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二中枫溪学校高中部执行校长颜真权
开拓国际视野，做时代新人

二中枫溪开启新征程，你们恰
是这征程中迈出第一步的人，你们
走的每一步都印刻着枫溪学子

“心怀国之大者”的坚定信念，在
未来的日子里，你们将见证越来
越好的枫溪学校，也将成长为立
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的
时代新人。

希望你们开拓国际视野，读懂和
而不同、复杂纷呈的世界，在学习中丰
富自己的价值内涵，讲好中国故事，贡献中国智慧，彰显二
中枫溪在新时代的新担当。

市八中校长罗裔
以青春翻涌出无穷的力量

梦想的光，照亮自己，引航未
来。新学期，期待你们以青春翻涌
出无穷的力量。

青春的力量，在于涵养家国
情怀，担当有我。青春的力量，
在于积攒人生底气，成长有我。
青春的力量，在于培铸奋斗之魂，
拼搏有我。

青年最富有朝气和梦想，但是青
年也有迷茫、困惑，也可能会懈怠、放
纵，只有常怀奋斗之心，才能激发无限
可能。愿八中青年翻涌出无穷的力量，深刻地理解时代，热
情地拥抱时代，勇敢地创造时代。

市四中党委书记尹连成
志存高远，自立自强

希望你们适应新环境，在自主
自立中成人。高中需要端正学习
态度，调整成长心态，塑造美好
自我。

希望你们歆享读书乐，在自
我挑战中成长。读书，将决定你
的人生发展高度和成长深度。“三
雅”课程将为你提供多样化的学习
机会和发展机遇，让你掌握扎实的知
识，练就过硬的本领和锤炼坚强的意志，
在未来的成长道路上，不断拾级而上。

希望你们树牢报国志，在自强不息中成才。希望同学
们在四中努力发掘自己的目标和兴趣，做一个知难而进的
求知者，做一个克难攻坚的攀登者，做一个拼搏进取的奋斗
者。

又是一年金桂飘香时，株洲的高中校园里到处活跃着青春洋溢的身影。新学
期，校长们对同学们有哪些期许？哪些金句最打动你？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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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一中校长陈嵩
坚持梦想，做有为青年

市三中校长杜国云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九方中学党委书记、校长陈捍东
高一铸剑，高二磨剑，高三亮剑

在新的学年，
期待我们共同撑
起教育的长篙，
到达充满光明
与 希 望 的 彼
岸，看到更加壮
美 与 辽 阔 的 未
来。希望同学们
弘道养正，做胸怀家
国的担当者；躬行求
真，做求索不止的攀登者；甘于务实，做脚
踏实地的追梦者。

同学们，你们要有弘道养正的价值导向，
躬行求真的坚毅品性，务实行远的果敢决心，
方能船到中流当击水，山登绝顶我为峰。

南中的一草一木、宇宙的日升月恒，
都将见证大家勤奋拼搏的模样。今日埋
下种子，期待未来花开，绽放青春光彩。

钱穆先生说：
“认识你的时代，
引领你的时代。”

“让改变发
生，改变正在发
生”是二中的核
心文化理念。在
这个时代，唯一不
变的就是“变”，挑
战和变化是生活的常态。

身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历史交汇期，国
际格局的加速演进、科技的创新、文化的
交融、观念的碰撞……我们的未来充满着
诸多不确定性，也孕育着无限可能。

身处新时代，期待每一个二中学子都
做到：以德扬善，砥砺强国之志；以智启
真，回归学习本位；以体强身，练就健康体
魄；以美塑心，提升审美情趣；以劳立行，
勇于实践探索，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不断引
领时代，创造未来。

市十八中校长杨电波
不负拼搏，勇攀高峰

市十三中校长孟祥忠
超越自我，追求卓越

坚持梦想，做
有 理 想 的 青 年
人。怀揣伟大
的 抱 负 ，规 划
好成长的每一
个阶段，明确每
一 个 阶 段 的 根
本任务，径直朝着
理想的坐标前行。

坚持梦想，做
有本领的青年人。在优秀的传统文化中
汲取养分，在经典的多样课程中提高素
养，做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积累未来
成功的本领。

坚持梦想，做有担当的青年人。认真
学习，要有不断求知的担当；关心他人，要
有服务社会的担当；直面挑战，要有攻坚
克难的担当。

挺起脊梁，做一个顶天立地有担当的
青年人。

市二中校长曾湘漳
引领时代，创造未来

南方中学党委书记、校长米仁金
弘道养正，躬行求真

让我们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目
标导向，坚持结果导向，努力提升
干部的管理能力、教师的研究能
力和学生的核心竞争力。

让教育更有温度，让教研更
有高度，让教学更有效度。老师
们要在课前当好设计师，课中做
好主持人，课后当好诊断者，构建
以“自主合作、对话交流”为基本特征
的新型课堂文化。

亲爱的同学们，高一铸剑，高二磨剑，高三亮剑，希望你
们在学校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找到自己的梦想，全力
冲刺。

同学们，高
中 的 学 习 生
活是需要刻
苦的。刻苦
的学习，就
像 日 复 一
日、年复一年
对 树 的 灌 溉 ，
树最终才能翠绿
和茁壮。

我希望同学们能够保持“书山有路
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的精神，在学
习和专业培训的道路上努力奋斗。同
时，遵守校训“臻和至美”的要求，做十
八中校园的绅士淑女。祝愿同学们在
未来的高考中，不负高中三年的拼搏奋
斗，达到自己最理想的成绩，春风得意
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不负少年志。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孙晓静 整理）

十 三 中 人
有一种精神，
那就是自强
不 息 的 精
神，也就是

“ 特 别 能 吃
苦 ，特 别 能
成 功 ”的 精 气
神。

我们要敢于有
梦、敢于追梦。我
们要学会负责，学会担当。我们要志存
高远，把个人的理想和祖国的命运紧密
相连。让我们点燃激情，挖掘潜力，激
活状态，让每一堂课、每一次活动成为
拔节成长的“美好遇见”。

高中阶段，是人生的关键时期，让
我们以梦为马，不负韶华，用奋斗和毅
力写好每一天的日记。

窗间过马，
岁 月 不 居 展
新颜。全体
三中人正为
实现“让每
一个学生都
看 到 希 望 ”
的愿景踔厉奋
发，勇毅前行。

湘江河畔有灵
气，院士母校创奇
迹。惟其艰难，方显勇毅；惟其磨砺，始
得玉成。

新学期，希望全体三中学子继续秉
承“不比基础比进步、不比聪明比勤奋、
不比阔气比志气”的求学精神，学会做
人、学会学习、学会生活，志存高远、蓄
势待发，立志成为具有“阳光的内心世
界、深厚的家国情怀、坚定的担当精神”
的时代新人。

新学期校长致辞金句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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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泉兄生于湘潭县涓水之滨古塘桥镇，后
随父母返回原籍株洲市，在本地先后供职于新华
书店、群艺馆、书画院，不管是业余还是主业，他的
书法家身份始终未变。而且，他首先是文人，他的
书法是文人书法，这一点是我十分赞赏的。

何谓文人？即首重道德修持，然后在传统
国学上博览广识，再兼及书画、诗文诸艺的操
持。何谓文人书画？重视国学素养的体现，其
要素在于学人的人格理想、学识积淀、才华秉
赋、精神境界的综合与升华。几十年来，国泉兄
在读书上下过大功夫，而且颖悟多思，他的《学
书浅谈》系列及许多论文，就公开发表在各种报
刊上，深入浅出，既有学术的视野，又有审美的
实用价值，颇得书法爱好者的佳评。古人说：

“买书不难，藏书为难。藏书不难，读书为难。
读书不难，用书为难。”国泉兄能学以致用，使他
的书法具有浓郁的书卷气，形成温文敦厚、朴茂
华滋的书体风貌；同时，他也不是“写（字）而不
作（文）”，勤练勤写书法和教诲学生之外，还能
写出好文章来，殊为不易。

国泉兄为人，平和藴蓄，浑厚诚笃，不盛气
凌人，亦不咄咄逼人，说话谦和舒缓，做事首尾
相顾，谦谦然，矻矻然，正如他的文章和书法，追
求一种中和、自然、内藴和元气弥满之美。

对于国泉兄的书法艺术，让我最为钦服的，
他走的是一条正途，春去秋来，以历代著名书法
家的碑帖为范本，潜心于笔砚之耕，篆、隶、楷、
行、草，细心临写与体味，正如他在《自序》中的
夫子自道：“加之反复研读了《历代书法论文
选》，以及各种碑帖，使自己的书写水平逐步提
高。亦有作品参入了全国展，和在国外展出，亦
获过小奖。”他尤对《兰亭》、《圣教》等名帖，情有
独钟，并化入自己的书法创作之中。我曾多次

观赏他抻纸运笔，具有一种音乐韵律感，急如蛟
龙掠水，缓似兰叶摇风，笔毫挟带心底的情澜，
笔划、行气皆浑然天成，不刻意，不做作，不炫
技，真率、浑厚、秀润，趣味盎然。他是在自然的
书写中，承袭中国的书法传统，表现自我的性灵
和想象，决不让笔下的书体、书格工艺化、图案
化、媚俗化。

《艺概·书概》有一段话，至今让人警醒：“凡
论书气，以士气为上。若妇气、兵气、村气、市
气、匠气、腐气、伧气、俳气、江湖气、门客气、酒
肉气、蔬笋气，皆士之弃也。”此中所说的“士
气”，乃文人气、书卷气也。

国泉兄追求是这样一种境界，这样一种“士
气”。

（据株洲文艺公众号）

大画家黄永玉，几乎无人不晓。他1924 年
生，湘西凤凰县人。

刘金涛，1923 年生，河北枣强人，著名装裱
师，对于他，人们兴许陌生。可是，当年他曾是
齐白石、徐悲鸿、黄胄等名家府上的坐上客。文
化大革命前，邓拓先生曾许诺给他著书立传，并
请黄永玉给他画幅像配上。然而，邓拓因被迫
害致死，无果。

幸运的是，黄永玉不仅跟刘金涛画过像，而
且画过多幅，这在文艺界几乎成为美谈。

一
黄永玉跟刘金涛相识，那是1953 年他从香

港回来任中央美院版画系教授，住大雅宝胡同
中央美院教师宿舍。当时，像张仃、董希文、李
苦禅、李可染等画家都住在这个大院。为了揽
活，刘金涛几乎跑遍大院每家。无意中，他从黄
永玉的表叔沈从文那里得知黄永玉也住在该
院，于是顺藤摸瓜拜识了他。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黄永玉开始新国
画的探索，并且一画不可收，自然要装裱的字画
比较多。这样，他和刘金涛的交往越来越频
繁。此时的黄永玉，不但喜欢刘金涛装裱的字
画，更喜他的诚实、厚道、热忱。在后来的几十
年交往中，黄永玉为刘金涛画像十余幅，且幅幅
笔精墨妙，生动传神。

一日，刘金涛从华君武家出来直奔黄永玉
家，黄永玉因思友心切遂直言道：“过去我住东
城，你住西城，有事没事常来串门，而今你住东
城我住西城，一年也见不到你几回了……”黄永
玉一面埋怨，一面从酒橱里取出一瓶绍兴花雕
来，然后又摆出花生米、牛肉、干鱼片等几碟下
酒菜，二人边喝边聊，黄永玉突然问道：“你今年
六十了吧？祝你长寿，干杯！”两人连喝几杯，黄
永玉兴奋地说：“今日你来得正好，我要为你画
张寿像，祝你六十大寿！”刘金涛高兴地说：

“好！我来磨墨。”一袋烟的工夫，黄永玉把刘金
涛的特点：由于职业的长期修炼，见人面带几分
微笑，和和气气迎顾客的特征充分地表现出
来。画完，遂题诗一首：“三十年前金涛兄，有事
没事来几回。今年喜逢六十寿，且把绍酒喝三
杯！”题罢意犹未尽，接着他又挥毫写了一段艺
评：“金涛裱师为艺坛无名英雄。俗话说，三分
画，七分裱。金涛占够天下七分而世人不知也
（王立道《装裱名师刘金涛》）。”

二

常言道：“患难见真情。”黄永玉与刘金涛的
友谊，曾经历过两次大的磨难。

第一次，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自然
灾害。大饥荒降临神州，户户缺粮，人人自危。
刘金涛时值壮年，人高马大，既要干体脑兼用的
活，又要出去送字画和揽活。一日，他送字画到
大雅宝胡同，时近中午，竟没有一家敢留吃中
饭。于是他来到罐儿胡同黄永玉家。黄夫人见
金涛来了，第一句话就问：“你饿不饿？”饥肠辘
辘的金涛说：“我饿！”黄夫人急忙走进厨房，冲
了一碗稠稠的藕粉端到他面前……

像这种境况去黄永玉家蹭饭吃，刘金涛不
止一次。1961 年大年初一，刘金涛照例去跟这
些大画家拜年，拜了一上午来到廖静文家。他
想，徐悲鸿先生在世时每来必留饭，每有困难必
送钱，且廖夫人也大大方方。可这回，廖静文面
有难色地对金涛说：“每年春节都留你吃饭，今
年就不留了，你多吃点糖果吧！”刘金涛也理解
廖夫人的难处，心想，这顿午饭又得去黄永玉家
吃。果然一进门，黄永玉就拉住刘金涛的手说：

“正盼你呢！有好酒，还有好菜。”真是知金涛
者，黄永玉也！

古语云：“一饭之思，涌泉相报。”一日，刘金
涛决意将徐悲鸿送他的《骏马图》送给黄永玉。

黄永玉高兴地说：“好呀！你给我挂上。”刘金涛
挂妥后，兴奋地对夫人说：“梅溪快来看，金涛拿
来了悲鸿先生的一匹好马，快去备一桌好菜。
今天要与金涛喝个痛快。”

两年后，又逢春节，又是刘金涛照例去跟黄
永玉拜年，黄永玉照例备酒菜款待。饭后，刘金
涛坐在沙发上正饮酽茶解酒消食，黄永玉却把
徐悲鸿的奔马图卷好拿来，真诚地说：“这匹马，
我看过瘾了，你把它牵回去吧（王立道《装裱名
师刘金涛》）！”

刘金涛听了，哪里肯收回，他说：“送出去的
礼，犹如嫁出去的女，只有出的份，哪有收回的
份！”梅溪却关切地说：“你家孩子多，永玉知道
你困难，让你拿回这马图，到和平画店换点钱
使，给孩子们买些吃的……”

刘金涛被感动得涕泪交流，以致后来好多
日，他总觉得对不起黄永玉，对不起他们夫妇这
片真情。

黄永玉与装裱名师刘金涛
马立明

▲黄永玉为刘金涛六十岁画像。

话说刘国泉兄
聂鑫森

▲唐《薛能诗赠歌者》。 ▲扫码关注株洲文艺

刘国泉，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省书协第二、三届理事，第四届理
事，市书法家协会第四、五、六届主
席。中国群众文化学会会员、副研
究馆员，原任株洲书画院院长，现为
炎帝书画院副院长。

人物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