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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漏痕、锥画沙、折钗股，是古人用比
喻的手法来形容书法用笔、点画的力感和
质感。在扬州，有一位环卫女工，凭借儿
时萌生的对书法艺术的热爱，即便是在辛
劳的环卫一线工作，也从未放弃过对梦想
的追求，她以扫帚为笔、路面为纸坚持练
习书法，不但得到了周边人的肯定，还得
到了书法家的指点和认可。她就是扬州

名扬物业公司环卫工杨天新。
杨天新是土生土长的扬州人，一直

生活在老城区。可能是受这座文化古城
氛围的影响，自己从小就喜欢书法，从学
写字起，就努力把字写工整，偶尔看到别
人写的漂亮毛笔字时，常常看得入迷，舍
不得离开。那时候自己就有一个梦想，
将来自己也练习毛笔书法，成为一名书

法家。遗憾的是，因为家庭条件限制，自
己一直没有系统地学习过书法，而且只
读到初中毕业就辍学了。

“开始坚持练习书法是十多年前的
事了。那时候，扬州市政府开始将东关
街作为旅游景点来重点打造，想到将来
外地到这里旅游的人会越来越多，作为
扬州人有宣传扬州文化、推介扬州文化
的责任和义务，不说能做出多大贡献，至
少要能体现出扬州人的文化气息。”杨天
新说，她想想自己也没有太高的文化和
特长，唯一的爱好就是书法。于是，买了
毛笔，利用家里废弃的报纸练了起来。
白天工作没时间，晚上就少睡点觉练习，
就这样，在她的坚持下，写的字慢慢有了
些模样。

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写的书法被书
法家沈全松看到了，而且还给予了肯定
和指导，她也从以前的“自由发挥”转变
成临摹颜真卿《多宝塔》的“练真功”阶
段，从此，杨天新书法大有长进，朋友邻
居都觉得她的字有功底。几年前，杨天
新开始从事一线环卫工作。相对于以前
的工作，时间上紧了很多，体力支出也多
了很多，但她再苦再累也不忘自己的“书
法梦”，甚至在保洁空余时间用扫帚在路
面揣摩书法的布局结构。

“扫地其实和练习书法是有点相通
的，把扫帚抓起来的感觉就像是运笔中
锋，竖起来感觉如侧锋用笔，向前推行就

如同运笔过程中提、按、顿、挫。”杨天新
说，练了一段时间后，她感觉扫帚和笔是
一样可以“练功”的。前不久的一天夜
里，她失眠久久睡不着，于是起身拿起闲
置在家已久的毛笔写了起来。第二天，
她再看时自己也很惊讶，好久不用毛笔
写了，不但没有退步，而且感觉进步了。
担心是自己“自恋”，她又拿给周边人看，
没想到大家都说好，这应该与她平时坚
持用扫帚练习分不开。

如今，杨天新成了她所在单位和她
做保洁工作所在琼花观社区的“名人”，
不少退休后把练字当健身的市民找到
她，向她讨教练习书法的诀窍，还有的市
民领着儿孙拜她为师。书法爱好者杜先
生说，以前听人说她书法写得很好，当时
只以为是字写得漂亮一些，没想到看到
她写的一幅毛笔书法，结构严谨，线条有
力，还是有一定的书法功力的，是名副其
实的环卫女工“书法家”。

对于自己的书法成就，杨天新倒没
有沾沾自喜，她坦然地说：“我练书法既
不想成名成家，更不想拿字卖钱，就是作
为自己的一个爱好，一个修身养性的方
法。社会上一些人看不起环卫工，认为
环卫工脏，粗俗没文化。环卫工脏，那是
以一人脏换来万人净。环卫工并不粗
俗，也有文化人。作为历史文化古城的
老市民，我会一直追求自己的文化梦、书
法梦，展示新时代环卫工人的新形象。”

隆冬时节周末的早晨，在千年古镇——
盐城东台市时堰镇老镇区井栏巷11号，伴
随着激扬奔放的二胡、扬琴声响起，两名小
学生正全神贯注地弹奏“汉澄德艺教育辅导
站”刘汉澄老师新教的名曲《映山红》。老
师放下手中的二胡，给小朋友们讲起了《闪
闪的红星》潘冬子从小斗地主，参加红军的
革命故事。看着弹奏日渐熟练的学生，刘汉
澄露出开心的笑容。

少年立志 心怀音乐梦想

刘汉澄1952年12月出生于时堰镇，随
父母下放至时堰大队，由于兄妹多，一家七
口仅靠简单的粮食加工为生，日子过得紧巴
巴。尽管家境贫寒，但父母仍想办法让儿女
们读上书。

刘汉澄小时候就对音乐十分酷爱，更羡
慕人家吹笛子、拉二胡。因家紧靠时堰大会
堂，经常坐在乐池中看戏的他，从小就认识
了多种乐器，受着音乐的熏陶，并缠着乐队
老师教他吹笛子，在当时，想买一支只有8
分钱的笛子却只能是奢望。学校放假时，
13岁的刘汉澄参加生产队劳动，在河塘边
割一根5公分长的芦苇，一头削成斜面，劈
一小口，插上一片芦叶，做成一个哨子，再
割一段长老了的蒲公英秆，把哨子插进秸
秆，用割草的钩刀，在空管秸秆上挖上6个
小洞，一支“单簧管”制作而成。随着他吹
奏的旋律响起，干活儿的小伙伴和农民伯
伯、婶婶们都一起唱了起来，“东方红，太
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充滿真情实
感的歌声让田地间充满着欢乐。

看到人家拉二胡，刘汉澄心里痒痒地想
学，可买不起二胡，他就用一根细竹竿等材
料，做了一把“小二胡”，兴奋得夜里睡觉
都抱在怀里。上初一时，刘汉澄还用铁
钉、钢丝、铅笔头等制作了一个简易的

“土琵琶”，弹奏了《学习雷锋好榜样》。这
坚定了刘汉澄长大后一定要做好多好多乐

器的梦想。
刘汉澄上世纪60年代起参加文艺宣传

队、70年代初当民办教师，曾就读东台师
范音乐班，被借调到东台县文教局工作，参
与校舍建设和组建东台锡剧团，无论在什么
工作岗位，他对音乐的追求却一刻没有停止
过，他觉得音乐比吃饭还重要。50多年以
来，他先后参加市、县镇文艺团队，参与几
十家剧团戏剧演出千场；组织参与沪、苏、
锡、常、昆山、泰州及苏北各市县大型文艺
活动；为淮剧名家陈德林、陈澄等人专场演
出伴奏；带领票友、学生在上海、苏州、常
州、昆山、东台等地电视台《百姓大舞台》
《常州戏曲台》《视讯昆山》《戏曲进校园》
等栏目演出，都获得了嘉奖。

刘汉澄通过听唱片、磁带录音潜心记录整
理锡、沪、越、扬、淮剧、黄梅戏等戏剧曲谱。写
曲谱时，哪怕有一个音符写错，立即作废重来，
从不马虎。20多年来共记录、书写淮剧《恩仇
记》，锡剧《圆梦沙家浜》《珍珠塔》《玉蜻蜓》，扬
剧《僧尼下山》等剧种全本戏、折子戏，经典名
曲名段曲谱2000多首，曲谱在大江南北广泛
流传，剧团，票友没有的曲谱，大家都习惯地
说：“ 去找刘老师，他就是个《曲库》。”

心灵手巧 把乐器做成精品

多年前，刘汉澄花近1个月的工资到上
海购买一只柳琴，认真揣摩研究，利用自己
有木工、雕刻、绘画、油漆手艺的基础，尝
试制作乐器。他把制作的乐器送到上海民族
乐器厂请专家鉴定，受到了厂方的认可。刘

汉澄还登门拜访上海知名琵琶制作大师韩富
生副厂长，当大师看到刘汉澄制作的柳琴，
并听他弹奏了一曲《春到沂河》后，十分惊
讶地说：“我们厂的师傅每人只能制作一道
工序，最后组装、上弦、排品，都是由专业
调律师操作的，你却能一个人独立完成整个
柳琴的制作工序，并会做会弹，音色音质音
准绝佳，实在是了不起啊。”这些年来，刘汉
澄亲手制作二胡、板胡、京胡、中胡、琵琶、三
弦、扬琴、柳琴、月琴、中阮、古筝等乐器，得到
上海、北京、河北等乐器厂制作大师的赞赏。

刘汉澄订阅《乐器》等杂志，潜心研究
乐器制作的理论知识，并发表论文《浅谈乐
器制作革新》。学生家长买了一把河北省乐器
厂的扬琴，在使用时刘汉澄发现，这款扬琴
在琴钉的排列、滑道、小推车的设计制作上
误差太大，影响调琴和演奏效果，他打电
话、写信给厂方提出扬琴等乐器的调弦音
柱、琴弦配置的改制方案，令厂家感动不
已，厂长请他共同研讨乐器的改进升级。

刘汉澄还多次为艺术院校贫困学生出
资、出力，免费修理各种乐器。滨海县一名
农村女孩在东台师范学校上学，不慎将琵琶
头子摔得粉碎，哭得像个泪人。刘汉澄白天
上班，连续几天挑灯夜战，重做琵琶琴头，
打磨喷漆、安装调试。看着恢复如初的琵琶
小女孩激动得满眼含泪。

不遗余力 培养时代新秀

刘汉澄自办德艺教育辅导站，在传
承、创新的道路上辛勤耕耘，育得桃李满

天下。他精心培养演唱和乐器演奏人才，
小到4岁的孩童，大到近70岁的老者，只
要有兴趣，他都乐于传授，悉心辅导。

时堰镇新嵇村的小女孩姜
辰颖、兴化市张郭镇的赵嘉彦
从小爱好唱歌，刘汉澄不仅教
她们弹扬琴，还教她们学淮
剧、锡剧。2013年盐城市淮剧
团招收一批小学员，13岁的姜
辰颖一首扬琴独奏曲 《映山
红》，一段淮剧《手捧鸡头花香
藕》技压群芳，在几百名考生
中名列第一，被保送到盐城师
范免费委培就读6年，现已成
为盐城市淮剧团主演。赵嘉彦
在刘汉澄的精心培养下，在初
二年级被扬州市艺术学校提前
招录，现成为兴化市淮剧团的
专业扬琴演奏员。20多年来，
经刘汉澄培养的声乐和器乐的
学生有100多人，有多人考取
大专院校，为江苏戏校、扬州
文化学校、盐城师范等艺术团
体输送了新鲜血液。

1996年刘汉澄被吸收为东
台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会员和
东台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2012 年 10 月中国民族管弦乐
学会、全国民族乐器演奏水平
考评委员会授予他《优秀指导
老师》荣誉证书，2020年被评
为“盐城市乡土人才三带能

手”。刘汉澄说：“要坚定文化自信，用自己
一技之长，在传承和创新上做文章，弘扬中
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杨天新：一位环卫女工的书法梦
□ 崔根元 王槐艾

2024？是的。她来了！
来得按部就班。来得猝不及防。来得

理所当然。
2023，让人难以忘怀。这一年，是全

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三
年新冠疫情防控转段后经济恢复发展的一
年。我们看到了满城繁华，尽收人间烟
火，如你所愿；看到了人声鼎沸，满眼车
水马龙，达你所想；看到了守望相助，处
处充满感动，若你所盼。当然，也看到了
实际困难，有人找准机遇、快速转型，实
现华美蝶变；有人慢条斯理、亦步亦趋，
步履蹒跚；有人一路小跑、踉踉跄跄，仍
旧错过“班车”。如同万事万物，经济社会
发展皆有规律。经济恢复是一个波浪式发
展、曲折式前进的过程。既然是螺旋式，
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我看到很多人，

他们咬紧牙关、坚定信念、充满信心，在
坚守、在拼搏、在行动、在继续、在期待
……那一缕灿烂的阳光，有人已然沐浴，
有人逐渐靠近，有人渐行渐远……

然而，2023，我们必须挥手作别。拿什
么来接受2024？或者说，我们以一种什么样
的姿态拥抱2024？在我看来，三句话：把工
作干好、把道路走好、把日子过好。

把工作干好，是一种情怀、一种坚
守、一种劲头和慎终如始。我想起了这句
话：“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
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
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我们看到了农村
的穷孩子桂海潮凭借努力成了航天员并登
上飞船、遨游苍穹；失明的女孩董丽娜，

成为我国首位视障播音专业研究生，并当
选“2023北京榜样”；还有最近火出圈的董
宇辉……反复淬火方能百炼成钢，不懈奋
斗才能书写成功。付出不一定有回报，不
付出一定不会有回报。把工作干好是任何
一个成年人必须守住的底线——成功源于
实干，有作为才有地位。“功崇惟志，业广
惟勤。”一勤天下无难事。撸起袖子加油
干，让价值在实干担当中闪光！

把道路走好，是一种方向、一种定
力、一种人间正道和义无反顾。我想起了
这句话：“古今中外的历史都告诉我们，世
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够亦步亦趋走别人的
道路实现自己的发展振兴，也没有一种一
成不变的道路可以引导所有民族实现发展

振兴；一切成功发展振兴的民族，都是找
到了适合自己实际的道路的民族。”方向决
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对于个人来说，
世上的道路千万条，唯有坚持正确的方向
和道路，坚持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从小事做起、从点滴做起，并一直
走到底，才可能有大发展、成大事业。把
道路走好，是每个成年人的最根本的问题
——人生没有捷径可选，每走一步都算
数。“凡益之道，与时偕行。”人间正道是
沧桑。咬定青山不放松，让奔跑如长风破
浪般远航！

把日子过好，是一种态度、一种追
求、一种明白通透和讷言敏行。我想起了
这句话：“我们通过奋斗，披荆斩棘，走过

了万水千山。我们还要继续奋斗，勇往直
前，创造更加灿烂的辉煌！”幸福都是奋斗
出来的，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过上好
日子，需要坚如磐石的信心、只争朝夕的
劲头、坚韧不拔的毅力；过上好日子，需
要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不驰于空想，不
骛于虚声，做起而行之的行动者、当攻坚
克难的奋斗者；过上好日子，需要艰苦奋
斗，不贪图安逸、不惧怕困难，不怨天尤
人，依靠勤劳和汗水开辟人生和事业的美
好前程。“圣人是肯做工夫的庸人，庸人是
不肯做工夫的圣人。”自古人生多磨难。风
雨过后见彩虹，让生活伴踔厉奋发而精彩！

莫嫌2024按部就班。斗转星移，时光
本就如此，不妨泰然处之。

莫怪2024猝不及防。日月如梭，让人
无力抗拒，何不顺势而为。

莫说2024理所当然。岁聿云莫，趁早
扬帆出发，矢志劈波斩浪！

2024，一起龙行龘龘，迈向欣欣家
国，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把工作干好 把道路走好 把日子过好

刘汉澄：琴声悠悠唱幸福
□ 徐军霞 武桂成

王文武

刘汉澄在向学员讲解指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