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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
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
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记得那是1995年，我央求高中同学沈
伟伟向他的伯父沈正先生代呈拜师之诚。
不日我便兴奋地收到一幅唐楷作品，内容
便是这段韩愈之《师说》文字，款“沈正
涂鸦”，无章。

由斯开启我与恩师情同父子般的不解
胜缘。彼时老师与师母刚过知天命之年，
我亦少年儿郎，而今二尊已然耄耋，而我
也是越不惑而近天命。回首向来岁月悠
悠，自是感喟不已！

说起来颇为惭愧，早年求艺师门，未
有束脩之仪，并非无孝敬之心，实在是当
时家贫无奈。多年之后我生活有所改观，
每小尽心意时老师都再三推辞，说他们什
么都不缺，要我照顾好自己。

有时候想要表达太多，反而不知道从
何说起。1997年，生命际遇将我带入人生
最为惨淡的一段时光，少不更事的我于其
间充分领略了世故人情与炎凉冷暖，物质

生活极度困窘。老师对我的照拂令我终身
难忘！在我生活最艰难的日子里无钱买纸
练字，老师多次给我纸张；冬天我衣着单
薄，老师给我他的衣裳。我想当年老师和
师母对我的垂爱，不是因为我有什么聪颖
的天资可期来日，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可
能是出于他们简单而可贵的慈悯之心。

老师在生活上对我如慈父般怜护关照，
但对于我的艺术和学业又如严父般苛而期
许。在老家跟随左右求艺的几年里，如皋也
有过几次展览，当时他担任市书协主席，而
作为学生的我却几乎未曾参加过这些展览，
更不用说得奖了。面对当时年少倔强的我
在艺术上的种种偏执与荒唐，老师有过数次
认真交谈，其情其景亦如昨日。在他们这代
人心目中，艺术远比我们想象中更为神圣，
因此对于“书如其人”的认识，对于“人书俱
老”的追寻，自然也就成为毕生之道。“师者，
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老师在授我以业的
同时，也将其所宗之道传给学生。所以有关
为人为艺，也便成为我聆听最多的教诲。在
我看不到生活希望的时候，他时常予以鼓

励，偶尔也会提及自己的人生阅历，而我也
在他平静的叙述中感知他的睿达和坚韧，承
学其乐观与坚守。

2015年，老师来京出席活动，又逢降
温落雪，我在广东出差，请同学代我先为
迎侍。在赶回的途中，同学发来微信，说
老师在房间包裹严实，同学坐了一会儿觉
得冷，才发现没有开空调，不解询问，他
说给我带了我爱吃的老家烧饼，怕开空调
温度高，烧饼会坏。在广州白云机场候机
的我，看着手机屏上同学发来的微信，百
感交集，涕泪盈眶。当时我只回复了几个
字：“我的老恩师啊！”

在我外出的这20多年中，每回家乡我
必在当天晚上去看望老师和师母。师母总
是像母亲般详问我的工作生活及起居，且
早已装好我爱吃的家乡风味让我带走。老
师则更多地关心我的工作情况和书法研
习，除了说在外面照顾好自己外，并不多
叮咛。老师是个真诚而朴实的人，每次电
话说完事情便挂了，少有赘言。近年来，
他的健康状况不是太好，尤其是膝盖的问

题很让我担心，他脸上渐渐长出的零星老
人斑也总是浮现在眼前。

恩师如父，慈爱如山。老师对我此生的
情意巍巍，那是我三生三世修来的善缘。一
路走来，我虽福薄运蹇，老师却怜我如子。
是老师给了我艺术的生命，在人生最为黑暗
的岁月里托起我脆弱的灵魂，给予我爱和力
量，让我有勇气在阴霾中前行。老师是我人
生暗夜里的明灯，是我心头永远的温暖。我
很难想象如果少了老师，我会走向何方！家
父生前时常提及老师对我无私的关照和爱
护，我说情同父子，家父点头首肯，只一句平
实的语言：“你忘了哪个，也不能忘了你沈老
师”。

星霜弹指，西席杖朝。或云从师数十
载，所学者何？杏坛芳菲，桃李不言。郭
沫若为陶行知先生题联曰：“千教万教，教
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夫教之以
事，道之小末，喻诸德也，道之大者。师
名正，其身正，授我以正，吾师如是。忆
往二三，具诸有缘。惟愿，云章风华流
光，高堂松柏同春！

沈正，字益之，号霞山人，1943 年生，江苏
如皋人。6岁开始练字，70余年，未曾间断，在楷
书上打下扎实功底。20世纪80年代起先后任如皋
市书协副主席、主席，从事文化工作。曾在中国书
法进修学院学习，并得到尉天池、孙伯翔、言恭
达、孙晓云等老师指点，逐步加深对书法艺术本体
的认识和经典作品的理解。退休后，潜心创作，作
品入选“全国首届老年书法展”“全国第二届隶书
作品展”“全国首届楷书展”。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
会员、如皋市书协名誉主席。

纵观当今书坛，有不少书法家还未进
入中老年，其书却早已“结壳”了，不再
与时舒卷，渐渐丧失了精进的能力和勇
气。然而年达八秩的沈正先生，仍能力发
千钧，花甲之年从头越，十年一个展览，
延续下来已是第三个，我都见证了，一个
比一个精彩！他在用学术修养和人文精神
诠释着“人书俱老”的意义，也用“十年
磨一剑”的豪气为晚年书法人作出了示范
和表率。

我18岁离开家乡赴笈金陵那年，沈正
先生36岁就已经是名扬如皋的书法才俊
了，后来我工科毕业去南京艺术学院进
修，正式开始涉猎书法，更加关注沈正先
生，我对他的书法很是敬慕。以书结缘20
多年来，我们常在一起谈论书道，成为忘
年之交。

如皋，古邑雉水。南临巨江，东拥沧
海。皋，乃是江海之交汇之高地。呼吸万
顷，吐纳灵潮是其最好诠释。文脉传承于
斯，水土养人一方。旷逸的胸襟是大自然
赋予如皋人的。自古以来，如皋孕育了众
多文人名贤书家如胡瑗、王观、冒襄、李
渔，篆刻有黄经、许容开派，近代有黄七
五、汤正幅等，可谓灿若星辰，辉耀至
今。今有沧陵、沈正、秀骥、“三军”等书
家辈出，艺炳苏中。

文题所言，何为沈氏“三正”?
一曰：为艺品正。沈正先生书法五体

皆备，初习颜柳，功力深厚，会通楷则，
精研行草。其气象正大，心贯白日，亦如
人品也。其书法功力得益于魏碑，并将魏
碑雄厚气势及朴拙用笔与米芾的俊逸奔放
相结合，悟得行书意趣；他对唐楷研习甚

为透彻、严谨，删其繁缛将其雍容堂皇之
气引于正书之中，“笔蕴圆活，墨扬神采，
熟中见生，润中存涩，艺术的脉动堪称昭
昭然、跃跃然。”（丁涛语）其状貌一帜显
然，别开生面。

二曰：传风气正。教师出生的他，为
人之师表；后又任文化部门领导，以文之
化人；担任如皋市书协主席10余年里，带
头弘扬崇古学风，深习经典，奖掖后生，
琢玉传风，一派欣欣。沈正先生作为如皋
地区的书法领军人物，一个人影响一群
人、一个区域，这种书法文化效应显见。
其创作之余多悉心培育书法秀苗，弟子过
千，获奖者无数。书坛后有人继，功德无
量，善莫大焉。

三曰：从欲心正。《论语·为政》：“七
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如此。然而

对书法艺术家而言，此“欲”乃会通求变
的终极追求。吾以为，书家七十当从心所
欲，“贵”逾矩。令人敬佩的是，沈正先生
对待艺术，他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
理解包容的心态、学无止境的心态，60岁
之后仍创新求变，且佳作迭出。难能可
贵！正如他《七十抒怀》诗云：“学书犹上
玉皇顶，山路崎岖苦攀登，十八盘中细思
量，书道难写是精神”，以其心路历程的艰
辛悟出了书法真谛，可谓是心平意正、耳
聪目明的高人。

此文一出，倘若有人称他“沈三正”
便是自然的事了。因为很多人都跟我有同
样评价和称许，他当之无愧！

会心沉静气，得意正当年。我期待着
“三正”先生的下一次“亮剑”！

庚子岁阑写于金陵研漪斋

回首往事，不知不觉，我跟随沈老学书
法已有20余年，但与沈老其他学生不一样的
是：我是一名残疾人。

我在6岁时，因为触电不得不截去双臂，
虽然性命得以保全，但是心理却遭受了巨大
的打击，生活也变得困难。一名残疾人，未
来如何在社会立足、养家糊口，这个难题更
是像一朵巨大的乌云一样，笼罩在我和家人
的心头上，直到我18岁那一年。

那时，我正在四处应聘寻找机会，却由
于学历和身体的原因处处碰壁。在又一次
应聘失败后，科长叫住了失落的我，说：“你
会写毛笔字画画，不如去找文化局的沈正老
师拜师学艺，说不定能行。”我一听，觉得是
一个机遇，便立刻去了当时的文化局，第一
次不凑巧没见到人，我也没灰心，又去了第
二次、第三次，终于见到了沈正老师。

徘徊在脑中许久的名字第一次有了具
体形象，那是一个中年男人，身材清瘦，面容
严正，知晓我的来意后也没有立刻拒绝，而
是问我：“你没有手，怎么写字？”略哑的嗓音
语调平和，这让我忐忑的心情平复了些许。
我开口道：“我可以用嘴写字，不信我可以写
给您看！”

就这样，我成为了沈老的学生，每周要

去沈老家里学习书法，为此我还兴奋了好几
天，毕竟这算是第一次我“面试成功”。但当
时的我只是将书法当作一个养家糊口的饭
碗，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书法于我的真正意义
和其深刻内涵，更没有预料到这在以后将会
彻底改变我的人生。现在想想，真要感谢那
位好心的科长，我才能在后来有幸受到沈老
的教诲之恩。

跟沈老学习书法的过程其实不复杂，主
要是我写，沈老指导，但就是在这简单的过
程里，我却学到了很多。临摹颜真卿的行书
《祭侄文稿》时，初学行书的我并没有领会到
这幅作品的魅力，写得很是僵硬。沈老并没
有责怪我，反而细细和我讲述了这幅作品的
背景与内涵，他说：“写的时候要写出颜氏的
家国情怀和伟大气节，充满激情，字才写得
好。”于是，我第一次在曲折的笔画里品出书
者复杂的情感，以及书法作为艺术的魅力与
价值：它不仅是简单的文字，更是书者的灵

与魂的载体，是传承给后代的精神宝藏，这
也正是老师常常说的：“学书法，就是学做
人。”

就这样，在那间飘着墨香的书房里，我
在沈老的谆谆教诲中一步步深入了解书法，
也在学习书法的过程中一步步领悟、升华。
以口代手的我掌握了许多书法技巧的同时，
也在沈老的言传身教中渐渐褪去浮躁，学会
了沉稳与厚重；爱国、忠诚、孝顺、廉洁，这些
闪着光的美德更透过字帖浸润了我的生命
底色。我能明显感受到，残疾带给我的阴影
正逐渐淡去，书法正以另一种方式为我的人
生带来新的活力与色彩。

但沈老为我安排的课堂却远远不止书
房。

那是在1997年，著名京剧艺术家宋长
荣来如献艺，演出之余文化局组织各方人士
座谈交流，沈老便让我在座谈会上写“中国
京剧”四个字。我十分紧张，因为这是我第

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用嘴写字。但当我僵
硬地走上台，弯腰、咬笔、蘸墨，却发现那四
个字自然地在笔尖流淌而出。落款写罢，我
直起腰，听到四座雷鸣般的掌声，恍惚间回
想起前几天沈老让我反复练习这四个字的
场景，这才明白了沈老的良苦用心。我挺直
了脊梁站着，激动得要落泪！

沈老于我，不仅是书法老师，更是人生
导师。

沈老就像一盏明灯，为我迷茫的前半生
指明方向，也无声地照耀着我的后半生。正
是老师对我的深远影响，让我萌生了传承书
法的念头，而我也想让更多的孩子认识到书
法的魅力，让更多的残疾人能够拥有属于自
己的骄傲，让更多处于困顿中的人们收获一
盏明灯和温暖。于是，我成立了如皋星光残
疾人艺术团，同时作为“无臂七子”的一分子
进行书画义卖，并用收益捐建了一所希望小
学；此外，在和沈老商量后，我在家乡成立了
一个书法培训班，名为“梅华馆”，取“梅”的
寓意，由老师亲笔题写。

老师于我的恩情，言语已无法说尽，“一
日为师，终身为父”，除此之外，夫复何言？
今逢老师八十大寿，恭祝老师“如月之恒，如
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

时雨之恩 难以言尽
——写于老师八秩书展之际

□奚 白

沈氏“三正”
□敏 之

我心目中的沈正老师
□石晓华

毛主席《采桑子·重阳》65cm×55cm

老子《致虚极守静笃》66cm×33cm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270cm×68cm

《八十抒怀》135cm×67cm

陈从周《忆江南·如皋好》直径66cm

董其昌《论书帖》172cm×7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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