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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水涛 陈作华

他自幼家境贫寒，少年时以当水电工维持生计，冥冥中却与书法
结缘，踏入书法的艺术殿堂；

他虽只有小学文化，但精通书法、写诗、作画、篆刻等艺术，终
成艺术大家；

他致力于将书法艺术发扬光大，广纳弟子传道授业，积极承担起
传承书法艺术的社会责任，让书法艺术得以弘扬。

他就是陕西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李成海，近日，本报记者专赴
古都西安，带读者走进他的书法世界、感受他的笔墨人生。

繁华喧闹的古都西安高楼林立，
在一栋现代化写字楼内，一间充满墨
香的屋子位于其中，这里就是陕西省
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李成海挥毫泼墨
的所在。他在这里，创作出了一幅幅
优秀的书法作品。

李成海是如何走上书法之路，成
为一位书法大家的呢？这还得从他少
年时说起。李成海祖籍焦作温县，自
幼随父亲生活在古都西安。其父读过
私塾，深受传统文化影响，认为写字
代表着一个人的脸面。在李成海两三
岁时，父亲就让他临摹颜真卿、柳公
权的字帖，悉心教他练习毛笔字。

然而，在李成海七岁时，父亲突
然离世，全家人的生活只靠母亲做针
线活、当保姆维持着。由于家庭条件
不好，李成海读完小学后就没有再继
续上学，也因此中断了练习毛笔字。

15岁时，李成海参加了工作，进
入一个工厂跟一个老师傅学习水电安
装维修技术，也正是这次机遇，李成
海再次与书法结缘。“当时，带我的师
傅毕业于开封的一所国立大学，在古
文和书法方面造诣很高，尤其善写欧
阳询楷体书法。工作中，他给我讲了
很多关于古文和书法的知识，这让我
对书法有了新的认识，也燃起了我对
书法的更大热情。”李成海说。

此后，练习书法就成了李成海生
活中的一部分。他不断研究名家的书
法，坚持临摹练习。多年的临摹练习
让李成海对书法艺术有了更高的追
求，他主动找到当时陕西省有名的书
法家陈少默、程克刚求教。在跟随两
位大家学习期间，李成海先从欧阳询
楷书练习，每天忙完工作后，他都要
挤出时间认认真真地写上七八十个字。

书法艺术深不可测，要想在书法
艺术上取得更大的进步，就必须练就
扎扎实实的基本功，踏踏实实临帖是
不可逾越的过程。李成海深知这一
点，为了实现更高艺术层次的突破，
他耐得住寂寞，坐得了冷板凳。

学习过程中，李成海被北魏时期
雄强、厚重、豪放、大气的楷书吸
引，对此情有独钟，也把主要精力用
在了练习北魏楷书上。为了研究北魏
书法，李成海专门走访了邙山、龙
门、云峰山等地，查访有关北魏时期
的墓志铭和石刻。

虽然被北魏书法深深吸引，但李
成海没有一成不变，而是根据自己对
书法的感悟与认识，在继承传统的基
础上不断探索，力求在古人书法上有
所创新和突破。在抒写楷书过程中，
李成海有意在结构和线条上融入自己
的想法，使自己写的楷书在端庄大气

翰墨书写人生路翰墨书写人生路

书法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李
成海不仅继承传统，而且破旧立新。
成名之后，李成海没有“独善其身”，
而是致力于将书法艺术发扬光大。

2007年，李成海携27名弟子亮相
陕西美术博物馆，李成海和这些学生
的首次师生书法展拉开帷幕。从此开
始，陕西省文联、陕西省书法家协会先
后在西安市、延安市、汉中市、榆林市、
安康市举办了李成海师生书法展，通过

展览的形式，李成海将自己的书法艺
术和书法教育成果奉献给社会，担负
起了传承书法艺术的社会责任。

多年来，省内外不断有热衷书法
艺术的青年才俊投奔到李成海的门下
拜师学艺。李成海对弟子除了进行书
法艺术方面的指导外，更多时间则是
通过言传身教，培养他们的审美情
趣，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引导他们
构筑各自的艺术风格。如今，李成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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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法的艺术世界里，李成海善
北魏书风，他把欧阳询楷书和北魏楷
书进行了有机结合和改造，成为陕西
书坛最早将现代元素带入书法艺术的
探索者和实践者。“唐楷规范有法度，
往往把性情压抑下来，显得更加内
敛，但北魏楷书恰恰相反，它在洒脱
中表现着执拗，方劲古秀、冲和灵
秀、拙巧和谐。”李成海说。他将两者
进行了有机结合，其书法中既有西北
人的生猛倔韧，又透出江南文人的文
秀之气。

李成海认为，“书者，抒也，抒其
情、抒其神、抒其心、抒其意者是
也。然欲达书道之高妙，难于上青
天。绝非提起毛笔，涂上汉字就称其
为书法也。书法，是一门技术性极强
的传统艺术，是以极熟的技巧来完成
个性特征的生命艺术，非经数十年之
临习不可为也，博学传统文化、以书
卷来支撑书法，方为上也。”

为实现更高的艺术追求，李成海
在书法创作中没有局限于抄写古代诗
文，而是自书其诗，使书法创作回归
到内外兼修、诗文合一的道路上，实

现诗作意象和写作性情的相互交融。
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所游、所

见、所感都是李成海创作诗文的素
材。李成海也形成了随身携带一叠便
签的习惯，每当灵感涌现就立刻记录下
来。日积月累，李成海将所作诗词写成
书法，使二者相得益彰，为当代书坛增
添了一缕独特的诗书之香和大家之风。

“千年栈道已难觅，峭壁悬崖空留
迹。多少霸业皆过客，依旧青山水涨
溪。”这是李成海书写的一副篆书中堂
作品，也是他在游历古栈道遗迹后创
作的诗歌。作品集 《李成海诗书卷》
就收录了李成海的许多优秀诗作。《登
崆峒山》《吐鲁番坎井》《九华揽胜》

《秦岭峰头》等，都是其游历祖国山水
时的有感而发；而《石鼓文赞》《颜真
卿赞》《长安雅集》等，是其对书法艺
术的感悟之作。

李成海在书法和诗文中的成就，
使他完成了一个从体察、感悟、吟咏
到挥毫成书的全过程，使书法和诗文
浑然一体，呈现出诗、书、画、印的
关联和统一，增强了书法作品的真实
感、亲近感。

诗书结合写华章诗书结合写华章

的弟子已达52人，其中20人是中国书
法家协会会员，多人担任各省市书法家
协会副主席、秘书长等职。

为进一步坚守与研习中华传统文
化，2011 年，陕西省望贤书学会成
立，李成海和他的学生以此为平台，致
力于对文字艺术的深入发掘、研究与创
作，并开展书法艺术交流活动。当年
12 月，由陕西省、山西省的文联和书
协及陕西省文史馆主办，山西美术馆、
望贤书学会承办的“望贤三晋·陕西省
望贤书学会书法作品展”在山西省太原
市举办，这也是望贤书学会首次代表陕
西东出潼关，开启省际书法艺术交流。

2014年4月份，由国家旅游局驻日
代表处、日本佐贺县、佐贺县观光联盟
主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周”
大型文化活动在日本佐贺县举行，其中
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墨韵唐风”中国书
道特别展。

李成海一行 15 人受邀参加了这次

活动，他们紧扣“墨韵唐风”主题，精
心创作出160幅书法作品赴日参展，作
品内容均为“唐人咏长安诗作”，包含
了真、草、隶、篆、行各种书法形式。
在展览期间，李成海一行还应邀为佐贺
县北高中师生讲授了书法艺术，受到该
校师生的热烈欢迎。

在艺术的长河中，李成海的作品曾
参加全国第二届书法篆刻展、国际书法
展、国际临书大展、首届长城书画展，
多次代表陕西省赴日本、韩国、菲律
宾、新加坡展出，其作品被国内外多家
博物馆收藏。

李成海，祖籍焦作市温县，现为国家一级美术师、陕
西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陕西省望贤书学会会长、中国
书法家协会会员。他幼喜书法、篆刻，师承陈少默、程克
刚，遍临北魏诸碑，研汉隶、金文，自成风格，尤以行书
见长，很多作品被国内外多家博物馆收藏，数百幅作品被
国内外书法篆刻专集收录。图为李成海在工作室接受记者
采访。 本报记者 陈作华 摄

【今日话题】

超长病假的背后
浙江省永康市一位 50 岁的初中教师，27 岁时因病请

假，一请就是23年。23年来，学校一直以该教师名义领工
资。对此，你怎么看？

【观点1＋1】
@夜间列车：23年的“史上最长病假”，教师乐于请，

因为可以保留公职；学校乐于让他休，因为可以代领工资。
如此双赢，何乐而不为？依我看，生病的不仅仅是这个教
师，还有这个学校，而且病得不轻。

@芳心云天：有漏洞，就得堵；有疾病，就得医。弱
弱地问一句，这个请病假教师的工资领到哪里去了？这虽是
个例，却折射出人事管理制度的缺陷、工资发放路径的漏
洞，当改！当堵！当查！当究！当惩！

@孙友祥815：没点后台或权力，一般人是不会白吃
20多年空饷的，在权力的庇护下如此“任性”，让那些扎根
偏远地区的贫困教师情何以堪？

@阳光佳哥：27岁就开始病休，一休就是23年，学校不
仅要负管理不严的责任，还要负法律责任。23年间冒领的工
资属于侵占罪，必须对所有的相关责任者依法严惩。休“史上
最长病假”的教师也必须补缴23年的相关保险费用等。

@北宁老头儿：这个与事业单位体制有关，因为只要
各学校人事和会计上报每月在职名单后，教育局一般都会默
认并按月发工资，学校可以发部分工资给请病假的老师，其
他作为学校的绩效储备。所以，这个事件的背后不在于请病
假老师的背景，而在于学校从一把手到中层相关干部的管理
模式。由于操作比较隐蔽，所以这种事一般不会被他人举
报。

@弓仁羽：拿钱不干事，在编不在岗，反映了机关事
业单位编制管理的漏洞。这个漏洞除了人事、财务等部门的
少数人知道，群众难以知晓。所以，有关职能部门除了要严
监管、紧把关，还要推进用人信息透明化、公开化进程，加
强外部监督，使人事管理趋于法治化、规范化，努力杜绝吃
空饷现象。

@心是断了线的风筝：23年的工资去哪儿了？是谁在
冒领该教师的工资？这不仅仅是吃空饷这么简单了，23年
的账目是如何做得天衣无缝的？这样的闹剧应该让有关部门
羞愧和思考，查漏补缺。

@西溪斜阳：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担负教书育
人、培养学生诚信守法的重任。学校冒领请假教师工资，是
不诚信的行为，甚至涉嫌违法，会在学生和老师面前丧失公
信力，无法引导师生做到诚实守信，影响相当恶劣，必须予
以纠正并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下期话题】
天上掉下块“狗头金”

新疆一位牧民日前捡到一块重达 7.85 公斤的“狗头
金”，随后有律师在网上发声，说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
牧民如果不上缴，涉嫌侵占罪；接着又有法学教授站出来
说，这块“狗头金”应属个人所有，因为它既非埋藏物，也
非隐藏物，一块石头也构不成矿藏，法律应该禁止公民私自
采矿，但不应禁止公民“捡石头”。“狗头金”本质上还是一
块石头，不能因为其市场价值，连偶然的拾得都不受法律保
护。对此，你怎么看？

（参与热点话题讨论，请关注《焦作日报》官方微博：
@焦作日报）

本期栏目主持人 本报记者 郭 剑

为了进一步加强中药材专业市场药
材质量监督，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组织开展了专项行动：对河北、安
徽、河南、湖南等地的中药材市场进行
了暗访检查，行动中发现个别市场中非
法加工现象严重，卫生条件令人担忧。

（据《钱江晚报》）
传统中医药的灵妙仙气，在“柴胡

合格率为零”的检测中斯文扫地。商家
丧尽天良地逐利，固然值得拷问背后的

“道德血液”；监管麻木不仁地无视，亦
可以追责其“守土有责”的底线——但
眼下最重要的，未必是虚化的宏观命
题，而应该顺藤摸瓜，及早追溯“零合
格”的柴胡等中药材，究竟流通到了哪

里、哪些无辜的患者为之埋单？据称，
在本次查出的假冒柴胡样品中，专家还
发现有与药用柴胡同属一科的植物，但
它们在化学成分上有相当大的差别。如
果入药，可能对人体会产生严重的不良
反应。那么，哪些企业、哪些批次的柴
胡里用到这些性状不明的植物？这已是
人命关天的现实问题。

去年9月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发布的“中药材及饮片专项抽
验”不合格名单中，93 批次不合格产
品赫然在列，主要涉及问题为无生产资
质厂家非法生产和分装中药饮片、人为
染色增重、采用硫黄熏蒸加工饮片以及
掺杂销售等。而在近日安徽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组织对“中华药都”亳州市
13 家中药饮片生产企业进行的例行检
查中发现，一些企业不仅生产假冒中药
饮片，还出租药品生产许可证。可见，
将近半年过去，老问题还是老问题，而
中药材市场的乱象并未有丝毫“收手”
的痕迹。说好的整改呢？该开出的罚单
呢？

广告告诉我们，“药材好，药才
好”。如果药材肮脏卑劣，就算百年老
字号，能据此炮制出救命仙丹吗？传统
中药这回事，千万不要死在“自作孽”
的急功近利里了。当然，“零合格”的
中药材卖给谁了？这个问题亟待有个清
楚的答案。

“零合格”的中药材卖给了谁？
□印锦程

前不久，一位领导干部在谈到干部
作风建设时说：“有的干部存在着‘为
了不出事，宁愿不干事’‘不求工作多
好，但求工作无过’的思想倾向。凡事
只有领导布置了，他才行动，不说就不
动，工作上推推动动，推推转转，缺乏
工作主动性和创造性，这对于我们机关
的职能作用发挥和机关作风建设十分不
利，必须下大气力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纠
正和克服。”此言一语中的，一针见
血，发人深省。

诚然，在实际工作中，这种被群众
称为“按钮式干部”在一些单位很有市
场，归结起来，大抵有三个特点：一是

“懒”。就是在其位不谋其政，不求有
功，但求无过；行动上不自觉，工作上
不主动，能应付就应付，能敷衍就敷
衍；干事稀里糊涂，推推动动，甚至推

推也不动。二是“怕”。就是一事当
前，私心杂念太多，患得患失；缩手缩
脚，怕字当头，怕担风险；无论工作轻
重缓急，凡事都要领导布置了才去做，
只有领导交代才去问，唯恐出事要承担
责任。三是“旧”。就是思想上不思进
取，因循守旧；工作上方法单一，习惯
于传统的行政命令手段，习惯于上指下
派，习惯于当传声筒，满足于上级安排
多少干多少，领导怎么说就怎么做，缺
少一种奋发有为、开拓创新、认真负责
的精神。

干部队伍中出现“按钮式干部”，
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从主观上
讲，少数党员干部放松了对自己的主观
世界改造，宗旨意识淡薄，事业心不
强，责任感弱化。从客观上看，有关部
门监督管理缺位，考核评价乏力，问责

力度不够，没有及时予以纠正处理。
干部队伍中的“按钮式干部”虽是

极少数，但其危害不容忽视。它不仅有
损于党员干部在群众中的良好形象，败
坏党风政风，还会使当地错失大好的发
展机遇，造成工作的被动局面，最终贻
误党和人民的事业。

要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要对党员
干部的日常监督管理加大治懒治庸力
度，完善考评办法，严肃问责处理，让

“按钮式干部”没有市场。另一方面，
要树立注重实干，务求实效，敢于担
当，勇于负责的用人导向，大力营造想
干事的人有机会、能干事的人有舞台、
干成事的人有位子的良好氛围，实行优
胜劣汰，从而使那些“按钮式干部”让
位子、腾舞台。

不能给“按钮式干部”留市场
□李振喜

受焦作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委托，我公司定于2015年3月
5日9时30分在焦作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多媒体厅，公
开拍卖位于山阳区解放东路255号（原碧海云天大酒店地下
商场）焦作市人民防空办公室948人防工程（出租建筑面积
约1949.8平方米）租赁权，租期3年。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年3月4日16时（法定节假日除
外）前，企业携带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法
人代表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及相关资料，自然人携带个人身
份证原件、复印件及报名保证金20万元（以报名截止时间前
到达拍卖人指定账户为准）到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竞买不
中者，报名保证金于会后3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标的展示时间：2015年2月10日~3月4日（法定节假日
除外）

展示地点：山阳区解放东路255号（原碧海云天大酒店
地下商场）

账户名称：焦作市政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焦作焦东路支行
账号：1709020309200013182
市人防办咨询电话：（0391）3591100 13598506099

钟先生
报名电话：（0391）3568913 3568939 马先生
公司地址：焦作市阳光大厦B座一楼
工商监督电话：（0391）3587402

焦作市政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2月10日

焦作市人民防空办公室948人防工程租赁权拍卖公告

之中更显圆润之美。
李成海除了以北魏书风为主体

外，其篆书、隶书也很有特点，构成
了多元的书法艺术格局，其艺术成就

也得到了书法界众多大家的认可。
1981年，陕西省书法家协会成立，李
成海成为首批 110 名会员中的一个，
此时，李成海仅仅36岁。

防患于未然

顾培利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