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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是杰出的人民作家、中国当代文学巨匠、书画大师梁斌先生诞
辰110周年，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对梁斌先生的美术创作进行研讨，借以缅
怀和纪念梁斌先生。通过对梁斌先生艺术作品的深入研究，我们看到了文
化和国家民族的密切关联，文化对塑造中华民族灵魂和中国精神的特殊重
要作用，更加体会到只有从人民出发，深情服务于人民，永远扎根于人民，才
能真诚歌颂人民；只有与人民群众心连心，把人民的伟大实践和时代的深刻
变迁融于创作之中，作品才会更有思想深度、文化厚度、精神高度。
我是读着《红旗谱》，沐浴着《播火记》《烽烟图》的熏陶成长起来的一名

美术工作者。一部部经典巨著为世人铺开了一幅幅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革
命的恢宏历史画卷，以雄伟感和浑厚感的豪放气质，谱写出一曲曲高亢嘹亮
振奋人心的英雄颂歌，为当代文学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壮丽史诗。在学习了
梁斌先生的画作后，我更是震撼和激动。梁斌先生的作品蕴含着浓厚的中
国风韵和文化底蕴，简练鲜明，潇洒含蓄，高度概括，笔力雄浑，墨色纯朴，气
势磅礴，奔放流动。他开拓新的题材、展示新的面貌、营造新的境界，使静态
的画面充盈着生命的律动，给人一种强
大的视觉冲击力，从表现的题材中我们
可以更多地看到有着乡土气息的大地景
物、自然风光，领略到其笔法艺术的纵情
挥洒，泼墨淋漓，刚柔相济，意趣深邃，笔
墨中的随意性、书写性、灵动性，体现着
梁斌先生的情思和情趣，画面里的笔触
朴拙、不拘成法，抒发着他内心的情感，
饱蘸着他对乡间的喜爱之情，使得点、
线、面产生了优美的节奏韵律。他的作
品用线圆浑遒劲，既有写意画的概括之
质，又有饱含气韵的传神之象，既有吴昌
硕笔底的古拙生涩，又有齐白石画中的
墨色交融，融汇古今，自成一家，更有强
烈的时代气息，形成了鲜明的个性特
色。特别是梁斌先生的很多作品中都用
了红色，红梅、红荷花、红牡丹、红杏花，
红柿子、红荔枝、红海棠……为当代中国
画注入了独特的美学观念和人文意蕴。
红色是中华民族的奋起底色，是革命历
史题材中最亮丽的色彩。梁斌先生画风
热烈，积极向上，巧妙地将墨色与红色结
合起来，运用红色代表了普通民众的审
美要求，使用红色代表了对传统文化的
认识与传承，通过红色透射出其艺术思
想和生命激情，展现了一位革命家老画
家的胸中之“红”，色彩里的红火跳荡，笔
墨中的生命写照，来源于梁斌老前辈对党始终不渝的信念，对人民始终不变
的忠诚，他的绘画以独树一帜的面貌出现，让人叹羡不已，回味无穷。
我作为孙其峰先生的学生，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受教于恩师。在上世纪

80年代我有幸参与梁斌先生和孙其峰先生的绘画合作，也曾多次得到梁斌老
前辈的教诲，目睹了老先生面对铺开的宣纸，用蘸饱墨的大笔，在纸上挥毫，以
情驱笔画出冲天气势，这位德高望重的宽厚长者，热情洋溢且十分耐心地倾听
着我的求教，他对后辈的热心点拨和教导，循循善诱，和蔼可亲，如和风细雨一
样浸润着我的心灵，让我受益匪浅。他待人谦和，平易近人，向他请教，让我的
心中充满着暖意。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深刻印象，他的音容笑貌永远刻
记在我的心里。
梁斌先生是一座矗立在文学与美术交汇点上的艺术高峰。艺术是心灵

的轨迹，也是艺术家精神气质的再现，将纯朴的自然美，凝练为全新的艺术
美，他的艺术感染力和文化辐射力带给我们无限的创造空间和精神启迪，独
特的笔墨语言，活跃的艺术思维，执着的艺术体验，深刻的艺术哲理，丰富的
艺术感情，纯真的艺术趣味，使我们看到了一位具有全面艺术修养的书画大
家。从其作品中我们固然可以领略到老先生“气吞山河”的国画写意技巧，
但是这些写意元素不仅仅是精湛的笔墨体现，也是其在书法、文学等方面深
厚积淀的表达，更是其人生经历的精神呈现。
梁斌先生严于律己的高尚境界，不计名利的宽广胸怀，求真务实的优良

作风，成为照亮我们心灵的一面镜子，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中
担负起美术工作者新的文化使命，在继续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努力把学习
人民、服务人民、讴歌人民的任务真正落到实处。我们要以梁斌先生为楷模，
让人民形象成为“画中人”，让人民生活成为“画中事”，用文化的力量、美术的
形式，传递真、善、美，传播正能量，紧跟人民的脚步，让自己的心永远跟随人
民的心而跳动，用文艺形式记录时代发展的细微变化，记录人民生活的点点
滴滴，从人民群众中获得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创作激情，用手中画笔描绘出更
多更加精彩展现祖国和天津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城市之美、精神之美、文
化之美的精品力作。

一位书法擎纛旗的大师走了，一个有趣的老头儿走
了，当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魏碑书法炫目的光环上
时，我的脑海中，在听到他逝世的消息时，浮现出的是邻
家爷爷、一个走路蹒跚风趣好玩的老头儿的形象。
这位睿智聪明的长者不说是谁，您已经知道了。
在南开区格调春天小区，下午，常看到老先生在儿

子孙建中的扶助下出来散步，有的人知道这位是大名鼎
鼎的书法家，更多的人不知道他是谁，但都知道这位邻
家爷爷喜欢打趣，喜欢说笑，你站在他身边，他总是让你
堆积着笑容，周身环绕着笑声。
和蔼慈祥自不待言，诙谐幽默，是他智慧的表现。

他住在一个门禁需按房号键再开门的楼房，初次登门的
人在按键上总是找不到这个“501”，那些常来的人有窍
门，就找键盘上没有字的那几个键按一下就行。
一次上楼后我和先生说，别人家的房号键像新的，唯

独您家的已经没字儿了，这真的是来人踢破门槛啦。老先
生呵呵一笑：“可不没字嘛，都让我磨在墨里写到纸上了。”
全国书法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天津书法

家张建会当选为全国书协副主席，当天晚上我手机上几
乎微信刷屏。翌日我去孙伯翔先生家闲坐，想起一个上
联：“先生主席，学生主席，喜逢双席。”
这是怎么回事呢？
老先生的老师是王学仲，曾任中国书协副主席；老

先生的学生张建会现在又当选中国书协副主席，真可谓
老师是主席，学生又是主席。人生谁有这般巧合，谁有
这般幸运？
上下两端占着书协副主席这“两席”，平时喜欢吟诗

作对的我，于是想起来这个上联。苦苦思索下联，竟然
一夜无得。
进得老先生家门，耄耋之年的他正端坐案前，潜心

书写杜甫的《秋兴八首》。于是我把上联说出来，想让老
先生再想个下联。
老先生素来才思敏捷，我凡求题跋求题字什么的，他

总是略加思索，随后或诗或联句就在腕底流出。记得我曾
策划画家魏瑞江“水墨五大道”画展，在水墨画小洋楼册页
上，老先生稍加闭目一二分钟，很快便写出下面的诗句：

非是界画瑶池线，驾驭墨色变幻中。

细窥天津五大道，嗟乎人去楼已空。

座座建筑皆文物，尽在历史已逝情。

五大道外饮冰室，后侪依旧怀梁公。

写诗不打草稿只打腹稿，然后直接写出来，这既是
他的习惯，也是他无人可及的过人之处。诗贵在意达境
远，尤难得有性情性灵，而这些诗中均已具备。此外像

谣谚俚语的题画诗，他更是信手拈来，如《牵牛花》诗：
“牵牛花，牵牛花，花史册上少见她。牵牛花，牵牛花，村
姑插鬓迎朝霞。”
果不其然，老先生听完上联，笑了。说真的没发现

自己的先生、学生都是书协副主席，他借用相声里的一
句台词说，介不似巧了嘛，介不似巧了嘛。
老先生哈哈笑过说，你说的上联是先生学生，实际

上核心是我，就是想挤兑下联让我自己说自己，好，我可
没你那么文气，今天凑一个，于是缓缓说道：“你的上联
是‘先生主席，学生主席，喜逢双席’；我的下联叫，‘左蒙
造型，右撞兰亭，也混两奖’。”
2014年老先生获中国文联第11届造型艺术奖，2015

年获中国书法艺术最高奖中国书法兰亭奖终身成就
奖。对于这两项殊荣，他先说是上上下下的抬爱，然后
就调侃说，自己是撞大运蒙上了。所以下联用了“蒙、
撞、混”三个字，调侃色彩极浓，放在一起，字字跳跃，顿
觉趣味满眼，浸透着天津卫的俏皮。
此时一直不曾插话的老先生的儿子孙建中说，我凑

一个横批吧，四个字——欢喜一时。
孙建中说，父亲的老师王学仲先生去世父亲是真伤

心真难过，学生张建会当了中国书协副主席，父亲是真
欢喜真高兴，因为没有比学生超过自己更高兴的事了，
学生的进步和成绩是他最大的期望。停顿了一下，这里
有一个但是，孙建中说，欢喜只是一时。父亲获“两奖”
很欢喜，登门祝贺的人和来电话的一时间很火爆，煞是
风光热闹。然而几天过去一切风平浪静，此时父亲的心
态早已复归，他这样说：“书法获奖什么的只管一阵子，
但是在艺术上不停步才管一辈子。”
所以，“双席”高兴也好，“两奖”兴奋也罢，都是欢

喜，却只能一时。
上联，下联，横批，三个人凑成。其中的祝贺和调

侃，欢喜一时也好，哈哈一笑也罢，个中哲理能让人咀嚼
再三，老先生毫不伪装的本色流露，更显名士派儿。
都知道老先生的人生并不很如意，书法创作也经历

了起起伏伏四个阶段：鼓掌叫好，怀疑讥讽，接受赞许，
喝彩称道。老先生的书风取向，换言之可谓艺术追求，
正如他自己而言：“起于方正，行于温润，臻于清凉，不殁
则求。”孙伯翔的人生经历，也好似股市，一度跌到人生
谷底，然后缓慢上行，直至日后的牛市冲天。
许多的事曾经让他很苦闷，但是他能找到化解的办

法，那就是画画。
从青年时代他就画画，以此化解纠结、烦恼。他拜

天津花鸟山水画大家梁崎、孙其峰为师，两位先生都说

他天资高要收他做学生，习书之外学习花鸟画。他的绘画
几十年来几乎从不示人。远在1982年，其魏碑书法四屏就
惊艳全国，荣获首届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展一等奖，“魏碑
巨匠”的光冕至今仍华光四射。而他的画作正式亮相是在
2014年11月9日天津美术馆举办的“八十抒怀”书画展上，
一幅高2.2米、宽1.9米的巨幅松树画作亮相展厅。借此次
展览，他个人捐出50万元给天津市书法家协会，用来奖励
在书法大赛展览中获奖的天津书法新人。老先生说：薪火
相传，推陈出新是书法艺术不灭的“奥运圣火”，我愿意做一
名“火炬手”，更愿为书法艺术的巨松催芽添枝。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孙伯翔经常到住在西北角的梁崎先

生家，在那一间8平方米的陋室，他心生无限感慨。一副对联
脱口而出：“八方斋内观云秀，三尺画案听鸟鸣。”“八方斋内”
就是8平方米斗室，“三尺画案”就是一块临时架起的木板。
从那时开始，孙伯翔“闭门默练画”，开启了学习老一辈随

遇而安的心态读书画画的生活。他想的是，以书法滋养画艺，
以画艺静净书法；画境在虚白处体现，书意在实墨上表达；绘
画让人注意到书法的“计白当黑”，让人去无墨之处精思，书法
则让绘画的着力点放在笔墨上。二者互相补益，互通长短。
老先生自诩是农家子，村中的家禽，郊外的野鸟，架上

的丝瓜葫芦，篱前的牵牛野菊，慈爱满怀的祖母都入了他的
画，进了他的诗。前些年老先生自作的一首诗，道尽书家不
纠结、放松但不放任的心态：“转瞬砚耕七十春，而今更喜古
中新。休将碑帖分泾渭，剔透清凉最精神。”
人活着什么最幸福？做点喜欢的事，活成有趣人。能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并且做好，如果再能活成一个有趣的
人，能给他人带来轻松笑意，那就是功德圆满。
任何人都是自己幸福的工匠，逆境奈何不了，年龄奈何

不了，生死奈何不了。
老先生走了，歌德曾经这般比喻死亡，“太阳看起来好

像是沉下去了,实在不是沉下去而是不断地辉耀着。”
老先生走了，记住他吧，中国魏碑书法新世纪的纛

旗——孙伯翔先生。
题图为孙伯翔先生送给作者的画作。

春风中，有一座杨柳掩映着的村庄。村前有一条小
河，从幕阜山脉泉涌而出，淙淙潺潺，不绝于耳。其地其
景其情，颇有“小桥、流水、人家”的意趣。
这是一个群山环抱的去处，有保存完好的多处明

清古民居建筑，房舍楼台，古朴典雅；杂花生树，疏密
有致，这是一个青山、绿水、翠竹、垂柳、古树、栈道、廊
桥、水坝、田园、村落融于一体的所在。这个地方叫刘
家桥，位于中华桂花之乡咸宁桂花镇境内。依山傍水

的刘家桥，被红灯笼装扮一新的刘家桥，颇有点江南
水乡的韵味，更因了古树和古桥，益发虬曲有态，多姿
多彩，古色古香起来。
远远望去，它就像一幅传统的中国山水画卷。在

这里，最醒目、最叫人牵挂的，还数刘家桥廊桥。这
桥，青瓦翘檐，垒石而成，十分坚固，静静地拱伏在宁
静的白泉河上。桥上以砖瓦和木梁柱建起廊亭，两
边是青砖花墙和杉木长凳。坐于亭中，看檐下挂着
的几只红灯笼，遥想曾有多少春秋故事在这里倾情
演绎、起落开合。桥边光可鉴人的石板路上，古辙依
稀，印痕犹在，见证着过往岁月的嘈杂繁华。
刘家桥古民居大多为明清时期所建，保存完好

的古民居群落主要有四处，分别在老屋、下厂、上
新屋和下新屋，依山势从上而下形成阶梯形建筑
群。这些民居大多有高耸的门楼、口内含珠的龙
头翘檐、精雕细刻的门窗，也有迂回曲折的楼道深
巷、雕梁画栋的绵延屋宇、蔚为大观的严谨门庭，
从中依稀可见刘氏家族当年的繁华。尤其是那些
通风、采光、排水俱佳的“天井院”古民居样式，体
现着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价值观，凝结着刘家桥先

民的聪明智慧。
漫步村巷之内，随处可见一些来自时光深处的

生产工具和生活器具：曾经吱吱呀呀的纺车、引水
灌溉田园的水车、古老的推砻、深深凹陷的碾槽、捕
鱼的竹笱、原始而古老的榨坊、舂米的石臼、碾米的
石磨、迎娶新娘的花轿、造型别致的竹轿，等等。古
民居房屋壁上挂着的蓑笠、秧耙和弄堂口缄默经年
的风车……这些器物无不透射出刘家桥人的勤劳和
乡风民俗的传承。
这漫漫岁月沉淀出来的古村落，低吟浅唱，不缓

不急。它存留的一砖一瓦，都流转着时光的味道；一
草一木，都散发着浓厚的历史人文气息。相传，与汉

高祖刘邦同父异母的幼弟刘交，也就是被封为“彭城王”
的西汉楚元王，携家带口来到此地定居，成为刘家桥人
的始祖，传承至今，这是个聚族而居4个多世纪的古民
居群落，既是“彭城世家”，又是“墨庄世家”。由此观
之，刘家桥廊桥上存留的石桩、雕花，以及周边修葺过
的古民居，所展现出来的岁月的深度、时空的广度，以
及光彩熠熠、情景怡人、可圈可点的人文风致，也就是
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古老民居的岁月遗存、多彩民风的传承延续，成就
了“楚天民俗第一村”的美誉。回眸廊桥上的那副对
联，以史鉴今，人文炳蔚，以桥名村，民俗流芳，不正是
刘家桥内涵的生动写照吗？
桥下的白泉河，依然清澈。晴和的日子，远远近近

总有孩童在水中嬉戏，溪水上停泊的木筏，随风摇动，
荡漾着春光，荡漾着柳色，也荡漾着忽隐忽现的时空
倒影。久远的老宅，苍苔斑驳，暗绿丛生，门窗旧迹，
残痕如梦。它让人想起绣楼上翘首望向窗外的女子
和廊桥上挟着油布雨伞怅惘满腹的长衫男子，他们目
光交汇的瞬间，山川河流、天地精气，浑然而为一体，褪
成遥远的尘世风景。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

枝花”，走进这青山环绕、清溪流淌、丽质天然、浓淡相
宜的村庄，古屋有致，古木参天，空气清新，风景秀丽，
直教人流连其中，不舍离去。时至今日，刘家桥已然
成为绘画爱好者取景写生的热门之地，山脚下、小溪
边、雕栏处，随心支上画架，便有古风氤氲，春色雀跃，
灵气浮动。
时光从桥下流走，又在画笔下堆积。我们可以从现

代生活丰富的卷帙中，从那些专业的不专业的笔墨中，慢
慢品味属于刘家桥的自然风韵和人文情怀。

他活成了一个有趣的人
——忆孙伯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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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国际劳动节是劳动者的盛大节
日。微风轻拂，送来了欢快的叽叽喳喳的鸟
叫声，仿佛那些鸟儿也在唱着给劳动者的赞
歌。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芬芳，那是大地的
馈赠，是辛勤的汗水滋润出的生命之香。阳
光如金色的织锦般铺展，轻柔而温暖，宛如
乐师的手指轻轻地抚
着琴弦，奏响劳动的
乐章。绿树轻摇，红
花盛放，也仿佛在默
默地为劳动者的辛勤
付出欢呼喝彩。
在城市繁忙的建

筑工地上，工人们挥
汗如雨，手中的砖块
和钢筋就是他们的独
特语言，他们用这种
语言精心地描绘着城市的繁华与辉煌。他
们的笑容不仅流露出了对工作的热爱和对
未来的憧憬，还隐含着对远方家人的深深
思念。那滴滴汗水，既是他们参与城市建
设的鲜活见证，更是他们坚韧不拔、勇往直
前的精神象征。
田野里，农民们挥舞着锄头，汗水滴

入泥土，滋养着万千的生命。他们的脸
上洋溢着满足的微笑，那是对土地的敬
畏，对丰收的期盼，也是对自己辛勤付出

的一种自豪。这笑容，如阳光一般温暖，照
亮了整片的田野，也照亮了我们的心灵。
学校里，教师们辛勤地耕耘，汗水洒在

教室的每一个角落，微笑温暖着每一个孩
子的心。“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他
们深知，教育是一项崇高而庄严的事业，肩

负着塑造未来、传承
文明的伟大使命。他
们的汗水，凝聚着对知
识的敬畏，寄托着对学
生深深的关爱与期望。

在城市的大街小
巷，环卫工人们或开
着清扫车，或执扫帚，
辛勤劳作。他们虽然
默默无闻，却肩负着
守护环境的重任。每

一滴汗水，都凝聚着对环境的敬畏，都体现
着为提升市民生活品质的付出，以及对这座
城市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
此刻，汗水与微笑交织在一起，如同一

首优美的诗篇，在诉说着劳动者的故事，展
示着他们的风采。这不仅仅是劳动者的节
日，更是对他们辛勤付出的赞美和颂歌。
“人生在勤，不索何获？”正是这份勤劳与付
出，创造了我们的美好生活，也让我们的世
界充满希望。

劳动节里的
汗水与微笑

苏作成

小河澹澹 古朴如画
程应峰

1993年是鸡年，我为《癸酉年》贺岁邮票题诗：“猴子还未捞尽申岁的月圆，癸
酉年已用名片与人们交谈。一个鸡字早被民俗读响谐音，吉的祝福正汇入新春的
庆典……”我所制的集邮品，用印有彩鸡啼晨图案的明信片，邮票盖天津邮局特制
首发日纪念戳，还有一位民俗学大家的题字：“希望为祖国民俗学事业的推进而努
力！ 钟敬文 1993.11.13”。

这一年，是中国民俗学会成立10周年。1979年钟敬文邀约顾颉刚、容肇祖、白
寿彝等6位著名学者，联名倡议恢复民俗学的学术地位，建立学术研究机构。经他
多方奔走呼吁，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成立，从而开始了新时期民俗学重整队伍再
出发，走向繁荣的历程。

钟敬文（1903—2002），广东海丰人，民俗学家、教育家、诗人，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
《诗经》风雅颂，风指国风，更近民俗，宋代朱熹所谓“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

五四时期，中国现代民俗学起步，开始于歌谣征集——北京大学的歌谣运动。顾颉
刚谈当年搜集吴地歌谣，动力之一是探讨《诗经》与
民间歌谣的关系。受歌谣运动鼓舞，20岁的钟敬文
在家乡搜集歌谣，发表于《歌谣》周刊。1927年，他
在广州协助南下任教的顾颉刚等人创办中山大学民
俗学会，编辑《民间文学》周刊，翌年更名《民俗》。上
世纪30年代，“歌谣热”消歇，钟敬文坚持耕耘在民
俗学这块尚待开垦的土地上，《盘瓠神话的考察》《中
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撰著渐丰，亦有其他译著。
新中国成立之初，他与郭沫若、老舍筹建中国民间文
艺研究会，主持研究会日常工作，创办《民间文艺集
刊》和《民间文学》等刊物。改革开放后，为推动民俗
学的发展，立学科、建学会，培养人才、编撰教材，钟
先生老当益壮，孜孜善成。

1993年，北师大励耘红楼住所，鲐背之年的钟
敬文对到访者说，他仍未脱离工作状态，在搞一本民
俗学概论，还在带研究生。钟先生问，报纸副刊能不
能搞个风土专版？不要零敲碎打，半个月集中出一
个版，容易引起关注，能积累一些资料，将来还可以
编书。这样的专版，搜集记录民俗资料，也可刊登一
些理论性短文。这样做是对民俗学的贡献。我回
答，如果有机会，愿意做这件事。

关于生肖文化，关于传统民俗与风尚、时尚，关于民俗学的路径与方法、民俗研
究的任务与广阔的空间，这是一次长时间的请益，钟先生谈兴也浓。交谈中，几次
言及报纸参与民俗学。钟先生讲，中国地域大，历史长，民间风俗层次多，积累丰
富。我们的搜集工作还很不够，有许多材料还在民间，有待于记录整理。百年来，
上海天津等地，由于外来文化的影响，引起民风民俗的变化，清代《津门杂记》对此
有记述。话题再次回到报纸专版上来，他说：如果各地报纸都做这件事，对中国民
俗研究大有好处，对看报的人来说也有趣味性，因为这是他们身边的文化。

中午时分，我起身告辞，我赞叹钟先生藏书多。先生的回应挺有跳跃性：读书
人，这是我们的资本。资本家以金钱为资本，我们以知识为资本。他接着说，我是
海丰人。海丰在大革命时被称为“小莫斯科”，出过彭湃。

钟敬文先生清瘦，听力视力都好，思维敏捷。他找出一首近作诗稿交给我，在
我带去的明信片上，写下那行能量满满的钢笔字。

我记住了这殷切的期盼。五年后，一个机缘得以实现钟先生的希望。这块报
纸专版取名“天津卫”，主要介绍风土民俗、文史掌故，宣传历史文化名城的风采底
蕴，几年间出刊49期。

2001年2月13日，我带上几份报纸，去看望钟敬文先生。先生对专版很有兴
趣。他说，现在写不了长文章了，要为专版写一篇短文。又商量，不一定非写天津，
有关民俗就可以吧。钟先生讲，到过天津两次。一次是1949年，从香港乘船经天
津，到北京开文代会。稍作停留，被安排住在一家很讲究的饭店。另一次是天后宫
民俗展开幕，由顾道馨陪着前去。他还提到天津历史博物馆
的民俗陈列，谈及杨柳青年画。

2013年，中国民俗学会成立30周年。在学会年会上，我
以《“希望为祖国民俗学事业的推进而努力”——钟敬文先生
倡导报纸开地方风物民俗版面》为题，作分组发言。这篇文稿
现仍挂在学会网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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