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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德轩崔德轩 19471947 年出生于年出生于
沿河沿河和平镇和平镇，，中国老年书画中国老年书画
艺术委员会委员艺术委员会委员、、贵州省书贵州省书
法家协会会员法家协会会员。。先后为县书先后为县书
法协会主席法协会主席、、名誉主席名誉主席，，县老县老
年书画研究会副会长年书画研究会副会长。。作品作品
多次在全国各级报刊多次在全国各级报刊发表并发表并
获奖获奖，，入编入编《《中国书法家作品中国书法家作品
选集选集》《》《梵净山国际书画大展梵净山国际书画大展
获奖作品集获奖作品集》《》《中国梵净山名中国梵净山名
家书画精品集家书画精品集》》等多部书画等多部书画
专集专集。。因为地方书法艺术的因为地方书法艺术的
普及和提高作出积极贡献普及和提高作出积极贡献，，
被中国兰亭书画院被中国兰亭书画院、、中华书中华书
法家协会评定为法家协会评定为““中国实力中国实力
派艺术家派艺术家””。。

那一日黄昏，晓琳在电话里说，她父亲要出一
本书法作品集。我们谈及时便高兴起来，对这份
迟来的向晚收获不再心怀遗憾。人逐天赐，皆为
美景。此时的天边，晚霞茂密，夕阳正自炫放着异
彩，充满诗意的锦江，河流与天空形成倒悬之美，
万物婆娑，保持着黄昏良好的秩序。

时间是个恒定的容器，它让一切苍老而又年
轻。常常回想，有这么一条江，岸畔站着这么一位
白发老人。他素洁高雅，正气端庄，温文恭谦，浑
身洋溢着浓厚的艺术气质，身边是滚滚的市声和
滚烫的世俗，而他独自不惊，处尘埃，自在风流。
这便是我印象里的德轩先生。

德轩先生自幼酷爱书法，少时临习颜真卿“多
宝塔”楷书字帖，成年后兼习“二王”行草，退休后
又喜抄“魏碑”。数十年研习苦钻，墨池案牍间，挥
毫走笔，技法日精，视野渐阔，终成一家。先生书
法作品多次在国家、省、市报刊发表并获奖。1982
年获“贵州省职工书法大赛“二等奖”、2002年获

“梵净山国际书画大展”二等奖。作品入编《中国
书法家作品选集》《梵净山国际书画大展获奖作品
集》《中国梵净山名家书画精品集》等多部书法作
品集。

德轩先生为人谦逊，秉直高雅，君子风范，书
品与人品相得益彰，偏隅县城，几乎家喻户晓，深
得人望。无论雅室高趣，还是红白对联，只要
开口相求，先生无不应承，似乎忘了世间还有

“推脱”二字。
一个人的品性、气质往往能在其作品中体现

出来，所谓“文如其人”，也是“书如其人”。德轩先

生的书法艺术走的是“中正”之路，传统但不失厚
重，不沾江湖气，一招一式，有板有眼，完全就是他
的人格修为体现。

我和德轩先生结识二十余年，算是忘年交。
二十多年前，我从乡下调入刚成立的沿河报社，听
说最初打算请德轩先生题写报头，后来不知什么
原因，请了当地另一位老师。我对书法是门外汉，
缺乏欣赏慧眼，不过我总觉得“沿河报”三个字缺
乏站立感，也少几分庄重。那时还未见先生之面，
只隐约听说他是县供电局办公室负责人。某日，
随报社同事去供电局采访，事毕，同事又绕山绕水
地谈起报销胶卷费用之事，言语支吾。显然是节
外生枝了，德轩先生便态度坚决，不予同意。同事
脸面就红涨起来，现出几分尴尬。这次见面，我们
依旧是陌生的，除了客套，未作过多交流。又一年
后，县文联换届，成立各艺术协会，我和德轩先生
分别担任文学和书法协会负责人，大家“端坐”在
一张合影里，算是拉近了距离，但是交集机会依旧
不多。后来我担任县文联主席，德轩先生是县书
法协会主席，县里很多重大文化活动涉及的书画
展览赛事、每年春节下乡义务书写春联等活动，德
轩先生都会组织一帮书友同道，尽心竭力，任劳任
怨，每次任务都得以圆满完成，并赢得不少喝彩。
其时，县里除了书法协会，还有一个老年书画研究
会，基本上是两块牌子同一批人马，但是各自隶属
不同（老年书画研究会隶属县政协），不知什么原
因，会员之间起了隔阂，见面时就有几分尴尬，少
数人甚至闹到两不相交的地步。后经我做工作，
彼此才相安无事。德轩先生既是书法协会主席，
又是老年书画研究会副会长，两边都得兼顾，两头
都不能得罪，自然两头不讨好，但我从未听到他背
后议论过任何一人长短，即使是别人对他的不公
批评，他也一笑了之。而且对于协会事务，他也照
旧倾注十分热情和努力。正是在这样的团结和谐
氛围之下，沿河书法艺术事业不断得到发展，不少
新人得以成长。

德轩先生的长者之风随处体现。有一次，单
位一位年届五十的同志在书法活动安排中闹出

“乌龙”，弄得几位参与者很不愉快，德轩先生轻轻
一句，“你这个崽崽呀——”，说完微微一笑。刚才
还是乌云满脸的几位老书法家也跟着哈哈一笑，
气氛随即和谐。

这样的长者，当然可爱！

——浅读崔德轩书法作品

处尘埃

刘照进

自在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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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文艺长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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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

鲁迅先生对中国书法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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