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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情于国画 夕阳无限好
———记我市耄耋书画师陶海谦

□ 郭玉梅

“加上这一次获得金奖，我已经先后获得

全国、省、市金奖26次了！”陶海谦开心地告诉

记者。尽管已是“获奖专业户”，但陶海谦还是

十分激动、开心不已。

祖籍扬州的陶老出生中医世家。“到我这

代，已是第5代了。”“我们学中医有时侯需

要画‘人像’，祖父跟姐夫是这方面的高手。”

受他们影响，陶老自小就对书画感兴趣，小时

候曾临摹很多名家的碑帖，用毛笔抄写过医

书。走上工作岗位后，由于工作忙，他对书画

的练习并不多，直到退

休后才进行系统的学

习。

对于自己在退休后

潜心学习国画的初衷，

陶老说，人生分为求学、

工作、晚年三个阶段，退

休之后没有了生活和工

作的压力，更应该活得

充实、活得有滋有味。正

因为如此，陶老把画国

画当成了退休之后的事

业。1991年正式退休后，

陶老立即参加了中国书

画函授班的学习，同时

还参加了市老年大学的

国画班和书法班的学

习，主攻国画山水，兼习

花鸟画，并继续探索书

法艺术。每天除了吃饭

和睡觉，其余时间几乎

都花在书画练习上。很

多人都不理解他，但他却乐享其中。

尽管有一点绘画基础，但是真正学起国画

来并非易事。“初学国画时，我也走了不少弯

路。”陶老说，刚开始学习时，画的结构布局不

懂，水墨含量浓淡不分，笔墨线条粗细不知。于

是，他到新华书店买来许多有关国画方面的书

籍，从临摹名家作品开始反复练习，学习名家

的用笔用墨方法和技艺。二十多年来，陶老购

买名家画谱、画册的金额已近万元。陶老坚持

多读书、多看画册，通过日积月累的学习，他开

始逐步掌握国画的用笔、用墨和用色的方法和

技巧。

对于喜欢画国画的人来说，没有登过黄山

是一种遗憾。1997年，陶老70岁，他做出了一

个重要的决定———登黄山。有“天下第一奇山”

之称的黄山令陶海谦大开眼界，其群峰林立，

群峰叠翠，波澜壮阔、气势磅礴，令人叹为观

止。“黄山归来不看岳，此话一点不假。”陶老无

限感慨。黄山之行给陶老的国画创作带来了诸

多灵感和创意，日出、奇松、怪石、云海、温泉这

黄山“五绝”不但留在陶老心中，后来他创作的

作品《千峰竞秀，万壑峥嵘祖国山河真美妙》还

荣获龙脉杯优秀奖。

学习加实践，让陶老的国画创作水平突飞

猛进，他的山水、花鸟等国画作品在省市、全国

卫生系统书画展中多次参展。1998年，他的

《乌鸦反哺》入展当代书画家赴日作品交流展

并获铜奖，还在日本姬路市美术馆展出，国际

友人和书画家们对其画作赞赏有加；2008年、

2009年，他的作品《奥运峰》、《改革开放百花

齐放神七上天全国欢唱》获全国书画协会美术

大展金奖……

“每一次获奖，对我来说都是莫大的鼓

励！”闲来无事，心细的陶老将自己的参赛和获

奖情况整理成册，以供查阅。记者看到一本打

印整齐的“陶海谦从1994年———2012年参赛

获奖荣誉称号入编典集情况”，共10页纸，分

为参赛获奖情况、被授予荣誉称号情况、入编

艺术典籍情况，每一年都标注得十分清楚，一

目了然。而他的各种证书以及奖杯都分门别类

摆放在书房里。“这些都是我的宝贝！”陶海谦

坦言，“物质享受固然需要，但没有充实的精神

最近，我市85岁的书画师陶海谦的国画作品《江山基石》获得纪念开国领袖毛主席诞辰120周年暨首届“夕阳之歌”中国中老年书画名家作品邀请展金奖。陶海谦同时被

授予“夕阳红杰出艺术家”荣誉称号。日前，记者慕名前去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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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鸣山驿
!

姚正安

早就听说河北省怀来县有一座驿站，规模

宏大，内涵深厚，功能特殊，被誉为“邮驿考古的

活化石”，心想往之久矣，直到今年七月，才得以

一饱眼福，果然不同凡响。

出北京城向西北数十公里就到怀来。怀来

属关外，但没有沙漠孤烟，没有莽莽草原，没有

成群的牛羊，有的是蜿蜒起伏的山峦丘陵，有的

是苍翠欲滴的参天白杨，有的是碧波荡漾的官

厅水库。看惯了一马平川，看惯了小桥流水，看

惯了寻常稻麦的我们，目之豁然开朗，心潮逐

浪。

鸡鸣山驿就置身于孤峰独秀的鸡鸣山脚

下。驿以山名，山以驿传，自然与人文融合，相得

益彰。

主人介绍，怀来位于京城向西北的主要通

道上，早在元代（1219年）就在鸡鸣山下设立站

赤（仅仅是几顶帐蓬而已，有驿站之初始功能），

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扩建，使之成为距离京

城最近的第一大驿站，1570年构筑城墙。清康

熙年间，全面修缮，至此，鸡鸣山驿作为真正意

义上的驿城而被固化下来。

历史上的鸡鸣山驿比较尴尬，早先属宣化，

后划归怀来，所以两县志书上都没有详细记载。

民国初年汰驿归邮后，与全国所有驿站一样，鸡

鸣山驿湮灭草野，无人问津。至1980年代，重见

天日。

根据研究发现，鸡鸣山驿不是一般的驿站，

有其鲜明的特殊性。

首先是它的地理位置特殊，它是京城的门

户驿站，进出京城必经此驿。1900年八国联军

攻占北京，慈禧与光绪在西逃之路上，曾在鸡鸣

山驿的指挥署停留三日。

其次是它的功能特殊，不仅通邮接待，还具

有防御功能，它有守军，有主管军事的指挥署。

明迁都北京后，加强了九边（九个重点边镇）防

守，鸡鸣山驿也属九边之一的宣化镇范围，鸡鸣

山驿实际上也是一个军事重镇。鼎盛时期，驿马

逾百匹，官兵超百人。

再次是它的内部建构与功用的特殊，鸡鸣

山驿属全封闭结构，而且有城（城墙），有市（市

场，经营场所），繁华之际有当铺 6家、商号 9

家、油铺4家及茶馆、戏台、车马店，俨然是一座

和谐欢乐而繁荣的集市。

还有它的文化特殊性，由于鸡鸣山驿处

于京城与四面八方的交汇点上，各方人员在

这里聚集，各种文化也在这里融合，它不仅沉

积了邮驿文化，还有宗教文化，建筑文化，民

俗文化，军事文化，甚至还有学校教育，文昌

宫一度就是邮政子弟学校，可谓玲珑满目，丰

富多彩。

当人们拂去鸡鸣山驿百年风尘，鸡鸣山驿

早已破败不堪，面目全非。1982年，怀来县委、

县政府按照“抢修为主、修旧如旧、兼顾开发、逐

年修复”的原则，拉开了抢修保护鸡鸣山驿的帷

幕，经过三十年的不懈努力，周长2000余米的

城墙已经修复，泰山庙、文昌宫、财神庙等主要

建筑修复如初，驿站内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配

套到位。

站在古朴厚重的东城门上，放眼望去，一侧

是如屏风一般的鸡鸣山，一侧是银光闪烁的官

厅湖，占尽风光之胜。俯瞰驿城，道路纵横，建筑

参差，再现昔日风采。我仿佛看到一匹匹彪悍的

驿马正撒蹄扬尘从西北而来，一拨拨从远方归

来的官员皇亲正坐车乘轿款款而至。驿道上车

马奔腾，方城内熙熙攘攘。

历史担当的鸡鸣山驿早已退出舞台，一座

融入现代意义的鸡鸣山驿又将重新崛起。我敬

佩于怀来人敬畏历史的精神和弘扬文化的人文

情怀。文明是历史的积淀，历史是人类的源头。

这是一个常识，但能付诸行动，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情。

怀来人为了恢复鸡鸣山驿的原貌，又发挥

其现实作用，专门成立了鸡鸣驿城文物保护管

理处，解决有人办事的问题，每年从并不宽裕的

财政收入中挤出部分用于抢修建设，解决有钱

办事的问题。他们不满足于实物的保护和建设，

进入到鸡鸣山驿的深层肌理，着力进行文化研

究和挖掘，于2002年召开了“中国鸡鸣驿城文

化学术研讨会”。如此等等，目的只有一个，即发

掘其现世价值，造福社会，造福人类，造福生于

斯长于斯的怀来人民。

鸡鸣山驿以其显赫的历史地位于2001年

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鸡鸣驿村也于2005年被国家文物局和建设

部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历史在这里定格，历史又在今天向前延

伸。我们有理由相信，鸡鸣山驿一定会以它博

大丰富的历史文明和绚烂多彩的现代文化，

成为关外大地上的一颗明珠，名播天下，怀来

世界。

行文至此，本可以水到渠成地划上句号，但

又不由自主地敲击键盘。

江苏高邮与河北怀来相隔千里，高邮的盂

城驿与怀来的鸡鸣山驿也是隔空相望，虽然驿

道相连，但毕竟南北两离。谁又曾想，盂城驿与

鸡鸣山驿突破时空，牵手前行。原国家邮电部于

1995年8月发行的《古代驿站》特种邮票，全套

两枚，其中一枚是怀来的鸡鸣山驿，另一枚就是

高邮的盂城驿。

历史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1913年民国政

府裁汰驿站后，盂城驿的命运与鸡鸣山驿一样，

移作它用，不为人知，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文物

普查时，重又进入世人视野。

高邮设邮年代久远，可追溯至秦王嬴政时

代“筑高台、置邮亭”，遂有“高邮”（亦称“秦

邮”）。但鼎盛期还是洪武八年以后，按照水陆驿

站的要求建设，功能齐全，规模可观，巅峰时期，

仅马、水夫就超过200人，成为大运河上一座重

要驿站，不仅于邮传，于漕运发展也发挥了积极

作用。

驿站划归地方后，其房屋设施或公用或民

居，疏于管理，一旦发掘，今非昔比。1993年开

始，高邮市委、政府着手回收和修缮盂城驿，历

二十多年之功，盂城驿主要建筑恢复原样，向世

人展示出一座较为完整和全面的古代驿站，得

到上级部门的充分肯定，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

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不仅如此，高邮市委、政府以盂城驿为

载体，大力挖掘和发展邮文化，1997年举办

首届中国邮文化节，今年十月将举办第六届

中国邮文化节；建设邮驿文化博物馆，是全

国邮政系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立邮文化

研究会，分析总结邮文化“诚信、创新、便

捷、快速”的传统精神，使与现代社会相衔

接相融合；开展全民集邮活动，是全国集邮

先进市和全国邮文化先进市，影响之大，波

及海内外。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鸡鸣山驿是目

前国内保存最完好的驿城，盂城驿是国内保

存最完好的驿站，两者功能有所不同，规模也

有大小之别，但它们在邮文化发展史上的地

位和影响都是无可替代的，正如怀来县政府

一位负责同志说，鸡鸣山驿和盂城驿是邮驿

文明的姊妹花。

驿站是先人赐给后来者的遗产，是历史留

给今天的机遇。保护好驿站是后人的本分，从

中吸收营养并使之增值是后人的本事。怀来和

高邮，正遵循文物保护、开发与利用的规律，大

手笔规划，大投入建设，大智慧运作，努力使

“国保”变为“国宝”。我们有信心期待，不远的

将来，鸡鸣山驿和盂城驿这一对姊妹花会越发

风姿绰约，光彩照人。

生活，也没啥意思。”

现在，陶海谦很忙，每天早上跑步、打门球，

下午画国画，生活充实而快乐。他给自己总结了

几句话：“陶治情操，强身健体，以画会友，服务社

会”看着陶海谦满足开心的模样，记者不禁感叹：

夕阳无限好，谁说近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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