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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写春联全国获奖

黄流镇是中国民间艺术
之乡。2月19日，海南日报
记者来到黄流镇，走村串巷，
到处都能闻到书墨香气，一
些人家连车库贴的“出入平
安”四个字也是手书的。

在黄流镇怀卷村二队53
号，记者看到一副特别的春
联——“盛世平安家富贵，新
年快乐业昌隆。”书写粗壮而
轻快，下联左侧另有一行小
字：“龙年，林尔谦，荣获全国
优秀奖联并书。”

林尔谦是一位农民，今
年65岁。他写的这副春联
被中华楹联协会春节前评为
全国十副优秀春联之一。

林尔谦虽然是一位农
民，但他是中国诗歌学会会
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
楹联学会会员、中华诗赋会员
以及海南省楹联学会理事、海
南省诗歌学会理事、海南省书
法家协会会员。他还是黄流
书法协会创始人之一，1988
年，任乐东县第一届书法家协
会副主席，1990 年至 2014
年，连任黄流书法协会第一、
第二、第三届常务副主席。

对书法的热爱，在黄流
是一种普遍现象。

家住黄流镇多一村的吴
启发老人，系海南省书法家
协会会员，已经87岁，虽然
一辈子从事农业生产，但一
直对书法有一种热爱，70多
岁开始坚持临帖，苦练书法，
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练就
一手隶书，至今仍然临池不
辍。家住黄流镇多二村的吴
建南先生平时除了忙家活，
一有时间就研习书法，涉猎
唐楷、魏碑等，沉浸于书法的
临摹和创作，以楷书见长，作
品多次入选省、县展览。家
住黄流镇黄西村的陈泰安也
是位农民，自幼爱好书法，心
摹手追，平时虽然忙于生计，
但是对书法的热情丝毫不
减，勤学苦练，作品多次入选
省市县书法展览，系海南省
书法家协会会员，曾任黄流
书协常务副主席，现为黄流

书协名誉主席。
每到春节，黄流镇书法

爱好者都会聚到一块，三五
成群，到全县各乡镇开展送
春联下乡活动，书写的春联
非常受欢迎。

“我们写字的人，春节前
几天又忙又累，但是给大伙
写春联，我们都很开心。”林
尔谦说，今年春节前三天，他
每天写给大伙春联 100 多
副，自家的春联年三十晚上
才有空写。

成就“海南书法之乡”

凡是对黄流有些了解的
人都知道，黄流人“字靓”，在
外地人眼里，黄流人普遍能
写得一手好字。

海南建省伊始，经济蓬勃
发展带来文化艺术繁荣。
1990年，黄流书法爱好者邢
福壮（已故）、江城、林尔谦三
人，共同发起成立海南第一个
乡镇书协——黄流书法协会。
30多年来，黄流书法协会每年
举办展览、比赛等活动，从未间
断过。从2011年开始每年举
办中小学生现场临帖比赛，对
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书法观念和
获取进步起到关键的作用。黄
流书协还经常组织书法爱好者
进行交流学习，并举办多期公
益性质的书法培训课程。

经过多年努力，黄流书
法协会培养出一批优秀的书
法人才，黄流书法艺术整体水

平得到显著提高。因为书法，
黄流先后获得多个殊荣：
2006年，被中国书法家协会
授予“中国书法家进万家活动
先进集体”；2007年，被海南
省书法家协会评为“海南书法
之乡”。黄流是海南省第一个
被命名为“书法之乡”的乡镇。

有老有少 后继有人

2020年，黄流书法协会
成立30周年庆典，组织了一
次展览，并编辑了黄流书法
作品集，共收到100位作者
投来的作品200多幅，展出
150幅，作品集收录128幅。

黄流书法协会主席邢增
琼说，30 年庆典展出的作
品，篆隶楷行草五体兼备，代
表当前黄流书法水平。其中
楷书作品多呈晋唐风韵，法
度严谨，志气平和，师法自
然；行草作品婉约流畅，生动
活泼，多具二王苏米遗风，融
现代气息于一体，气象更新；
隶书作品汉碑为字底，有的
古朴遒劲，有的秀丽隽永，别
开生面；篆书作品虽然不多，
亦值得一览。

黄流书法协会会员近期
创作的作品，在黄流金街小
吃城悬挂展示。走进小吃城
的人，无不为这里的书法氛
围感染甚至震撼。墙上、柱
上都是各种书法作品，来这
里的人，目之所及都是各种
字体的书法作品。

记者询问正在喝茶的一
位中年男子：“这里的书法作
品都是谁写的？”他骄傲地说

“都是我们黄流人。”
邢增琼说，黄流书法协

会成立以来，得到海南省书
协、乐东县文联、乐东县书协、
黄流镇委、镇政府以及海南君
大集团、农业银行黄流支行等
单位的支持，举办九届青少年
临帖比赛及展览，免费举办多
期书法培训班等，目前有会员
近百人，年长的87岁，年少的
10多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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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竹四起接五福，梅花一枝报
三春——文意青12岁书。”

“喜居宝地千年旺 福照家门万
事兴——钟若筠9岁书。”

近日，走进万宁市万城镇溪边
村，在溪边种养专业合作社附近，三
角梅掩映的一座长廊中，展览着许多
副春联书法作品，仔细看，每一副的
落款均是8岁到16岁不等的当地少
年儿童。

“这些孩子都是在溪边书屋成长
起来的，春节前，我们组织孩子们写
春联，再展示出来，既给村子增了年
味，也给他们添了自信。”溪边种养专
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溪边书屋创建
者文盛飞一边说，一边带领海南日报
记者继续往合作社深处走。

在三角梅种养基地尽头处，一座
外侧木质门头的古香古色书屋映入
眼帘，上挂蓝底金边匾额——“溪边
书屋”。

2017年初，由万宁溪边种养专
业合作社出资，溪边书屋建成并正式
投入使用，总面积175平方米，分主、
辅屋两幢建筑。主屋分礼仪大厅，书
法学习厅和名家长桌论坛厅。辅屋
是书画家工作室，分别命名为“文房”

“墨香”“画境”。环书屋四周，设有书
架藏书，有各类图书约3500册，全日
正常开放，并在周边建成读书亭、溪
边亭、文化廊以及生活设施溪边客
厅、公厕等。

走进书屋，可见内部红砖墙上，
悬挂多幅书法作品，大厅一侧，可见
一张铺设毛毡的长桌。“平时，我们就
在这里面对本村及周边村的少年儿
童开展公益书法教学活动。”文盛飞
说，相比一个实体书屋，溪边书屋更
是一个组织、载体。

早在书屋完全建成前的 2015
年，依托合作社打造咖啡屋时，溪边
书屋就已经成立，并开始面向村民开
展乡土文化和传统文化教育。其中，
最有特色的活动便是依托万宁“书法
之乡”的美誉，邀请专业书法教师、海
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李明平于
每周双休日、每年寒暑假开课；在春节
期间还会组织开展写春联大会，让乡
村少年儿童与书法家们同台书写“福”
字、春联，为村民送上新春祝福。

“我七八岁时就主动来书屋学书
法了，这里离家很近，走路几分钟就
到。而且来这里学习后，周六周日不
会一直想着玩，字也写得好看了！”溪
边村今年13岁的文盛景同学说。

在合作社入口处，一间名为“溪
边书铺”的沿街铺面中，悬挂着不少
溪边书屋学子的书法作品。这不仅
是为了展示，也可以对外销售。“为了
鼓励孩子们写字，我们利用合作社的
沿街铺面打造了这间溪边书铺，书铺
的招牌由孩子书写，我们还把孩子们
的优秀书法作品装裱之后作为商品
售出，售价在100至120元不等。”文
盛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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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4日，在乐东黄流金街小吃城，人们在由书法作品装饰的早茶店里用餐。
海南日报记者 王程龙 摄

小朋友们在溪边书屋练习书法。 吴庆川 摄

黄流书协会员的书法
作品。 王程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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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春联，贴
春联，是中国人
传统习俗。现在
过年，家家户户
还贴春联，但已
经很少有人写春
联了。乐东黎族
自治县黄流镇是
个例外，每年春
节，这里依然书
墨飘香，因为镇
上有书法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