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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7月14日那天，一觉醒来
已是零点 20分，起床拔手机充电线，
见有 5个未接电话，是师母易杰英老
师打来的，立刻有种不祥之感。回拔
过去，只听见师母在电话那头语调迟
缓地说：“老头子零点零 5分走了，你
过来一起商量后事吧。”

放下电话，我心里忽然有种发空
的感觉。虽说潘宗和先生的离去并不
让人意外，先生卧床不起已经好几个
月了，近来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几
天前，我陪同杨谔去看望，他连说话的
力气都没有了。临别前老人家硬撑着
坐上椅子，跟我们合影，说以后再也没
机会了。尽管有这么多的心理准备，
一旦先生真的离去，还是让我感到惊
惶失措，悲戚不已。

我步履匆匆地赶到先生家。只见
先生睡着了似的躺在床上，双目紧闭，
神态端庄而安详。师母、潘坚、潘斌和
崇国守候在老人身旁。他们告诉我，
老人家走时淡定、从容，他是在两个女
儿和崇国的合抱下安然合上双眼的。

听了他们的陈述，我颇感宽怀，在
女儿女婿的簇拥下告别人世，大概是
儒家人伦中最为温情的场景吧。

到早上6点，一切安排就绪，先生
的灵车静悄悄地离开他生活了几十年
的小区，缓缓开往掘港殡仪馆。

先生在殡仪馆停灵期间，前来吊
唁的亲朋好友、社会各界人士络绎不
绝。一副副挽联，一篮篮鲜花，一摞摞
祭品，一次次叩拜，寄托着成百上千人
的哀悼之情。先生的亲朋好友、学生、
社会各界人士及相关机构500多人次
发来唁电或送来花篮。

先生非达官显贵，声名亦仅局限于
江海大地，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群众文
化工作者，他的逝世竟然牵动了祖国的
四面八方，甚至惊动至海外，这完全是
先生高尚敦厚的人格魅力使然啊。

一年来，每当我追踪先生的成长
足迹，缅怀先生的音容笑貌，心中不免
发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浩叹。

先生出生于 1937年，幼年家贫，
母亲英年早逝，跟父亲、祖母一起相依
为命。入学后品学兼优，深得老师青
睐。读完小学，先生顺利考上了如东
师范。刚进去不久，学校突然被撤并，
他又与同学一道转到了如皋师范。毕
业后，他先在玉山小学工作了一年，随
后调到丰利小学。

先生生性喜好体育运动，在教好
文化课的同时，着意培养学生的运动
兴趣。在他的训练下，学生的运动水
平快速提升，培养的运动员在县、地区
运动会中大显身手。1957年，先生作
为德才兼备的人才被调进掘港小学。

进城任教后，先生受县城书画艺术
气息的熏陶，开始了写字画画的业余学
习。先生的书画才干很快得到了文化
馆康平馆长的关注。康馆长是我省著
名书画家，省美术馆创建人，首任馆长，
因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错误对待，才下
放到如东的。康馆长的到来，让县城掘
港立时有了艺术的生气。先生经常带
着习作向康馆长请教，康馆长总是放下
手头的工作热情接待他，除了技法指
点，作为他书画学习的首位导师，康馆

长做得更多的是鼓励和鞭策。1965
年，经康馆长的推荐，先生被县政府借
调到县文化馆筹办阶级教育展览会。

先生体格魁伟，性格豪爽，平生所
重首推“艺胆”二字。当年在县人民大
会堂所书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巨
幅标语，让全县百万人民知道了有个名
叫潘宗和的后生。先生书法的雄强出
乎天性，后来觉悟到书法要走向高远，
必须扎根传统，而且先要打好楷书基
础，于是先生一头扎进了经典，向古贤
靠拢。在浩瀚的碑版法帖中，先生一眼
看中了颜真卿的《东方朔画赞》，颜书的
大气磅礴与书者的磊落胸襟最为契
合。经过几年的刻苦临池，先生笔下渐
渐有了纯正的颜家风味。先生尝到了
学颜的甜头，于是搜尽市面上所有的颜
氏楷、行书，遍临诸帖，而于《告身帖》用
功最勤，临品几乎达到乱真的程度。

先生有了楷书的基础，继而又向
行书迈进。先生这回选的是米芾，米
芾风樯阵马、八面出锋的刷书，一下子
击中了先生的神经。原来字可以写得
这么痛快，性情爽直、做事雷厉风行的
他开始了对米颠的追慕。正是对米芾
的刻苦临习，矫正了他早年的自由体
行书，并在实践中领悟到了法度与自
由的辩证关系，开始走上一条“无一字
无来处”的专业书写之道。

随着对米芾师承的出神入化，当
年颜书的积累以及自身的性情，让他
的米体行书具备了一种剽悍的气质，
这就将他导向了王铎。

先生终于被王铎雄强壮阔、连绵
洒脱的浪漫书风彻底征服了，他庆幸
自己找到了顶礼膜拜的对象，找到了
书法艺术上的终极皈依。后来先生上
追秦汉魏晋，下承宋元明清，书法格局
为之一变，形成了剽悍雄强、古朴浑
茫、风神跌宕、宽博大气的个人风格，
但笔墨深处仍是王觉斯的底色。

先生是书画兼攻的能手，想当初，
先生是作为美术人才被借到文化馆
的。为了办好阶级教育展览会，康平
馆长亲自率领一班美术新秀深入村
社，描摹乡村、海疆风光，展现人物的
精神风貌，创作出一批富有时代气息，
有地方特色的美术作品，其中先生的
画作出类拔萃，尤见分量。

论及先生的绘画，不能不提到那
幅让他一举成名的《平凡的岗位》。这
幅画参加全国美展，由中国美术馆收
藏，并被人民美术出版社印成年画出
版，累计千万张在全国发行。一次先
生坐火车，他所在的车厢恰好贴着那
张《平凡的岗位》，心里好不受用。在
他看来，这是对画家劳动的最好肯定，
这种不期而至的窃喜是任何级别的嘉
奖所无法提供的。

应该说《平凡的岗位》这幅人物宣
传画，与前期的阶级教育展览会的画
风一脉相承。画面上一个女清洁工正
在擦拭公厕的门窗，诠释的是“劳动最
光荣”的政治主题，但不得不承认，画
面展示了一种超越政治的生活美学，
这美除了伸进窗口的那丛蕉叶，更有
清洁女工矫健的身段以及身上散发的
劳动者的自信与尊严。

由于有书法的笔墨功底在，先生

从人物宣传画转向国画创作显得格外
的轻车熟路，甚至可以说先生本来就
是用国画技法来作宣传画的。《平凡的
岗位》中那丛蕉叶，用笔老到，皴染有
方，使的是国画的看家本领。

中国画最核心的审美理念是书
画同源，先生在山水、花鸟、人物画中
很自然地融入了书法线条，不仅丰富
了画面的视觉表现力，更在深层次上
拓宽了艺术的创作空间和思想内涵。

在他的山水画中，线条的运用和墨
与色的变化被发挥到极致，故而气韵生
动，意境深远。花鸟画注重表现自然生
物的生机与灵动，通过富有节奏感的线
条来描绘它们的形态和神韵。而人物
画则更加注重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和精
神内核的挖掘。通过捕捉不同人物形
象的特点和情感，运用多样的笔墨语言
来展现他们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达
到了形神兼备的审美高度。

先生虽未进入美术院校学习，然
而，凭借他超凡的毅力，持之以恒的韧
性，书画成果显赫，一批批作品在国内
外展赛中亮相。其中连续五年，数副
春联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累计印
发数百万副，惠及全省城乡。数百幅
书画作品在省、全国参展发表交流。
数十件作品摘金夺银。行草作品两度
参加由国际文化中心主办的“赛克勒”
杯国际书法大赛，先后斩获铜奖和银
奖。行书长卷入编《中国书法全集》，
有数十件作品被国家级美术馆、博物
馆、全国人大办公厅、中国人民大学等
单位收藏。100件作品赴日本、新加
坡、泰国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交流展
出，或被国际友人收藏。先后出版了
多部《潘宗和书画作品集》。

先生的书画成就得到了社会各
界的充分肯定，连续三轮被评为市县
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先生是我县早期
的省美协会员，中国书协会员，群文系
列副研究馆员。

1982年康平馆长平反后调南通
工作，馆长位置一直未找到合适人选，
而临时过渡的管健馆长不久又调至文
化局工作。于是县政府会同县文化局
联合甄拔，最后目光落在了先生身
上。文革结束后先生已正式调进文化
馆，加上十年的借调，先生算得上是老
文化，而且在书画上已然声名卓著，颇
能服众。但从组织程序讲，他从未担
任过副组长、组长、副馆长，直接任一
把手，无论在文化馆，还是在如东县级
机关尚无先例。另一方面，先生出任
馆长，家人并不支持。他们担心行政
事务会拖累先生的创作，他们更希望
先生把握好目前的势头，将全部的精
力用在书画的精进上。家人的观点不
无道理，而且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一贯
的从艺态度。但作为一名党员，顾全
大局乃义不容辞的职责，他说服了家
人，选择了服从组织的安排。

担任馆长后，先生充分发挥文化馆
的活动中心、组织中心、创作中心、辅导
中心的职能，深入挖掘地方文化资源，
组织文化骨干进驻民间村落搜集绘画、
舞蹈、歌谣、故事等素材，在此基础上进
行整理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42
首如东民歌收入《中国民歌集成》，民间
舞蹈《跳马伕》、《钟馗戏蝠》、《浒零花
鼓》等节目晋京演出，反响强烈，被收入
《中国舞蹈集成》，并作为全国范本推
广。如东民间绘画得到中国文化部认
可，如东被命名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
画乡”，为后期成功申报“中国民间文化
艺术之乡”奠定了基础。

先生还组织书画专家赴泰国、老
挝考察，举办书画交流展览，让书画家
开阔了眼界，也为我县书画艺术带来
了国际声誉。

先生秉公办事，光明磊落，身为馆
长，从不利用职务之便为个人牟利。
为了不挤占有限的名额，他曾主动放
弃出国交流的机会；原本属于先生的
全国民间绘画优秀辅导员的称号，他

也让给了别人。一次，某单位向他索
要字画，事后送他一套沙发作为回
报。他二话没说，亲自用三轮车将沙
发拉到文化馆办公室，供单位使用。

在策划筹建文化馆职工宿舍楼
过程中，先生利用自己的特殊声望，以
自己的书画之作四处疏通关节，终于
获批了这一项目。大楼建成后，根据
他的资历和前期付出，可以多分半套，
却被他婉言谢绝。

1988年，先生力荐年富力强的昝
敬之同志任馆长，本想从此卸下行政
重担，一门心思搞专业创作，但县局领
导坚持让他担任馆党支部书记，先生
再次听从了组织的安排。

转任馆党支部书记后，先生积极
协助昝馆长开展日常工作，而在专业
引导方面，先生更是不遗余力地给予
技术支持。在南通首届民间艺术节活
动中，先生与馆内业务骨干一起积极
投入创作，如东参赛的四辆彩车全部
进入十佳，先生重点设计制作的《一马
当先》夺得一等奖。

南通群文技能竞赛，县文化局决
定让先生参赛。其时先生已是江海名
家，在南通得奖于声名无补，而作为前
任馆长和现任书记，跟年轻人一起比
拼才艺，万一失着，有损颜面。面对这
种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他却欣然应
允。先生一直以文化系统普通一兵自
居，过分计较个人的名誉得失，反倒不
是他的作派。

那次比赛的细则规定，选手必须
有三个项目参赛，不用说，书法绘画是
先生的强项，但另一项目选什么，让文
化局策划小组有些犯难。没想到，先
生竟然申报了声乐，大家都为他捏把
汗。大赛现场，只见先生以高大英武
的雄姿，铿锵宏亮的节奏，豪放激越的
旋律，演唱了一首新店山歌《穷人跟着
共产党》。歌声很好地传达了穷人跟
着共产党的坚定信心，感染了现场的
每一位听众，也震撼了全体评委，最终
先生获得了技能比赛大奖。

先生还热心公益，乐于为社会服
务。他先后担任如东县人大常委、县
政协委员、南通市人大代表、南通市书
法家协会副主席、如东县文联副主席、
如东县书协主席等职，他尽心履职，积
极作为，为繁荣发展南通、如东的文艺
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他先后荣膺江
苏省优秀文化老人、南通市德艺双馨
文艺家、如东文化名家等殊荣。

先生曾言，平生快意者有三：书画
兼修，桃李遍天下。

先生有着货真价实的学校任教
经历，但据我推测，此处的桃李当指他
所栽培的书画人才。说到书画栽培，
不能不说到文化馆的美术培训班。

如东文化馆美术培训班的班底
着实过硬，沈英、汤继明、尤文绚、洪祖
仁等先生，哪一个不是响当当的专家，
而先生名头尤显。甚至可以说，正是
由于先生的存在，使美术班具备了某
种名人效应。

培训班春晖普泽，其中由先生直接
培养最后考上了专业院校的学生就有
150多名，而培训班之外，经由先生指
点、激励成才的学生更是不胜枚举。像
潘金美、潘金铃、吴元奎等画坛实力派，
更是潘氏师门的荣耀所在。而丛志远脚
力更健，他靠一支画笔成功走向了大洋
彼岸。身为美国威廉帕特森大学版画专
业主任的丛志远教授，每次回到故土，第
一个想要拜访的就是恩师潘宗和。

某虽不才，忝列门墙，但能从长沙
侨居掘港，以书法立身，完全离不开先
生的影响。

1982年春，时任苴镇区文化站站
长的邓新，邀请先生对所属乡镇文化
站站长进行艺术培训。当时，我正处
于人生的十字路口，我向先生请教，若
放弃作曲、二胡演奏，改攻书法如何？
先生拍了拍我的书法作业，神情笃定
地说：“肯定行！坚持十年必有所成。”

先生的话犹如指路明灯，让我迷
茫的人生突然有了明确的方向。从那
时起，我如痴如醉地一头扎进了书
法。为了不影响工作和家务，我每天
凌晨4点起床，读书、临帖至7点。按
先生的指点，我亦从颜楷入手，在唐
楷、魏碑上狠下苦功。一旦小有进步
或遇到困惑，就从长沙骑车赶到掘港，
怀着朝圣般的心态向先生请益。有时
一个月去先生家中竟达十多次。临近
中午，师母总是热情留饭。而茶饭之
间，先生喜欢讲与陈大羽、尉天池、田
原等书画大家的交往故事，那是比师
母可口的饭菜更加怡人的精神大餐。

不负先生所望，我用十年努力，完
成了书法上的起步，1991年我一幅楷
书《诸葛亮诫子书》在省美术馆展出，
同年加入省书协。

先生见我在书法上尚可造就，多
次叮咛：“搞艺术当转益多师，你要出
去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最好能拜一
名影响更大的书家为师。”我遵照先生
意图，求师于言恭达先生。在两位恩
师的教导下，我的书艺有了长足进步，
2005年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

先生在我书法小有所成之际，不贪
己功，以私立山门为务，而是主动建议

我另投名师，其见识与襟怀可见一斑。
先生临终立下遗言：丧事从简，不

收礼金；不惊动政府，以生前画室为个
人书画陈列馆，供社会各界观览。先
生的身后安排为自己的坦荡人生添上
了最后一笔亮色。

饮水思源，睹物怀人。凝望着先生
为我书斋题写的“海雪堂”三个大字，眼
前总是浮现出先生拄着拐棍从我附房
门口经过的情景：有时只是回眸一笑，
匆匆而过，一副急事在身的模样；有时
驻足而立，跟我攀谈几句；也有时正好
赶上我有空，邀先生进屋小坐，只见先
生神情快活，天南海北一番神聊，说到
开心处不由得哈哈大笑。言者尽兴，
听者会心，这是师徒之间最为惬意的
配合。时光不可倒流，而倏忽之间先
生已然作古经年，不免让人唏嘘。

呜呼，是先生见证了我的青葱岁
月，目击了我的跋涉艰辛，也是先生充
当了我生命之舟的压舱石，如今除在
梦中，再也无缘聆听先生的謦欬了。

我不由得潸然泪下。
（文章作者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

员、南通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如东
县书法家协会主席、如东县文联原主
席）

师德留典范 艺道传芬芳
——纪念恩师潘宗和先生逝世一周年

□□ 谢谢 骏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