982 年初学排局，到 2012 年 7 月荣
膺全国“象棋排局特级大师”、象棋排局家称
号，他已与象棋排局“相知相恋”了整整 30 多
个春秋。这一万多个日夜中，他痴恋于排局，“
为伊憔悴” 、“无怨无悔”，但他也从排局中寻
找到无穷的灵感和乐趣。曹以明高标准推出的
作品，一旦面世，常常引起全国象棋排局界的
注目，每每会有象棋大师和美学家撰文赞赏，
并给他来信、来电祝贺鼓励。1991 年，排局作
品 “亚运在北京” 是曹以明发表见刊的初女
作，并荣获全国排局大赛三等奖，当年被授予
“排局士”称号。1995 年冬至 1996 年春，曹以
明在《羊城体育》发表的“一雷天下响”排局
再次轰动了全国排局界。著名的排局王、上海
《棋友》编辑朱鹤洲在审校此局时批曰：“前无
古人！”原中国名人书画院副院长、广东清远市
棋协副主席崔鸿传将该局收录进《排局美学鉴
赏》一书，他在书中写道：“此局长达 85 着，气
势博大恢弘，一泻千里，给人以雄奇伟丽的感
受，堪称是一则时代精神的颂歌”、“真可感天
地而泣鬼神”。 曹以明在排局创作上属于高
产者，他以往一年创作排局达百局，但是现在
每年不超过十局，着力精中求精。譬喻 2016 年
6 月发表的排局《美满中国》，红方 16 子、黑
方 16 子，共 27回合，满子结局，该作品曹以明
是 2003年草拟，创作了十多年，如璞玉打磨终
于成器，目前在国内已发表的排局作品中绝无
仅有。2017 年春节刚过，曹以明又创作出 19

回合的排局作品《盛世盛会》，他计划在党的
“十九”大召开前发表。他说这即将召开的举
国欢庆的盛会给他带来了创作的灵感，该作品
又将成为他在排局研究上的又一代表作。

共同的爱好是结交天下朋友的最佳途径。
排局是象棋中的艺术，搞艺术的人往往是孤独
的，在孤独中寻找智慧的灵感。与象棋排局为
伴 30多年的曹以明，却从没有感到自己是寂
寞的“独行侠”。30 年过去了，曹以明认为自
己最重要的收获，不是发表在诸多报刊上的百
余篇作品，也不是十多次在全国排局比赛中获
得的名次和荣誉，而是结交了一群关心爱护、
鼓励鞭策他的弈林知音、好友。这些棋友分布
在全国各地，他们中大多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
文化名人、高级知识分子，而矿工身份的只有

他一个，这些朋友都因象棋排局而与他相慕倾
心。30年来，曹以明虽与他们未曾谋面，一直只
是通过电话和书信往来，但他们亦师亦友的真
挚帮扶，让曹以明从中受益良多。这些棋坛名宿
的年龄和身份与曹以明相差很远，但没有阻碍
他们成为“忘年之交”。这些弈林好友不遗余力
地将曹以明推向中国象棋排局界的前台，或推
荐作品，或撰文鉴赏，或为其立传介绍。已故上
海市原普陀区图书馆副馆长、排局大师万安平
于 1996 年在品赏曹以明排局作品时，不禁大为
赞叹，并有感而发写下《江城子》：“小桥流水
径通幽，树林稠，鸟声啾。对坐纹枰，曹谱共交
流。一炮逞威收眼底，旗帜舞，壮兜鍪。 芜湖
排局震神州，问何由，细探求。着法深长，妙境
出新猷。握别高朋归路暝，有明月，照当头。”已
有 80 多岁高龄的广东清远市棋协副主席崔鸿
传撰写了通讯《一代新星曹以明》，文章中饱
含激情地写道：“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六篇作品，
是他真切的体验，从中看到这排局自学成才的
青年奋斗前进的身影”、“他是一个知难而进
者”、“我们期待他的艺术世界更加姹紫嫣红，
芬芳馥郁”…… 方咸达 钱庆华

酷爱象棋排局
———记全国象棋“排局”特级大师曹以明

他只是一名普通的矿工，但把新闻写作当成他业
余第一爱好；他学历不高，但所撰写的“豆腐干”屡见
报端；他有着 35 年工龄的老矿工，但 20 多年却笔耕
不辍，一直活跃在矿山新闻宣传战线上，把矿山的好
人好事通过新闻报道的形式传播出去，他就是被工友
们誉为矿山“土记者”的吴健。

上世纪 90 年代初，30 岁出头的吴健是铜山矿设
备区一名压风工，是个闲不住的人。他即喜欢体育运
动，曾率队参加集团公司及矿山运动会上夺得数枚田
径金牌，他又喜欢写写画画，结合生产实践给单位提
出多项合理化建议，1993 年经他研制的矿车 “自动
式碰撞挂钩”曾获铜陵市“五小”发明一等奖。吴健
业余爱好广泛，但与新闻写作结缘却是一次偶然巧
合。1995 年，矿山宣传部举办“铜山建设发展大家
谈”征文活动，区党支部将这项任务交给了吴健。他
开始感到无从下手，写了又写改了又改，最终根据自
己生活工作感受完成了这篇征文。但没想到这次试
水，竟然获得此次征文的一等奖，并被矿宣传部吸收
为中心报道组成员。在矿宣传部新闻干事的鼓励下，
吴健开始对新闻产生了兴趣，经常有意识的在上班路
上关注那些耳熟能详的老通讯员的广播稿。

为了多写稿、写好稿，吴健一有时间就从报纸书
刊中吸取营养，研究新闻的写作方法和写作技巧，向
老通讯员学习取经，听取他们采写心得，切磋交流，取
长补短。他把握每次通讯员培训的机会，不断给自己
充电，即使家庭遇到一些生活琐事，他也不放弃学习
和交流的机会。为了捕捉到好的新闻素材，他经常活
跃在矿山各个工作现场，下井钻掌子面，进露天作业
面，将一幅幅一线工友们拼搏进取的工作场景通过
新闻的形式报道出去。每当那些小小的“豆腐干”被
刊登见报后，对他来说是莫大的欢欣与鼓励。为追求
新闻的时效性和真实性，吴健只要发现或听到新闻
线索，他总是想方设法去现场，用“新闻人”的眼光
去挖掘新闻，如他采写的 《安全监管、与 “狼”同
行》、《班组谐葛会、“节”出新成果》、《青山绿水尽
欢颜》都是深入到矿山生产一线的感人作品。

翻开吴健一本本泛黄的剪报集，这里面承载着他
20多年的“心血”，既有他最钟爱的《铜陵有色报》、
《铜陵日报》作品，也有在《工人日报》、《中国矿业
报》、《安徽工人报》等报刊上发表的“大作”。20多年
来，矿山负责新闻宣传的干事换了一任又一任，通讯员
也走了一茬又一茬，但是吴健凭着对新闻写作的执著
和热爱，一直在坚守这方阵地上，已累计发表各类新闻
稿件达 600 多篇，并且在铜陵有色报社举办的新闻征
文活动中屡次获奖，他本人也收获了集团公司“积极
分子”和矿业公司“党员之星”等荣誉。 余 飞

矿山土“记者”：吴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