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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的古城，一个普
通教师——西安联大师范
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李正峰
的个人书展在美术家画廊
引起了轰动 。

笔者打开签到簿 ，路遥 、贾平凹 、肖 云儒 、
霍松林、吴三大 、茹桂等文学界、美术界、书法

界的名流显要跃然
纸上 。一位莫名女
子悄悄走到李老师
身边 ，言称受人之
托，递上一封贺信 ，
事后打开一看 ，方
知是一位 当 了厂长
的学 生献上200元
钱和 一 片 桃 李 之
情。一位署名四川
万源刘弘的观众在
留言 簿 上 挥 笔 写
下：“吾魂随先生
去矣”…

一位从不抛头
露面的平凡教师何 以 有 如 此魅 力 ？强 烈 的 采访
欲使我终于按 响 了 先生 的 门铃 。

坐在 先 生 十 几平方米 的 书房兼会客厅 内 ，
笔者 恳 求他 回 答为何给 自 己 的 书房起名 “两忘
斋”，因 为 先 生 的魅 力 多少与 这 间 斗室颇有联
系。

李正峰先生是一位热爱 自 然 、热爱生活的普
通教师。数十年来 ，他登山 临水 ，游踪遍及大江
南北 ，许多清新的散文诗乃至书法作品就是旅途
中即兴创作的 。先生说他喜欢独游孤旅 ，逍遥 自
在，对大 自 然的陶醉使他提笔入境 便物我两忘 ，
此其一 。生活 中时刻提醒 自己名利两忘 ，默默地
在讲坛上执教鞭近四十载 ，从未想过出人头地 ，
此其二 。书法 中他不满足于脑指挥手 ，手指挥笔
那样简单的 “画”字 ，而追求情之所至 ，心手两
忘，将书法作为喧嚣尘世 中 的一方净土 ，随心所
欲去挥洒 ，此其三。

“ 两忘斋”的主人的确语不出众 ，貌不惊人 。
然而 ，读其文情致文雅 ，清秀隽永 ；观其字 ，不
火、不暴 、不怪 ，沉稳中 透出细腻 ，墨迹渐枯处 ，
似有非有 ，不知笔停何处 ，很是飘逸 ；识其人 ，
刚健、敦厚 、温文而雅 ，无怪乎 “两忘斋”的造

访者络绎不绝 ，无怪乎书
展开幕 ，人们闻讯而至 ，
趋之如鹜 。

采访中 ，先生笑谈有
些人向他求字 ，他很难满

足的苦衷 。先生教书育人近四十年 ，书法只是他
的业余爱好 ，许多作品只是在人生旅途中偶有所
遇，或有了生活的感悟 ，方才泼墨染翰。每幅作
品都是特定情况下的独特产物 ，一旦事过境迁 ，
没有 当时的环境和冲动 ，再要如法炮制 ，谈何容
易。先生的信条是既不重复他人 ，也不复重 自 己 ，
也许这正是先生书法的魅力所在 。

“ 昔余游于黔 ，于重峦叠嶂 中 ，见一老妪 自
吾身后出 ，著红裳 ，牵白羊 ，步履如飞 ，顷刻 已
超我半里之遥 ，追之不可及 ，恍如红霞一段 ，渐
隐于山 ，心甚奇之。”这是他去贵州旅游途中创
作的 ，廖廖五十余字 ，韵律似行云流水 ，读来朗
朗上 口 ，神清气爽 ，给人水墨画一样的美感 ，婉
若仙境。逐其墨迹 ，行书挥洒 自 如 。难怪观众总
在这里凝神驻足 ，或抄或读 ，如痴如醉 ，留连忘
返。

庚申 年七月 ，他去登庐 山 ，遂成 《匡庐游记 》
一则：“时值薄暮 ，游人散尽 ，空 山岑寂 。忽闻
松涛大作 ，若群兽之警号 ，欲阻吾私窥天庭 ，余
乃心悸神摇 ，於风中强行移履 ，始达一峰巅……”
许多观众在这幅魏碑精品前 口 念出声 ，摇头晃脑 ，
拍手叫绝 。

就象他的名字 ，在芸芸之众的书法界 、文学
界里 ，他确是一座挺拔耸立的 “正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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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 年代 ，一 种现代化
的儿童玩具游戏机 充 斥 中 国
市场 ，据 不 完全统计，1989
年一年里 ，市 场 销 售 近 百 万
台，销 售 额 近7亿 元 。这 些
被发达 国 家 有识之士撵 出 来
的科技浪 子 ，在我 国 找 到 了
另一村 。

据说 ，玩 游 戏 机 开 发
智力 培 养 人 才 ，是 现 代 化
的标 志 。常 见 几 个 青 少 年
手提 日 本 国 打 进 来 的 游 戏
机，神 气 傲 岸 ，引 以 为 非
凡，似 乎 一 蹴 而 就 ，实 现
了双 文 明 。

笔者也想 文 明 ，也去 欣
赏一 番 ，只 见嘀 嘀嗒嗒 、唿唿啸
啸，打斗 凶 杀 、投 弹 轰 炸 。几个
小时过去 ，虽 蒙 指教 ，终未能豁
然大悟 ，却增添 了 不 少 感 伤 和抑
郁。

利用 现代化教 育 手段 ，训
练青 少 年 的 观察力 、思 考 力 、
想象 力 、集 中 力 、记忆 力 是启
迪智 慧 开发 智 力 的 捷径 。而 电
子游 戏机者 ，活 动程 序是编好
的，一 不 动脑 ，二 不 动 口 ，只

须一指禅功夫 ，两 支眼 的 劳 力 ，
思维 活 动 基本 处 于 抑 制 状 态 ，
所谓 开 发 智 力 无 疑 于 担 雪 塞
井，而 青 少年 宝 贵 时光 ，却 在
懵懂 中 无情地流逝 。

毕竟 ，中 国 人是聪 明 的 ，
吃一 堑就能长 一 智 ，摸着 石 头
也能过河 。说 明 白 就 明 白 ，游
戏机 热 已 聚 然 降 温 ，市 场上 已
到不 惜血本大

甩卖 的 地 步 ，这个
疲软好 。

莫等 闲 白 了 少
年头 ，空 悲切 。

不信 东 风 唤 不 回
——电 视 剧 《铁 市 长 》观 后

王青春

铁市长的传言早有
所闻 ，但那毕竟是四面
八方 的 马路消 息。5集
纪实性 电视剧《铁市长 》
的播出 ，给观众展现了
一个逼真的人民市长形
象。观看至今 ，起潮的
心情难以平静 ，甚至夜
不成寝 。这就是共产党

人的形象 ，是人民公仆
的形象 ，是我们各级父
母官的楷模 。

“铁市长”的称谓 ，
一方面是张铁民市长姓
名中用了一个铁字 ，更
重要的是广大老百姓对
这位父母官工作作风的
一种赞誉 ，也是对他铁
一般的肯定 。

一则 ，他具有铁一
般的工作意志 。

出任 市 长 的张 铁
民，“少活五年”就是
为官 一 任 他 要 付 出 的

“ 血本”。整顿交通 ，
治理环境 ，修复城墙 ，
为民奔波 ，敢抓敢管 ，
毫不手软。不论是归他
领导的属下 ，还是他被
领导的上司 ，对事不对

人，是敢于在 “太岁 头
上动土”的人。但铁市
长也是位普通的共产党
人，工作中遇到困难 ，
展不开眉头的时候有 ；
借酒消愁的时候有 ；举
目远 望 发 感 叹 的 时 候
有。然而 ，面对 困难 、
谣言 、甚至难堪 ，他勇
往直前 ，激流勇进的奋
发精神一丝也不减 ，表
现了共产党人钢铁般的
坚强意志 。

二则 ，他铁心为群
众办实事 。

公仆的形象不是个
人说出来的 ，是 自 己做
出来的 ，是人民评出来
的。一 口 铁锅平平常常 ，
一包火柴微不足道 ，一
堆果皮司空见惯 。就是
这一件一件 ，一个一个 ，
一样一样的凡人小事体
现了铁市长 “甘为孺子
牛”的精神 。涉及群众
疾苦 的桩桩件件事 ，他
惦记着 ，挂念着 ，实办
着，而 且 办 得 那 样 认
真执着 。自 己 出钱给幼
儿院送去了大蛋糕 ，儿
童们手持块块蛋糕 ，那
支支烛光闪烁 ，难道不
是铁市长的象征吗 ？

三则 ，铁市长身为
父母官 ，党的高级干部 ，
应该说有职有权 。如何
使用 自 己手中 的权力 ，
是用它为 自 己谋私利 ，
还是 当作是责任 ，义务 ，

为人民服
务的 岗
位。铁市
长选择的
是后者 。
他不为子
女调换工
作，不许
子女私用
公车 ，而
却要儿子腾房给 中学校
长，不给曾为革命立下
功的 “老大哥”买车 ，
连封建社会的清官也会
给自 己的家眷留几亩薄
田，他只是留下遗言 ，
将自 己的遗体献给医疗
事业 。一个党性坚定廉
洁自律的铁市长的形象
高高地矗立在观众的心
目中 。

积劳成疾的铁市长
住进了医院 ，自 发聚集

于病区的老老小小 ，争
先恐后要求看一眼铁市
长的期待 目 光 ，这一幕
幕真 实 的 镜 头 ，它 带
给了 人 们 多 少 思 索 。
我们 永 远 坚信 这 个 真
理，领 导 与 群 众有多
少距 离 ，群 众 离 你就
会有 多 远 ，最 有 权 威
评价我们父母官们的就
是你的属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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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一”前夕 ，
省电影公司音像发行部
陆续发行《开 国大典》、
《 巍巍昆仑》、《船歌》、

《 百色起义》、《彭大
将军 》等一批歌颂中 国
共产党及革命传统教育
的37部 电影录像带 。

（ 孙 蓓 ）
△由 陕西省蒲城县

煤矿 、陕西省地方煤炭
供销公司和西安 电影制

片厂短片部联合摄制的
我省 第 一 部 反 映煤 矿
改革 题 材 的 电 视 连 续
剧《黑 色 的旋律 》近 日
在陕 西 蒲 城 县 煤矿 开
拍。　　（张静平 ）

△西安市职工影评
学会胡家庙分会、西安
电影制片厂于六 月 中 旬
联合举办了 “滕文骥 电
影艺术研讨会”。西安
市25家企事业单位的影
评员参加了研讨 ，十三
篇论文获优秀奖 。

（ 王 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